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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亭：齐白石之师
萧芗陔的原乡

聂鑫森

千年名镇朱亭，西临湘江，东接

攸县，南邻南岳衡山，得画山绣水之

灵秀，聚人文历史之瑰丽。

镇中祖师殿前的江岸上，崛立着

一棵粗壮遒劲、饱经风霜的古樟树。

相传三国时，刘备袭取荆州后，张飞

率部溯江而上，泊于朱亭。张飞牵马

登岸，将战马系于此树，将丈八长矛

依靠树干，尔后入祖师殿焚香叩拜。

于是古樟得名“系马樟”“依矛樟”。

镇南六公里的江上，有晚洲。唐

代大诗人杜甫泊船洲边，留下一首

《次晚洲》的五言古风：“参差云石稠，

坡陀风涛壮，晚洲适知名，秀色故异

状……”

到了南宋乾道二年，即公元 1166

年，著名理学家朱熹访学长沙岳麓书院

后，与名儒张栻乘船顺流而下，去参谒

南岳衡山，途经此地，应邀结苇为亭，为

好读书者讲学数月。于是因朱熹之驻

停，遂将“浦湾”的原名改为“朱亭”，一

直传承至今。古人释“亭”，为“停也”。

……

（一）

我生于湘潭长于湘潭，于 1965年

秋来株洲工作。在此之前，我虽未到

过朱亭，却早闻朱亭之大名。在湘潭

老一辈的口中，时常提及丹青巨擘齐

白石的一位重要的画艺启蒙老师萧

传鑫，字芗陔，系朱亭花钿人。

朱亭在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

后的 1951 年，隶属于湘潭县。1965 年

归属于株洲县。至 2018年成为株洲市

渌口区的一个镇级单位。

我真正从史籍中，读到齐白石的

老师萧芗陔为朱亭人的记载，已是

1987 年春。因我购到 1986 年 12 月由

岳麓书社出版的《白石老人自述》一

书。在此书中，齐白石非常动情地谈

及他的拜师过程，师生间的亲密情

谊，读之令人难忘。尔后，我又读到齐

白石的弟子张次溪所著的《齐白石的

一生》，也专门谈到齐白石的这位出

生于朱亭的老师。

张次溪，生于 1908 年，为著名诗

人、民俗学家。他于 1920 年随父张篁

溪拜访在京的齐白石，于 1932年正式

拜齐为师并协助编订《白石诗草》，遍

请名家题签。张篁溪与齐白石都受业

于王闿运门下，故其题诗中说：“湘潭

私淑忆当年，始识齐侯是国贤。”张次

溪一生著作很多，由他整理出版的

《白石老人自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出版，便是此中一种。

“有一天，铁珊对他（齐白石）说：

‘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

了，你何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

神像好一些。’这位萧芗陔，名叫传

鑫，住在朱亭花钿，离白石铺有一百

来里地，相当远。是个纸扎匠出身，自

己发愤用功，四书五经读得烂熟，也

会做诗，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

画山水人物，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齐白石的一生》）。

铁珊即齐铁珊，是齐伯常的弟弟，

也是齐白石好友齐公甫的叔叔。几天

后，齐白石画了一张八仙之一铁拐李的

像，送给已在齐伯常家的萧芗陔请教。

又托齐铁珊、齐伯常、齐公甫去表示心

迹，愿意拜萧为师，萧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一年为 1888年，齐白石实为二十五

岁。《白石老人自述》中说：“这位萧师

傅，名叫传鑫，芗陔是他的号，住在朱亭

花钿……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

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的朋友

文少可与我相识，也是个画像名手，家

住在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

的得意手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

白。我对于文少可，也很佩服，只是没有

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

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此中的小花

石，清代属湘潭县中十八都，今属株洲

渌口区，故文少可也是齐白石又一位株

洲启蒙老师。

那个时代，照相还没有盛行，画像

这个行当相当吃香。在湖南乡间，画像

叫描容，意为描画人的容貌。有钱的人

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死了也要画

一张遗像，而且画像的报酬比较丰厚。

齐白石正式为人画像，起于 1889 年。

“韶塘附近一带的人，都来请我去画，

一开始，生意就很不错。每画一个像，

他们送我二两银子……后来我琢磨出

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

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

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

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

（《白石老人自述》）。韶塘位于湘潭县

竹乡境，离齐白石故居杏子坞约二十

公里。

齐白石不仅向萧芗陔学习画画，

同时还向萧师傅学习装裱字画的技

术。“我们家乡，向来是没有裱画铺

的，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在四乡各

处，来来往往的，应活做工。萧芗陔师

傅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沁园师家读

书的时候，沁园师曾把萧师傅请到家

里，一面叫他裱画，一面教大公子仙

逋，跟他学做这门手艺。……沁园师

对我说：‘濒生（注：即齐白石），你也

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会了，装

裱自己的东西，就透着方便些。给人

家做做活，也可以作为副业。’沁园师

处处为我打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

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同仙逋，跟

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

的手续，都学会了。”（《齐白石自述》）

齐白石对教诲过帮助过他的师

友，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对萧芗

陔亦是如此。他不但跟萧老师学画像

学画山水花鸟，还认真学过书画装裱

技艺。此后，虽岁月更替，师生友谊一

直馥郁芬芳。齐白石常应邀在老师的

画作上题款，如《题萧芗陔师画荷》：

“花恬风雪忆门墙，粉本争传士女行。

岂能画师称世俗，误公心迹是文章。开

图茅里惊蛇动，下笔阶前扫叶忙。掷地

黄金何所益，人间我亦老萧郎。”从诗

中可看出齐白石对老师人品、画艺的

由衷赞美，表现了尊师重道的风范。

（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齐白石的

一生》《齐白石辞典》及其他关于齐白

石的史料，对于萧传鑫（萧芗陔）的生

卒时间及生平事略，都没有记载。他

们所说的齐白石拜萧传鑫为师的情

节，都来自《白石老人自述》一书，而

齐白石也没有说萧传鑫的生卒时间

和生平事略，时移世易，于是成了一

个疑案。

巧合的是在我居住的芦淞区王

塔冲康和山庄，竟然居住着萧传鑫的

一位曾孙女萧迪一家人。萧迪现年八

十有二，原供职于湖南株洲财校，其

先生名陈铁根，原工作于株洲市煤炭

局。2020 年夏，萧氏众多后人，于朱亭

为萧传鑫重修墓茔，并重刊重立墓

碑。我因与萧迪夫妇熟悉，询问了关

于萧传鑫的有关情况，并从他们所拍

墓碑照上抄录了全部文字。碑文如

下：

传馨号芗陔，公元一八五七年正
月十六日子时生。家境贫寒，擅长诗
画，四书五经熟读于心，写诗、填词、装
裱、作画，山水人物栩栩如生。湘潭名
手白石之师。从政江西，清政廉明，萧
氏楷模，世代相传。公元一八九二年八
月初七未时殁。

二0二0年庚子孟夏月刊
对照《齐白石辞典·师友及其他·萧

传鑫》的条目：“萧传鑫。民间艺术家。字

芗陔，号一拙子。出身于纸扎匠，能画山

水、人物及花卉，会作诗、装裱、画人像

堪称绝技，独步一时。光绪十四年（1888

年）收齐白石为徒，尽传其法。后又教齐

白 石 装 裱 。齐 有《题 萧 芗 陔 师 画 荷

诗》……”在行文和条理上，似乎比碑文

雅致，但碑文的可贵之处是写明了萧传

鑫的生卒时间，生于 1857年农历的正

月十六日，辞世于 1892年农历的八月

初七日，享年可计算为三十六岁。这是

所有书籍中都未提及的。

此外，传主是“萧传馨”还是“萧

传鑫”？我问过萧迪女史，她说她曾祖

父的姓名和生卒时间，家族都有记

载，确实是“萧传馨”。这样说来齐白

石所记的“萧传鑫”也是有误的，因

“馨”与“鑫”谐音。此外，齐白石说老

师为“朱亭花钿”人，其实是朱亭花田

人，萧迪女史说在朱亭的口语中，花

田的“田”读成“钿”音。

碑文中说萧传鑫“从政江西，清

政廉明”，萧迪女史说，是指其曾祖父

青年时代，曾在江西一些地方任过法

官，公正廉明，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

进入中年后，弃官回到故乡朱亭，以

年少时苦读苦练所擅长的技艺：画人

像和山水、人物、花鸟画，及装裱字画

养家糊口。

齐白石生于 1864 年，拜师于萧

的门下为 1888 年，正是二十五岁时。

萧生于 1857 年，年长齐七岁有余，收

齐 为 徒 时 应 是 中 年 致 仕 回 到 家 乡

后。岁月艰辛，生活困窘，可以推断

他的英年早逝，一定还有疾病缠身。

但他对同样是家境贫寒的学生齐白

石，倾心传艺，毫无保留。师生之间，

肝胆相照，从他邀请齐白石为自己

的荷画题款，便是一个例证。而齐白

石的题画诗，也体现了他对老师人

品、艺品高度赞扬与钦佩。“掷地黄

金何所益，人间我亦老萧郎。”（《题

萧芗陔师画荷》）

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史上，齐

白石是一位声震海内外的人物，是集

诗、书、画、印为一体的大家！尽管他

于 1957年鹤归道山，但其影响力却永

恒地存在，艺术魅力如长春之树，笑

对时间的流逝。

朱亭，齐白石的老师萧芗陔的原

乡，早已记入齐白石永不褪色的年

轮，也铭刻于一代代敬仰齐白石的国

人心中。因此，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

上，朱亭便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

热火朝天的文化旅游中，朱亭正成为

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

家乡牛头湖，是攸县鸭塘埔乡（现

属江桥街道）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乡

村，村前曾有条古道，连接着攸衡两

县。2015年秋天，我有缘认识衡阳作家

谭民政先生，陪着他沿明代旅行家徐

霞客当年从攸入衡的路线走了遍，才

知道徐霞客曾从家门前路过。

一时心血来潮，对记忆中的家门

前这条古道上起心来，找到徐霞客当

年写下的《楚游日记》，查到他从攸入

衡的记录:“十九日,晨餐后,阴霾不散。

由攸县西门转北，遂西北登陟陂陀。

十里，水涧桥，有小水自北而南。越桥

而西，连上二岭，其西岭名黄山。下岭

共五里，为黄山桥，有水亦自北而南

……西行平畴三里，上牛头山。又山

上行二里，曰长冈冲，下岭为清江桥。

桥东赤崖如回翅，涧从北来，大与黄

山桥等。桥西开洋，大亦如黄山桥，但

四围皆山，不若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

也。洋中平畴，村落相望，名漠田。又

五里，西入山峡，已为衡山县界。”

徐霞客是明崇祯十年(1637 年)正

月十九日从攸县西门出发，转北再从

西北登陟陂陀(现查无此地名)，经水

涧桥(现为水晶桥)、黄山桥(现为黄双

桥)、牛头山(无此山，只有牛头湖)、长

冈冲(现名长冈湾)，到清江桥，穿过漠

田垅(今桃水镇睦田，“睦”应是“漠”的

音误)，入山峡进衡山的。

由此可见，家乡门前的古道明朝

之前就有。我的外婆是攸城人，因之，

我自幼就走着这条古道去外婆家，为

外婆用土车运过煤……古道上过客

匆匆，行走着高低贵贱的各色人等。

徐霞客在《楚游日记》里记载，攸衡

“界北诸山皆出煤，攸人用煤不用柴，

乡人争输入市，不绝于路。”所以，常

年来往于这古道上的还有着肩挑车

推的运煤人。

记得从家门前到黄双桥这段路，

全是石板路，中途傍浊江边有一亭，

青砖青瓦，亭内有石凳，石板路从亭

中穿过。亭无名，为行人歇脚纳凉、避

风遮雨之所。我从小就莫名地喜欢古

亭，好像骨子里就存风雅，每每路过

亭子时，总要在亭中的石凳上坐坐。

春时水暖，四边蛙鸣，农夫叱牛耕田，

翻醒一垅沉睡沃土，喜欢闻沤在春天

泥土中的紫云英气息，遐想着丰收的

希望；夏日坐亭中，凉风习习，亭外万

顷稻浪，满眼绿的柔意，让灵魂舒适

净化，倘遇狂风突起，墨染天穹，笼盖

四野，一垅冰丝雨簾，远近田舍朦胧，

农人戴笠斗雨，古道车夫奋行，触景

生情，多感世路谋生之艰！而到了秋

冬季节，庄稼已收，霜冷雪寒，万物萧

瑟敛藏，古道亭孤野旷，行人稀少，那

种苍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总之，

长亭古道，是我心中的四时风景，是

岁月抹不去的记忆！

从亭子过去约一公里，至黄山脚

下，蜿蜒的浊水之上，可见一桥卧波，

连接东西，这就是徐霞客《楚南游记》

中所载的黄山桥。但此桥非彼桥，徐

霞客当年走过的桥早已被洪水冲垮。

现在的桥，据当地人说建于 1937 年，

是本地大户董道祖捐谷 100 担，请民

工运石所建。桥两孔，红石所砌，宽 4

米，长约 30米。董道祖父亲叫董福丞，

家富，喜舍财行善，深得百姓拥戴。

1924 年，董福丞捐谷建成垅中楼下的

中心桥——因浊江从楼下屋场中心

穿过，当地人习惯称中心桥。中心桥

的建成，便利了两岸交通往来和农业

生产。董福丞故后，其子董道祖承继

父亲的善行，捐谷复建黄双桥，后又

建了浊江支流上的江弦桥。父子两代

人，建了三座桥，且三桥至今犹存，一

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常言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董

道祖儿子董纪兴，自幼聪慧，读书勤

奋，后考上清华大学，在学校就思想

进步，追求光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路随军南下作战，部队驻衡阳时，

心里记着孩时玩伴，写信列 20余人名

字，叫人带回家乡，邀其来衡阳从军。

广西剿匪后，董纪兴任柳州政府办主

任，一门代代出贤，此乃题外之话。

过石桥登一百多层石级上黄山，

到得山顶便是黄双桥屋场，土砖墙民

居在路两边，形成小街模样，街中心

铺一线石板，出屋场便是一弯波光粼

粼的大水库，如一面玉镜，静静地嵌

在四面青山之中，倒映着蓝天白云。

水上白鹭起落，山水怡人。这库是上

世纪 50年代为蓄水灌溉农田所修，水

满后却淹没了古道，以至于进城要改

道从旷家绕行。翻过一座山，下坡便

是水晶桥屋场，徽式建筑的房子，青

砖青瓦白灰缝，屋场前有一口古井，

泉水清冽，路人常于此掬水止渴。过

水晶桥、经胡公庙、到砵子窑上(因山

上有烧制水缸砵子的窑，故乡人习惯

称此地为“砵子窑上”)，下坡是一条大

垅，称衙背垅(因垅在古县衙后背)。一

水北来经砵子窑山脚，南入洣江。山

脚水上有桥，桥上游有陂，截流灌溉

垅中稻田，砵子窑与陂俱在城西北，

想来《楚游日记》中徐霞客所说的“遂

西北登陟陂陀”就是此处吧。过桥隔

垅攸城在望，城市楼阁，古塔浮屠，还

有那年代稀罕的汽车，奔驰在攸茶公

路(现交通路)上，车后扬起滚滚尘烟

……这些，都是沉淀在记忆中泛黄的

照片。

去年暮春，我又有幸参加了攸县

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的“重走徐霞客

路”活动。从徐霞客曾经过渡洣水的

西门码头起步，走着一路的感叹！日

新月异的古城，旧貌换新颜。昔日的

衙背垅和砵子窑都不见了，代之以林

立的高楼，宽阔的街道，琳琅满目的

商铺，一大片工业园区的厂房，把创

业兴县的宏图扩展到了胡公庙。沿途

民居华丽，庭院绿荫，以前的泥土路，

如今变成了洁净的水泥路。只是那条

从黄双桥到牛头湖的石板古道，在上

世纪 70年代搞园田化建设时废了。西

乡人进城，如今都是以车代步，改道

从鸭塘铺和奥林上下两条公路走。交

通运输的发达，城乡市场的繁荣，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路上再也见不到

推土车运煤的人。当家家户户用上燃

气后，“攸人烧煤不烧柴”的这页历

史，永远地翻过去了！衡攸界北的诸

山煤矿，也都闭窑了。

山水不旧，古道依稀。走在碧草

膝深的浊江边，昔日的古亭，早已消

失于岁月的风雨中，就算是还在，坐

亭中也难听到春天生命喧闹的蛙鸣

和农夫耕田的叱牛声，牧童骑牛的画

面，如今只是怀念的回忆！种田人少

了，出外打拼的人多了，挣了钱都把

梦放在城里，家乡冷了，守着乡下的

多半都已上了年纪，故乡，是在外年

轻人的乡愁，是游子回家的旅店。每

年的农忙季节，只有农业机械的轰鸣

声，隆隆地喧嚣着一垅的寂静，就连

洒药治虫也都交给了无人机，作田人

再也不苦了！

走着霞客走过的路，心中万千感

慨 ！有 着 欣 喜 ，又 有 着 失 落 的 惆 怅

……真想从城西到牛头湖能有条“霞

客路”，路上有湖光山色，有鹭飞鸟

鸣，有花木果园，有古桥流水，有万顷

稻浪，最好还有个亭，可以坐亭中怀

古，唱：“……晚风拂笛笛声残，夕阳

山外山！”送别那些远去的岁月！

走着徐霞客走过的路
王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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