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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族谱所记，萧芗陔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死因众说纷纭。

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振涛、禹

尚良等主编的《齐白石研究大全——齐白石

年谱长编·卷一》是这样记述的：“萧芗陔，名

传鑫，号一拙子，湘潭朱亭花钿人。出身于纸

扎匠，为湘潭一带最负盛名的画人像高手，能

画山水、人物及花卉，会做诗、裱画。后至江西

卖艺，客死南昌。”

而萧海鹏生前好友颜希林则在《齐白石

与师傅的情谊》一文中这样说，“萧芗陔为了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后赴江西南昌任法官，

任期内不幸 36 岁逝世。对于他的死因，到底

是病逝？还是因为参与革命被谋害？家人不得

而知。”

显然，颜希林文中的说法是取材于好友

萧海鹏，据我采访萧迪老师等萧家后人时，他

们说，听上一辈人说，先祖萧芗陔是在南昌任

法官时，参加革命被人所害，且遗体运回时，

身着黑色制服，脚穿长靴，俨然晚清时期革命

党人的装束。

只是，我对这个说法始终心存疑惑：一是

萧 芗 陔 去 世 时 ，时 当 清 光 绪 十 七 年（1891

年），正是所谓的“同光新政”时期，尚没有“革

命党”这一说；二则萧芗陔民间纸扎匠出身，

没理由短期内出任什么法官，而且，“法官”这

一现代汉语词汇是清末司法制度改革之后才

有的，时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第一

次法官考选更是迟至宣统二年（1910 年）才

开 始 ；再 有 ，《白 石 自 状 略》云 ：“ 这 期 间

（1888—1891），萧芗陔、文少可不辞百里，往

教于星斗塘”，若萧芗陔在南昌做官，公务是

否繁忙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南昌往返

湘潭，何止百里？又岂能时时“往教”？

那便依“江西卖艺，客死南昌”之说？也有

不妥之处。据后人讲述，萧芗陔遗骸运回朱亭

花田，未见腐臭现象，时当农历八月，若果真

从南昌运回，以当时的运输条件，没有半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是运不回的，尸骸不可能保

存完好。

综合这些说法，我有一种不成熟的猜测，

萧芗陔“江西卖艺”是真，但未去南昌，可能就

在湘赣边一带做手艺活——有画像、装裱两

门绝技，想必生意不差——也契合暴毙后尸

骸能完整运回花田的说法，“往教于星斗塘”

自也圆得过去。至于死因为何，或许是歹人谋

财害命——画像、装裱，挣钱不少，又孤身一

人在外，很容易让歹人盯上；或者是抢了他人

“饭碗”，同行相忌，暗中谋害；当然，更大的可

能是，在外地犯了急症，以当时的医疗条件，

根本抢救不过来，不幸客死异乡。至于后人为

何附会出“参加革命被人所害”的故事，那就

只能问已经故去的萧氏后人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分析、猜测，不

一定准，还请各位方家学者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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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以诗、书、画、印名扬天下，特别是他的画，更是家喻
户晓。

鲜为人知的是，齐白石之画，也是有所师承的，据《齐白石自
述》载，齐白石最初是拜“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的朱亭人萧芗陔
为师学画的。

遗憾的是，由于萧芗陔过世太早，后人不喜张扬，甚或有点
“谈画色变”，加以萧芗陔一生也没留下什么作品，所以有关他的
画和信息资料等，基本全无。所幸他壮年的时候收了齐白石这个
徒弟，所以才有他这个名字传世下来。

笔者自幼喜好书画，尤钟情白石老人，凡其画集、画册、诗
词、书法、篆刻、传记、年谱、故事之类，都会悉心收集，在书上了
解到齐白石有个株洲师父后，便一直留意收集萧芗陔的相关资
料，但一直收效甚微，直到去岁盛夏，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认识
萧芗陔的几位后人，数次探访之后，总算对这位生活在百多年前
的株洲乡贤有了些许粗浅的了解。

“这位萧师傅，名叫传鑫，芗陔是他

的号，住在朱亭花钿，离我们家有一百

来里地，相当的远。他是纸扎匠出身，自

己发奋用功，经书读得烂熟，也会作诗，

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

物。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

的益处不少……”

这是由齐白石口述、其弟子张次溪

笔录整理的《齐白石自述》一书里的一

段文字，1986 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也是我第一次在文献资料里见到萧芗

陔的名字。

类似的文字还出现在商务印书馆

2005 年出版的《齐白石文集》中的《白石

自状略》一文中，“萧芗陔、文少可不辞

百里，往教于星斗塘。从此画山水、人物

都能，更能写真于乡里，能得酬金以供

仰事俯畜……”清楚说明萧、文二师教

自己画画的收获。文集中并有《题萧芗

陔师画荷》一诗，状萧芗陔画荷之事。

除了这两本齐白石或口述或亲笔

撰述的书中提到萧芗陔之名外，2004 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辞典》中并有

“萧传鑫”词条，曰“民间艺术家。字芗

陔，号一拙子。湖南湘潭朱亭（今株洲）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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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有关萧芗陔的信息与资料，

最可靠可信的莫过于上述三本书，而对

其生卒年月和生平事略，以及他的后人

和住地——朱亭花钿，到底是个什么情

况？更重要的是，作为齐白石的首任绘

画老师，萧传鑫是否有作品存世，师徒

之间是否又有合作或互赠过作品，等等

这一切，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谜。直到我

认识了萧芗陔的几位后人，这些谜题才

一一得到解答。

2023 年 6 月，我《株洲日报》的老同

事、亦师亦友的著名作家聂鑫森先生在九

畹书院开坛讲授“齐白石与株洲”，这才使

我知晓萧芗陔的后人原来跟我同住一城。

随后，我冒着酷暑走访了萧芗陔的曾孙女

萧迪女士夫妇和她的儿子萧威，以及正在

主编《萧氏七修族谱》的萧迪女士的堂弟

萧细元先生。在他们那里，我获得了萧芗

陔的一些相关信息与资料。

据萧氏后人给我提供的《萧氏五修

族谱》载：“孝本次子，传馨。文氏出，字

蔚兰，号香阶，业儒。清咸丰六年丙辰正

月十六日子时生，光绪十（此处疑漏写

‘七’字，‘光绪十年’为农历甲申年，非

辛卯年，编者注）年辛卯八月初七未时

没。葬十八都九甲花田丫角冲老屋下手

人形侧。艮山戌兼乙辛。子四。娶郭氏，

湾头港族邑庠生郭锦蓉女，清咸丰七年

丁巳正月二十日寅时生。生家正、家声

(出继长兄传有)、家态、家和。”

萧芗陔生于 1856年(丙辰)农历正月

十六，殁于 1891年(辛卯)农历八月初七，

时年 36岁。娶郭氏，并生育四子，其中老

二“家声”过继给长兄萧传有做崽。家和

无后。目前，只有长子家正、三子家态两

支瓜瓞绵延。

长子萧家正，号吉堂（1875－1918），

娶 刘 氏 ，生 二 子 四 女 —— 长 子 桂 林

(1909—1983)，娶刘氏，生一子二女；次

子祖林(1917—2002)，娶刘氏，生六子一

女。目前这支共有后人百余。本次《萧氏

七修族谱》的主编萧细元即出于这支。

萧细元先生一生从教，曾任株洲县(今渌

口区)多所中学正、副校长。2019 年在株

洲县五中退休。

三子萧家态，号振春（公元 1885－

1956 年），娶谢氏，生一子名海鹏。萧海

鹏（公元 1919－1979 年），娶刘氏，生二

女，名淑元、任元。萧任元，现用名萧迪，

萧芗陔曾孙女，今年 83 岁，退休前供职

于湖南省财会学校。她青年时跟父亲学

过绘画，在乡村学校教书时，用炭精粉

为不少同事和亲人画过像。

在萧芗陔的孙辈中，独萧海鹏有点

像他爷爷，一生爱好文艺，吹拉弹唱，样

样精通，锣鼓演奏为朱亭一带名手。萧

海鹏虽只有小学文化，但自己发愤读

书，工诗词，学过道教文化，故乡里的

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他还像他爷爷

一样，从小爱画画，年轻时也常为人画

像，尤擅山水、花鸟画。

问及萧芗陔是否有画作存世，受访

的萧迪老师仍是心有余悸，“你不知道，

那时我们家常挂些花花草草的字画。我

父亲在旧政府任过抄写员，后母家出身

地主，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大队和公社

的造反派，总是隔三差五地来抄家……

家里几箱子字画，连同墙上挂的那些花

花草草，全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

一把火烧了。”

另据萧海鹏生前好友颜希林先生

《齐白石与师傅的情谊》一文载，“我与

萧海鹏虽然私交甚密，但他从不以藏画

示人。据说他家有两大木箱存画，是他

祖父生平之作，其中也有齐白石的画，

另外还有几幅历代名作。可惜全部被抄

烧。”可知，萧芗陔殁世后，还是留下了

不少画作的，只是不幸毁于那个特殊的

年代。

幸运的是，萧家后人家藏的萧芗陔

画作虽已悉数被毁，但仍有零星画作在

外地入藏。2023 年 12 月 5 日，我陪同萧

芗陔后人去湘潭市博物馆观看“望白云

家山难舍——齐白石原作展”，馆长潘

莉女士在热情接待我们时透露，萧芗陔

有四幅山水画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并

在随后发来四幅山水画的照片，布局疏

落有致，画境幽旷淡远，笔墨秀润，自成

气度，题款则署“芗陔”或“传鑫”……于

萧家后人和我这个多年留意搜集萧芗

陔相关资料的后辈乡人而言，也算是一

种难得的安慰了。

2023 年 9 月 16 日，我在萧迪老师夫妇及

她的堂弟萧细元老师的陪同下，从株洲城区

出发，走京珠高速公路“朱亭站”出，然后走

国道“朱网”高等级公路，经兴隆、九丘坳、杉

桥至花田村，再改走村道丫角冲至萧家屋场

——现行政区划为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花

田村东冲组——全程近八十公里。萧迪老师

说，“花田”便是齐白石口述文章及诸多转述

文章中的“花钿”，在朱亭土话里，“田”“钿”

同音，齐白石以“花钿”入文，长久便将萧芗

陔的籍贯讹传为“朱亭花钿”了。

这萧家屋场，就是当年萧芗陔的故居。

进屋后，我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地认真察

看了一遍，总想找出些与萧芗陔有关的蛛丝

马迹，却只是徒劳。世事沧桑，时序更迭，萧

芗陔故居早不复当年模样。如今，他的后人

和邻居，在原址上新建了两栋混凝土砖木结

构房，当年的老房子已全无踪迹，唯一能找

到一些昔日印迹的，便只有老房子门前的一

口老古井，以及左后角那棵高达数丈、二三

人才能合抱得住的古腊树了。

据萧迪、萧细元两位老师及现住该房子

的萧开发回忆：老房子原为一把锁式的长条

形瓦屋，约有十五六间，面积大概有 300多平

方米。房前是砂石土坪，屋前屋后植有香樟、

腊树、腊梅、桃、李等佳木。

稍作休憩，我们又在萧芗陔玄孙萧开

发、萧威等人的引领下，披荆斩棘，冒着酷热

拜谒了萧芗陔的墓地。

萧芗陔墓，原本淹没在故居后山的杂草

荆棘之中，具体方位，萧氏后人一度也拿不

准。直至 2020年，萧氏一族决定七修族谱，跑

到湘潭族人那里寻到《萧氏五修族谱》的旧

本。在此谱上，萧芗陔的名号、生卒年月、墓

的位置与朝向，一目了然。是年夏，萧氏后人

带着罗盘，根据族谱上记载的方位与朝向，

终于在一块荒坡上挖掘出墓碑，找到了先祖

萧芗陔的墓地。碑文曰：“显考肖公传馨之

墓。”上款为：“民国卅四年春月”；下款为

“男：吉棠、家态；孙：祖林、桂林、海鹏，仝

立。”此碑高 70厘米，宽 40厘米，厚 7厘米。材

质为祁阳石。这次重修萧芗陔墓茔时，原碑

仍嵌立在主碑右侧。

关于齐白石拜萧芗陔为师的具体时间和

地点，目前多种版本，说法不一。

传记作家林浩基在《彩色的生命——艺

术大师齐白石传》中是这样描述的：齐白石在

好友齐伯常家里，齐铁珊(齐伯常之弟)见萧

芗陔答应收齐白石为徒，于是高兴地说：“那

就举行拜师礼吧！”“不慌，不慌！”萧芗陔直摇

手，“读书人的先圣孔丘，木匠的祖师鲁班，而

画苑的鼻祖却是吴道子。”说着说着，他挽起

了袖子，走到画案前说，“待老朽画幅吴道子，

挂起来，再行拜师仪式，如何？”就这样，齐白

石在好友齐伯常家里正式拜萧芗陔为师了。

这一段，林先生可把齐拜师这事描述得活灵

活现。

邹禹先生编著的《名人密码·齐白石的乡

土与烂漫》一书中则云：齐伯常见萧芗陔答应

收齐白石为徒，认为这是齐家的大喜事，于是

安排酒宴，萧芗陔就这样高兴地收阿芝（齐白

石乳名，编者注）为弟子了。

对于上面这些描述，著名美术评论家郎

绍君先生在《齐白石研究》一书中说：“五十年

代以来，也曾出版过几部类似传记的著作，但

它们或偏于文学性，任意虚构驰骋；或偏于趣

味性，津津于传说的描写。”愚以为，郎先生这

段评语切中肯綮，这些都不过是文学作品之

“虚构”，不足为信。

对于齐白石拜萧芗陔为师，《齐白石自

述》里讲得清清楚楚：一天，齐伯常的弟弟齐

铁珊（齐白石的好友）对齐白石说：“萧芗陔快

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

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

听了铁珊这么一说，我倒动了心啦。不多几

天，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

一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

侄俩，代我去说，愿意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

合，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他家去，正式拜

师。”

你看，这拜师的地点，不是在齐伯常家，

而是“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他家去。”另据齐

白石第三孙齐佛来在《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

书介绍，听祖父说：“我很想拜他为师，学画肖

像。因为画像比起木匠要轻松得多，画好了，

赚钱也要多得多……萧先生见我为人忠厚，

学艺心诚，而且有一门好雕花手艺，便约我在

这年春节到他家正式拜师……”你看，这里强

调的仍是“这年春节”，地点还是“到他家”。

“好不容易盼到了大年三十晚，我就和你

祖母高高兴兴地准备礼物，好一早动身去朱

亭……”谁知，当晚下了一场大雪，足有半尺

多深，加上路途遥远，齐夫人说：“雪太大，路

又远，还是等天晴了再去吧。”齐白石说：“好

不容易找到一位称心的师傅，拜师的日期又

是我亲口答应的，岂能随便失信！”第二天，天

蒙蒙亮，齐白石便“穿着木屐，打着雨伞，提着

礼物，按原计划直奔朱亭。傍晚前，虽赶到萧

家，但两只脚却被木屐打得全是血泡，泥浆直

溅到背心，棉袄都让汗水湿透了(《我的祖父

白石老人》)。”

“这年春节”，即光绪十四年（1888 年）春

节，拜师地点则在萧芗陔家。

也正是这场大雪，才有了之后齐白石《题

萧芗陔师画荷》这首回忆诗：“花恬风雪忆门

墙，粉本争传仕女行……”诗中的“花恬”，包

括我在内的诸多齐白石研究爱好者都认为是

“花钿（田）”的误写，即指萧芗陔的家乡朱亭

花田，直到最近，我看到辽宁博物馆馆藏的四

幅萧传馨山水画的照片，其中有幅落款为“花

恬屋主画”，这才明白，“花恬”是指萧芗陔命

名的自家斋室或画室名，大约取其籍贯“花

田”之谐音。

另外，按《萧氏五修族谱》和墓碑所记，萧

芗陔本名是写作“（萧）传馨”的，这与《齐白石

自述》等书中所记“传鑫”不一致，研究者多以

为系同音转写之误，其实不然，辽宁博物馆馆

藏的四幅萧芗陔山水画中，其中一副落款亦

题“传鑫”，看来，即连萧芗陔本人，亦认可“传

鑫”这个“误名”，反正“馨”“鑫”同音，互用亦

无不可；再有，族谱中记萧芗陔“字蔚兰，号香

阶”，“香阶”与“芗陔”在朱亭土话中亦是同

音，辽宁博物馆馆藏萧芗陔山水画中，亦有一

副落款为“芗陔”，有“馨”“鑫”互用之例在先，

“香阶”与“芗陔”通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民国年间修纂的《萧氏五修族谱》封面

文献里的萧芗陔

族谱里的萧芗陔

探访萧芗陔故居

传馨还是传鑫

萧芗陔死因猜想

▲萧芗陔裔孙萧海鹏二十二岁自绘像

◀辽宁博物馆馆藏萧芗陔山水画

2020年，萧家屋场后山荒坡上挖出的萧芗陔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