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4.19     17:34:44     6,833 words                               CCC 6.4 6B - CHEN Yaowang, Zhang Chongren and Tushanwan CN 6,669 CV.doc 1 

张充仁与土山湾 

陈耀王 

 

在上海徐家汇南面的肇嘉滨沿岸一带，因疏浚河道，堆泥成山，积在湾处，得名土山湾。

1864 年天主教会将士山湾的士山削平，在上面建造起规模巨大、设施俱全的士山湾孤儿院，

至今己有 140多年的历史。现在土山湾的地名早已消失，而士山湾孤儿院及其附属的大都份

建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造，也己经被宽阔的马路和林立的高楼所取代，仅留下蒲汇塘路

上那幢由马相伯老人出资建造的三层红砖楼房(原土山湾孤儿院学校)，在见证着时代的沧桑。

士山湾作为西风东渐的一扇窗口，近代中国很多新事物、新工艺和新技术均发源于此。士山

湾孤儿皖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雕塑家和照相制版专家，张充仁是其中最具影响

力的佼佼者，但他在土山湾的成长经历却鲜为人知。 

二十世纪中国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张克仁，他是我国近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和刘开渠并列，有"南张北刘"之称;他在国际上是最负盛誉的中国雕塑家，也是爱国、杰出的

画家、美术史家和教育家。无论素描、水彩、油画、国画、连环画、摄影、雕塑或者翻译、

教育，均有建树的一代宗师。他把西方艺术引进中国，又把中华文化的精粹带到西方，他是

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使者，也是中国雕塑家进军欧洲的第一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他雕塑的巨像就己经矗立在布鲁塞尔的百年宫顶。他帮助比利时若名画埃尔热绘制《丁丁在

远，东－蓝莲花》，首先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埃尔热也在《丁丁在西藏》的幻想中寻

找张克仁，他是 24本《丁丁历险记》中唯一的真实人物!现在这套连环画己被译成 60多种文

字，发行且超过 1.6亿册，在西方有 10多亿人知道张充仁，影响巨大。这样德艺双馨的艺术

全才，在我国美术界中是无与伦比的。但张充仁是由"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在士山

湾培养出来的，是来自西方艺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虽认真学习、改造思想、紧跟形

势，创作了大量融合中西艺术精华，反映时代特征的雕塑和绘画力作，但在"左"的路线干扰

下，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文革期间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量作品被砸、被毁!在悲痛

和无奈中，他设有消极、沉沦，继续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追求，寻找机会用艺术家的双

手，把一些历史事件定格下来，雕塑了那些特殊的岁月。改革 "开放使张充仁如枯木逢春，

他终于看到了迟到的春天，但年己 70，早过了退休的年龄，何况他一直从事写实雕塑，不属

于近代雕塑的主流，长期来只能处于"边缘地位”！ 

1981 年张充仁应邀赴比利时讲学，他和埃尔热在分别 47 年后的重逢轰动了欧洲，比国

国王宴请他，称他为学长，比国王后亲自拜访他，而欧洲人民更想见见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

张充仁。他在欧洲三个月，宣传媒体的报导甚至比欢迎外国元首还热闹。1985 年当法国再次

邀请他前往讲学时，尽管已是 80高龄，但对艺术的执着，使张充仁义无反顾的"西渡欧洲别

寻知音"，他要在有生之年，了却一份心愿，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他为画家埃尔热塑像、为

音乐家德彪西塑像，为密特朗总统塑像；法国总统亲自为中国雕塑家做"模特儿"，这在西方

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张先生以自己的艺术和品德征服了欧洲，在艺术之都巴黎再次掀起

了"张充仁热"!垂暮之年，已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张先生不忘祖国，他为广邓小平、茅盾、巴金、

吴湖帆、聂耳和简庆福等塑像；甚至在 89岁高龄时，还抱病勉力雕塑了《完壁归赵》，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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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香港回归。我国领导人朱镕基、江泽民也先后在巴黎接见过张先生，对他赞勉有加。1998

年张充仁在巴黎病逝，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张充仁生活在 20世纪，他经历了那个年代谁都无法回避的坎坷和痛苦，他用双手描绘、

雕塑和见证了 20世纪。进入新世纪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率先举办了张充仁艺术回顾展，

出版了相关著作；接着上海成立了张充仁纪念馆和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出版了《张充

仁的艺术人生》、《张充仁研究》、《艺术家张充仁》等有关著作，拍摄并播放了他的传记片，

去年隆重的举行了张充仁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今年又是纪念张先生逝世十周年活动，

一股"张充仁热"正在逐步升温；但在这迟到的荣誉光环下，我们还应清醒的看到对张充仁的

纪念和研究，仅局限于上海及港、澳、台等少数地区，在国内一些美术史的经典著作中，不

仅对他着墨甚少、甚至还名不见经传!张充仁无疑是 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反思历史

对他的不公，以及他在国内外著名度的明显落差时，我不禁想起去年逝世的"土山湾的最后传

人、海派黄杨木雕的祖师爷"徐宝庆(1926-2007)，他在雕塑艺术中默默耕耘了 70年，他的艺

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身居陋室、一直雕刻到死，连他的雕塑集都得自费出版，他说:"这

都是因为是土山湾的缘故"!所以通过揭开张充仁现象中的冰山一角，继续拂去历史的尘埃，

还土山湾的本来面目，肯定土山湾及其传人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 

张充仁 1907年诞生在中西文化荟萃的徐家汇，父亲是木雕艺人，少年时曾在土山湾学过

素描、西洋画和木雕；母亲是刺绣女工，在徐家汇圣母院附设的绣品广工作。他俩就住在附

近的五埭头，这是教会在 19世纪末建筑的五排带有阁楼的平房，每间一户，主要供孤儿们成

年后结婚安家之用。张充仁从小生活在这种民间艺术和西洋画风互相交融的环境中，看他父

亲雕花、母亲刺绣，耳懦目染，培养了他对绘画和雕刻的兴趣。张充仁 4岁丧母，父亲把他

送进了土山湾孤儿院。在这座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孤儿院里，设有学校、图画馆、工艺厂和

印刷所等，为孤儿们提供食宿、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是我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

构。徐志鸿在 1942年曾经写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

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面之摇篮也。"童年时代的张

充仁就在这里接受了西方艺术的启蒙教育。1914 年张充仁进入土山湾旁的类思小学读书，校

长田中德修士(田见龙一 1885-1978)是日本弃婴，他在土山湾孤儿院成长，是刘德斋修士的

得意门生，擅长绘画，艺术造诣很深，和著名的艺术家周湘(刘海粟、徐志鸿的老师)、徐泳

清、张聿光等都是同学，只是他淡泊名利，留在教会默默的从事教育工作。田相公发现了张

充仁的艺术天赋，从三年级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就亲自为他传授美术知识，直到 1920

年张充仁以图画课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上世纪三十年代，田中德调去负责土山湾图画馆，

继续培养艺术人才。去年我拜访了年逾 80的雕刻家－徐宝庆老先生，他 1岁丧父、3岁亡母，

进入土山湾孤儿院。徐宝庆深情的称田中德为 "恩师"，说:"田相公虽然是日本人，但在土山

湾长大，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也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即使在日伪时期，日本人多次要他出

去做事，都被他拒绝了。田相公全心全意的培养孤儿，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当作'披着宗教

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驱逐出境，而我们这批土山湾培养出来的人，也在文革中被打成'帝国

主义培养出来的特务、内奸’，而深受其害，实在冤枉。" 

张充仁小学毕业后，想进土山湾图画馆学画，因名额己满，在田中德的推荐下，迸入土

山湾孤儿院印刷厂的照相制版部，师从爱尔兰人安敬斋修士(F. Enry 1865-1939)做学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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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公 3岁丧母，进土山湾孤儿院，是田相公的同门师兄。他生在上海，死在土山湾，从没离

开过上海，可以说也是上海人，因为祟敬老师刘德斋，取名安敬斋。安相公精通外语、绘画、

摄影和照相制版。土山湾印刷厂早在 1876年就率先引进了石印术和枸罗版印刷，以后又添置

彩铜版和锌版等设备，是远东第一家制作柯罗版和锌板印刷的地方。安敬斋对摄影和柯罗版

制版技术极有研究，印有他制作的柯罗版照相插图的书籍传到法国，以其精致和细腻使世界

著名的法国照相制版界大为震惊，他的成就在法国照相制版杂志上都有介绍，被誉为"远东柯

罗版第一人"。张充仁在照相制版部做学徒，先从暗房用清水冲洗照片做起，第二年才开始学

习摄影和修改底片等。当时徐家汇博物馆在远东己遐迩闻名了，张充仁替博物馆搜集的鸟类

标本拍照、整修底片，把小鸟的轮廓、毫毛等都修出来，即便在放大镜下检查，都无人工雕

琢之感。他还在那里学习化学和物理等，由于为人勤奋又聪敏好学，很快就掌握了摄影和照

相制版技术，深受老师的青睐。安相公知道张充仁喜欢绘画，从 1921 年起，就每天清晨抽出

二个小时教他绘画和法语。从捏着狼毫笔临摹《芥子园画谱》开始，先将中国的基础打好，

然后再改学西洋画。从画铅笔线条到临摹法国阿尔加什涅的铅笔画，再用木炭笔照着石膏像

画素描。阿尔加什涅的画册从图案、花卉、风景、人物、走兽……分门别类，足足有 60册之

多。安相公一边叫他临摹，一边教他写生，画静物、人物，锻炼他的素描功夫和写实本领。

接着安相公又教张充仁画水彩画，让他临摹法国著名的水彩画家维涅尔的作品，达到了惟妙

惟肖，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碰到风和日丽的礼拜天，安相公就和张充仁一起背上画夹去郊外

写生，画农夫、村落、耕耘和收割等田园风光，锻炼他水彩画的写生技能，强化他的写实功

夫。土山湾很重视中国画，中国画强调随类赋彩，比较注重意境，而水彩画则重视描写光和

色的变化，比较侧重写实，两者各有千秋。土山湾画馆从首任管家陆伯都修士开始，到其继

承者刘德斋修士以及他的学生:徐泳清、安敬斋、田中德等，都是从学习中国画开始，再学西

洋画的，这一优良传统代代传承下来，为中西画法的融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彩画风，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土山湾画馆的刘德斋相公擅长水彩风景画，他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西洋画家。徐泳清

(1880-1953)自幼父母双亡，9岁进士山湾，刘相公叫他专攻水彩画，从临摹法国的维涅尔水

彩画开始，起点极高；同时刘相公又介绍他和国画家任伯年、吴昌硕交往，他的水彩画受到

中国画技法的影响，落笔时的中锋、偏锋用得比欧洲还好，所以到 1909 年，中国己经有了真

正达到世界水平的水彩画家，而徐泳清也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徐泳清是张充仁的师

叔，他很赏识充仁的才华和勤奋，但从来没有教过他，只有他的同门师兄田中德和安敬斋才

是他真正的老师!张充仁遵照他老师的教导，也走中西绘画艺术有机融合的通路。他采用维涅

尔的手法画水彩画和中国画的没骨写意画法相当接近，他的水彩画中除掉具有西洋画的特性

外，还采用一些中国画的技法，这样既有写实功夫又有写意成分，虚虚实实，抒发自己对美

的直觉和感受，也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源自士山湾的水彩画传统，中西合璧而又融会贯通。

张充仁的水彩画取题比他的师辈广泛，无论风景、静物、动物、人物，信手拈来，可谓无所

不画、无画不精。特别是他画的静物和人物，大都没有背景，而是大片留白，犹如中国画的

写意花鸟，主题突出，虽然只有轻松几笔，但色彩丰滢、水色充润，不仅立体感表现得极其

精确，而且质感充份，轻松潇洒，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张充仁在水彩画方画取得的成就，

令徐泳清等前辈侧目而视，这就进一步鼓励他学习油画的信心。张充仁从 15 岁开始跟安相公



 

2018.04.19     17:34:44     6,833 words                               CCC 6.4 6B - CHEN Yaowang, Zhang Chongren and Tushanwan CN 6,669 CV.doc 4 

学油画，土山湾收藏了很多宗教题材的油画复制品，使他有机会大量临摹和观摩这些世界名

作，在老师的指引下，他的油画进步很快，到张充仁 19岁时，安相公拿来徐家汇天主堂自创

办以来历任本堂神父的肖像，叫己经画了 4年油画的张充仁，把这些肖像画成 24寸的油画，

加上徐家汇老天文台台址共计 20幅，这批抽画肖像画得神形俱备，栩栩如生，徐家汇一些的

外籍传教士看后赞不绝口，称道很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期拉斐尔的风格，这批油画从 1926年起，

就一直挂在徐家汇的圣依纳爵大堂墙上，足足让世人瞻仰了 40年，直到文革中才被付之一炬! 

张充仁在土山湾期间，正好被誉为"学界泰斗"的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退隐在土山湾

孤儿院学校三楼。张充仁经常去看望老人，听他讲中外历史掌故，向他学习书法、古文和先

秦哲学，深受宠爱。老人叫他好好读《庄子》，说《庄子》意境大，对绘画的想象力帮助很大。

这样，张充仁从 4岁进土山湾，直到 20岁满师，前后 16年，打下了坚实的绘面、摄影、制

版、古文、哲学和法语基础。他从小吮吸若中西文化交融的乳汁，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

使他日后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能融会贯通而游刃有余。 

1928年张充仁接替戈公振，出任上海《时报》星期画报的主编，虽然初出茅庐，但在土

山湾掌握的专业知识，使他在工作中能得心应手。同时他在摄影和美术方面的造诣，也使张

充仁在上海摄影界崭露头角，他联合张蓬舟、刘旭沧等摄影名家创办了上海美术摄影社，和

郎静山创办的中华摄影协会并列为沪上最早的摄影团体。他拍摄的艺术照《寒意》也在上海

美术摄影展览中获奖。报社工作使张充仁接触了社会，但琐碎的事务工作，却叫他忙于应付，

何况他还想出国深造。1931 年春，张充仁带了几张水彩画和拍摄的美术照，去拜访比利时负

责中比庚款委员会的贝尔思先生。贝尔思仔细地揣摩着这些作品，显得很感兴趣，取出自己

拍摄的一些美术照，请他过目，张充仁直言不讳的指出照相布局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贝尔思

认为讲得很对，并表示很欣赏张充仁的水彩画，他说:"你的水彩画很清新，你画得这样好" "

为什么要到西方去学画呢?"当即签给他 200元支票，请他去杭州和普陀山写生几张水彩画。

可见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张充仁的水彩画和摄影艺术己经得到中外行家的认可和赞赏，

并逐渐享誉沪上。 

1931 年 10 月，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张充仁，凭着他在土山湾学到的绘画本领和流利的

法语，考进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高级油画班"，师从巴斯天教授(Bastien)学习

油面。并在 2个月后的"座位试赛"中获得第二名，顺利的领到了"中比庚子赔款奖学金"；同

时他创作的油画"凉风动荡"，也入选在布鲁塞尔万博览会中展出。次年张充仁转入雕塑系高

级班学习，成绩斐然。1935 年荣获比利时国王亚尔培金奖和布鲁塞尔市政府金奖。回到上海

后，他仿照土山湾画馆收徒传艺的模式，办起了国内第一家集绘画、雕塑创作和教学于一体

的"充仁画室，整整 30年，培养了 300多位学有所成的艺术人才。其中有二位国际着名的摄

影大师:简庆福和刘旭沧，简老己 87岁，至今还活跃在国际影坛上，对推动我国的摄影艺术

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刘旭沧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至于其它像油画家余克明、陈

逸飞、邱瑞敏、黄文佩、吴知源，水彩画家王珲、哈定、何振志、徐元章，雕塑家应芊芊、

沉默、赵志荣、严友人和权威鉴定家王季迁等，就不再详述了。张先生在雕塑艺术上取得巨

大成就，在水彩画方面也有杰出的贡献，1986年比利时隆重庆祝张充仁八十大寿，一些主要

传媒都介绍他的艺术成就，其中《自由报》说;"张的一手水彩画，应该受到启发－它是一种

西洋画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的风格。"1990年法国为出版法文版张充仁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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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蓝莲花的故乡》一书，在巴黎举行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展出张先生的雕塑和水彩画，

这些带有中国画技法和情趣的水彩画，把中西两种文化很协调的融合在一起，吸引了大批艺

术界人十，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亲临现场致贺词，赞扬张先生的艺术成就。张充仁是土山湾

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二代水彩画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水彩画宗师，他和徐泳清、张聿光、颜

文梁、李咏森、张眉荪、潘思同、程及和冉熙等老一辈水彩画家，共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水彩画派，把我国的水彩画艺术推到了国际最高水平。现在土山湾的修士们和张充仁己经

荣归天国，他培养的第三代水彩画家，也大都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第四、五代水彩画家

更是欣逢盛世、人才辈出，他们是基础既厚，新机益熟、前途无量!当我们缅怀在土山湾开拓

我国水彩画艺术的刘德斋、安敬斋、田中德和法国人潘国盘相公(Frère Couper)时，不禁想

起土山湾的末任管家余凯修士(1892-1984)，他 11 岁进士山湾孤儿院，擅长水彩画，珍藏着

一批法国维涅尔的水彩画复制品，李咏森、张眉荪、张充仁等老一辈水彩画家，常去那里叙

谈和临摹维涅尔的水彩画。直到 1981年张充仁再次回国时，还和李咏森和一起去徐家汇拜访

己经 90高龄的余凯相公，畅谈开创中国水彩画派的心得，表达了他浓浓的土山湾情结。 

现在这些艺术界的前辈早已谢世，而张充仁雕塑的一些铜像还矗立在布鲁塞尔百年宫顶，

供奉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和德彪西纪念馆，屹立在文化名城昂古莱姆和上海高雅的淮海路畔；

他为自己雕塑的手模和罗丹、毕加素的手模并列在法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中。而上海七宝的张

充仁纪念馆收藏和展出的张充仁大量绘画和雕塑作品，也在见证着 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光辉

历程。让我们在纪念张充仁时，也不要忘记培养他的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功勋。 

2008 年 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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