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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成全了张充仁 

陈耀王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上无可争议的学界泰

斗。无论国、共两党或世界学人，谈起马老无不

敬佩！马相伯 1840 年诞生于江苏丹徒的天主教

世家，12 岁独自到上海徐汇公学求学，1862 年

进耶稣会初学院，1870 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晋升

为司铎，任徐汇公学校長等职。1876 年出耶稣会

从政，后隨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曾出使日本、

朝鲜、美国及英、法等国。1897 年他辞去清廷的

高官厚祿，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只身重返

上海徐家汇，将家产捐给教会，创办学校。他毁

家兴学、以启迪民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相率师

从马老。戊戌政变后，梁氏避祸日本、马老退隐。

1902 年马相伯迁居于徐家汇南，由他出资建造之

土山湾孤儿院学校三楼，蔡元培、黄炎培等从先

生游，次年初创办震旦学院，卲力子、于右任等

相率负笈。1905 年因外籍教士议改震旦校政，与

严复等另办复旦公学，自任校長，亲授法文。民

国元年(1912 年)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長。1920

年冬以 81 岁高龄息影南归于土山湾，仍手不停

披，笔不辍书，斥军阀，反内讧，培养民德，促

进民治；尤热心于教育，曾和英敛之联袂兴办辅

仁大学。马老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

对数学、天文、神学及中西哲学等均深有研究，

可谓集宗教、哲学、科学之大成者。年逾耄耋的

他当时还担任着上海《天民报》主编。 

1921 年秋，张充仁 14 岁，小学毕业后，进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学艺。充仁从小崇拜馬老，称

他为“佬佬”，每个礼拜天上午他都会上楼去看

望佬佬。马老住在三楼，占房 5 间，除卧室兼书

斋和小圣堂外，还有一间客厅兼餐厅。客厅正中

挂着老人自题的“乐善堂”匾额，两侧为陆徵祥

题的“乐乎天命”、“善于人间”的对联，四壁挂

着章太炎、于右任、冯玉祥、吴稚晖等名家的墨

宝，使客厅熠熠生辉。马老清晨即起，念早课、

望弥撒、领圣体，用过一点简单的早餐后，就练

练书法，张充仁跟在他身后学，隨时得到老人的

指点，进步很快！马老看到充仁学习勤奋又天资

聪慧，认为他孺子可教，而乐育英才，教他学《古

文观止》，读唐诗、宋词，还要他好好研究《庄

子》等先秦哲学，说《庄子》的意境大，对绘画

的想象力大有帮助。马老和儿媳马邱任我、孙女

马玉章住在一起，每次和充仁见面，都会饶有兴

趣的谈古论今、讲中外的奇闻逸事和做人的道

理，这样在马老的六年熏陶下，为充仁打下了坚

实的书法、古文和哲学基础。1928 年张充仁满师

后，经马老介绍，进入《时报》当星期画刊的编

辑；为了帮助他增加点收入，马老的媳妇把张充

仁介绍到英商谭容圃家做家庭教师。谭夫人洪璋

从小孤苦，而自强不息，白手起家，创办了自立

女中，提倡女子自强自立。她看到充仁勤奋好学，

十分欢喜，认他为寄子；自幼丧母的充仁，和谭

夫人经历相似，有共同的语言，双方关系十分融

洽。第二年谭氏夫妇决定出路费，资助张充仁赴

欧洲留学，但家境贫寒的充仁还无力解决学费和

生活等巨额费用。此时，马老已 92 岁高龄，囊

中羞涩，就在家中宴请驻比利时公使王景歧和政

府负责“中比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褚民谊，请他

们设法争取一份奖学金；王景歧公使又把张充仁

介绍给比利时领馆负责“中比庚款”的艾尔思

（Joseph Hers），艾氏尝识张充仁的才华，帮他办

妥了赴比手续。临行前马老给在比京的前驻比公

使魏宸祖*写了一封信，拜托他就近照应。1931

年秋，张充仁顺利考进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高

级油画班，二个月后，即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得了

“中比庚款奖学金”。张充仁学习刻苦，在周末

常去魏家，魏氏亦把他视作家人。并写信马老曰：

“充仁在此认真学习、生活规律、学业成绩优良，

上海误传（他在比娇气、有交女友）纯属子虚乌

有。”可见魏家对他的关心！ 

1934 年春张充仁接马老来信，要他去探望位

于布鲁日（Bruges）的天主教圣安德（St. André）

修道院修士，前外交总長陆徵祥*。陆氏自 1927

年秋后，就在修道院恭奉圣职，但依然笔耕不辍，

以其优美之法文，发表宏论，揭发日本侵华之真

相，在欧洲宣传抗日，弘扬中华文明，其爱国之

心不减当年！张充仁与之游而深受影响。不久，

陆徵祥介绍张充仁结识《20 世纪报》（Vingtième 

Siècle）漫画周刊主编乔治·勒弥（George Remi），

对其刚着手创作的《丁丁在远东―蓝莲花》(Le 

Lotus Bleu [The Blue Lotus])一书加以帮助。乔

治·勒弥以埃尔热（Hergé）的笔名创作的连环漫

画《丁丁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intin [Tintin’s 

Adventures]），当时已风糜比国，但还处于凭空

想象的即兴之作阶段，张充仁帮助埃尔热确立了

以调查事实为根据的创作思路，启发了他的创作

潜能，在他俩合作编绘的《蓝莲花》中揭露了日

本侵华之真相，而埃尔热亦把张充仁化身为书中

的“张”，以纪念他俩的友谊。 

1935 年秋张充仁以优秀的学习成绩毕业，荣

获比皇亚尔培金奖*和布鲁塞尔市政府金奖，在

陆徵祥神父的鼓励下，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

国。已经 96 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看到充仁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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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十分高兴，就联同蔡元培等文化界名人和

比利时驻华大使纪佑穆*一起，为张充仁举行了

欢迎会。席间马老提出要塑一尊像，充仁也明知

这是佬佬存心要考考他是否徒有虚名，就加快了

雕塑的速度，完工后马老的塑像须发毕现，容颜

如生，微闭的双眼似能直透人心，含笑的口唇若

有呼吸和言语。相伯老人细细端详后，仿佛年纪

一下轻了几十岁，说：“妙哉，气韵生动也！”他

对充仁说：“现在中国雕塑人像的风气尚未开，

你先开一个展览会，我再介绍几个名人请你塑

像，你就会有一番事业，不过……你读过《九辩》

*吗？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是何意

思？”其大意是不要以苟且偷生来换取舒适的生

活。充仁答道：“蝓柔则不茹，刚亦不吐。”相伯

老人听后，喜形于色，大声赞道：“好一个软者

不欺，强者不阿！充仁，你可以走你的路了。”

接着马老和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以及比国纪

佑穆公使等，联合发起举办了《张充仁归国展览

会》，孙科*、蔡元培、叶恭绰、梅兰芳等社会名

流均莅临参观，好评如潮！马老看后笑曰：“你

做的雕像为什么不是砍头（指头像）就是斩胸（指

胸像），人家看得懂吗？”张充仁答道：“正因国

人不懂，我要作解释使他们懂。”马老陆续介绍

了民国元老于右任、居觉生、唐绍仪等，请张充

仁塑了胸像；接着又替冯玉祥副委员長塑了半身

像，雕塑出他的平民气质和一心抗日的雄风，这

位爱国名将对塑像展示的英雄气概深为赞许，挥

笔题字“还我河山”以赠，坦示其爱国情怀。为

帮助充仁创业、传艺，马老吩咐儿媳，将她租赁

自住的一幢法式花园洋房——劳神父路 608 号，

供张充仁创办中国第一家私人西洋画室——“充

仁画室”。 

1936 年底淞沪战争*爆发前，相伯老人以 97

岁高龄离沪赴宁，策杖奔走，呼吁国共合作、抗

日御侮，次年 3 月任国民政府委员，住在南京大

方巷 12 号，马老的寓所也就成了张充仁的驻京

办事处。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军兴，马老

西迁桂林，次年冬又转道越南去昆明。1939 年春

马老百岁寿辰，举国遥祝，国民政府颁令褒嘉，

以旌勋贤；中共中央亦致电赞马老为“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11 月 4 日马老在越南谅山病逝，举

国哀悼，政府再颁令褒扬；蒋介石、毛泽东等国

共领袖均致唁电。张充仁亦在沪参加由复旦大学

等五团体举行的追悼大会，并代表马氏家属致答

词。1952 年人民政府派员至越南迎柩回沪安葬。 

时光匆匆，远在比利时的埃尔热因思念张充

仁而又无法找到，于 1960 年创作了丁丁寻友记

——《丁丁在西藏》 [Tintin in Tibet]，幻想在西

藏的山洞中终于找到了丁丁在《蓝莲花》中认识

的患难之交“张”，使欧洲人再次想起了张充仁！

但直到 15 年后，埃尔热才通过前驻比公使魏宸

祖之子魏需卜，转折打听到张充仁的地址，埃尔

热给张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张充仁接信后激

动得老泪纵横，但正值文革期间，只能写信托学

生简庆福带到香港寄出。1981 年张充仁才获准赴

比利时讲学，他和埃尔热在分别 47 年后的重逢

感动了欧洲，此时《丁丁历险记》已经出版到 24

本，被翻译成 60 多国文字，发行量超过 2.5 亿册，

张充仁是其中唯一的真实人物！而埃尔热已患血

癌，靠输血维命，张充仁为他塑像念。1985 年法

国文化部長请密特朗总统夫人亲自来上海邀请

张充仁赴法讲学，替埃尔热塑像、为音乐家德彪

西塑像，甚至连法国总统密特朗亦为张充仁摆姿

势、做“模特儿”，请 81 岁高龄的中国雕塑家为

他塑像，在法国再次掀起了“张充仁热”。盛名

之下张充仁不忘祖国，多次回国为邓小平、聂耳、

巴金、茅盾、简庆福等塑像，直到 1996 年还抱

病雕塑了《完璧归赵》，以欢庆香港回归！1998

年张充仁安逝于主怀，享年 91 岁，法国为他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张充仁的一生是努力拼搏、洁

身自好的一生，也是奉献于艺术、热爱祖国的一

生！他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甚至在晚年还能

再度辉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欧洲最

著名的中国雕塑家。追根索源还是出自马相伯老

人和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对他的刻意栽培，才成全

了他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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