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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了完成一份桂林历史
文化名人材料的最后整理，我又一
次登上了已经不知登临了多少次的
叠彩山，来到风洞，来到洞口左侧
石壁面前，仔细端详着一幅摩崖画
像——— 《马相伯夫子像》。马先生
在他人生最后岁月的一两年里对促
进桂林发展与提高这座华南小城的
知名度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
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影
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将影响
下去。

可是，呈现在我眼前的马先生画
像，已被一块玻璃严严实实地覆盖
着，不知此系谁之手笔，这样做，故
然是为了保护，善心明显，而我的感
觉是，马先生面容虽然依稀可辨，然
早已失却了我脑海中曾经的清丽清

晰、神行兼备，画像两侧的文字则难以卒读，减少了画像的魅力，至为遗憾。
回到家，我找出早些年所收藏的叠彩山《马相伯夫子像》(见压题图)，发现和刚才

山上所见迥乎不同。细加端详，昔日之画，画面干净，线条分明，深浅自如，自然流
畅。马先生须髯飘然，面容慈祥，神态安宁。

我查阅所积累资料，这画像及其所涉及几个人物的来龙去脉、背后故事一一明朗起
来，现分享读者，以免搜寻之苦(目前尚未发现全面系统介绍的文章)。

马相伯先生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 1840 年，比桂林灌阳前贤唐景崧大一岁，江苏丹
阳人。清同治九年(1870 年)获神学博士、授职神甫，是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徒。光绪七
年(1881 年)曾任驻日领馆公使、参赞。 1903 年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任校长)，一
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37 年以 97 岁高龄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10 月，应李宗仁
邀请，由南京避居桂林，下榻叠彩山景风阁，房门口贴一副对联：“生有自来戚继光，
死无遗憾范希文”。

画像右侧镌刻着如下诗句：“马相伯夫子像赞 心赤貌慈人瑞人师 形神宛在坚弥
高弥 林素园敬题(印章)”。

林素园，何许人，为嘛能有幸
给马先生画像题词？搜寻当地网
站，发现林素园并非瓜众一族，也
系名流哟！福建长乐人， 1890 年
出生于书香之家，比马相伯夫子小
了整整 50 岁，和于右任、邵力
子、马君武均是马先生的学生。通
文史，擅诗词，是教育家、书法
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创
办、主持了十多所学校。 1912 年
毕业于福建优级师范学堂(福建师
大前身)， 1915 年赴日留学，主修
教育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
后相继担任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北
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1936 年获
李宗仁接见，翌年来到广西，一度
担任李宗仁秘书，与来自厦门的
“儿童流亡剧团”合办桂林黄花岗
小学。 1939 年秋，在马君武、郭
德洁主持下，举办“林素园书法展
览会”，义卖作品数百幅，所得款
项悉数捐赠抗日前方将士。有了这
些经历，给马先生画像题词自然是
顺理成章的。

而《马相伯夫子像》左侧文字
告诉我，该画原作者姓林名乐义，也比较陌生，然而颇有来头。

据《建筑师林乐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一书介绍，马相伯留居桂林时已届
99 岁高寿，桂林文化界举行盛宴，祝贺老人诞辰，贤达名流如李济深、李宗仁、何
遂、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焦菊隐、关山月等人盛装出席。

与会者中，一位年轻人尤其令人关注。这就是时年 23 岁， 1937 年毕业于上海沪
江大学建筑系， 1938 年逃到桂林开始执业建筑师设计生涯的青年建筑师林乐义，甫来
乍到，因其成功设计了两江师范学校等建筑而成名，受邀与会。他是座中最年轻的客
人。

杯觥交酌，吟诗作赋，一阵热闹之后，有人提议为寿星作画志喜。热闹喧嚣的现场
顿时戛然而止，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期待着大画家的出现。

这时，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这就是林乐义。林乐义年纪虽属年
轻，但早已是一位“老画家”了。原来他自小就热爱绘画，中学时出版过一本钢笔画
册，画册在校内争相传阅，一时传为美谈。

只见林乐义踌躇满志，走到老寿星跟前，深深鞠躬，热情拥抱，随之着墨挥毫，三
笔两画，几番勾勒，一幅人瑞画像，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建筑师林乐义》这部书还介绍，除了两江师范学校外，林乐义
当年在桂林留下了多件杰出的建筑作品，如中国农村复兴会(五美路
原市政府办公大楼)、广西艺术馆、桂林市立游泳场(今西门坝游泳
场)、桂林社会服务大楼(今榕湖北路湖滨饭店内桂林市中华文化促进
会办公大楼)等十余项。林乐义 1948 年离桂，赴美留学，回国后，
成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历任中央设计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科学
院总建筑师、建设部建设设计院总建筑师，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
授，培养了杰出的美国建筑师林樱(美越战纪念墙获奖作者)。代表性
建筑作品有首都剧场、电报大楼、北京国际饭店等。

在一片喝彩声中，马先生的弟子，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原校长林素
园，走到画像跟前，提笔吸墨，在像的右侧题写了上面已提及的诗歌
《马相伯夫子像赞》。

1938 年 11 月，承于右任院长之请，马先生借道越南赴云南昆
明，无奈途中染病，留居越南谅山，不幸于 1939 年 11 月 4 日在谅
山病故，享年 100 岁。

噩耗传来，桂林一片悲戚。 1939 年 12 月 17 日，桂林社会各界
在省政府礼堂(今独秀峰下靖江王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桂林造
币厂承命铸造了一批“百龄老人马相伯先生遗像纪念章”以示纪念。

▲林乐义(1916-1988 年) （本文作者翻拍）

▲桂林造币厂承命铸造
的“百龄老人马相伯先生遗像
纪念章”

(网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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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1840-1939 年)

▲林素园(1890-1967 年)

1940 年，桂林为了纪念马相伯先生，李宗仁嘱将林乐义所绘马
先生画像刻在他旅桂住处叠彩山景风阁风洞口石崖以志铭记，这个
责任重大的艰巨任务居然落在了一位业余雕刻者头上——— 画像左侧
有“庚辰四月吉日”“刘保虚 镌”字样。“庚辰”，即 1940 年，
镌刻者刘保虚，生于 1897 年，兴安人，广西政法学堂毕业，时任某
警备司令部少校法官，对金石篆刻有兴趣、有研究，有名气。叠彩
山《马相伯夫子像》刻石，刀法流畅，深浅自如，技法娴熟，作品
熔铸了刘先生的缜密思考与殷红热血，体现了他的深厚功力与雕镌
风格，成为桂林山水摩崖石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成就了桂林旅游
文化中一桩美事，也让后人记住了刘保虚这个名字。更让笔者没有
想到的是，在撰写这篇小文的当儿，才知道兴安四贤祠广西著名书
法家李雁所书门联“咫尺江山分楚越，使君才气卷波澜”，实乃刘
保虚先生所撰，同时，刘先生还是我一位至今尚有往来的高中老同
学的祖辈、桂林文化名流黄槎客先生的广西政法学堂同学，而且，
刘先生孙女竟然是笔者多年的文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