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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一代才女林徽因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middot;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
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
胡同徽因那有名的&ldquo;太太的客厅&rdquo;。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
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
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ldquo;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
&rdquo;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
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
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　　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
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
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在我编《大公报&middot;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队。
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middot;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
》。
　　徽因自己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必得觉得迫切需
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
　　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他们钟爱的建筑事业，倾注了所有的心力。
&ldquo;七七&rdquo;事变那天，这对夫妇正在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并由徽因从一座古寺罩满灰
尘和蛛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
整个抗战期间，他们相当一段时间蛰居在条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的李庄，坚持做学问。
他们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
他说：&ldquo;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rdquo;　　徽因她一生花了不少时间去当啦啦队，鼓励旁人写。
另外，她的兴趣很广泛，文艺只是其中之一。
她在英美都学过建筑，在耶鲁大学还从名师贝克尔教授攻过舞台设计。
我在她家里曾见过她画的水彩。
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怪吝人》时，是她担任的舞美设计。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
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
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
寺古庙。
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病，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
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
费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梁思成于1941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ldquo;小结&rdquo;说：
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
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徽因大概都参加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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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梁思成谈论建筑的《凝动的音乐》，写得极精彩，帮我打开了一块我
不熟悉的新天地。
也看过出版徽因谈论建筑的美文，两本书真是异曲同工，互为补充。
相信热爱这对夫妇的读者，热爱中国古典建筑的读者会像我一样，珍爱他们的文字，珍爱他们的文化
情怀和文化操守！
　　萧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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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几乎收录了林徽因所有的经典文学作品。
每篇文章都是她灵动思绪和满腹才华的凝结。
她的语言温婉淡雅，如行云流水，又如拂面的春风。
可以说，她的文字拥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并且在她的笔下也流露出令人惊讶的对民间百态的深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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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福建闽县人，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作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20世纪30年代初，她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在文学方面，她著述不多，却均属佳作，其语言清新隽永、活泼灵动、内涵丰厚，代表作有诗歌《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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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给秋天
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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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黄昏
病中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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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mdash;&mdash;一句爱的赞颂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
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mdash;&mdash;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
人间的四月天！
　　（原载1934年5月《学文》1卷第1期）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
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
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
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hellip;&hellip;死&hellip;&hellip;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
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
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
最后希望的余地。
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
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
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
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着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
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
但是除却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
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
！
默然相对，默然围坐&hellip;&hellip;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
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
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
世事尽有定数？
世事尽是偶然？
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ldquo;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
我&hellip;&hellip;　　&ldquo;十九早晨，是的！
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hellip;&hellip;　　&ldquo;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
的&hellip;&hellip;　　&ldquo;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hellip;&hellip;　　&ldquo;派车接去了，等到四
点半&hellip;&hellip;说飞机没有到&hellip;&hellip;　　&ldquo;没有到&hellip;&hellip;航空公司说济南有
雾&hellip;&hellip;很大&hellip;&hellip;&rdquo;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
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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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他便不走了的。
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
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
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
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
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我到桌上一看：&mdash;&mdash;　　&ldquo;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hellip;&hellip;&rdquo;我
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ldquo;你放心。
&rdquo;他说，&ldquo;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hellip;&hellip;&rdquo;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
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hellip;&hellip;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
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
。
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
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
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
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
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
一直到最近两个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
异的印象。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mdash;&mdash;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
雨&mdash;&mdash;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
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
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
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ldquo;看雨后的虹去&rdquo;。
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
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
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
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
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
他得意地笑答我说：&ldquo;完全诗意的信仰！
&rdquo;　　&ldquo;完全诗意的信仰&rdquo;，我可要在这里哭了！
也就是为这&ldquo;诗意的信仰&rdquo;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ldquo;想飞&rdquo;的宿愿！
&ldquo;飞机是很稳当的&rdquo;他说，&ldquo;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
&rdquo;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
这生苦，&ldquo;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rdquo;，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
是这永远的静寂。
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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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
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
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
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
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
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
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
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
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
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
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
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
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
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
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
定的范围内。
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
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
为此说来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
自然的结果。
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
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
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
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
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
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mdash;&mdash;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
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mdash;&mdash;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
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
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
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ldquo;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
&rdquo;他真的是个怪人么？
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
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
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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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不对。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
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
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
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
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
。
他常向思成说笑：&ldquo;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
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rdquo;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
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ldquo;序&rdquo;里也说了那么一段。
可是奇怪的！
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
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
颇为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
他最爱鲍蒂切利和达文骞。
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
（Walter Pater）的不少。
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ldquo;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
&rdquo;他知道我们是讨厌Ruskins的。
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ldquo;描写
的水彩画&rdquo;，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
）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
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mdash;&mdash;也许唯一
的一次&mdash;&mdash;对音乐的注意。
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ldquo;真光&rdquo;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对旧剧他也得算&ldquo;在行&rdquo;，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
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ldquo;生&rdquo;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
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
人不觉得不快么？
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
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
这是什么人生？
什么风涛？
什么道路？
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原刊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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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mdash;&mdash;金岳霖曾题此对联赠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  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ldquo;她很美丽，很有才气。
&rdquo;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ldquo;俏&rdquo;、陆小曼不俏。
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
们倾倒。
　　&mdash;&mdash;陈钟英 《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mdash;&mdash;采访札记》　　★  在众多的赞誉
中，颇值得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ldquo;徐志摩的女朋
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rdquo;。
　　&mdash;&mdash;张邦梅 《小脚与西服》　　★  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
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
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mdash;&mdash;卞之琳 《窗子内外&mdash;&mdash;忆林徽因》　　★　 林徽因&ldquo;喜欢热闹
，喜欢被人称羡&rdquo;，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
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ldquo;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
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著迷人的魅力。
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著她转&rdquo;。
　　&mdash;&mdash;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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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新课标最佳阅读　　★  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妙语，激荡青春与热情的绝代风华　　★  一生
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  让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三大才子痴迷、钟爱一生的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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