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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徽因(1904—1955)，原名徽音，福建闽侯人。
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并在1923年开始参加徐志摩、胡适等人成
立的新月社的活动。
1924年林徽因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建筑系的全
部课程，实现了她成为建筑师的志愿。
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回国，并先后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1949年后，林徽因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以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和浮
雕图案的设计，并抢救和改造了传统景泰蓝工艺，为民族及国家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1岁。
挚友金岳霖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可谓对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赞誉。
    林徽因不仅是一位建筑学家，更是一位才情横溢的作家和诗人。
她温婉清丽的文学天赋，把她与中国现代文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
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
几十篇作品。
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等不同题材。
其中代表作为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她的诗文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
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
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
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
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
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
又新颖，别具一格。
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
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林徽因是一位中西文化融合造就的新文化女性，她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
，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她让我们见识了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的迷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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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美不过林徽因》涵盖了林徽因先生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还
原了一个至情至性，至真至爱的才女林徽因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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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徽因（1904-1955），原名徽音，福建闽侯人。
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并在1923年开始参加徐志摩、胡适等人成
立的新月社的活动。
1924年林徽因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建筑系的全
部课程，实现了她成为建筑师的志愿。
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回国，并先后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1949年后，林徽因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以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和浮
雕图案的设计，并抢救和改造了传统景泰蓝工艺，为民族及国家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1岁。
挚友金岳霖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可谓对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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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歌
　笑
　深夜里听到乐声
　情愿
　仍然
　山中一个夏夜
　激昂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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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过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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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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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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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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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桃花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那一晚
　一串疯话
　莲灯
　中夜钟声
　昆明即景
　忆
　年关
　过杨柳
　昼梦
　六点钟在下午
　小诗两首
　恶劣的心绪
　写给我的大姊
　一天
　对北门街园子
　对残枝
　十一月的小村
　忧郁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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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
　古城春景
　吊玮德
　城楼上
　风筝
　静院
　冥思
　空想（外四章）
　红叶里的信念
　我们的雄鸡
　山中
　十月独行
　去春
　除夕看花
　
散文
　究竟怎么一回事
　惟其是脆嫩
　山西通信
　彼此
　蛛丝和梅花
　窗子以外
　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一片阳光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悼志摩
　
小说
　窘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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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惟其是脆嫩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
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
言到舌头上来。
这自然丰富的累积，有时更会倾溢出少数人的唇舌，再奔进到笔尖上，另具形式变成在白纸上驰骋的
文字。
这种文字便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产，大家该千万珍视它！
现在，无论在哪里，假如有一个或多种的机会，我们能把许多这种自然触发出来的文字，交出给同时
代的大众见面，因而或能激动起更多方面，更复杂的情感，和由这情感而形成更多方式的文字；一直
造成了一大片丰富而且有力的创作的田壤，森林，江山⋯⋯产生结结实实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表情
和文章；我们该不该诚恳的注意到这机会或能造出的事业，各人将各人的一点点心血献出来尝试？
假使，这里又有了机会联聚起许多人，为要介绍许多方面的文字，⋯⋯更进而研讨文章的质的方面；
或指出以往文章的历程，或讲究到各种文章上比较的问题，进而无形的讲究到程度和标准等问题。
我又敢相信，在这种景况下定会发生更严重鼓励写作的主动力。
使创作界增加问题，或许。
惟其是增加了问题，才助益到创造界的活泼和健康。
文艺绝不是蓬勃丛生的野草。
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
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
被风吹冷了，太阳晒萎了，固常有的事。
被读者所欢迎，所冷淡，或误会，或同情，归根应该都是激动创造力的药剂！
至于，一来就高举趾，二来就气馁的作者，每个时代都免不了有他们起落踪迹。
这个与创作界主体的展动只成枝节问题。
哪一个创作兴旺的时代缺得了介绍散布作品的刊物，同那或能同情，或不了解的读众？
创作品是不能不与时代见面的，虽然作者的名姓，则并不一定。
伟大作品没有和本时代见面，而被他时代发现珍视的固然有，但也只是偶然例外的事。
希腊悲剧是在几万人前面唱演的；莎士比亚的戏更是街头巷尾的粗人都看得到的。
到有刊物时代的欧洲，更不用说，一首诗文出来人人争买着看，就是中国在印刷艰难的时候，也是什
么“传诵一时”；什么“人手一抄”等⋯⋯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但逼迫着这只有时间性的情绪语言
而留它在空间里的，却常是刊物这一类的鼓励和努力所促成。
现走遍人间是能刺激起创作的主力。
尤其在中国，这种日子，那一副眼睛看到了些什么，舌头底下不立刻紧急的想说话，乃至于歌泣！
如果创作界仍然有点消沉寂寞的话——努力的少，尝试的稀罕——那或是有别的缘故而使然。
我们问：能鼓励创作界的活跃性的是些什么？
刊物是否可以救济这消沉的？
努力过刊物的诞生的人们，一定知道刊物又时常会因为别的复杂原因而夭折的。
它常是极脆嫩的孩儿⋯⋯那么有创作冲动的笔锋，努力于刊物的手臂，此刻何不联在一起，再来一次
合作，逼着创造界又挺出一个新鲜的萌芽！
管它将来能不能成田壤，成森林，成江山，一个萌芽是一个萌芽。
脆嫩？
惟其是脆嫩，我们大家才更要来爱护它。
这时代是我们特有的，结果我们单有情感而没有表现这情绪的艺术，眼看着后代人笑我们是黑暗时代
的哑子，没有艺术，没有文章，乃至于怀疑到我们有没有情感！
回头再看到祖宗传流下那神气的衣钵，怎不觉得惭愧！
说世乱，杜老头子过的是什么日子！
辛稼轩当日的愤慨当使我们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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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诉，诉不完。
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作题？
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
！
难道连经这些天灾战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进出一缕滚
沸的血流？
！
难道我们真麻木了不成？
难道我们这时代的语辞真贫穷得不能达意？
难道我们这时代真没有学问真没有文章？
！
朋友们努力挺出一根活的萌芽来，记着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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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徽因经典作品集:最美不过林徽因》聘请国内一流设计师参与装帧设计，市面上最适合收藏的一个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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