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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内容概要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这本书的作者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文学大师杨绛先生的百年人
生——风风雨雨，有起有伏、有悲有喜。
内容主要涉及：杨绛先生童年的成长、家庭的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她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
的爱情，从而描摹出一位博学、睿智、宽容、淡定、从容、坚强和韧性的奇女子。此外，杨绛先生对
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翻开本书，你将看到一串串精彩的
故事，经受一次次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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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墨，生来识得墨香，以文为魂，以字为命。执笔泼墨，染半世红尘烟雨。主要作品“风花雪月是民
国系列”《最痴张爱玲传》、《最奇吕碧城传》、《最美陆小曼传》、《最暖林徽因传》、《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三毛》、《一顾倾城：顾城的美丽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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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一开始读，就被深深的带入书中，不知是文字太有魅力，还是杨绛先生太吸引我，总觉得一下
子被带到书中的那个世界，脑中不断虚幻出书中的场景。喜欢这种不死板的叙述，就好像是在听作者
讲一个故事，既真实又飘渺，让我一下子爱上了书中的人，了解了她的坚持与善良，被她的人格所吸
引。接下来会再看先生的作品，这本书作为我认识先生的媒介，让我十分好奇，也十分期待。
2、什么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许就如钱钟书与杨绛一般。夫妻之间的相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
但他们实在叫人艳羡。平淡如水的生活，一起看书，一起评书，是夫妻也是朋友。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互补，用理性的方式处理矛盾，才能过安稳的生活。他俩最初并没有所谓互补，只是性格都温和体贴
，为彼此着想，谁可以做谁就做，杨绛也不是一开始就会洗衣做饭的。真是神仙眷侣。时间真是宝贵
的，都说成功的人才能把时间最大效用化，还真是。尽可能不参与社交活动，只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
读书。这样努力，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呢？我始终认为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也不知
如何形容杨绛父母的性格，只是从书上来看，杨绛的性格和她的父母是跟相像的。父亲的鼓励和培养
，才能成就杨绛的文学梦。阿圆也是，父母爱看书的习性，我觉得非遗传，而是影响。谈起那个年代
的人和事，总是避免不了文革。提起文革，不论谁，我都觉得那是人生的遗憾。那段时候，受伤害的
人，实在太多了。
3、我们都尊称她为杨绛先生，称呼女性为先生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当时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
，一些杰出的女性都被尊称为“先生”，因为杨绛一生的贡献，这声“先生”称呼得不足为过。每年
的七月十七日，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注视到这位百岁老人身上，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越来越怀念
那种单纯的美好。晚年的杨绛先生，给人一种雅静、博学的感觉，她的一生也有很多种身份，是文学
家，是翻译家，是女儿，是母亲，她最骄傲的称呼便是，钱钟书的夫人。不写钱钟书的杨绛是不完整
的，没有杨绛的钱钟书也就不是钱钟书了。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初始面目，
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书香门第的才子
与出身名门的佳人，两个人携手组成了一个家庭。著名华裔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盛赞道，整个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时光打磨了这
个世界，生活在最后终究会褪尽芳华，暴露它真实的面目。苦难和疾病改变了很多，也带走了很多，
依然留存的，是属于杨绛先生的“风骨”，是一种精神，在支撑她做好钱钟书留给她的最后一项任务
。她总说自己是个零，零是一切的起点，也是同类的末尾，她只希望自己是最初最本真的那个人，便
可省去那些浮华的事物，从头做自己喜欢的事。百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岁月不在，却难掩风华。已
过百岁的杨绛先生，依然坚持读书，坚持写作，用她惯用的方式纪念逝去的亲人，为了他们“好好活
”。杨绛先生说到给自己出传记时的态度，继续了她一贯低调的作风。她说：“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
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
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人生就像一场
冒险，婚姻也像一场充满刺激的旅途，不知前方等待自己的，是否和自己日夜期盼的一致。百岁老人
，看过多少潮起潮落、人事变迁，也许百岁就是走到了人生的边缘，不知道前方到底还有多少步能走
，但是每天都在准备着那一步。杨绛先生这百年生活当中，说过很多让人意味深长的话。“如要锻炼
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
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先生的一生也是如此磨炼过来的，虽然“百不称心”，却学会了坚忍，也学会了为默存而“默存
”。
4、有人说，杨绛的文字如一方玉，外表朴素，不炫耀，叫人望去油然而生宁静心情；她还准确、节
制，不枝不蔓，叫人体会到一种清洁之美；还有润泽，透露着内在丰富的生命律动⋯⋯其实，读先生
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也能够对自己的情绪做一次梳理，让心情变得澄亮明净起来。读先生的传记读到
最后，很好地梳理了我最近生命气息中的狂躁部分。强烈推荐给其他知性书友。
5、一次微博转发，有幸获得了此书，花了两天时间阅读一番，字里行间，收获颇丰。人生如梦，杨
绛的一世芳华浓缩在这有限的字里行间，笔者只能浅受他们的快乐和悲伤，每经生死别离，几度泪目
，心中满是触动。在感叹钱杨夫妇天作之合、神仙眷侣的同时，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人性的光点，以及
他们能够在动荡年代中保持这份纯粹的原因何在？为何他们能成为灵魂伴侣？从小就爱学习爱阅读真
的只是遗传？文人夫妇对子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这些便是笔者阅读此书的目的所在。杨绛是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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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贤的妻，是近代中国最才的女，她拥有多数人不拥有的坚韧和信念。她懂得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在
钱钟书父母前，她放下身段，扮演一个下的了厨房、干得了家务的好媳妇。在被迫担任校长的期间，
她任劳任怨，可见她有着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件的好品质。文革期间，她备受质疑，却做到了“懂我的
人自然懂，不懂我的人何须辩解”的淡定和从容。她乐善好施，喜欢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女性
的内在美在杨绛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才女，自小酷爱读书，在
恶劣的环境下珍惜时间饱读诗书，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剧作。这样的才女和贤妻基于一身，是
一种偶然吗?都依赖于杨绛天生的品质吗?笔者不这样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她的成长和教育。杨绛本名
季康，出生在无锡，父亲杨萌杭是一位知名的律师，在利益和权势前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刚正不阿
。母亲唐须嫈则是一位温雅的女性，说话细声漫语。父母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杨绛就是在这样一个
家庭氛围中成长。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父母对她的教育。杨父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不打骂、不娇宠、主张
男女平等、不限制子女的个性。是父亲教导她“名器不可以假人”，让她学会面对困难，不逃避，学
会拒绝。是父亲的言行让杨绛学会了正直威严。是母亲的温雅影响着杨绛最终成为了一名温婉而敦厚
的女子。是家长的言传身教，让杨绛自小爱阅读，像父亲一样“三日无书则不好过，一周无书则白过
”。在人生的重要选择中，杨父并没有像大多数父母那样进行包办选择，而是引导女儿选择自己真正
喜欢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杨绛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事实证明杨
家的教育是成功的，除杨绛外，杨萌杭其他几个孩子也无一不例外的出类拔萃。关于婚姻，杨绛有自
己的见解，她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是感情，要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和鼓励，只有真正的相
互理解才能让双方不仅仅是夫妻关系，更是朋友关系。而所谓的门当户对和其他，并不是最重要的。
杨绛能够和钱钟书成为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定是有其中缘由的。他们彼此之间能够做到真正坦诚自
己内心，有着共同的读书爱好，是夫妻关系、更是兴趣中的知己关系、还是学习中的师生关系。丈夫
钱钟书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博学巨匠，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然不谙生活之事，在婚姻关系中则更像一
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时常犯错，然后像孩童般向自己妻子认错“我做错事了”，但他一定是一
个懂事的“小孩”，只会读书的他，也懂得为妻子分担家务，为妻子学习做早餐，妻子认为做饭太浪
费时间了，他就天真地去寻找辟谷之方，他信任自己的妻子，妻子说“没事的”，他就觉得是“没事
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纯真的“小孩”，之所以他们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只生一胎是因为他怕自己
生了另外的孩子之后，会分散和减少对女儿的爱，这就这样一个纯真的“孩子”深深地打动着杨绛。
而身为妻子的杨绛则摆脱自己闺中小姐的身份，好好扮演自己相夫教子的角色，难怪钱钟书也感叹“
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夫妻关系中，她懂得尊重对方的真实想法，懂得同爱人一起
收获成功，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甘心做丈夫的身后女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围城》。是这位伟大
的妻子成就了钱钟书，成就了《围城》。婚姻中不可能没有争吵，其实最初的他们也有过争吵，也有
过分歧，他们的办法是吸取经验，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无谓的争吵，共同商量对策，允许第二
种意见，存在分歧的时候可以各抒己见，不干预对方，谁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争吵中不理智的伤人之
语，不论输赢对错，都是伤心的。他们的婚姻关系，实在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而究竟什么是完美
的爱情和婚姻？我相信答案是多样化的，但是共有共同的理想，应该是幸福爱情幸福婚姻中很必要的
一部分。关于教育，钱钟书和杨绛更多的是言传身教，而不是责骂和强制。钱钟书主张培养女儿学习
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儿时的钱媛在阅读时遇到不懂的难题来询问时，他没有直接告诉答案
，而是教他如何查字典，如何自己解决问题。这样的教育，让钱媛也顺理成章地好学，喜欢读书，成
为一位有利于社会的人才，同样的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也并不是钱媛天
生的，而是父母的良性影响。写到这里，笔者再次陷入思考，好的人格品性，甚至人才的形成，绝大
部分来源于好的原生家庭，只有父母对自己进行好的言传身教，子女才能有和父母一样良性的品质，
子女才能像父母一样手不离卷，真正喜欢读书，做社会的有用之才。试问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有多少人父母能在人格和品性上对子女有好的影响，在这个人人低头玩手机的年代，又有多少孩子
是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爱上阅读，爱上学习。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思考。在婚姻问题上，又有多少
人能做到理解对方，包容分歧呢？这样的时代，还存在钱钟书夫妇，梁思成夫妇那样的灵魂伴侣吗
？2016年6月8日星期三
6、我喜欢这本书并不是因为书写的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太喜欢杨绛夫妇了，爱屋及乌。当然，作
者娓娓道来平叙了一个漫长的故事，也还是不错的。我一直不太相信真的有相看两不厌的爱情，我未
曾经历过，也没有见证过。包括我的父母，一直在争吵中一起度过了20几年的时光，好像我爸爸对我
妈妈感情倒是越来越深，但那应该不是爱情。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总有不为人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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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只是不易被人发掘。前些年爱看言情小说，不知不觉浪费了太多时间，我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
界里不可自拔，总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何以笙和赵默笙，彭野和程迦，韩沉和白锦曦
，每一对我都喜欢的无以复加，幻想着我和我的另一半也会有同样的相遇，同样的过程。可惜没有。
后来看到一本小说，乔一的我不喜欢全世界，我只喜欢你。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笑个不停，但还是
想看。我太羡慕乔一了，他有一个无数少女梦寐以求的高冷老公，这不是梦啊，F君是真真实实存在
的人。我又开始无休止的幻想，后来连他俩的照片都找不到一张的时候，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写
故事的人都会把自己最想表达的那部分写出来，乔一也一样，说不定她老公长得丑还矮，她只是不想
说出来，也没见她写过。杨绛和钱钟书就不一样了，他们俩是自由恋爱，结婚了还在恋爱的一对。夫
妻两个一直举案齐眉，两个人各有各的的可爱之处。杨绛明理知进退，钱钟书有才华专情。有人说都
是山河破碎造就的，我反倒觉得，乱世都不能把他们拆分开，你看，多伟大。他们俩完全就是我理想
状态下的婚姻啊，我怎么能不喜欢。包括他们的结晶——圆圆。圆圆的过世确实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遗
憾，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知道杨先生那个时候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还要瞒着钱先生，怕他伤心，
她能守到最后着实不易。夫妻两个一直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两个人都爱读书，好像一生中最不能被耽
搁的事就是读书。杨先生说自己有时候看书看得痴迷忘了时间，钱先生说他一生只想做学术。精神层
面是多么匹配啊。我也是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打扰，
总觉得看书是我最放松的时刻，看书才是在享受生活。哈，我在默默向偶像靠近。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遇到这样的爱情，但我一直渴望拥有。在我眼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就应该是这样的，互相扶
持，没有生离。遇不到也没关系，毕竟好多年才只出一对杨绛夫妇。我也只是羡慕。
7、　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
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杨绛说
，我也一样。杨绛先生的幸福让人艳羡，但她的幸福，并补是命运赐予的，而是她一点一滴苦心经营
的。所以，看过这部传记，也让我看到了杨绛先生，是怎样用心经营自己的幸福的。                    如今杨
绛先生已过百岁，岁月的积淀赋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华，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
暖和。也希望她能宁静幸福地一直走下去，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杨绛先生。
8、什么是好的爱情？他们说要郎才女貌，他们说要门当户对，他们说要有车有房。他们是谁？有着
什么样的经历和价值观？现在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不好判断他们说的对与错，我只想反问一句：“
为什么人们不思考，而要照着别人定义的标签去生活？”杨绛说：“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
系，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人们总是憧憬美好的爱情，两小无猜，一见钟情。《芈月传》里
芈月被人算计，差点失去双腿。芈月说：“如果没有双腿，我怎么照顾家人。”子歇说：“没有双腿
，子歇帮你照顾家人。只要有子歇在，定不让公主受委屈。”那坚定的眼神，一片简单赤诚。可惜那
样的爱情，要么发生在没有世故纷扰的学生时代，要么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里。人们也羡慕杨绛和钱
钟书这对神仙眷侣。杨绛说：“也许世间有一见倾心之事，但我无此经历。”原来在见面之前，杨绛
对钱钟书的才情早有耳闻，只差一次相遇，即可缓缓开场。确定关系后，钱钟书每天写信给杨绛。后
来文革时期，他们被下放到干校改造，有时候一个星期可以见一面，钱钟书依然保持书信。那时候的
爱情，即便不能经常见面，也有温度，语言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声音。一路相伴63年，包容自然必不
可少。钱钟书写信给杨绛，但她不怎么回。钱钟书问为什么，杨绛答：“不喜欢写信。”他并没有因
此怪她，只把这种没有礼尚往来的情绪给了小说里的人物角色。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她身上的一种气度
，所以不计较。一种在他创作《围城》时，甘为“灶下婢”，打理家中一切的宽宏与奉献，一种劳改
时在漫天黑雨中冒着落入泥河的生命危险去见他的勇气与坚持。有一次厨房着火，媛媛跑出来喊：“
娘，不好了，快！快！”不一会儿，钱钟书也跑出来喊：“娘，不好了，快！快！”生活中很多事情
他都打理不好，每次“干坏事”的时候，她总说“不要紧，”然后帮着收拾。我想，他们都爱看书，
怀着“做点学问”的共同理想，肩负守护家人和国家的责任感，所以对彼此身上的包容，当然也可以
宽容和照顾。一起出国留学的静好岁月是那么短暂，回国以后，他们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文革，“
三反”。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陪伴有一种力量，可以照亮夜空，可以遮挡风雨。我想，大概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双手，在你需要的时候，紧握你，才能在荒凉和残酷的时代里，心如静水如兰芷，写下温暖
而平静的文字。在钱钟书最后的日子里，她一直守在那里，像是最开始一直等待他的到来。他走了，
带着她一世桑田的吻。除了平静还是平静，比声泪俱下更有力量。我没有杨绛那样的才情，不敢奢望
有这样的爱情，甚至不懂这样的爱情是否适合我们的时代。但在这繁杂的社会，爱情可以不完美，可
它一定要干净，像月光洒向海面，亦如我初见大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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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读《杨绛传》后记最近读了两本《杨绛传》，一本是夏墨写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
，一本是《百年风华：杨绛传》，前一本是2014年出版，后一本是2005年出版，我是先看的前一本，
后面这本因为和前本的内容有很多雷同，所以只是匆匆而过，笔记因此也做的很少。这两本均不是杨
绛先生本人所著，里面的内容大概也是从各处搜集来的，特别是从杨绛的书上挪过来的不少，在我看
来，如果认真读过杨绛的文集，这两部传纪大可不看了。只是杨绛文集最近没有再版，因此无论电子
版还是纸质版都找不见，就先翻看了这两本。两本书大体上都是从杨绛的出生开始写，书中以杨绛和
钱忠书的爱情为主线，写到现今钱忠书先生和女儿钱媛去世之后，留下杨绛先生孤生一人“打扫战场
”。书中的另一条主线是“读书”，杨绛从小喜欢读书，嫁了的钱忠书先生也是个书呆子，女儿钱媛
也乐此不疲，一家三口都是书虫，而且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读书基金”，可谓爱书成痴了。书中涉及
到一位上学时候被鲁迅先生讨伐过的女校长，竟然是杨绛先生的姑姑，即杨荫榆，两本书都披露了杨
荫榆先生后来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下，不由得让人须臾叹息。那个被认为是顽固派的女校长，终其一生
，孤苦伶仃，最终却死的也很英豪。看来一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个体，要综合的看待。其次是关于传纪
。以前以为只有本人才有资格写关于自己的传纪，看到这两本书才知道，有些作家就是专门写传纪的
。比如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罗银胜就著有《顾准传》（团结出版社）、《潘序伦
传》（立信会计出版社）、《才情人生乔冠华》（团结出版社）、《红色外交家乔冠华》（香港时代
国际出版公司）等传纪。夏墨大概也是如此，不过读过这两本之后，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读相关的传纪
了。通过传纪应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而外人写的传纪，总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再一个感悟是关于
读书。杨绛先生说，“如果因为读书增加烦恼，说明书还是读得不够多。只有脚下的基石够稳，才能
穿透薄雾看蓝天”。我也酷爱读书，但并不专研。有个姓耿的朋友有一次问我，为什么读那么多书？
我告诉她“读书是为了自己在做事的时候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该朋友是个地保那么大的小官，虽
然小，却已经变得不可一世。究其原因，还是不读书的原因。读书养气，看问题的视野就广阔，不会
因为有了一点小小成绩就骄傲自满，能从历史中看到功过成败，那么对祸福相依，起伏不定的人生就
会有敬畏，在做事的时候就不会鼠目寸光。读书还可以开拓思维，做官本为做事，如果不能做事，那
做官还有何意义？有些人做官只是为了别人有求于己的那点虚荣，或者为了自家人办事的那点私利。
却不知那些真正名垂后世的人都是心怀天下，有责任感的人，绝不是执著于眼前急功近利。而做事就
难免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而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不会遗骂名于后世
，就需要多读书，读好书，视野开阔一点，想问题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改变
的，那么唯一能改变一个人生活状态的就是读书。读书有益，但书和人一样会骗人，照抄硬搬，不能
联系实际放在哪都是错误的。不要抱怨书让人痴呆，是痴呆的人遇到了书更加痴呆。
10、鲜有女子被世人尊称为“先生”，杨绛杨先生是个例外。年少时知道她，是因为《围城》，因为
《围城》知道了钱钟书，再然后知道了她。那时候，并没有过多去关注这位才女子。随着年龄渐长，
对杨绛先生的了解也愈来愈多，通过图书、报纸、网络等媒介，了解越多，对她的故事则越发地想多
听听、多看看。耄耋之年的她，却经历了唯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相继离去，恰如钱钟书先生说的“
他俩只有死别，再无生离”，这样的经历对于老人而言是最大的伤痛，许多老人可以因此而痛不欲生
、萎靡不振，然，杨绛老人异于常人之处是，她没有因此倒下，她依然那么坚强，用她的大爱守护着
爱人、女儿和她心中的家。暮年的她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让钱钟书更多的优秀作品能够出版面世
，并且，她创作了《我们仨》，记录钱钟书、她、和女儿三个人六十年为亲人的特殊缘分。杨先生的
意志和毅力让我想起了顶开石头破土而出的竹笋，除了敬佩，更觉得应该向她学习，即使身老但心不
衰，她看似平凡的一生，却总是在为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做出贡献。这本书让我们系统地了解了她的
一生，从她的童年、少年、青春⋯⋯一直到她的晚年，贯穿故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她与钱钟书的缘分
、爱情，从擦肩之缘到十指相扣，从举案齐眉到相濡以沫，让人羡慕的情感。在她的身上，有深厚的
文化积累沉淀，源自她的谦虚好学、源自她的坚持不懈，这是一位极其美好的女子，不仅有深厚文学
造诣，而且智商情商各方面修养都极好，但同时她又低调谦逊，在教学工作、在文学著作中都兢兢业
业，这样的一位女子自然会被大家尊称为“先生”，这样的称谓用在杨先生的身上是很妥的，因为她
除了女子的婉约内敛，并具有男儿的胆识和勇气，书中有个关于她年少时的小故事，在那个动荡的年
代，学校要求她上街参加演讲宣传，但是她知道这样的活动只会带给自己伤害，她不想参与政治中，
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毅然拒绝。一味的服从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在该说NO的时候说NO，同样是每个
人要修的课程。杨绛先生的举止让我明白只有敢于拒绝，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文/ashley书评
原创，转载刊用请豆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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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绛先生与钱钟书的故事是我所羡慕的，那也是我所向往的最好的相处方式，或许，在这个浮躁
的年代想要找这样的故事很难吧。书中讲杨绛先生的文笔朴实无华，没读过她的作品，现在想去读读
，就先从她的《我们仨》读起吧，去感受下这个不一般的家庭的生活，去看下这对文坛界的神雕侠侣
的起起伏伏，对于钱钟书的《围城》，一直想读，却拖着不读，现在也一并读了吧。钱钟书对杨绛先
生的评价：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无愧之

Page 11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