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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前言

序 不如沉默真正喜欢林徽因的人，也许不会发声，不会写文章为她辩解众人口中的“刻薄”“自我”
“矫情”，也不会笑“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一句酸腐或柔情，甚至是对那些自以为自己懂得欣赏她
的人对她的美貌和韵事如数家珍的时候感到厌烦。因为真正喜欢一个人，从内心抵触一切满足私心的
赞歌和诽谤，你知道她是怎样的人，拔高只会带来更多误解和猜想。何况连她自己都不会对别人的讽
刺当真，你如果极力去证明什么，反而是不懂她。所以，一个喜欢林徽因的人，多半会选择沉默，默
默在心中，留给她特别的位置。林徽因对我而言，是一种理想女性的存在。美丽，聪慧，诗意，永远
保持好奇心，是一切美的缩影；同时又有豪杰之气，不爱窃窃私语，没有千回百转，率性为人，虽然
有时候会显得刻薄，但也好过伪善。最重要的是，她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女性，从不尝试去取悦任何
人。但我很少在人前说起这些，因为许多人对她的喜爱，只是源于那些“民国美人”、“绣口锦心”
、“文艺才女”、“志摩挚爱”、“国徽设计参与者”等等虚幻空洞的形容和头衔。看过她一两首诗
，听过一两个她的故事，偶遇到一两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这些惊鸿一瞥般的喜欢，如同萍水相逢
的一笑，转过身，还是各走各的路，你的生命不会与她有任何交汇，她对你而言，不过是众多美人纸
牌里的一张。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对民国往事一无所知的人，即便是读过她的故事，也不能真正说
是喜欢她的。只有看到那个动荡不安、前途不明、人人自危同时又不断有文人墨客以婚姻自由为理由
制造出各种风流韵事的时代背景，你才能知道她的一生，在爱情上倾注的不过是一腔纯粹的少女的春
意情怀，而后的三个季节里，她和所有普通的女子一样，相夫教子，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与众不同
的是，无论是在高朋满座的时候，还是在家徒四壁的时候，她从未尝试去假装，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心
意。即使为人母，重病中，她始终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对知识的教徒般的信仰，还有对家庭和丈夫
的歉意，忠诚。把她当成偶像来崇拜的人，也不能真正喜欢她。因为你还不能真正把自己当成她的朋
友，来了解她出到伦敦时候的茫然，与志摩的浪漫，为思成付出的真心，以及和金岳霖相处时候的愉
悦——她那最为人说道的“风流爱情”，不过是一个敏感而又漂亮的的女孩子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只
是她比较真，不做作，不掩饰。林徽因走后，金岳霖一直保持着沉默。哪怕在自己的晚年，经历了历
史上最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化，人事风景都看透，他依然对徽因的爱守口如瓶，许多于自己而言宝
贵的东西，一经出口，或违背本意，或失去珍重的份量，还是珍藏在心中，带进坟墓里，成为骨子里
的一部分，才永远不会被他人掂量，因为掂量如同试探，是种对忠诚的亵渎。好在书写和阅读都是一
种沉默的交流方式，就像远远看一个人，欣赏一幕电影，可以允许情节安静而有力地铺展，我们依旧
可以保持沉默。林徽因是不会为自己辩解了，她也不认为有必要对任何人解释说明，尤其是说明自己
为何选择了梁思成、怎样做一个母亲和妻子，在战火中怎样顽强地活下来。她只是做到了，用一生去
保持着一个真实的自己，让我们这些看客感到惭愧，也深受触动。在整理林徽因生平的过程中，我常
常会被深深带入他们的故事不能自拔，既感叹于他们那代人在艺术、文学各个领域的创造力，与朋友
之间真挚淳朴的感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痛心于他们经受的种种苦难，过早的辞世，还有被
误解被夸张之后，人们再说出他们的名字。于是终于下笔写成了这样一篇文章，作为长久沉默的我对
曾有过林徽因这样的女子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们，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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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内容概要

《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力图展示林徽因作为“沙龙女主角”精彩的一生，全面呈现其文学、
建筑、时尚、艺术、政治方面的才华，同时也将林徽因这位才女饱受争议的个性、与女伴微妙的羡慕
与嫉妒的关系梳理清楚，还原一个情感上真实而非神话般的林徽因，让读者找到更多细节和向上的人
生力量。
《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还通过她与当时名流的往来交流（梁启超、梁思成、金岳霖、沈从文
、徐志摩、泰戈尔、周恩来、冰心等等），展现她一段风流、纯粹、进取并带有传统文人的雅意与矜
持。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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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作者简介

朱千一，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非典型水瓶座，北漂八年余，交游零落。爱读书，从天文地理
到一花一叶，无书不读。爱独处，始终与集体保持距离。相信人心是注定独立存在的世界，即使爱情
也无法解除每个人内在的孤独，唯有文字，可以让人忘记身份，步入一场化装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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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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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章节摘录

壹 庭院深深失意人林徽因的名字周围，总围绕着许多名士大家：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
胡适⋯⋯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不同领域摘得过头筹的男士们，让林徽因这三个字有了一种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耀眼的光芒，成为她才情，美貌与智慧的有力证明，更有好事者将她列为“民国美人”之
首，她的那些与家人朋友一起拍的照片逐渐被曝光。通过网络，我们可以轻易就得以一睹这位佳人的
芳姿，也不得不感叹一百年以后，她的容貌还是如此眉目含情、温婉动人。但这种便利、快捷的了解
方式，对这位学识渊博、专注于建筑的女学者而言是一场越积越深的误会。她生活中那些旁枝细节被
放大成了生活的全部，似乎她的一生就是谈了几场恋爱；而她埋头学术的身影却少有人真正去欣赏。
纵然是那些被热议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在饱含少女情愫与优越生活的情况下所做的部分被反复提及；
她人生后半段的苦难、挣扎、病痛，才是她生命中最可歌可泣的部分，竟被有意无意地略过了，美貌
，成了她的负担。世人需知，真正的林徽因，是一个除了“才女”和“美人”之外，更复杂，也更值
得怜惜、敬意的女子，她的一生都在争取一件事情——做自己，不取悦任何人。然而从出生开始，她
的命运就注定是要与自己较量。让我们从她广为人知的一个印象开始吧，那就是林徽因身边围绕着众
多的男性，却一生没有一个文化圈里的女性朋友，除了完全生长与美国在美国文化中成长的费慰梅，
她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同龄女友。很多人认为这是“同性相斥”使然，何况当时无论从才学、家世
还是美貌上，都少有人能够和林徽因相提并论，何苦要拿自己来衬托她的清新脱俗呢？其实，林徽因
没有女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样复杂，一方面是她身边确实没有出现几个在性格上偏男儿气能够欣赏她
的女性，另外是因为，林徽因不善于女人间的感情热络，她和母亲的关系，使她无法成为一个在无害
的绯闻和家长里短的聊天中建立与女玩伴们深厚友情的人，她从未得到过那样的训练，这才是主要原
因。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林徽因7岁，她那时对革命全无了解，只是隐约感觉到家里有所异样。在就
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位很有名的烈士叫林觉民，是林徽因同族的堂叔。林觉民临终前写给过门没多
久的爱妻的诀别信《与妻书》，自问世之后，就成为革命者的宣言，有侠骨柔情，有江山大义，更有
对爱妻说不尽的爱与眷恋——“意映卿卿如晤⋯⋯”，从落笔开始，就像是在耳边轻轻的呢喃，让读
者忍不住跟着一起眼泪与笔墨齐下。那样的时代，成就了很多壮烈、激进的爱情，也让无数丈夫远离
家门，从此再也回不到小富即安的日子了。林觉民的爱妻陈意映，是大家闺秀，也是当时敢为风气先
的女子，她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希望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曾经，陈意映还打扮成贵妇掩护丈夫的
革命行动，他们的爱情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让当世以及后世的任何一个女子羡慕，尤其是，林徽因
的生母何雪媛。此时的何雪媛嫁给林家已经好几年了，林徽因是她的长女，也是林家小字辈的长孙女
。林长民的原配叶氏是门当户对的小姐，但没留下儿女就去世了。林家续弦，自然是盼望早添人丁。
何雪媛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本来应该是欢喜事，谁知，这只是她孤独人生的起始。何雪媛出生于浙
江一个小作坊家庭，排行老幺。这种家庭的女儿，生活上不愁，但缺少贤良淑德的旧式女德教育。这
个从小被纵容着的幺姑娘所学不多，脾气却不少。年纪轻轻的何姑娘嫁进了书香门第，也真是冷暖自
知了。婆婆知书达理，妯娌姑嫂皆谈吐不俗，他们不仅通晓国学，连西方思想和社会时政也略知一二
。这种旁人羡慕不来的生活格调，对于这个从小在家受宠的女孩来说，并不是什么福分，她不了解她
们的快乐和满足来自于哪一句话，也无法跟上这种雅致的生活节拍。林家人对她的不悦，彼此也都心
知肚明。我们常说社会在进步，除了那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科技产品外，我们的观念从
古至今却鲜有改变。比如婚姻，绝大部分人都视之为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生儿育女，才算完满地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有几个人真正思考过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与自己追求幸福的举动之间是如何南辕北
辙呢？何雪媛和古今很多女性一样，趁着年轻嫁给一个有名望和财富的家庭，并以为人生从此走上坦
途。但嫁人与幸福之间，从来没有约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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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后记

后记听过林徽因名字的人，多半以为她是民国社交名媛，一代才女；看过林徽因故事的人，则因为所
读的版本而认识到林徽因人生的几段感情，追求的事业等等；而写过林徽因故事的人，一字一句地看
她的诗文，读她的信件，了解她的朋友们⋯⋯只要所掌握的材料不算单薄或虚假，就能真正从内心产
生一种敬畏感，原来一个女人的一生可以这样精彩、跌宕，一个时代的可以如此混乱又可爱，残酷又
理想。林徽因本人并不是那种柔媚的女性，她也从来不觉得必须要成为那样的女人才有味道，她甚至
连“味道”这种想法都没有，只是在做自己，真正从不附和他人，也不假装优雅。这在今天来说都是
很困难的事情，没有多少应酬和交际的普通人都时常言不由衷，又安慰自己是“身不由己”，更何况
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林徽因，她接触的名流和学者，每个都有专长的一个领域，个性和棱角
也更加分明，林徽因能够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彼此包容和欣赏，又从不附和与伪装，他们都只忠
实于自己的内心。而她的内心是坚韧和博爱的。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她所处的时代，婚后，日本人
占领东北，他们人生中第一个建筑系被迫在一学期满后中断；接着是国内全面抗日，她和一家老小开
始告别太太的生活，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她曾几次在偏僻的村庄里病倒，生命垂危；也曾长期
面对生活的贫苦，连吃饱都成困难；这些苦难足够让她变成一个充满抱怨的人，但她在那些日子里很
少流露出对往昔生活的留恋，也从不顾影自怜，因为她知道还有许多人在经历这场战争，他们为胜利
付出了生命，而作为一个幸存者，她已经得到的足够多了。挚友徐志摩去世后，她谈及故人时异常克
制与谨慎，除非为朋友正名，她从不故意去暗示或炫耀自己与志摩的交情，也不曾发表过自己与志摩
的二三事，她不想去消费一个已经逝去的人；她为年轻夭折的生命流泪，不论是刚认识的文坛小友，
萍水相逢成为至交的空军士兵，还是心爱的弟弟。在她心里他们一样可爱，一样珍贵。看着美好的生
命逝去，她痛心疾首，更担心会不会有人懂得他们的牺牲，连胜利的喜悦中，都怀有对这些牺牲者的
追思，她要的不是抚恤安慰，是时人对逝者的尊敬。这是一颗仁慈博大的心才能有的爱。人与人的缘
分，取决于心灵的吸引。只有两颗志趣相投的心，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徽因与那个时代许多同样
优秀、博爱的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命运犬牙交错，不分彼此。战争让他们更加能摆脱自我的局限，从
理性角度去看待危险、失去、痛苦，所以他们可以在战火中组建一个历史上最美好的大学，可以在近
代学术界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互相陪伴，交相辉映。林徽因和她的客厅，永远保存在后人的记忆里，
在我的心里。那些客厅的先生们，身着洋装的，白衣长褂的，手拿折扇的，从这素雅的客厅，迈入纷
飞的战火，却不改从容的步伐，坚定的内心，他们的一生注定要有所建树，要闪闪发光，令后人叹为
观止。也许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一个林徽因，而林徽因也更能代表那个远去的时代。希望这本薄薄
的书，能够让茫茫人海中的你，感受到一阵来自一百年前的风，那阵风，也曾吹过徽因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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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编辑推荐

《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编辑推荐：世人需知，真正的林徽因，是一个除了“才女”和“美人
”之外，更复杂，也更值得怜惜、敬意的女子。她的一生都在争取一件事情——做自己，不取悦任何
人。然而从出生开始，她的命运就注定是要与自己较量。林徽因和她的客厅，永远保存在后人的记忆
里。那些客厅里的先生们，身着洋装的，白衣长褂的，手拿折扇的，从这素雅的客厅，迈入纷飞的战
火，却不改从容的步伐，坚定的内心，他们的一生注定要有所建树，要闪闪发光，令后人叹为观止。
也许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一个林徽因，而林徽因也更能代表那个远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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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精彩短评

1、2015-8-16 to 8-23 收藏，购于京东
2、闲来无事翻翻看，别思考，倒也打发了一些时光。
3、作者一再强调林徽因这一生追求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不取悦任何人，可是因母亲何雪媛在林家
被冷落和母亲的性格“相克”的缘故，我觉着林徽因之所以变成才女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取悦林家
和父亲林长民的原因啊~~
4、为它的真诚加分。
5、文笔不错
6、语言平淡，有点主观。
7、2016年6月26日读，2016-210。
8、不错
9、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对于林徽因，大学时学到徐志摩讲到林徽因，不喜
欢读文人的风流韵事。但是，读完此书，才算真正感受到徽因的魅力。纯粹的好！她们那个时代，她
和梁思成都是开了挂的。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惜时如命，全心全意地去做自己的事情。嗯～_新年第一
天，为自己打打鸡血，希望自己也能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的事。
10、当初选择买这本书，绝对是因为书的名字，虽然买过读过一本类似的，名为《林徽因的会客厅》
。相对而言，那本书介绍了常去她家客厅的那些人物，每个人一个章节，什么人物，什么原因，甚至
还有情景还原。而这本书呢，只是一个名字，只是在书里的一个章节提到了她有一个会客的客厅，更
多的笔墨是在描写林徽因的生平。我想，这本书倒不如叫个《林徽因传记》之类的名字。其实，不管
书名怎样，书里还是解读了林徽因的一声，尤其是她的才华，她的付出，她的努力，而这些，都是我
们这个时代人要学习的，要坚持的。当今社会，向他们一样为了自己的某项事业而甘愿受苦，无论怎
样也要坚持到底的精神，太值得我辈学习了！三四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读的时候，很是投入，
感觉呢，受益匪浅。Now, 10:22, December 23r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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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精彩书评

1、硬伤比较多《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买之前看过这本书序言，感觉作者的文笔不错，可是
一读起来才发现，书里面的硬伤比较多，25页“她（王贵荃）给梁启超生了12个子女，加上思顺、思
成，梁启超一共有14个子女。”其实梁启超一共生了12个子女，有9人长大成人，其中李夫人的有三个
，除思顺、思成还有思庄。27页“只是思顺民意徽因那漂亮秀气的容貌，她嫁给了华侨，过着安稳富
足的生活。”其实梁思顺嫁的是外交官，而且丈夫周希哲早逝，思顺大半生颠沛流离并不安稳富足。
“思成的工作已经被划归到教育部下面。”其实是把营造学社挂到了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下面。“他
们人生中第一个建筑系被迫在一学期满后中断。”其实从28年夏天到1931年9.18，东北大学的建筑系一
共存在了三年。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但是并不是很多，是因为作者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上，都剩
下语焉不详，尽量不说得太确切，让你难以认定。这样的地方拿可就太多了比如徽因随父亲去欧洲先
到的英国，后来从英国去的法国，书中却说“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航海生活，当邮轮平安抵达法国
的时候⋯⋯”。书中说“徐志摩是银行家的孩子”，其实徐家是富商有工厂和一家钱庄。说“新中国
成立后思成和思永都位列中科院院士，颇似当年苏东坡一家‘一门三学士’的佳话”其实还有思礼也
是院士，这样才是一门三院士。说“思成在次年的8月就从哈佛完成学业了。”其实梁思成在哈佛只
是肄业，没完成学业。这样的地方那就数不清楚了。从题目上看，还以为是和《林徽因的会客厅》一
样，是写经常来“太太的客厅”中的那些名人和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故事。不过看完才发现，其实就
是一本林徽因的传记，只是时间和叙述的过程比较混乱，而且引文太多，大量的引用诗文，最长的有
几千字，好几页。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文笔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只是不肯在史料上下工夫，很多问题百
度一些就可以解决，只是作者没那个耐心，于是就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因为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梁思成
和林徽因的传记，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些想象的依据是什么，不过应该说作者的想象力实在很丰富，胆
子也确实非常大，那些想象出来的细节，很多都不是合乎实际，只是因为是想象出来的，我也就没法
一个一个指出错在何处，要是论证想象的缺陷，那就相当于写一篇论文，有点太麻烦了。感觉对这本
书来说，有点不值得。
2、硬伤比较多《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买之前看过这本书序言，感觉作者的文笔不错，可是
一读起来才发现，书里面的硬伤比较多，25页“她（王贵荃）给梁启超生了12个子女，加上思顺、思
成，梁启超一共有14个子女。”其实梁启超一共生了12个子女，有9人长大成人，其中李夫人的有三个
，除思顺、思成还有思庄。27页“只是思顺民意徽因那漂亮秀气的容貌，她嫁给了华侨，过着安稳富
足的生活。”其实梁思顺嫁的是外交官，而且丈夫周希哲早逝，思顺大半生颠沛流离并不安稳富足。
“思成的工作已经被划归到教育部下面。”其实是把营造学社挂到了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下面。“他
们人生中第一个建筑系被迫在一学期满后中断。”其实从28年夏天到1931年9.18，东北大学的建筑系一
共存在了三年。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但是并不是很多，是因为作者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上，都剩
下语焉不详，尽量不说得太确切，让你难以认定。这样的地方拿可就太多了比如徽因随父亲去欧洲先
到的英国，后来从英国去的法国，书中却说“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航海生活，当邮轮平安抵达法国
的时候⋯⋯”。书中说“徐志摩是银行家的孩子”，其实徐家是富商有工厂和一家钱庄。说“新中国
成立后思成和思永都位列中科院院士，颇似当年苏东坡一家‘一门三学士’的佳话”其实还有思礼也
是院士，这样才是一门三院士。说“思成在次年的8月就从哈佛完成学业了。”其实梁思成在哈佛只
是肄业，没完成学业。这样的地方那就数不清楚了。从题目上看，还以为是和《林徽因的会客厅》一
样，是写经常来“太太的客厅”中的那些名人和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故事。不过看完才发现，其实就
是一本林徽因的传记，只是时间和叙述的过程比较混乱，而且引文太多，大量的引用诗文，最长的有
几千字，好几页。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文笔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只是不肯在史料上下工夫，很多问题百
度一些就可以解决，只是作者没那个耐心，于是就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因为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梁思成
和林徽因的传记，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些想象的依据是什么，不过应该说作者的想象力实在很丰富，胆
子也确实非常大，那些想象出来的细节，很多都不是合乎实际，只是因为是想象出来的，我也就没法
一个一个指出错在何处，要是论证想象的缺陷，那就相当于写一篇论文，有点太麻烦了。感觉对这本
书来说，有点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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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

章节试读

1、《林徽因和她客厅里的先生们》的笔记-43贰两个人的风和日丽

        世界上许多事情，只能许心领神会，不然一说便俗。一千对情侣有一千种爱情，谁在乎谁多一些
，谁为谁牺牲的少一点，这样的衡量只有外人才会在意。当时相爱的两个人，只希望这世界上只因为
有自己的存在，而能给对方带去不同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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