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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灯微光里的梦》

前言

　　女作家多不漂亮——流行过这么一种说法，解释是，漂亮女性陶醉于自身姿色，生活便有恃无忧
，不愁没有发展方向。唯不具姿色者，无奈寻求其他途径以出人头地，写作算是一条捷径。此说好像
还有什么外国的舶来理论做依据。　　这说法有无道理且不论了，而林徽因实在是它的例外，谁不说
林徽因漂亮。她虽以才女著称，但除非读过她作品的读者，不然很多人心目中的林徽因，仍不过是个
美女。他们的印象来自电视剧和小报或不小的报纸，以及一些徐志摩的林徽因的传记。我听到一个倒
推论：如果林徽因不漂亮，徐志摩何至于那么狂热地迷恋她呢？这个风流诗人决计不看一眼稍欠姿色
的女性，哪怕她才高八斗。于是林徽因只剩下了漂亮。　　今天看不少林徽因照片，有些确实甜美可
人，有的怕未必。可人与否，照片上有出不来的内容，应以当年见过她的人说了算吧。然而徐志摩的
话不可太作数，情人眼里出西施。他好像也没有在信里文章里美言林徽因容貌。其他男人话也不必听
，理由无须说了。林徽因如何美丽，女性的见证才更具说服力，理由也一样的无须说。她们一次次记
述着林徽因。　　先听一个美国女孩的：林徽因是“一位高雅的、可爱的姑娘，像一件精美的瓷器”
。（见王贵祥文《林徽因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话虽只有一句，却很是形象传神。当时林徽因在
美国留学，正当最美的年华。　　林徽因留学回来，结婚生子后容光依旧。郭心晖女士中学时代听过
林徽因讲课，她告诉来访者：“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林徽因到贝满女中为我们讲演‘中国建筑
的美’。他穿的衣服不太多，也不少。该是春天或秋天，当时这类活动一般都排在上午，在大礼堂。
我们是教会学校，穿着朴素，像修女似的。见到林徽因服饰时髦漂亮，相貌又极美，真像是从天而降
的仙女。林徽因身材不高，娇小玲珑，是我平生见的最美的女子。她讲话虽不幽默，却吸引人。当时
我们似乎都忘了听讲，只顾看她人。”（本书著者和史学家臧振、散文家奚学瑶访问郭心晖老人笔录
）　　女教授全震寰也听过林徽因讲课，也有回忆：“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
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极喜欢她。每次她一
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
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见陈钟英文《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　
　两位女士眼里的林徽因正三十上下，自然风姿绰约。作家赵清阁见到的林徽因，已经人到中年，还
是光彩照人：“林女士已经四十五岁了，却依然风韵秀丽。她身材窈窕，穿一件豆绿色的绸晨衣，衬
托着苍白清癯的面色，更显出恹恹病容。她有一双充满智慧而妩媚的眼睛，她的气质才情外溢。我看
着她心里暗暗赞叹，怪不得从前有过不少诗人名流为她倾倒！”（赵清阁文《京华二十日记》）　　
林徽因重病在身时，她的美丽仍叫翻译家文洁若惊诧不已：“按说经过八年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
的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
然充满了美感。至今我还是认为，林徽因是我生平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她的美在于神韵—
—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
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文洁若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林洙的身份
特殊，是梁思成的续弦。按常情讲她难免要怀几分妒忌，可是同样对丈夫前妻一无例外地赞叹备至：
“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
、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
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
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么能包含这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
，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
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冰心曾和林徽因、凌叔华、韩湘眉
并称文界“四大美人”，尽管老太太与林徽因有过芥蒂，她也承认：“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
见陈钟英文《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相比之下，徐志摩相中的陆美人竟黯然失色。与林徽因芥蒂更
深的凌叔华，晚年这么说到林徽因：“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
。”（见郑丽园文《如梦如歌》）从略带贬意的口吻里，无法否认林徽因漂亮得令众人宠爱。　　所
以连篇累牍引述这么多女性赞美林徽因的言词，一是本书毫不无视林徽因的美丽，二是关于她的美丽
，话都说在前头了，后面不再为它耗费笔墨。容貌之美，对于林徽因的人生，决非主要的内容。将要
叙述的，是她的才华，她的性格，她的信仰，她的苦难，她的事业，美丽之外的坎坎坷坷、灿烂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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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灯微光里的梦》

内容概要

《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的作者陈学勇系国内知名的林徽因研究专家，这部传记是他积
多年研究积累结出的成果。
它打破了以往林徽因传记单纯以时间顺序记述的套路，采取新颖的，以人物、地点、事件为切入角度
的方式，为读者展现了林徽因动人的一生。它不但纠正了以往林传诸多史实上的错误和小说演绎之类
的谬误，而且还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珍贵文史资料。是集趣味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好读本。
此书是图文本，存有图片百余张，不少照片首次面世；除此之外，很多图片也非常少见。书中还首次
附有完整的林徽因年表和林氏世系谱表，为喜爱林徽因的读者以另一种方式了解传主提供了最为清晰
简洁的脉络。
这部传记从内容、文字到插图都保持了严谨高雅的风格，说它是林徽因传记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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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学勇，笔名陈老萌、老萌。江苏阜宁人。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南通
大学，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尤
为关注林徽因、凌叔华、陈衡哲等民国女性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先后著有《才女的世界》《浅酌书海
》《老萌夜读》并编《凌叔华文存》《林徽因文存》《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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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赘　　一 祖父　　二 父亲　　三 母亲　　四 童年　　五 伦敦　　六 徐志摩　　七 泰戈尔　
　八 梁思成　　九 留学　　十 欧游　　十一 东北大学　　十二 北总布胡同三号　　十三 营造学社　
　十四 香山　　十五 模影　　十六 窗外　　十七 梅真　　十八 京派之魂　　十九 太太客厅　　二十
金岳霖　　二一 “八宝箱”悬案　　二二 凌叔华　　二三 冰心　　二四 沈从文　　二五 费正清费慰
梅　　二六 鼙鼓声起　　二七 西南行　　二八 昆明　　二九 名誉家长　　三十 李庄　　三一 北返　
　三二 清华园　　三三 国徽　　三四 纪念碑景泰蓝　　三五 古城　　三六 夕阳　　三七 遗韵　　附
录一 林徽因年表　　附录二 林徽因家族世系简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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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祖父　　林徽因原籍福建闽县，今天的福州。再往上推，祖籍是河南。而她说，杭州是“一半
家乡”（《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因为她诞生在杭州陆官巷，她祖父林孝恂的寓所。祖父从《诗
经》取“徽音”两字为她命名，诗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
则百斯男。”（《大雅?思齐》）老人的意思，要林徽因继承美德。再引出孙儿满堂吧，她是祖父长子
的头生孩子，又是个女孩。　　据说林徽因容貌得自祖父母的遗传基因，她有神的双眸像祖父，漂亮
脸蛋像祖母。为此她特别获祖母溺爱，祖母竟不要林徽因母亲照料她，放在自己卧房里绕膝左右。那
时她父亲留学海外，但几个出了嫁的姑姑仍时常带孩子回到娘家，她和表姐妹们成天嬉闹，童年一点
也不寂寞。七载的欢乐之后，林徽因八岁随祖父移居上海；十岁又跟着祖父进京才到了父亲身边。这
一年祖父病故。　　五四那一代女性作家几乎都是出身官宦的千金，最早的陈衡哲如此，冰心、庐隐
、冯沅君、苏雪林莫不如此，凌叔华更属世代豪门。林徽因虽比之二十年代成名的冰心她们略小几岁
，到三十年代正式步入文坛，算是晚了一代，但同样是官宦出身。祖父林孝恂，字伯颖，前清光绪十
五年（一九八九）己丑科二甲第一百一十一名进士，与康有为同科，授翰林院编修。　　福建闽侯林
氏是望族，但林孝恂这一支已经式微沦为布衣，他本人实起于寒微。林孝恂年轻时做过富户人家的教
书先生，已没有了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林长民回忆说：“爹别就人家教读，与年所入不过数十千制
钱，家计贫苦。”（《嫁王氏大姊和姊夫熙农先生五十双庆寿序》）有时林孝恂买一个梨子回来，儿
女不能尽兴解馋，只好切成一片片分给几个孩子。　　林氏转机始于林孝恂考中进士。至今林氏后人
保存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它摄于杭州的官邸，林孝恂正在浙江的知县任上。拍照时间大约在光绪二十
几年，即十九世纪的最后岁月。地点应是县太爷衙门后院，下青砖铺地，上枝叶扶疏，似乎有意规避
富贵而近儒雅。照片上人物，男性都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女性则偏襟大袄，额上扎青缎帽箍。虽是
清朝装束，看去却离民国不远了。上照的林家两代，包括儿媳和女婿，共十三人。林氏后人曾依次一
个个注明了身份，有两个男性身份不明打了问号。长子林长民居右三，相貌比起弟兄们来格外清癯，
最和林孝恂相似。照片里没有林徽因，数年后她父亲林长民才成立家室，自然没有赶上。　　林孝恂
在翰林院做京官，官场应酬开销太大，而家底很薄，便想外放。外放有条捷径，翰林院年度甄别考试
时只要故意写错一个字，考官即明白此人希望离开京城。林孝恂如法行事，到了杭州地区的金华、孝
丰、仁和、石门、海宁诸州县，任地方长官，最后代理了杭州知府。　　做了官的林孝恂，尽管头顶
乌纱，却仍然不脱书卷气。二十世纪末浙江石门民间发现林孝恂手书的对联：　　书幌露寒青简湿　
　墨花润香紫毫圆　　对联正是林孝恂宦余生活的写照。或许是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气质，有助林孝
恂挣脱封建思想的泥潭。他本人曾经学习技艺，又谙熟医术，显示出务实的倾向。知府大人并不以“
无才便是德”的教条禁锢眷属，夫人游氏即喜好典籍，且工于书法。子女教育也不分性别，女儿照样
随男孩子一起启蒙，她们日后个个能诵诗写字。家塾设置的课程，固然请了国学大家林琴南，不免讲
析四书五经，更延聘新派名流林白水，既介绍天文地理，又细述境外概况，甚至招了外籍教师华惠德
（加拿大）、嵯峨峙（日本）来家教习英文、日文。虽说晚清风气逐渐开放，但基层官吏中能如此新
旧不拒，中外兼学，毕竟不多见的。　　林孝恂的开明还惠及嫡系以外的后辈，入杭州家塾启蒙的除
自身儿女，并有老家福建的侄儿，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如以《与妻书》凛然殉道的林觉民，与林觉
民一起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前仆后继组织起义光复福建的林肇民。林孝恂又出资送外
姓的蒋百里赴日本留学，蒋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教育家。　　辛亥后那些前清官吏纷纷回老
家广置田产以保晚年，林孝恂却客居新开埠的上海，投股商务印书馆以助现代出版事业，始终非同俗
流。　　这样开明的家庭出来的后代，追求时代潮流当在意料之中了。　　二父亲　　开明的林孝恂
，无疑期望他长子林长民成为时代优秀人物，何况林长民天资聪慧，足资老父的厚望。这个幼年经旧
官府庭训的少爷，乃光绪廿三年的秀才。后两度赴东洋留学，最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林长民得中外
文化涵养，且广结政界名流，所交如日本的犬养毅、尾崎行雄，中国的张謇、岑春煊、汤化龙、宋教
仁等，均政坛显要，可见其时林长民已经存有改革中国社会的宏伟抱负。　　林长民有字宗孟，时人
多以字称呼。娶妾程桂林，宠爱之至，便号“桂林一枝室主人”。晚年宅院里栽着栝树两株，又自谓
“双栝老人”。　　有人这么记述林长民，他“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慨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
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徐一士《谈林长民》）徐志摩以诗般的语言形容他
口才：“摇曳多姿的吐属，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趣，在此时回忆，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航影。”
（《伤双栝老人》）　　如今介绍林长民，往往说成“林徽因的父亲”，而当年提到林徽因，则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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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林长民女儿”。在清末民初，林长民委实是叱咤风云的倜傥之士。他从东洋归来即投入宪制运动
，宣统元年由聚在上海的各省咨议局公推为书记，组织请愿同志会要求清皇朝召开国会；民国元年参
与议订临时约法，先后担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一九一七年入阁做过三个多月司法总
长，为期甚短却盛名一时。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军阀张镇芳，为逃避治罪，贿赂林长民十万巨款以谋特
赦。林长民断然拒绝，由此摔下乌纱。他很为自己的正气自得，治了一枚闲章曰“三月司寇”。林长
民在司法总长任上与梁启超同僚，梁任财政总长。两位总长意气相投，携手鼎力推动宪政运动，是政
坛“研究系”的两柱顶梁。章士钊很佩服林长民，说林，“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
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
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甲寅周刊》）林长民本人亦每每自负其政治禀赋，以
为必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巴黎和会”之际，正在巴黎的梁启超用电报快速告知国内的外交委员
会成员暨事务主任林长民，日本将继德国仍享有霸占青岛的特权。林长民连夜撰写短文《外交警报敬
告国民》（题目今多讹传为《山东亡矣》），发表于五月二日北京《晨报》，披露这一消息旨在警醒
世人，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最后号召：“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
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篇短文就成了导火线，骤然点燃全国同胞爱国烈火，第三天爆发
了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林长民此举已超出个人操守，较之其拒贿十万意义格外重大。与拒贿
一样，他不得不再次为此弃官，当月二十五日向大总统徐世昌辞去刚担任五个月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一
职，辞职呈文公开刊登《晨报》：　　长民待罪外交委员会者五阅月矣，该会仰备顾问，陈力就列，
职责较微。自初次议决一案，由国务院电致专使，经月之后，当局意见忽生纷歧，虽经再三迁就，枝
节横生，久已不能开会。长民兼任事务，无事可任。本应早辞，徒以荷我大总统之眷，厕于幕僚之列
，非寻常居官有所谓去就者，故亦迁延以至今日。今者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君，有正式公文致我外部，
颇以长民所任之职务与发表之言论来相诘问。长民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布论文
，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
⋯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闻阁议后曾将日使原文送呈钧座，用意所
在，得无以公府人员难于议处，无以谢邻国而修睦谊乎？长民上辱我大总统之知究，不敢凭恃府职，
予当局以为难。兹谨沥情上陈，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
交。　　此后林长民被打发到欧洲干参与“国际联盟”的闲差，政坛上难再作为。政治抱负付诸东流
了，情绪很是消极过一阵。他说，对政治生活不但尝够了，而且厌烦了。于是胡适见到的林长民，“
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胡适日记全编》）　　林长民是失败的英雄，失败了，
仍不失为英雄。他不懈地奋斗过，为宪政理想，尽管几乎一事无成。不必为林长民惋惜，有过奋斗，
人生自然灿烂。旧版《鲁迅全集》注释贬他是“政客”，不免委屈他于九泉之下。也许他确实是位政
客，如果这词不含贬义。还是总理周恩来公允，说北洋政府里有好人，指的正是林长民。　　林长民
有句名诗“万种风情无地着”，可见他像自己的父亲，不是纯粹的官僚。他比父亲尤富于性情，在伦
敦遇着的徐志摩，又是一个性情人，两人立即引为知己。林长民把青年时期留日艳情对徐志摩一吐为
尽，徐志摩据此演义成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编入小说集易名《春痕》）：未婚的中国学生
逸君恋上教他外文的妙龄女教师春痕，缱绻缠绵却未成眷属。多年后逸君以名人再访东瀛，春痕则色
衰有甚徐娘，风韵无存不辨当年面目，拖着三个孩子，絮絮叨叨。“逸的心中，依旧涵葆着春痕当年
可爱的影像。但这心影，只似梦里的紫丝灰线所织成，只似远山的轻蔼薄雾所形成，淡极了，微妙极
了，只要蝇蚊的微嗡，便能刺碎，只要春天的指尖，便能挑破。”（《春痕》）春痕者，事如春梦了
无痕也。　　寓居英伦时林长民和徐志摩还玩过一场互传情书的文字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
，徐志摩则扮已嫁少妇仲昭，鱼雁往返，倾诉情思。两人彼此间有多少个往还如今已不可知，林长民
死后由徐志摩仅公开了苣冬致仲昭一封。徐志摩赞它为传世之作：“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
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一封情书〉按语》）信中述及南京下关遇刺情节确系林长民
生平实事，可见假设的游戏非全是子虚乌有。林长民曾印制个人专用信笺，边款即是“苣冬子”，此
更添一份佐证。至于史学家顾颉刚好事作一番索隐，说仲昭乃浙江石门丧夫寡居的徐自华氏，到底难
以坐实，至多事出有因罢了。　　说游戏，其实是借它浇胸中块垒，不久林长民在北京的高等师范学
校作了一场严肃的讲演《恋爱与婚姻》，对恋爱的神力作了惊世骇俗的描述：“这神力不是凌空的，
完全是从造物主构造的男女性所欠缺的实体发生出来的。不过是因着世间作伪的心理，作伪的学问，
作伪的文字语言，把他们的真相汩没了。”讲演词结尾是：　　诸君多是师范学生，将来有教导社会
的责任，务望大加鼓吹，非把我们全国青年男女，乃至将来无量数的青年男女，一个个安顿在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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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耐久，极和乐，极平淡，极真挚的社会基础之上，算是我们今天惠了他们的。至于婚姻问题，关
系社会经济的状况，财产的制度，也极重大。全世界上的青年男女也多在苦海中间，那是另一问题。
建立的理想非达到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大革命，大成功的时候，这恋爱和婚姻的问题，不能得无上圆
满的解决。我今天所说的还是目前应急的办法。“食色性也”，望诸君放着大胆去研究它。　　这段
话足以说明，当时戏称林长民为“恋爱大家”的人，若含嘲讽轻薄口吻，实在是对这位文明道德先驱
者的莫大误解。　　林长民性情之外兼具才气，他是位才子。如果林长民不用全力以赴投身政治，他
极可能成为建树突出的作家，或书法家。他艺术禀赋过人，书写的“新华门”匾额，至今悬于长安街
。这块匾额该是他晚年的墨迹。他年轻时写字平常，今存写给林徽因的二十余封家信，远不足以称书
法。但不过数年，行草小楷书写的“旅欧日记”则令人刮目相看，如行云流水，散淡洒脱，随意不失
法度，疏朗中透着凝练，置于书家名作行列当无愧色。今人编选的《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中所刊
的林长民一幅扇面一通信扎，似均未达到“旅欧日记”那炉火纯青的境地。　　旅欧日记中不少可当
游记作品阅读，同时显示了他文学才华，如描摹游览瑞士名胜一段：　　余等登岸馆于HotelSplendiol
，馆面湖背山，而湖自Vevey以东，对岸诸峰，廽合渐紧，故楼窗望远，虽水天相接，而左右映带，
岚翠若扉。扉半启，右辟而左翕也。湖光如练，鹅鹤之属，飞泳其上，其乐无极。四时半同人出游，
盘山而上。山稍稍凹处，不见湖光。亭馆无数，多富人巨室别墅。行数里后，旷然面水。树木森蔚，
略有松柏，针细而短，其枝横出，不若吾东方之松干之夭矫。　　寥寥数行，有景有情，景致美妙，
情愫蕴藉。以此状景抒情的文字功力，若用于文学创作，其成就不难期待。他的文学作品很少，只有
一些新旧体诗歌，很难搜寻。文章多是涉及政事的论说，亦文采斐然。徐志摩似有意为林长民编印一
部《双栝斋文集》，却因为诗人那几年的忙碌，再加上早逝，最终没有了此心愿，给今人留下了遗憾
。　　欧游归来，林长民的政治生活余波未逝。一九二三年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有人搞问卷调
查，问最愿意谁来组阁。林长民获三票，比林票多的有王正廷、段祺瑞、孙文、王宠惠及蔡元培、陈
独秀、梁启超、汪精卫等，只得两票的是唐继尧、康有为、徐树铮、孙宝琪、周树模；再问最愿意谁
当教育总长，林长民获十六票，在他前面的是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胡适、汪兆铭、王正廷、黄
炎培、陈独秀、彭允彝、章太炎、汤尔和、康有为，列其后近三十人，其中有王宠惠、吴稚晖、李大
钊、张謇、颜惠庆、蒋梦麟、傅增湘、章士钊、熊希龄等。（见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十七日《晨报
副镌》）看来林长民尚未尽失人气。他一度被内定为教育总长，他还希望胡适做他的次长。虽然未果
，显然受了鼓舞，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他以蔡元培等“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见蔡元培致胡适信
）那一阵四处游说，鼓动胡适、顾维钧、王亮畴众人，积极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然而他的“研究系”
痕印太深，又与郑孝胥等清室遗老走动，已经沦为政治舞台上的落伍者，当然为更加新派的势力所嫌
忌，终究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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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
辉煌。　　　　——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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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是迄今最为严肃完整的林徽因传记。珍贵文字及图片史料首
次公开，还读者一个真实鲜活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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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才女，但是感觉作者写的还是过于主观了
2、不错的一本人物传记
3、2010年读过的一本书
4、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

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5、能当绿茶婊也是一种本事~
6、很传奇的人生，虽然生在大家庭，但是丝毫没有染上小姐的恶习⋯⋯
7、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
，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吗？ 我不知道。 

8、高晓松推荐的关于林徽因的传记
9、图文并茂，资料珍贵，集趣味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林徽因传记。
10、第一次接触她是从这本书里面了解到她的故事，然后对她的作品也很感兴趣。
11、传记这种东西难免会有倾向性，哈
12、喜欢作者亲切的文风
13、循着去看了很老旧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我倒是很相信陈先生讲述的林与徐志摩的私人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都浅薄地只关注花边，去别人的私人生活和感情充满窥探欲，却忽视了那些更值得关
注的东西，学术成就，社会贡献，精神。这或者也是所有时代里女性身份的哀伤。
14、与费慰梅版一起看的，费版的偏向纪实，这个版本与其他大多梁林版本一样偏文学作品，对比其
他版本，我喜欢这个版本，文字读起来舒服，重要的是比较叙述客观，不偏不倚。特别佩服民国时代
的知识分子，内外兼修。
15、才女
16、觉得她在建筑学上的辉煌完全超越在文学上的 文青的好典范！书写的比较乱 但还是很真实的
17、自从用了anyview，我就一直看些很神奇的书⋯⋯得治啊
18、陈学勇的考据做得着实不错，但是传记写作实非当行本色。此传记在涉及凌叔华、冰心的部分写
得有欠公允，有点过分地“扬林”之感。相比之下，费慰梅的传记要有意思多了==当然，这和费和林
本人过从甚密唱和颇多有关。我们中国人往往带了点仰视的目光看那个年代，得出来的结果往往就是
“神化”、“仙化”
19、才女恩怨史
20、佩服。
21、林徽因是上世纪为数不多生前死后都只有赞赏的人了吧。美貌是实，才情又盛，而且认真又吃得
了苦。但对林徽因，了解的越多，就越觉得不喜欢。太过自恃聪明，亦有摆弄他人感情之嫌。
22、睿智是女性最难得的品性.分开就是聪慧和理智.任何女性能对当下的事情,用这个两点去衡量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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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生应该过的不会太狼狈
23、中老年林吹
24、这是我读过的最为审慎的传记，林徽因是移位美丽智慧的女性，令人敬仰。
25、即使我们懂得她，也是做不了她的~所谓寄托，是我们拿你来丰富自己。
26、我好像真的没有多少诗情~
27、想不到林徽因还这样说自己“这样的一个女子谁看了不会晕倒”。更好笑的是！梁思成说“我就
不晕”
28、刚烈的确是辛苦的女人
29、看过所有林徽因传记中最好的一本，客观，真实，动人
30、“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
煌/⋯”——莲灯微光里的梦，真是特别美丽的书名。里面记载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故事。
31、书名来自于林徽因的一首诗《莲灯》 但我更喜欢她另一首《人生》 开头一句“人生/你是一支曲
子/我是歌唱的” 总让人想起荆棘鸟来
林徽因是一个有气质有力量的女子 不说喜欢她 更多的是向她学习
32、资料的翔实度很高，值得收藏。
33、自成一道景 非为人附庸 发现佛光寺的过程尤其精彩
34、翻阅
35、这样的才华出身也有过不那么无忧美好的童年与不那么安逸舒适的晚年。人生起起伏伏，比起处
境与得失，品行与追求是更为根本的印记。
36、我读过的最优美的传记
37、冰心 看不惯林徽因，林也同样瞧不上冰心。但是，他们不在一个频道，甚至是一个层次。林在与
友人心里 嘲讽 冰心在重庆工作的经历，冰心对林看法代表作便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对于此，我
更钦佩林徽因，能指着吴晗骂的也只有林了。
38、行文流畅，并将历史以吸引人的方式呈现，但未免有些个人偏袒的意味，论据的引用相比西方学
术论文稍欠严谨。
39、以前兴趣袭来，关于这个女人所有的文字几乎全数读过。现在想来也没什么。
40、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哎
41、没有花里胡哨的添枝加叶，没有自我发挥式的不知所云，脉络清楚，资料详实。
42、婧微光
43、或许描写对象是才貌双修，如精灵般的这样一个女子吧，作者也用了一些美丽的文字来完成全篇
。。。
44、陈学勇算是“林学家”了。写东西很客观严谨，这本书值得收藏！我爱林徽因
45、美丽和才气兼具，诗意的邂逅，世人的仰慕！
而我觉得林徽因的生命实践比她的诗更通达，更具有凛然之气！
由此而生的是敬佩！
46、这本书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林徽因的一生，还原了一个大方得体、热爱祖国并为建筑事业奉献一生
的林徽因。林徽因与梁思成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更是事业上互相扶持的伙伴。作者文笔很好，选用史
料详细。用2个多小时读完。
47、因为要写作业而读的这本书，这是在林徽因传记中很突出的一本了。没有那些毫无依据的八卦，
把林徽因的一生展现给读者。虽然是按照人物分类介绍没有像时间事件排序那样好写作业，但是也是
一本极好的书了。
48、【2012.02.27-03.?】
49、引用有出处，家谱。
50、莫名的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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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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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莲灯微光里的梦》的笔记-第32页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哎

2、《莲灯微光里的梦》的笔记-第1页

        林微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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