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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的才女中，出类拔草者可谓多矣，但若论多才多艺，非林徽因莫属矣。
    上世纪的才女中，品学兼优者可谓多矣，但若论品学貌兼顾者，非林徽因莫属矣。
    上世纪的才女中，佳话、传奇、艳情者多矣，但若论如徽因之佳话者少矣。
    上世纪的才女中，集佳话、传奇、艳情、才艺、品学、美貌于一身者，非林徽因莫属。
数上世纪风流女子，还看徽因。
    评价林徽因，仅说她的才艺、品学、美貌、佳话，并非她的全部价值，她的特殊价值在于开风气之
先，在于她在历史的局限中尽一个女子之所能所作的努力和探索。
任何杰出人物的出现和她的成就与价值是时代与个人结合之果，徽因也不出此属。
    论女人，不能不论及她较之男人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她的社会地位和处境。
徽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女人的地位将变而未变之时，她幸，因为时代思潮已有所变，她之不幸，因
为还不是一个妇女解放的时代，女子还为旧思想、习俗、伦理所困，不得自由。
但她却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坦然地做自己，竭尽所能地努力去争取，终于争得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徽因一生有意奋争，得一理想现状，但期间甘苦自知。
现代的人不理解徽因者多，至今窃窃私语者不计其数。
    有关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关系，世人各持己见，但可有比徽因做的更好的？
除这结局外可有更好的结局？
知人论世，不能超越历史，不能居高临下，不能旁观者清，设身处地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
    徽因是历史时代与个人天赋秉性所造就的。
非美丽、聪慧；非出身于官宦与书香门第；非有不同寻常的父亲；非父亲居于上流社会；非16岁游历
欧洲，扩大见识；非与梁启超之公子结为秦晋之好；非与徐志摩相识，非与泰戈尔相见；非教会学校
熏陶；非美国留学深造，学习建筑；非梁思成忠诚爱护；非金岳霖克制呵护；非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
，没有今日之林徽因矣。
特殊的天赋、机缘造就一阳春白雪女子，百年一人矣。
    徽因凸显于众才女之上，实因事业成就矣！
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与梁思成齐名)，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史家；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重要参与者；最优秀的女诗人。
这所有的成果奠定了她特殊的历史地位。
这是她在历史上毁誉不可磨、不可抵的重要原因。
现实、教育和学习使她懂得女人不是男人的月亮，只有与男人比翼齐飞，才能有同等的荣誉，同等的
价值，才能拥有平等、自主，才有意义。
    林徽因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不尽人意者，那也是为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情理所困导致。
而其后，当她自主意识渐强之时，她更多的是表现出对人的理解、善意、慈悲、包容、助力。
    徽因的热情、热心也是她留得美名的原因，见过她的人没有不怀念她的。
可惜人生难以十全十美，病魔跟随、折磨徽因半生，以55岁之英年早逝，不可谓不可惜矣。
    今年是徽因诞辰107周年，用这些文字纪念这位文艺复兴式的才女，是我们对她最好的纪念，了解真
相才是对她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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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传》以简洁优美的笔法讲述了林徽因的曲折人生和情感历程。
林徽因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著名作家，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被胡适誉为“
中国一代才女”。
她的一生经历了时代变迁与战火洗礼，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她竭尽所能争取自己的人生，以其美
貌、聪慧和她在建筑、文学方面的造诣，留给后人一段难忘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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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女性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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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三晋文化研究》《情有独钟——古今中外女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女人，做自己》《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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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林家有女一林徽因，祖籍福建，1904年6月10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祖父林孝恂是光绪15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在浙江做官，历任金华、石门、仁和、孝
丰知县和海宁知州，家境富裕。
林孝恂学识渊博，重视教育，在任期间创办养正书塾、养蚕职业学堂，是清朝末年创办新学的前驱之
一。
林孝恂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杭州的家中设立家塾。
家塾分国学与新学两项，国学延请林纾主讲，新学延请林白水主讲。
林徽因的父亲、叔叔和五个姑姑在当时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打下了国学的深厚基础，同时又受到新
学的启蒙和熏陶。
林徽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与书香门第完美结合的开明士绅家庭。
这样家庭的子女，从小既注重学养的修炼，又注重家国志向的培养。
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徽因2岁那年赴日本留学。
就像那个时代有志向的士绅家庭一样，林孝恂对长子林长民寄予厚望，希望他通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政治法律专业的学习，将来能在政府部门任职，并且获得功名，对国家有所贡献。
祖父林孝恂特别喜爱长相酷似祖母的长孙女林徽因，徽因聪颖灵秀，几乎得到全家上下的喜爱，而大
姑母对她更是宠爱有加。
徽因年仅4岁，祖父就让她跟着表姐们，由大姑母启蒙读书。
徽因的祖父、父亲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在男孩女孩的教育问题上，基本持男女平等的观念。
也许女孩将来要嫁人，但学习知识同等重要，因此徽因与表姐们的学习绝不像当时一般家庭的女子只
是应付，而是系统扎实的正规教育。
正因为徽因从小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国学教育，才使她打下国学方面的坚实基础，为日后成为著名的
女诗人奠定了基础，家庭对徽因的教育直接成就了林徽因的诗歌事业。
1910年，林长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学成回国。
回国后，具有远大抱负的林长民在家乡福建创办了福州私立法政学堂，担任校长，希望通过启发民智
，改造国民，振兴国家，富国强民。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林长民把法政学堂交给别人管理，自己奔走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宣传
革命。
改革中国现状是他终身的抱负，他发起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领袖，
并促他回国。
在他看来，只有梁启超才配做改革时代的领袖，从此以后，他与梁启超互引为知己，共同为建立一个
民主的国家而奋斗。
1912年，徽因随祖父迁居上海，并在那里的教会学校读书。
1913年，徽因的母亲何学媛随丈夫定居北京。
1914年，徽因随祖父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与表姐妹们入英国教会学校培华中学学习，一
直到出国留学。
培华教会中学由英国人开办，教师全部启用外国人，授课全用英语，这为徽因后来去英国游历和美国
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徽因所受的西式教育，家庭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孩子是无法享受的，一个女孩能在这样一流的学校就
读近10年之久，非一般家庭所能为。
多年以后，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张幼仪回忆过去自己的不幸婚姻时，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她也能受到
像林徽因那样的教育该多好，那样的话，也许徐志摩就不会看不起她。
因此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徽因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是最幸运
的，因为她有开明的父辈，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得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从小就脱颖而出。
在北京培华中学的学习安定而充实，由表姐们陪伴的徽因快乐而幸福。
12岁的徽因看起来纯洁天真，却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了，父亲看着自己聪慧美丽的女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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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有多高兴、自豪了。
林长民是立宪派的领袖，在张勋复辟期间，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1918年段祺瑞任总统后，任命
林长民为司法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这两个志同道合、情意相投的知己成了同事，切磋学问，共
商国事，长相往来。
徽因的个人才智、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令人羡慕，她本该是一个不谙世事、快乐无忧的少
女，可我们从徽因少女时代的照片看，比之表姐妹们，她的气质略带忧虑，这一气质使她变得沉郁寡
欢，甚至心事重重。
徽因所忧在于母亲，如弃妇般的母亲的眼泪让徽因明朗的天空夹杂了朵朵愁云，这愁云倏忽飘过徽因
心间，投下了阴影。
这阴影此后在徽因选择丈夫的问题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阴影，使她日后将她自己的家庭置于一
切之上。
过去，年轻人的婚姻全由父母包办，即使开明士绅家庭也不例外。
徽因父亲虽然后来贵为司法总长，但他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为他挑选了一个妻子，多年未有子出，父亲又为他挑选了第二个妻子，即徽因
的母亲何雪媛。
母亲出生商人家庭，没有受过教育，脾气性情也不乖巧，不得丈夫宠爱，也不招大家庭的喜欢。
结婚8年才生下徽因，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但不幸夭折。
父亲嫌母亲愚昧无知、性情顽劣，又没有给他生下儿子，因而再娶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妾。
年轻的太太不仅漂亮可爱，还懂得如何讨好丈夫，因此父亲与妾和她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
宽敞明亮的前院，而被弃的母亲和徽因则住在逼仄阴暗的后院。
当前院传来迎来送往的欢声笑语时，此时徽因和母亲则显得落寞而忧伤。
父亲与母亲长期分居，父亲很少到母亲的后院里来，倒是徽因常常喜欢到前院去与弟弟妹妹玩耍。
这令母亲大为不快，为此常常责备训斥徽因，让徽因左右为难。
徽因爱父亲和弟弟妹妹，又恨父亲对母亲的无情。
徽因爱自己的母亲，但恨母亲的不争气。
母亲与徽因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她是她最亲的人，但又是她最不喜欢的人。
家庭生活的这一幕影响了徽因的一生，促使她在日后的岁月中争取独立自主，不受人摆布。
父亲死后，徽因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她们常常意见不和，徽因曾写信给费慰梅说：“最近三天
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到了人间地狱。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
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
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筋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
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
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 这是徽因在幸福、美满的一生中最大的苦痛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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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徽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女人的地位将变而未变之时，她幸，因为时代思潮已有所变，她之不幸，因
为还不是一个妇女解放的时代，女子还为旧思想、习俗、伦理所困，不得自由。
但她却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坦然地做自己，竭尽所能地努力去争取，终于争得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张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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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传》是最精美的林徽因传记，一代才女的曲折人生和情感历程。
附赠林徽因诗文精选集和林徽因私人相册光盘，全面收录了林徽因的精选文字和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
，极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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