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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语堂先生逝世于一九七六年，享年八十二岁，比起他同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一辈人，实在算得
上高年了。
他的一生，风帆顺畅，少有坎坷曲折，生活平静和美，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学术思想上，他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追求，以“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驱
”为愿景，因此而兼具东西文化的学养，在文学史、翻译史、语言学史、期刊史、词典史、中西文化
交流史等方面，都可推为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府平和县坂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谱名和乐，
读大学时改名玉堂，后改名语堂。
他六岁时就读坂仔的铭新小学，十岁时转学厦门鼓浪屿小学，十三岁入鼓浪屿寻源书院就读中学。
一九一一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翌年注册文科，以语言学为专门科，大二时创作了以凤阳花鼓
为素材的英文短篇小说，获学校金牌奖。
一九一六年毕业后赴北京，任清华学校英文教员，先后发表《汉字索引制》和《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
》，在语言学研究上崭露头角。
一九一九年夏，与廖翠凤女士在上海结缡。
婚后，偕夫人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在哈佛读完一年，因本来半额的助学金被取消，便申请去法国为华工服务，又转往德国耶拿大学补修
学分，一九二二年获哈佛硕士学位。
在胡适的资助下，他又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一九二三年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语言学
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那年他二十九岁。
也就从那时开始，林语堂的生活和学术活动进入了绚烂多采之境，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以在北京生活为主。
林语堂在北京大学，继续进行语言学和汉字索引方法的研究，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和“国音新
韵检字”，出版了《末笔检字法》，被推举为方言调查会主席，又被聘为教育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
委员会委员。
这一期间，他结识了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特别与鲁迅交往频繁，加入语丝社，常在《语
丝》、《晨报副刊》发表文章。
一九二六年，他又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摒弃“费厄泼赖
”的恕道，成为痛打落水狗的急先锋。
因此被段祺瑞政府通缉，被迫南下避难，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和国学院秘书。
　　第二阶段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以在上海生活为主。
因厦门大学发生人事风潮，林语堂辞职往上海，随即应陈友仁之邀，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不久就返回上海，全心从事写作。
这一期间，他担任过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西语编辑主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史语所研究员
，受聘上海东吴大学任英文教授，又参与发起成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
他在《奔流》发表了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触怒孔氏族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先后出版了教科书《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风行全国，一时有“版税大王”之称。
又开始为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写“小评论”专栏，由此而赢得了英文作家的美名。
一九三二年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文学，先后出版了一百七十七期，也使他得到“幽默大师
”的雅号。
一九三四年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提倡性灵文学，乃是中国第
一本纯散文小品刊物，出版了四十二期。
一九三五年创办《宇宙风》半月刊，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意必近情为戒约，为现代文人贴近人生的
刊物，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
一九三六年，又与陶亢德、黄嘉德、黄嘉音合办《西风》，以“译述西洋杂志菁华，介绍欧美人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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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宗旨，出版了一百一十八期。
一九三五年，他用英文写作的《吾土与吾民》，在赛珍珠的帮助下，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一举
成名，从此享誉欧美文坛。
英译的《浮生六记》也在《天下》月刊连载，引起很大反响。
他还将历年所作的散篇结集出版，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语言学论丛》等。
　　第三阶段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以在纽约生活为主。
到美国的第二年，林语堂就出版了用英文写作的《生活的艺术》，以个人经验陈述中国人的生活观，
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评为特别推荐书，翌年成为全美畅销书第一，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
五十二周之久，为林语堂译本最多、销路最广的作品。
林语堂在海外三十年，印书三十种，英文著作主要有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
、《朱门》、《红牡丹》、《赖伯英》、《逃向自由城》，传记《苏东坡传》、《武则天传》，杂著
《讽颂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啼笑皆非》、《枕戈待旦
》、《中国人的生活》、《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风景》；中译英著作主要有《冥寥子游》
、《古文小品》、《寡妇、尼姑与歌妓》、《重编传奇小说》。
抗战期间，林语堂于一九四○年、一九四四年两次回到重庆，应邀在学校、军队演讲，宣传抗日救国
，并将在北碚的居所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一九四七年，他长年潜心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终于制成轻巧简便的样机，造价十二万美元，能
打汉字九万个，每分钟可打五十字，可惜因中国内乱，未能生产，而林语堂因此而濒临破产。
一九四七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全家移居巴黎，但半年后即离职，遍游欧洲各国后返
回纽约。
一九五四年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携全家赴新加坡，因筹建的预算案与执委会意见相左，辞职
后仍回纽约。
一九六二年访问中南美洲六国，历时两月之久，举行多场演讲，宣传中华文化。
　　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以在台北生活为主。
经多方周旋，林语堂两次访问台湾，遂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定居台北阳明山，他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也
受到朝野的普遍尊重。
他应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词典》。
出任“中华民国笔会”会长，主持了在台北召开的国际笔会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
一九七五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上，他被选为副会长，并以《京华烟云》被提名
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这一期间，他的写作除《平心论高鹗》、《八十自述》外，主要是为台北“中央社”撰写“无所不谈
”专栏，先后有一百八十余篇，一九七四年汇编成《无所不谈合集》。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林语堂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玛丽医院逝世。
四月一日落葬阳明山故居后园，钱穆题写了墓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期，林语堂在内地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这一情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旧作被影印，他的选集也陆续出版，包括三十卷的《林
语堂名著全集》。
内地学人对林语堂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对他的人生历程、思想人品、学术成就，以及在中西文化
交流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除大量散篇论文外，专著有万平近的《林语堂论》、
《林语堂评传》，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幽默大师林语堂》、《林语堂
传》，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王兆胜的《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李勇的《林语堂传》、《林语堂
评传》等。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的局限，对他的研究和描述还仅仅是个开始。
　　我想，对于这样一位人物，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他，更深刻地理解他，然后再来评论他，再来确立
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这本小书，就提供一点别人对他的印象，或也是有所补益的。
　　王稼句　　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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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语堂作为享誉文坛的中国现代作家，风靡学界白争文化名人。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他究竟是学贯中西的幽默大师，还是专事“小凑设”的反动文人是睿智深沉的“一代哲人”，还是饶
舌鄙俗的“世故老人”，许多对他饶有兴趣的人，都看法不一，使他成为一个建。
夸书选编者均是林语堂的朋衣、学生等知名人士，他们以自己与之接触交往的切实感受，用倾情之笔
，生动之墨，刻画了一个立体多面的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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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你的朋友林语堂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夏夜访语堂林语堂、郭沫若与周树人我和林语堂吵了
嘴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林语堂在上海林语堂和他的一捆矛盾林语堂的归隐生活林语堂谈休闲生活
烟斗、字典、马《我的老师林语堂》的几点补充语堂先生在台湾的几件事追思林语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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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题目早就该写了，然而迄今还没有能够写完成，这也够瞧得出来能够完成它该算是一桩伟迹
了。
我并不是谢葆康，又不是论语社同志，无从去买一听阿拔吐腊牌香烟来“有不为斋”里面狂抽，我又
不是刘大杰或阿英，不知道《袁中郎全集》还该添上一段跋或重校读一遍错字。
更非简又文，嘴唇上面没有黑鬃鬃的板刷，括不起偌大的“东南西北风”。
亦非张歆海，不喜欢时常用英语来和他互相讨论中西文化之同异。
⋯⋯够了！
我只是住得和他相近，往还不稀，时常在夏夜来过斋闲话的一位不懂文章的友人罢了，虽然夏夜访语
堂倒也是他们的“特写”里面认为有小品笔调的一个题目。
　　夏夜的月色是清凉的，一泻如水，令人有音乐的感觉。
语堂的有不为斋，是在忆定盘路（他写过一篇《一个字条的写法》，讲写一个字条给木匠，最后告诉
他自己的住址就说“吾路忆定而盘，门牌四十有×”），是一幢小小的洋式房屋。
夏天雨季的时候，积水可以没胫。
语堂是擅长弹钢琴的，他的太太廖夫人也是披霞娜的名手，可惜平常很少听到他们的几阕佳奏。
虽然那只钢琴安静地放在斋中，对面壁间悬挂着明末侯朝宗的爱人李香君的图像，也只是显示着肃穆
的氛息。
唯有在夜里，或者酒酣耳热众客纷嬲，或者语翁静坐焚香长夏难遣，那么叩门的客人，就可以隔着那
小块软松松的草地，饱听一阵阵清亮悦耳的丁丁当当的琴声了。
　　语堂的家庭，是很和睦的，时常有一股和气快乐的空气。
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好像上一代已经是教徒了。
听说语堂幼时，曾在福州或龙溪的一家教堂讲演，当时台下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姐听他说得头头是道，
未免一见倾心。
那女孩就是他后来结合的林太太。
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渡美和赴欧（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他的太太是一起去的。
他们在外国求学时代的生涯据说相当的穷困。
林太太有一年夏夜在闲谈里，还说起从莱比锡归国的旅费，都无从筹措，好像登岸时只余剩了十几圆
的样子，弄得异常拮据，足见他们都是苦学出来的。
后来林太太还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过英文，有名的幽默作家老向（王向辰）就是她点名簿上的学生
。
老向在《磨而不灭录》里，记她教书教得很严厉。
　　他们没有儿子，林太太因为身体胖，不能够多生育了，却已有下三位千金，就是如斯、无双和“
妹妹”。
这三位女孩都生得秀丽活泼，爸爸的朋友来了，绝不闪避，客客气气地从里面端出大盘的糖果蜜枣一
类的食品飨客。
此时使我忆起有不为斋（这是书斋兼会客室）里面常见的东西，大约就是语堂的雪茄，客人的听头纸
烟（南洋烟草公司的银行牌之类），香冽的龙井，此外就是蜜枣那些甜渍渍的食物了。
这几位小姐天资都聪明得很，后来不是还写过《吾家》那一类的英文小品集出版，销路很广么？
这或者曾经过T.Y.的润饰也说不定。
可是无双、如斯她们为《西风》写的通讯或像《埋生记》那一类的书评，都不怎样低能，想起她们不
过是在国内中西女塾念的中文，倒真觉得语翁的家学渊源确是不差的了。
这里我颇想说出一句老实话，就是语堂留学返国后初在清华学校（当时还不是大学程度，只是留美预
备学校性质）教书，国学的根基原是不很深的，可是人真是太聪明了，加上用心研求，不出数年，就
写出了《语丝》（后来收在《大荒集》、《剪拂集》里）和《语言学论丛》那样像样的著作了，而且
绝对不肤浅。
这种惊人的天资，私衷以为他们福建人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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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夜的有不为斋，你时常可以晤见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之士。
老辈之中有蔡孑民先生，其他还有邵洵美、施蛰存、郁达夫、陶亢德、阿英、简又文、温源宁、全增
嘏、周黎庵、徐讦、黄嘉音、刘大杰、谢葆康这些位，真可算是济济多士。
论语社的信条是主张说老实的私见的，提倡“风雨之夕促膝谈心”的，劝人吸纸烟的，偶尔打打扑克
的，这些事情在座间常可于烟雾弥漫之中彻底实现。
语堂是位有十分风趣的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畅谈之时，他的风度胜于令兄葆园和
憾庐。
他的友人也多有很特别的风度。
我开始认识有一位蜀人海戈（张海平），越人××（即近年以若干笔名在刊物发表幽默妙文的那一位
），都在那个时候。
海戈和语堂是投稿认识，大家曾经同探庐山之胜，而且在一块儿编纂着一种很大的迄今并未完成的字
典。
民国廿五年夏天语堂离沪去国，谈风社（《谈风》由黎庵、浑介、海戈合办）聚餐摄影，恰像是一幅
临时纪念的图画。
现在距离当时已近十载了，友朋既多星移物散，旧时聚息的情景竟已不能仿佛目前，我们追怀旧游，
夏夜的欢欣酣谈以及那销路到三万八千余份的《论语》时代，简直有点像是梦境。
那么说这一篇多年未能缴卷的文章，到今日竟还是交的一张白卷，也不能算是错了啊。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象林语堂>>

编辑推荐

　　《印象林语堂》的编选，按丛书体例规定，篇幅虽然有限，但却比较全面地展示林语堂的人生历
程和学术贡献，于选文作者，尽可能选择与林语堂有交往接触的人，于选文内容，尽可能兼顾林语堂
的生活、性格、情趣等方面。
同时，还选入一些少为人注意的旧文，如《逸经》、《风雨谈》、《永安月刊》中的几篇，就是首次
被编入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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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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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