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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她的名字已如星光闪耀。
她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历经风风雨雨后，她仍然温柔敦厚、哀而不
伤，夏衍先生有言：“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这不啻是对杨绛先生的莫大肯定。
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杨绛的人物传记，有不少内容直接引用了杨绛先生著作中的记载，以大量真实的历
史事实，历史人物为背景，加上作者本人的诸多资料收集，让我们了解了一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
这本传记，是回应夏衍先生赞誉的抛砖引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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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银胜，独立学者、资深传记作家。
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著有《顾准传》《顾准画传》《顾准评传》《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
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
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顾准再思录》《钱谷融：闲斋忆旧》《我的人生
档案：贾植芳回忆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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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故里家世
第二章 大学时代
第三章 负笈英法
第四章 孤岛岁月
第五章 步入剧坛
第六章 艰难时刻
第七章 定居京华
第八章 流年沉浮
第九章 十年尘世
第十章 著译尖峰
第十一章 笔耕不辍
第十二章 生活侧影
第十三章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第十四章 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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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
”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
这时是一八九七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介的性格。
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
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
杨荫杭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
习语言。
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一九○○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
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
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
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丽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
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享有威望。
一九○一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
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 ，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一九○二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
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
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
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一九○三年再版）。
近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
无锡杨荫杭述。
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 一九○三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
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
、《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
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
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
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
”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   一九○
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一九○七年七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
学士学位而毕业。
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
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注册证。
倒是后来钱钟书告诉她：“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
》(Commerctal Code of 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
故而她问钱钟书：“你怎么会知道？
”钱钟书回答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
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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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
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
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
根据那张注册证，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三百十九页,于他离校以后的一九一一年出版。
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
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
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
达出来。
”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
了幻想。
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
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
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
。
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
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
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
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
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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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风华:杨绛传》编辑推荐：她是为数不多的依然健在的民国名媛、文学大师。
《百年风华:杨绛传》全面详实地了解杨绛和钱钟书，以及两家长辈的不为人知的轶事典故。
2011年，她一百岁，她的跨越世纪的人生故事，尽在《百年风华:杨绛传》中讲述⋯⋯◆回眸文学大师
与文学大师的终身相伴——钱钟书的妻子杨绛百岁生辰纪念版图书◆当代最具魅力的散文家、百岁老
人杨绛先生的世纪之路◆钱钟书与杨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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