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从宾大学成归来的

林徽因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设

计师，在短短五十几年的人生

中，她一直朝着她的理想迈进。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如何

动荡，她对于这个理想都毫无

动摇。

1928 年，毕业后的林徽因

和梁思成回到国内，首先前往

沈阳，接受张学良的聘任，创办

东北大学建筑学系。然而很快，

因为生育、天气寒冷等原因，林

徽因患上肺炎，只能带着女儿

到北京养病，1931 年暑假，梁思

成也到了北京，计划着接受北

京“中国营造学社”的聘任，尽

快与家人团聚。正在这个节骨

眼上，“九一八”事件爆发，他们

在东北的家被炮火吞没了，夫

妻二人的笔记、资料和书籍全

都散失，他们也彻底无法回到

东北。

此后，这对夫妻在北京度

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时光，也

是在这个时期，同为“中国营造

学社”成员的林徽因经常与梁

思成一起到河北、山西考察古

代建筑，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

考察资料。

不过，身为两个孩子的母

亲以及家中的长姐，林徽因有

着从小照顾家人的习惯性自

觉。聪明敏捷如她，受到了最先

进的西方教育，也有着爱她的

丈夫，她却依旧不能摆脱身为

女主人的职责，忙着处理生活

中的一切琐事，而且这些事都

是她为自己背上的责任。好友

费慰梅在书里写道：她（林徽

因）在书桌和画板前没有一刻

安宁，没有一刻可以不受孩子、

母亲或佣人的干扰。

但才情是挡不住的，因为钦

佩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的才华，

北京的大批知识分子喜欢在周

六的下午，到他们位于北总布胡

同的家中谈天，久而久之，“梁家

下午茶”成了北京知识界知名的

沙龙活动，甚至作为“太太的客

厅”被写进文学作品。

作家萧乾曾形容他在梁家

见到的林徽因，他说，她说起话

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但绝对

不是那种闲言碎语，而是“有学

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就在这段时期，林徽因也写下

了不少诗歌，其中就包括被后

人传颂的那首《你是人间的四

月天》。

无论在人生的任何时刻，

坚强的林徽因都不会放弃自己

的事业、爱好。但生活的曲折和

时代的动荡，总是不会给她十

全十美的答案。“七七事变”后

不久，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已

再一次放弃家园，和大批知识

分子一道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

活，他们到过长沙、昆明，四川

李庄镇等地居住，频繁的迁徙

击垮了她的身体。

起初，她依然坚持着营造

学社的工作，也没有放弃考察

古迹，偶尔还会写诗。但后来，

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不但

有肺病旧疾，她还切除了肾脏，

手术后一度状况凶险。就这样，

林徽因一直坚持做着力所能及

的事情，直到 1946 年重返北

京，并在身体恢复后立刻投入

自己的工作，一点也没有耽搁。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到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此时的

她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依

旧坚持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为

梁思成率领的国徽设计方案团

队出谋划策，并最终见证了方

案被采用。她还是保持着年轻

时为学业拼命的劲头，没有一

刻放松。

1955 年 4月，年仅 51 岁的

林徽因在一个她所喜爱的“四

月天”遗憾离世。还没有人来得

及更多地写下她头脑中的那些

奇思妙想，这位身体孱弱、精神

强大的女性就告别了这个世

界。

但还是有很多人记住了林

徽因的贡献。一份迟到百年的

认可，纪念她胸中那团永不熄

灭的火焰。

（仇广宇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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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才女林徽因：

当地时间 5月 18 日晚，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举行了林

徽因入学宾大百年暨建筑学学位追授庆典，正

式向林徽因颁发建筑学学士学位以表彰她作

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林徽

因的外孙女于葵代表林徽因从韦茨曼设计学

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手中接过了这份迟到近

百年的学位证书。

这次追授具有重大意义。祖籍福建福州的

林徽因，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新中

国国徽设计灵感的提供者之一，作为建筑学家

的名声享誉海内外，但很少有人知道，20 世纪

初，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留学

时并未拿到建筑学学位，而是拿到了美术学学

位。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错误，是时候来纠正

它了。”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院长兼佩利讲席

教授弗里茨·斯坦纳这样解释这件事的性质。

长期以来，林徽因以她的美丽和才情闻名

于世，她和丈夫、建筑学家梁思成共同考察古

迹的事迹也为人所称道。林徽因一直是一位求

知欲极强的学者，她在短短五十多年的人生

里，涉猎了建筑学、文学、戏剧舞台艺术等诸多

领域，并努力将这些知识为中国人所用。

为已故校友授予学位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背后有着严格的

程序审查过程，也需要花费不少

时间。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要证明林徽因曾经上过建筑学

相关的课程，有毕业的资格，以及

严谨地求证她没有拿到学位的真

正原因。

为此，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

院长斯坦纳组织几位相关的教

授、负责人进行合作，查阅翻找档

案馆中关于林徽因的资料，整理

出了一份长达 38 页的申请文件，

其中包括林徽因的生平、经历、成

绩单等内容。慢慢地，专家们终于

在一堆历史资料中抽丝剥茧，还

原了林徽因在宾大学习的全过

程。

资料显示，林徽因 1924 年入

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美术专

业，在学习美术的同时，她也选修

了建筑系的不少课程。专家们将

林徽因的成绩与其同时期就读的

知名建筑系校友做了对比，发现她

的成绩单中的不少分数都是“卓

越”级别，也没有不及格的成绩，横

向对比之下，看得出她是同期学生

里当之无愧的“学霸”。人们还发

现，林徽因在短短 3年时间里不但

提前完成了美术系的课程，也成功

选修了大部分建筑学的课程，但其

中有两门课程她是无法选择的，一

门是有男性模特参与的生活素描

课，另一门则是需要下工地的建筑

施工课程。因为没有这两门课的成

绩，她也就无法取得建筑系的毕业

证书。

女性无法参与素描写生和工

地相关的课程，现在听起来似乎有

些荒谬，但是回到时代现场，这确

实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打破的旧

俗。在林徽因就读大学的 20 世纪

初期，建筑和美术行业的人士普遍

认为，这些课程对女性而言不太友

好。

后来，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

多的建筑学专业开始招收女生，到

了林徽因毕业数年后的 1934 年，

宾大的建筑学专业终于开始抛弃

老传统，愿意招收女性学生。

从林徽因的几部权威传记的

记述中也能看出，林徽因确实是

因为性别限制才没有拿到建筑

学学位的。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在

口述史《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

父亲母亲》中提到，父亲梁思成

1924 年顺利在宾大注册，成为建

筑系学生，她的母亲林徽因同样

准备选择建筑系就读，却遭遇了

失败，因为该校建筑系不招收女

生。

“我与我父亲一同遍游欧洲，

在此期间，我开始萌发了学建筑的

念头，现代西方经典杰作的辉煌激

发了我，令我燃起了将其带回祖国

的愿望。我们需要学习好的建筑理

论，使得建筑能够矗立数世。”这段

话，是林徽因的一位校友记录下的

她的心声，相关文章的剪报至今保

留在宾大。

这短短的心声，将镜头推回近

百年之前，让人们走进林徽因这位

才女的内心。

1920 年，林徽因被她的父亲，

福建著名文人林长民带到欧洲考

察。在欧洲时，林徽因通过一位对

建筑设计有研究的女性朋友了解

到，建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对

于喜爱艺术的年轻人而言，这个专

业有很多施展的空间。此外，在英

国，父亲的朋友、诗人徐志摩也让

她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青春期时结交的朋友会影响人的

一生，年轻的林徽因很快定下了人

生的志向：学建筑，做一名建筑设

计师。

1921 年 10 月，林徽因回国，她

满怀热忱地与未婚夫梁思成交流

了自己对建筑的理解，这对颇有默

契的年轻伴侣一拍即合。此时，梁

思成已经是清华学堂高等部（相当

于高中）的学生，也在思考未来深

造的事情。梁思成与林徽因对美术

都有强烈的兴趣，而他们发现，建

筑设计专业恰好能够容纳他们二

人发挥自己的特长。林徽因热情外

向，擅长表达，创意源源不绝，常常

是想了新点子就忘了旧的。梁思成

的性格偏慢节奏，他在生活中更追

求严谨、精确，也更擅长动手操作。

这些特点都可以用到建筑设计领

域。于是，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憧憬

着，通过这个职业将两人的生活更

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梁、林二人赴美求学的年代，

也是建筑设计专业大发展的年代。

当时，因为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对城市

建设也有了更高的需求，因此，更

多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开阔眼界，将

目光投到建筑设计这一较为新

兴的专业上。1924 年，林徽因和

梁思成与好友陈植一起下定决

心，踏上前往美国留学的旅途。

在宾大，除去那些优秀的

成绩记录，林徽因甚至还在

1926 年到 1927 年兼任了建筑

系的教学助理。

除此之外，林徽因的美术

作品和社交能力也被当时的

师生所称道。在亲人、朋友眼

中在英国读过中学的林徽因

英语流利，性格开朗，能够自

如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间畅

行无阻，她的绘画天赋也得到

了发挥，画作至今还保留在宾

大档案馆中。

尽管林徽因的留学生涯精

彩而荣耀，还是不免会碰到一

些困难，甚至面临一些心理上

的绝境。1925 年年底，一贯疼爱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突然去

世，这使她备受打击，悲痛欲

绝。此时，思念家人又担心生活

费来源的她，甚至想在美国打

工自筹学费。但梁思成的父亲

梁启超给了她无限的支持。梁

启超在家书中对梁思成说，要

林徽因“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

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

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

献”。

外向善于表达以及不达理

想不罢休的坚强个性，加上家

人的无条件支持，或许是林徽

因能够在那个刚刚开放思想的

时代逆流而上，突破禁忌，成为

一名少见的女性建筑设计师的

原因。

1927 年，毕业后的林徽因

和梁思成双双选择了到名校

进修，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

修东方建筑研究，林徽因则在

耶鲁大学进修戏剧，1928 年 3

月，他们在加拿大结婚，也一

起憧憬着未来能够携手在中

国建筑设计领域成就一番事

业。

时代的遗憾

林徽因在宾大

在生活的琐碎中坚持理想

“来自中国北京的林徽因获得宾夕

法尼亚大学美术学士学位荣誉”，1927

年 2月 24日《周间画报》。

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

1926 年，林徽因为宾大女子本科

生年鉴绘制的插图。

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

成讨论国徽图案。

来源：清华大学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