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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内容概要

《将饮茶（精装）》最早于198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后深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
喜爱，成为散文经典之作。本次再版，增加了《收藏十五年的附识》一文，同时在《回忆我的父亲》
一文后增加了一篇附录，即“申辩之中高检长惩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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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作者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
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
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
《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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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书籍目录

孟婆茶（胡思乱想，代序）
回忆我的父亲
回忆我的姑母
记钱锺书与《围城》
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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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精彩短评

1、看了开头的孟婆茶代序，不禁回想起杨绛先生的离世。她也只愿服下一碗清茶化了自己。里面的
内容大多是家族历史的回忆，回忆她的父亲和姑母，讲了她的锺书，和那段镶着金边的乌云般的日子
。杨绛先生是位翻译大家，也是位我们值得尊敬的精神导师。
2、岳父明天要回，对我说要带《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回去细读，我也不过下午才读毕。晚上
读《将饮茶》时，我还在合肥张家的九如巷，《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
城＞》三篇，我读到的还是流动的斯文。我的小濯吾，日后大概也斯斯文文，像他外公，像我，像我
们二小姐。
3、打开“孟婆茶”就停不住一气读完了...
4、没有怨恨，没有情仇，秋风吹落了黄叶，落叶便让它归根，平缓地遵循生命给予的一切。
5、宠辱不惊。
6、读此书，恰如对面坐着蕙质兰心，充满人生智慧的杨先生，把她和周围人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
⋯那过程是如此美妙，幸福，让我受益良多，谢谢⋯⋯
7、非常欣赏杨绛先生对于生命的从容，热爱生活，在历史的大潮中，总有这样的人能够在历史中，
又在历史上，平静的看待自己无法阻止的潮流，不参与，还是坚定的成为自己
8、杨绛先生高妙之处就是人物描写，用轻描淡写的语言刻画出了那么多形象生动，印象深刻的人物
形象，实在是高，这才是大师水准。
9、看杨绛写的那些事，带着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作者的乐观豁达。最喜欢她写
钱钟书在图书馆里给她画花脸那段，乐坏我了。真向往这样的关系啊。
10、“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
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隐身衣》也很好。
11、最后一篇边笑边哭地看完，画面感太强，后期红小卫内部分派，风水轮流转。
12、彩云易散。喜欢《回忆我的姑母》和《丙午丁未年纪事》。
13、名门大家的回忆录，牵出了一串近代史名人，读来有种熟悉又沧桑的感觉，然而杨先生的笔调活
泼戏谑，通篇透着股历尽世情后的淡然豁达，让这些名流们又生动、世俗起来。很精练的小书，篇篇
精彩，一窥便可了解钱杨二老的价值观与人生轨迹。
14、书里的内容大致在网上读过，到手实书细读，杨先生随时都像元神出窍似的，浮在半空看尽人世
百态与冷暖，也想修炼成这般穿着隐身衣的人啊。
15、先生的风轻云淡呢，“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
术表演”。好像再苦也只作平常了，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在先生笔下心里，也倒只余下
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了。没缘由地喜欢这一句: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
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16、4.1
17、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先生历经沧桑，也能不卑不亢。
18、要是什么样的气度可以那样的回忆自己的经历，厕所打扫的干净如新，称是因为自己也没什么事
情好做。去感激那些披着狼皮的羊，可明明就被这样亦狼亦羊的家伙狠狠的咬过，边看边觉得，去原
谅是需要智慧的，也许经历的多自然就会释怀？
19、译本读多了，难免生出对其应用中文之差的想法，必须读点合格的好文章来缓和一下。杨绛的文
字倒是很有这种效果。早年的文章据说风格不同，目前尚未接触，但是晚年的几本集子到确实笔法洗
练，文字干净，让我觉得好的中文表达就应当如此。同样是回忆旧人旧事，杨绛到底比董桥高明，没
有那么多一成不变的句子和没有必要的语气词。这些都让我觉得好的白话文还是有。读杨的理由还是
为了钱的一些材料，而近来读到的一点不成器的论文却让我觉得玩味文字的趣味，是时候摒弃“代表
性”之类的成见和考察鉴赏的问题了。纸面精装没有覆膜始终令书本难以保存，叫人头痛。
20、就喜欢这种平实的文风，杨绛先生的书总能让人平静下来。
21、隐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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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22、我们喝杯茶，谈谈过去吧。2016年11月3日
23、总觉得杨绛先生是个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观察的很清楚的人，但什么都能乐观去想去看。什么都明
白又什么都想得开的人最属不易。
24、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杨先生不同于钱先生，文字有自己独有的风格，无论历经如何大的风
雨，都能平静的叙述。尤喜那篇《隐身衣》。
25、第一次读杨绛的文，平实朴素，有淡淡的俏皮。
26、世态人情，可作书读，可当戏看。

27、因为人有趣，文章也连带着好看了～～
28、杨父是一课大树，幼时生活也好，伴钱钟书写书也好，文革也好，遇到善人，懂得善意，无时无
刻不自得其乐。文字拈来轻轻巧巧，里面的岁月却是沉重的。
唯一一本准备读很多遍的书
29、“将饮茶”之前，卸一下“私货”，这其中委实丰富:所在乎之人，所难忘之事，更包含独有的智
慧与达观~
30、原本只是好奇杨绛如何评价杨荫榆，却发现整本都不错，甚至个人感觉比《我们仨》还略胜一筹
。自古以来追忆家人难免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但比起白先勇写白崇禧，杨绛写父亲、姑母、《围
城》创作过程都要客观克制得多。
31、同样是描写文革时期的遭遇，杨绛先生的文字也如同她人一样的温婉，将苦日子也能写的如此温
柔，庆幸，也算是民国时期的小幸运吧
32、描写父亲的那段无不受感动⋯⋯钱锺书先生真是好人⋯⋯杨绛先生对乌云和金边的关系真是欣慰
。
33、听杨先生讲那过去的故事。
34、给《围城》的注那篇跳过了，很久前翻过围城，没看完，以后看完了再看这篇吧。
35、钱老先生着实是个可爱痴人。
36、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么被颠倒过来的？没有反思，早晚还会重来一次。
37、写父亲和《我们仨》有内容重叠，这里更细微详尽，由于是和《巨流河》一起读，导致有些记忆
交错，想来也是那多难时代的常态。写到钟书小时候，他的痴气和诙谐，恐怕更多是源自于伯父哄他
吃龙肝凤髓，和打棉花拳练软功造就的，生父严厉教导下变博学，这也是日后他写《围城》得益于儿
时养成的感性。
38、特别愿意看杨绛先生的文字，隐忍朴实真诚。怀念父亲，也描述了家族和时代的兴衰更替，其情
感之真切，即便隔着时间的洪流也让我这个读者热泪盈眶。回忆那个扭曲的“新奇世界”，不卑不亢
豁达淡定，也感谢那些“披着狼皮的羊”雪中送炭的扶助。感谢杨绛先生将那个可怕的时代柔光化，
让我有勇气远远一窥。
39、喜欢她的笔调 看见的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精气神 
40、杨先生的家事里有国事
41、杨绛先生在书里讲到的有关钱钟书的趣事，刷新了我之前对钱钟书的印象．
42、杨绛先生的文章，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无华的文字与情感充沛源源不断流向笔端。
43、杨先生的文字总透着一股灵气，还有一点调皮。内容或沉重，或悲喜，在杨先生的笔下总是充满
生机，读完后心情愉悦悲痛有起伏，写默存生平的那篇有一种小女孩儿的可爱与善良。打算把老太太
的书都买了来。
44、杨绛先生将世间的世态人情作书看，当戏看。“一个不想攀高的人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
，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人各有志，找到自己的位置便能“安闲
舒适，得其所哉”。
45、万人如海一身藏啊。
46、#悦独#杨先生的人生总是伴着乌云，但先生记忆的却是那乌云的金边——人性的温暖，不觉间先
生已逝近一年了，她也该如自己文中提及的那样化成尘土与这地球不休不止的转了，围绕着太阳，金
色的光照耀着，也是种美好。（201706  杨绎 将饮茶） 
47、感觉在跟杨绛先生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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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读到文革时期的事儿，真心佩服杨绛先生能在乌云中看到金边，且心存感激。
“凭一己的经历，沾沾自以为独具冷眼，阅尽人间，安知不招人暗笑。”
48、对家人得回忆我看的竟然没有感觉，在这里竟然看到网友的评价这么高，我只是喜欢她的前序。
我只是觉得评价比较公平，但是没有想到这事多么难得。里边的诗词真是美，可以我只是纵览记不住
，只记得万人如海一身藏。
49、#倒时差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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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精彩书评

1、很喜欢杨绛的这本书 读第一章讲她父亲的让人很感慨当时的知识分子活的很有骨气 很正直 能辨善
恶 写钱钟书的那章又让人看到了他有意思的一面 最后的乌云的金边是文化大革命的遭遇 虽然是疯狂
混乱的年代 但是还是活的很坚强很向上
2、读这本书感觉读了三个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是孝顺俏皮的女儿杨绛，最喜欢这篇，边读边做笔记
边思考，杨绛父亲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以及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的的教育方式让我受益良多，
在那个时代她父母亲亦夫妻亦友的关系也让人看着很是喜欢；回忆我的姑母则让人看到了八卦的少女
杨绛的心思，开篇就是我的姑母不喜欢我，我亦不喜欢她。家长里短人情世态，想必经历过大家庭的
都能明白，不过想想她姑母作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人品如真如杨绛所写的那样古怪盒自我，也
挺令人唏嘘的。最后写围城，写她和钱在文革期间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看得令人心酸，想想中国变
态的文化大革命居然能持续十年之久，让这些文学界科学界的老前辈们如此低着头夹着尾巴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生活，并且有的直接被整死，真令人嗟叹，那十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可是杨绛的“乌
云的金边”理论每每读到还是打心底里觉得感动-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
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蕴含着光和热的金边。

Page 8



《将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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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