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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内容概要

杨绛的这本散文集共有三辑,第一辑回忆父亲杨荫杭和三姑杨荫榆的文章,第二辑祥述钱钟书创作《围
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辑描写杨绛和钱钟书在“文革”间的种种遭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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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作者简介

杨绛（1911—），钱锺书夫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洗澡》《洗澡之后》，散文
《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以及文学评论等，翻译
作品有《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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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精彩短评

1、好
2、看似平淡，实则真挚动人
3、获得人生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身经目击必定获得智慧吗?人生几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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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家长以及钱钟书等的往事回忆。
5、原来生长在这样的大家庭，怪不得杨绛会喜欢这样充满“痴气”的默存。最喜欢那段饭后“放放
焰口”的生活了，好欢乐~
6、回忆父亲的部分感情至深。
7、中午没吃饭，窝在图书馆里看完了，很喜欢~~~
8、描写她的父亲和文革期间的故事比较好看，窥探了那个年代洪流下的诸多人心向背
9、杨先生的一本散文集。书实在不起眼，92年的小册子。读完之后却颇受益，既感喟于文字中的岁月
沉浮，又深钦于这种“随心诉说，不刻意生悲”的行文腔吻。回忆父亲杨荫杭一篇，浓情挚意，不能
不随之感怀；回忆钱钟书一篇，又信笔勾画，跃然纸上；至于回忆文革一段，最是笔淡，却最能展现
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
10、舍身取义只能要求自己，是不能苛责别人的
11、重复一次，同样的时代，杨绛比很多人活得久是有理由的。
12、文笔好，作者亦可敬可佩
13、小小隨筆
14、“披着羊皮的狼”这样的文字，挺值得玩味的。
15、家庭与国家的变迁，普通人和内心，隐身衣一篇有些晦涩了。
16、如果本人不幸结婚，就让我有个这样的女儿吧
17、几篇小小的回忆录
18、写其父与姑母的尤好。
19、5.25。万人如海一身藏。
记钱钟书与《围城》很好。
丙午丁未年纪事也很好，写66年初始外文所牛鬼蛇神被打倒之状况。
回忆我的父亲与回忆我的姑母两篇怀念故人，让人悲伤。
20、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杨写那更过去的事情
21、终于借到了⋯⋯
22、最感动处： //
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
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
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23、每次读回忆性的东西总要气恼自己的记性怎么那么差！不免又敬佩一下杨绛先生的才情，将饮孟
婆茶而不得，只因斩不断的前尘往事。文学与爱情皆不可亏负。
24、小时候也有人陪我看书聊天捣乱，居然是这样好的教育。
另，杨绛的小心眼小心思是跟谁学的？
25、牛逼
26、把一些敏感时期发生的敏感的故事，写的那么有趣，杨绛摘下帽子，看看帽子上的罪名，才发现
自己犯的是什么罪。这本书，看的我都忍不住笑了，想想那时候的人真是无知又可笑啊，那种错误，
至今都没有人给过一个体面严肃的道歉。对于这些已经逝去了的先人们，这真是一个遗憾。
27、十几年后重读，更添好感，这种家境出来的女子该是这样，因简单而恬静、因智慧而淡定，这么
天真可爱的杨和钟相濡以沫，羡煞旁人
28、人啊，时代啊，就像茶叶被开水这么一冲泡，变了色有了味却又茶叶是茶叶水是水。
29、同样的年代杨绛活得比别人久是有原因的/几篇回忆录 朴实的语句/钱先生的痴 大革命时候那些披
着狼皮的羊 /杨绛比旁人看得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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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30、看了钟书写《围城》篇，发现好孩子是理料出来的
31、朴实的文字
32、有两篇之前零散看过，不过《乌云与金边》挺感动的，一无怨言二无怨气真的不容易。
33、世间最难是什么？放下。或许是答案之一。放下很难吗？理当是艰难的。所以，年轻时读读“老
家伙”的文字，看看别人的经历，想想他们的放下，受益颇深。
34、干净利落 清清楚楚
35、意外淘到的旧书，意外的清闲，意外的深重。
36、等出发的时候居然看完了不厚的这一册，最动容处都与棺材有关，杨荫杭的，杨夫人的，杨荫榆
的。杨绛先生的散文总是饱含深情，娓娓道来。
37、2元购得，一晚读完。文革那段触目惊心，以前看过类似的文字，也没多少触动。
38、洞悉人性又满怀温情 在同学那看得看得时候又时嗤嗤笑 同学疑惑我看的时候怎么没真么乐
39、百读不厌。
40、杨绛杨绛杨绛。至浓至淡
41、最忙的時候又翻起這本書，好像為了逃避什麼，就讓自己暫時跳出現世的紛擾，為過去的人抹一
把眼淚!
42、哪堪雨天半日闲...看到熟悉不熟悉的乡语就开心~
43、各种版本。
44、写着从前生活从前那些时光时的淡然，对一些无奈的事的原谅实在令人赞赏
45、达观淡定
46、达观
47、  杨绛是我心中很会“过日子”的人（与女性身份无关）得益于传统中式家庭的家庭观和处世哲学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也能安身立命，既不放弃学术，也不败坏道德，还拥有最可爱的家庭。字里行
间也展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吧。【题外话，每次xx家逝世，都吊唁刷屏和反吊唁刷屏，可
是同志们，反刻奇过头了就变成一种和刻奇很接近的东西了吧？】
48、亲切质朴的文字。书间自有一抹盈香。
49、爸爸的書
50、了解杨绛先生的最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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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饮茶》

精彩书评

1、一直就很喜欢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他们的睿智，他们的婚姻，他们无所不在的智慧。在读对父亲
的记忆着一部分时，也让我触及了对自己父亲的思念。我想作品最真挚的就在于能引起读者共鸣，或
若有所思吧。其中一点我还映像很深，杨绛父亲在买家宅的时候跟女儿说了，“对于本人来说，经营
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将为家产奴隶；对于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这点让我想到了如今的“
蜗居”和“富二代”，这个都是中国特色。读罢全文，如饮一杯茶，余香犹存。
2、吃碗青茶赛过鸡父母每次到城里来看我，好歹总要拉我到文化宫或是文殊院去，他们不听戏、不
拜佛，直接走向摆满藤椅的茶园，要上两盖碗素毛峰，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早几年我对这种做法能理
解却不能体会，想来一是父母俭省，3元一碗的毛峰是在帮我节约；二是我不爱走动，坐茶园子省事
省力；三是难得见我一回，坐下来喝茶可以摆摆“龙门阵”。这三点为“我”着想却没有得到预料的
回应，不要说在普遍年龄层为40以上人士的老式茶园，就是有空调和沙发的茶房我一贯也是敬而远之
。最让我觉得喜剧的是，父母到城里来总是不忘拎上泡好酽茶的保温瓶，到了茶园不好意思让人掺开
水，又要重新点上两碗茶来，临走时再把尚未被冲淡的茶叶都倒进自己的保温瓶里。其间的话题自然
也是罗嗦重复，我常常被一堆无意义又累人解释的问题搞得心烦意乱，比如翻来覆去问我“为什么要
在城里按揭那么贵的房子？”“工作什么时候才会顺利？”然后就是一些不符合我年龄状况的养身谈
：要早睡、不要吸烟、要多吃。我一边打着哈哈，一边过耳皆忘。从小我就不爱喝茶，因为家里人爱
喝茶，每天用一个磁罐盛着一罐凉茶，茶叶是最普通的三级花茶，闻起来有股燥香，喝起来回味苦涩
，街坊邻居也都如此装备。我那时候很看不起人人都喝的茶叶，没有听装的“高橙”那么洋气，没有
三毛一瓶的汽水甜爽，但是父亲以喝茶为乐，并且在家喝不满足，虽然茶的成色相当，却每天要到茶
馆去“晒壳子”。家乡小县城有一家吊脚楼老茶馆，充分体现着古人的建筑情趣，在河边上打几只木
桩为基，支起整个观河景的茶馆，据说清朝时就有，1997年城市改造时才被拆掉。茶馆里有人讲《七
侠五义》或者《水浒传》，听客大都是穿着蓝色咔叽布的老大爷，嘴里吧嗒着自己裹的叶子烟，泡一
碗黄澄澄的茶水，有的带着自己的小孙子，不停地闹着爷爷买两三块硬糖或椒盐酥的花生米。母亲反
对父亲带我去茶馆，怕我被叶子烟的味道熏着，还说茶馆里都是一些无事可干的人，要父亲也不要常
去。记得上小学四年级，上个大号很不方便，要走300米到吊脚茶馆旁边的公厕。一天母亲神秘兮兮地
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跟踪父亲是否借去厕所之名到茶馆去了。母亲的防备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的
茶馆已经是进化版，兼备了录象厅的功能，除了一些邵氏功夫片、香港警匪片，就是大量像《金瓶双
艳》这样的香港三级片，借着这股“三风”，茶馆的生意一下子又重新火了起来，有的还干脆改名为
录象厅，吸引了众多工地上、挑菜担、做小生意、卖苦力的劳动人民，5角一碗的劣质茶水，几排竹
椅，专门半遮着一片黑布，行人走过听得里面不是厮杀砍杀一片便是：“啊，不要啊”的惊呼，引得
人心痒难耐。到省城打工时，发现升级版茶房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打麻将的功能更是被发挥得淋漓
尽致。此外，茶房也是谈生意、办公事的绝佳场所，中午端出来的煎蛋面质量高不高也成为茶房吸引
客源的重头戏。虽然我对茶的印象还粗浅得很，却衍生出些自以为是的理论：一是认为喝茶的人不时
尚；二是喜欢坐茶房里的人通常是世故的生意人；三是茶水完全没有个性，于是每当有人邀请去某处
喝茶，便心生排斥。结婚后，我自己家里长年预备着咖啡、果珍、酸奶之类的饮品，有客人来总是要
卖弄一下煮咖啡的手艺，自己却不敢喝。《美国国家地理》2005年1月号做了一个咖啡因专题，列出咖
啡的诸多缺点，我曾经深有体会。我老公喜欢喝咖啡，总是将咖啡煮得太老，前两年查出心律不齐、
神经紧张等毛病，一位热心医生建议他改喝茶，养身安神，并非常热心地推荐了几种名茶。为了他的
健康问题，我开始翻阅了一些与茶相关书籍，渐渐入了点门。最喜欢看的茶故事莫过于古代传下来的
一些传说，什么诗人词人皆看重品茶之造诣，还把茶叶、茶室、茶境到品茶直接和人品、审美、声名
对口。不过，这些修为和道理在现代早已过时，反而在日本“茶道”的影响却非常深广。宋朝时来中
留学的荣西禅师将茶籽带回日本，日本学中国神魂俱似的地方莫过于在茶道上的钻研了，直到现在日
本人对茶道中的色、香、味、形、器都很讲究。其实这些茶道精神在中国古代是没人故意去强调的，
因为它们早已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说《茶道》一书中记载了一些已经失传的精妙烹
茶技巧，就是当年宋朝士大夫以及普通百姓平时的消遣。其中一种玩法叫“分茶”，流行于北宋初年
，在煎煮茶的过程中培育出很多浮在茶汤面上的泡沫，就叫汤花，一起倾倒入茶盏后，嫩绿淡黄的茶
汤上堆积着如雪般的汤花，而盏面上的水脉会变幻出各种图案，若是高手出招，则能随心所欲“点”
出山水云雾、花鸟虫鱼，被称为“水丹青”。这种赏心悦目的游戏看得人心神摇曳，冲动如我者不免

Page 6



《将饮茶》

立刻到高档茶店遍布的琴台路去转悠。一路上有女烹茶师作古装打扮，手若无骨般表演很讲究品饮功
夫的“功夫茶”，可惜不过是招揽人的幌子，连我这个超级外行都看出来，她的手势之忸怩做作，毫
无诗里形容的雅致。走进茶店，根据书本的介绍，尝试着买了一两被誉为茶性温和、养生妙品的普洱
沱茶；一两口味淡雅清幽的碧螺春。因受古人品茶所谓七禁忌之二“恶具”（茶具不精洁）的教诲，
又配备了一套三杯壶的紫砂陶茶具。回到家将矮几般上屋顶花园，摆上一点果脯、糕点，烧水泡茶，
但仍然没敢随便使用烹茶师的“兰花指”，怕改版成摇滚手势，因此可能犯了品茶七禁忌之一的“烹
点不得法”。忙乎一阵下来，紧张地看着老公试尝第一口现泡的茶水，露出满意的神情，自己因为目
的达到后心里空荡荡的舒服着，嘴里的滋味很甘醇，加上微风徐徐，葡萄架上藤蔓轻颤，在勉强符合
品茶需具备的“十精舍”（寂静、雅致的环境）的规格中恍若离世 。自从我添加了这么一个新节目，
也发生了一些趣事。平时不喝茶的朋友来我屋顶花园小聚时，纷纷觉得我那套茶装备颇有意思，并且
力荐我去学一手正宗的功夫茶，好为平常的聚会添点新鲜的乐子。特别是听说某茶饮料寻遍中国找不
到“茶味女郎”，邀请了一个韩国大牌的事迹，都忿忿然要将这项“国饮”再振兴起来。只可惜不过
才几周时间，大家品“素茶”的兴致就过期了，露天茶室摇身一变又成了烧烤室。前不久父母到城里
来，我盛情邀请他们品尝我的两种好茶，在两老惊奇的注目礼中如法炮制一番后，在茶杯里各倒上一
盅，结果父亲端起细小的茶杯一饮而尽，末了说沱茶“苦不如苦丁茶浓烈”，又说碧螺春“茶味太淡
了，不过瘾。” 母亲连忙向父亲使眼色，不过为时已晚，我当场倒了兴致，脑里闪过刘姥姥在大观园
喝老君眉的景象。等父母走了以后，我才细细想通了他们的口味问题。父母平时总要我多喝茶，自己
却不是真正会饮茶的人，他们一生是普通的粗茶淡饭，就像三级茉莉花茶，是海喝豪饮的，解渴生津
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那精致小茶杯里的“奢侈”倏然间暴露了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我偶然
兴起追求“竹下忘言对紫茶”的同时，却不知道民间还流传有这样的茶歌：“三捆稻草搭张铺，半碗
腌菜半碗盐。茶叶下山出江西，吃碗青茶赛过鸡。”看来以后，我还该常备一些味道浓郁的花茶。
3、曾记否，广州起义前三天，敢死队员林觉民留给妻子最后一封信，里面写到：“汝忆否?四五年前
某夕，吾尝语曰：‘与其吾先死也，毋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
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
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三日后，林觉民在掩护同志撤退的途中被捕
，旋即遇害，留下孤儿寡母。《将饮茶》中，杨绛回忆起母亲和父亲某次说笑的情景。“他们的话不
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
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
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后来呢？后来杨绛的父亲在战
乱中埋葬了自己的爱妻。再后来，杨绛和钱钟书结婚留学，诞下一女，小名圆圆，三口之家团圆和美
，亦亲亦友。学满归国时，苏沪一带已然沦陷，生灵涂炭，不家不国。钱钟书挽袖持家，杨绛勉力帮
补，尚能苟且。是夜，钱钟书一时书生感触，冷不丁对杨绛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
生离。”杨绛默不作语，心中丝丝波澜。若干年后，月缺花残，三人余一。杨绛才在《我们仨》的书
页中写下几行字：“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大爱无言，非不爱也，言不尽也。
4、老太太的散文几乎都看过。非常喜欢她写父亲和姑妈的，比写钱先生更好。一个传统文化主导、
但是又留学英伦的女儿对父亲的爱、敬、亲，甚至崇拜；一个49年前中国式大家庭中女孩子眼中有点
古怪的独身的姑妈——在以前读过的文章里，杨荫榆不算正面角色。一个宽容、睿智、细腻、平和的
江南女子眼中的旧式家庭——那是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传统家庭呢？我所看到的书中，没有哪一本
写得有这么真切。关心的问题时，这本书市旧作结集，还是新作问世？
5、我喜欢《将饮茶》这名字，可是翻开书第一页就知道，这和李太白的《将进酒》没有什么联系。
杨绛所谓“胡思乱想，代序”的《孟婆茶》实在是一篇言简意深的绝妙寓言，夹带的私货还得及早清
理掉，否则那个世界也不会收容的。杨先生写此小文的时候不过是八三年底，夫妇俩都还健在，难得
她对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二十四年过去了，九十六岁高龄的她又有《走到人生边上》问世，大概
私货是越积越多，从脑缝里慢慢地都挤出来了，“锱铢积累”，虽不至于“忧世伤生”，也是不吐不
快，喝不了那晚忘掉一切的孟婆汤吧。杨先生所谓“废话，代后记”的《隐身衣》也算对人生理想的
一个小结了，让我想起本学期法语期末考试的一个翻译，具体记不清了，隐约是&quot;Vivre
heureusement, vivre caché&quot;，就是规劝大家穿起隐身衣生活，追求一种恬淡自然的情趣吧。“一
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齐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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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衣”就是“护身符”，如果没有隐身衣的保护，一味地做一个人上人，她们又怎么能够度
过“丙午丁未年”那样乌云蔽日的岁月呢？就像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边借用的Alice之语，这个
世界变得是&quot;curiouser and curiouser&quot;了，好在他们尚能苦中作乐，还能够在这黑白颠倒的人
世间为那些“披着狼皮的羊”小小感动一番，这才是人性的光辉之处啊。中间收录了一篇《记钱钟书
与&lt;围城&gt;》，在读《围城》的时候已经读过不下两次，当时觉得远没有现在有趣，大概是年齿徒
增的缘故，现在再看一遍杨绛对钱钟书幼年生活的描述，觉得那么亲切可爱！小钟书把路上的小青蛙
放在鞋里，抱着去学堂，青蛙跳出来，再教室里满地乱蹦，惹得一阵哄堂大笑。我想起了初二时L君
和W君的恶作剧，把老鼠放到我的课桌抽屉里，谁打开抽屉发现一只大老鼠躺在那里不会大惊大呼啊
！可是当时哄堂大笑的那些同学，多半已经音信杳无，不知去向了。吾荐 2008-1-15
6、杨绛先生的三姑母（她称呼“三伯伯”）杨荫榆是世人眼中的“畸零人”。她外貌不漂亮，杨绛
曾听说祖母有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说她“鼻子向着天”，当然三姑母也不示弱连用三句“都是你生出
来的”反驳，更用了三个感叹号。一个容貌不佳、心高气傲、才华横溢且脾气性格也怪僻的女子，命
运果然就坏。她先是被迫嫁一个门当户对但低能的傻少爷，据说她把傻少爷的脸给抓破了，从此与夫
家断绝关系，那年才十八岁。后来，她潜心求学，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又投身教育界，
于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经历女师大风潮后
，只有回到苏州生活。杨绛记下了许多关于三姑母的琐事。譬如她不会打扮，挑剔难伺候，喜欢听书
，在东吴大学宿舍养小狗但被毒死，待人处事的不成熟，孤独而脾气大等等，最令人感慨的是在杨绛
三姐结婚时，本来像姑母这样的“畸零人”都要回避，但家里比较宽容，只是姑母说了好些倒霉话，
或是由于感怀身世。轻淡的语言，或多或少折射了对三姑母的怜爱。再后来，三姑母由于怒斥日寇暴
行，保护妇女而遭到日军杀害，走完她坎坷的一生，被葬在灵岩山。“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
，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
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杨绛这样回忆。与杨绛父母的幸福婚
姻相比，三姑母的畸零让人叹息。正如杨绛母亲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杨绛父亲也说“申官
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然而世事难料，或因早年的打击让杨荫榆“忘记自己是个
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其实亦非不念，或只是不可念。人生忽如寄，综观其一生，杨绛父
母亲对她的关爱，后辈的敬重与回忆，还是人生中的一丝温暖。尤其杨绛母亲对她关怀备至，为她抗
争包办婚姻，对她的怪脾气毫不介意，及后同日下葬，算是有深厚的缘分吧。虽然杨绛说“我不大愿
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但毕竟，年命如朝露，能让别人忆起，就是一种
极大的福气，至少我这样认为。
7、读完，轻松恬然。大隐，是心之隐。前面一张先生的生活照。北京随处可见的那种四五层的灰蒙
蒙的砖瓦房的一个阳台上，先生微笑着站在那里。旁边铁栏杆太高，衬托着先生身体很小，头很大。
后面远处挤着两栋如今随处可见的巨大而平庸的白色碉堡似的塔楼。在这每一个市民都习以为常的普
通而局促的空间里，先生随意地站着，家常的衣着，笑容可掬，黑框眼镜里眼睛慈祥又炯炯有神。毫
无保留、坦然、轻松、恬然，与书本里的字句映衬地如水和空气。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一丝也不怕让
你看到她的内心世界。如果世上还有一个人奔赴黄泉的时候不想来一杯孟婆茶，只怕就是先生吧。先
生父亲杨荫杭率性、有趣。留日留美，攻读法律，在留学的精英圈子中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能力，
曾任省检察长，但不听领导打招呼，虽然袁世凯曾御批&quot;此是好人&quot;，还是被领导们受不了
，被停职。做了一段申报主笔，然后做律师。其实他不喜欢做律师，因为原来学法律是为了做法官，
而律师其实是&quot;帮人吵架&quot;。所以他的&quot;帮人吵架&quot;也是凭良心吵。这样出朋友，很
多当事人事后都很感激，关系维持一辈子。对自己同学，比如每次看也是好朋友的签二十一条的章宗
祥照片总喟叹&quot;绝顶聪明人。。。&quot;、&quot;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quot;，对做了汉奸的同
学&quot;他也下海了&quot;。评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医生、律师。反对置办家产，认
为耗费精力，反成为家产的奴隶、子女的大害，却不计较这样一点保障也没有，病不得，老不得，也
没有自由干自己想干的事。教育子女说&quot;林肯说&quot;Dare to say no&quot;，你敢吗？&quot;。女
儿读大学选志愿：&quot;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quot;。而把留学看做是把孩子送去做人质，由人勒
索，因为在外国没有&quot;清贫&quot;之说，穷，就是坏，所以父母只好尽量寄钱了。人才啊。父亲
和母亲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无话不谈，似乎老朋友一般。过去的、当前的、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可笑
的、可恨的、可气的。嘲笑、感慨、自我检讨、总结经验、分析案件。很难得。钱钟书也很好玩。孩
子时稚钝、痴气，长大后稚气不改。父亲清华教授，14岁父亲一顿打激起发奋读书的志气，然后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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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角&quot;爆栗子&quot;使他文章大有长进。大学时属于狂读书型，各种深奥著作，象吃零食
，&quot;吃了又吃&quot;地搞定。大了痴气不改，好玩，给睡着的杨绛画花脸，帮猫打架。先生对披
着狼皮的羊的描写，匪夷所思，可见先生之博大胸怀。以最大的善意理解人，曾被认为是佛的境界。
而中国人的精神5000年流传，博大精深，非言语所能表达。 链接：拉布吕耶尔《人性与世态》、卢梭
《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义》、穆勒《自由原论》============　
　chenyishuai.wordpress.com
8、一些喜好文学的朋友，对杨绛，都有些不屑。理由很简单，没什么著作，出名仅因夫贵妇荣。看
过《将饮茶》，觉得没错，她是个平凡的女人，而且甘于平凡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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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将饮茶》的笔记-第1页

        十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于书名一直没有理解，饮茶就饮茶！难道还有什么茶在饮之前，需
要告诉别人“将”呢？十多年后，重新读这本书，才真正理解，要饮的茶是什么茶！对于一个百岁老
人来说，时日无多！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又有谁能真正坦然面对呢？如果没有对岁月深深的理解，
如果没有经过风雨之后的淡定，谁能理解这样的心态呢！喝了孟婆茶，过了奈何桥，前世今生，都已
经是过眼云烟！&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2、《将饮茶》的笔记-第64页

        我昨晚和老父大讲什么复杂系统，仿佛要在某某领域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今天却开始有儿女之
想。本人从内而外，向来早衰，倒也经常想想如果有聪慧的儿女，从小好似美浓篇般教育教育，真是
乐事。昨天夜里怀念某某人的美好，思索那个第〇性。中午醒来，忽然明白我真的不是这身体，我只
是在梦中跳上一辆车子，醒来又跳上另一辆。
此页第一段，女儿给父亲抄状子，抄得父亲火冒，这里面的哲学话，说了没趣，但我感觉女儿这样多
美，有“做贼心虚的样儿”。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一个小女孩考试考砸了，在成绩单背面写上一则
信，说她和哪里的男孩睡觉，不打算回来了，最后道出真相，说“现在您知道还有比考试成绩不好更
糟糕的事情”。她们凑到一起，就完美了。

【P.S. 这个笔记其实就是以前的论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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