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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
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
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
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
（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
首批出版100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
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
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
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
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
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
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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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
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
不书讯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
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
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
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
思，友人情深。
先生虽言 “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
集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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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
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专家。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
言。
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作为学贯中西、久享盛名的学者，他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文的语义，梵文
文学等研究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
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洞集》、《季羡林散
文集》等；译作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五卷书》等；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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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留德十年楔子一 留学热二 天赐良机三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四 “满洲”车上五 在哈尔滨六 过西伯利亚七
在赤都八 初抵柏林九 哥廷根十 道路终于找到了十一 怀念母亲十二 二年生活十三 章用一家十四 汉学
研究所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六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十七 大轰炸十八 在饥饿地狱中十九 山中逸趣
二十 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二一 我的老师们二二 学习吐火罗文二三 我的女房东二四 反希特勒的人们
二五 伯恩克一家二六 迈耶一家二七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二八 盟国二九 优胜记略三十 留在德国
的中国人三一 别哥廷根三二 赴瑞士三三 在弗里堡三四 同使馆斗争三五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三六 船上生
活三七 西贡二月三八 从西贡到香港三九 回到祖国的怀抱余音袅袅附录：欧游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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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留学热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
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
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
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
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
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
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
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
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
才能办到。
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
二者都要经过考试。
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
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
是否有走后门的？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
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
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
平常日子，勉强糊口。
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
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
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
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
无地自容。
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
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
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
所谓“驾”，就是赶走。
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
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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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德国整整十年，在瑞士、法国和西贡超过半年，这将近十一年的回忆就写完了。
写这样的回忆录，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总共写过两遍，第二稿几乎和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不是
抄，而是重写。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
为什么在相距三年之后又写成清稿？
这一言难尽，不去说它也罢。
我只说一说写作的过程。
这个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忆的过程，有日记为依据，回忆并不是瞎回忆。
不管怎样，我必须把这十一年的生活再生活一遍，把我遇到的人都重新召唤到我的眼前，尽管有的早
已长眠地下了；然而在我眼前，他们都仍然是活的。
同这些人相联系的我的生活中，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我前后两次，在四十天和四个月内，要把十一年的五味重新品尝一遍。
这滋味绝不是美好的。
我咬紧了牙，生活过来了。
但愿以后无需再把以前已经干枯了的快乐与痛苦重新回味。
我虽年届耄耋，看起来还不像就要走的样子。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不少酸甜苦辣要尝，我真希望这个余音能袅袅得更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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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文科研究生的一本必读书，不止在治学上，而且在为人上，全都可以作一般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 尽管书中尽是对往事的回忆，鲜有抒情和议论，然而在字里行间仍然有一
股旷达之气。
这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宁静与淡远，有如秋后的山林、雪霁的原野，人生况味溢于先生的笔端，如行
云流水一般。
    ——读者王东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留德十年>>

编辑推荐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
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记述时间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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