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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一位世纪老人，走过了风雨飘摇、朝代更迭、持续战争的动乱年代；经历了政治斗争、天灾
人祸、狂热运动的动荡时期；风雨的历练，成就无悔的人生，晚年的季羡林被尊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
位大师级人物之一，学界的泰斗。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通古博今的学识，更因为他朴淳厚真的品格和山高水远的境界
，还有既具大家风范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格魅力。
    然而，季羡林只是一位从普通农民家庭走出的学者，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六岁离家倚靠叔父
求学，少年时期更是胸无大志、温和胆小的人。
是什么让没有任何背景的季羡林先生，一步步成为一代学术大儒；又是什么让季羡林先生度过人生种
种关坎，终见人生辉煌。
    解读季羡林，我们可以从中收获良多。
季羡林先生在治学、立世、为人、处世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洞察世事的睿智和博大深沉的情怀
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启示。
    治学，季羡林先生主张勤奋、踏实、创新、交流。
他推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证方法。
他说学者要有自己的学术良心，也要“广通声气，博采众长”，善于借鉴。
    立世，季羡林认为不完满才是人生。
人不应该把生活的基点放在完满上，不必苦求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更不必希冀占有全部。
一个充实的人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甚至也能包容不足与失败；只要真诚地面对生活，留点缺憾，
人生才有追求的快乐和搏击的梦想，才能想尽办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走向成熟。
    做人，季羡林先生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传承，在于承上启下。
他曾说：“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
”他热爱工作，重视交友，并以“真”为做人的原则。
    处世，季羡林先生要求自己“洞明世事，反求自躬”，常怀理解、宽容之心。
同时对待别人的诋毁，不当糊涂的好人，而是“不重誉毁，荣辱不惊”，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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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季羡林曾经好几次撰文写“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人类是地球上的一种生命，但并不是唯一的生命，花鸟虫鱼都有它们自己的生命，人类却常常不公平
地对待它们。
中国人过去讲天人合一，其实就是人与自己的内心，与他人、与环境的和谐。
但是随着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逐，人们把自己当成是万物之灵长，是掌控世界的唯一主宰，开始无休
止的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美其名日：“征服”自然。
但是，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迟早有一天会得到“报应”。
这个报应也许是荒漠化，也许是气候变化，也许是动物灭绝，还有可能是资源紧张。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的信念。
季羡林对其解谊。
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
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
庄子《齐物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个人内心与天地和谐，以期达到一种高
度的和谐之美，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天人合一”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合。
“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
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
近代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有高低之分，觉解多者，其境界高，觉解少者，其境界低。
根据人的觉解程度的不同，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乃是最高的境界。
天地以人为主宰，人以心为主宰。
天地以人而神，人以心而神。
舍此心，宇宙便无着落处。
每一天，无论你是一个百万富翁，还是一个贫穷乞丐，一个人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获取理应得到的内
心情感的快乐。
现代人确信“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
于是“快”与“忙”成了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
在繁华都市的大街上，看到的大都是急速行驶的车流，来去匆忙的人流，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忙得焦
头烂额，忙得无暇关照自己的生命。
甚至没有时间仰头欣赏皎洁明亮的月光，没有时间带着孩子到河边小溪去嬉水游玩，也没有时间欣赏
路边的树木、天上的白云。
人们就这样让生命时光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匆匆而流走，失去了悠闲，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交流沟通
，这真是现代人生活的悲哀。
本来，人生是要慢慢地，细细地品味的。
可是，现代生活的一切都成了匆匆的“快餐”，人生的诗意没了，生活的本质变了。
与古人相比虽然现代人在物质需求上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但是在精神生活上却失去了很多。
我们现在已很难体味陶渊明时代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
诗意生活了。
王维的山水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芳春歇，王孙自可留”，把人与自然和谐美妙的境界表达得十分舒心惬意，美不胜收。
这才是生活的本味，人生的诗意。
所谓的“电脑综合征”、“空调综合征”、“网络综合征”、“城市综合征”等现代病，虽然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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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多，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相隔绝，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相分离造成的。
久而久之，人的心态会变得浮躁，人的心胸会变得狭隘，人的追求会变得市侩，人的眼光会变得势利
。
因此，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特别需要到大自然中去释放情怀，清静心灵，在青山绿水中给自己的
心灵放个假，寻回自己原本属于自然的天性，回归到“人天合一”的自然生态中去。
周末或节假日，大家不妨到森林公园去，到荒山原野去，到海边河滩去，到田园乡村去，与自然万物
同呼吸，相对语，与大自然母亲融合在一起，接受大自然给予人类精神上的洗礼与抚慰，寻回原本属
于自己的“人天合一”的境界。
人类只有与大自然脉动相连，浩然同流，和谐相处，才能生生不息。
人类只有经常和大自然交流对语，才能体悟到人类与天籁共鸣，认识到人与自然原本就是“人天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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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读点季羡林全集》：从国学泰斗身上采撷百年人生智慧之精髓。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语录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
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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