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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
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
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
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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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 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
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
多篇。
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
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
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
、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
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
卓越。
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
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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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在敦煌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赋得永久的悔虎年抒怀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扫傅斯年
先生墓《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胡适全集》序《赵元任全集》序《五卷书》汉译本新版后记《
罗摩衍那》全书译后记人物传记忆章用哭冯至先生寿作人悼组缃遥远的怀念我的童年留德十年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二年生活汉学研究所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学习吐火罗文我的女房东纳粹的末日——美国
兵入城别哥廷根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重返哥廷根翻译作品[德国]托马斯·曼著：沉重的时刻[
印度]蚁垤著：罗摩衍那学术研究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浮屠与佛再谈浮
屠与佛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天
人合一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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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名人季羡林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长期致力于
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本书就是其中之一，由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翻译作
品、学术研究四个部分组成，值得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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