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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
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
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
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
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
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
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
否，否，决不是的。
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
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
，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
畜生吃人，因为它饿。
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
人。
而人则不然。
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
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
呢？
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
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
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
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
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
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
，一点理性也没有。
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
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
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
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
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
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
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
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
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
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
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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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
然而，幸乎？
不幸乎？
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
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
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
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
，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
一派“革命组织”。
“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
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
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
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
出来。
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
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
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
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
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
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
易如反掌。
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
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
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
来？
这16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
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
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
才开了窍。
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
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
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
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
蹈覆辙。
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
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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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
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
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
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
上人。
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
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
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
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
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
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
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
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
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
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真不知是何居心。
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
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
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
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
为什么不抒一抒呢？
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
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
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
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
，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
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
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
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
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
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
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
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
，你能够睡得安稳吗？
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
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
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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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
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
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
律是无法抗御的。
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
古人说：“俟河之清。
”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
却是大有可为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
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
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
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
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199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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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季羡林先生去世后，由其子季承首次授权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图文珍藏版。
季羡林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五十多岁遭遇文化大革命，命运从此突增波折，劳改、批斗，没有了自由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老先生对其在文革时期的一本回忆录，他详述了自己十年动乱期间的生活
、思想及著书的经历，其中的豁达与乐观令人动容，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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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精通12国语言，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
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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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
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
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
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
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
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
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
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
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
你让娘想得好苦呀！
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
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
”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
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
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号啕大哭。
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
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真事吗？
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
我对“母亲”说：“娘啊！
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
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
”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
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
“母亲”连声说：“是啊！
是啊！
我要走了。
”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
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
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
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婶母 这里指的是我九叔续弦的夫人。
第一位夫人，虽然是把我抚养大的，我应当感谢她；但是，留给我的却不都是愉陕的回忆。
我写不出什么文章。
 这一位续弦的婶母，是在1935年夏天我离开济南以后才同叔父结婚的，我并没见过她。
到了德国写家信，虽然“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婶母”这个称呼，却对我来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说十二年以后，我从北平乘飞机回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婶母（后来我们家里称她为“老祖”）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
我初回到家，她是斜着眼睛看我的。
这也难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凭空冒出来了一个侄子。
“他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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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
坏人？
好不好对付？
”她似乎有这样多问号。
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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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1988年3月4日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
草稿。
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
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
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
加以叙述。
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
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
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
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
，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
“文革”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
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
我写的是历史事实。
我们“文革”前的友谊，以及“文革”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以后的产品。
如果“文革”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
还是不幸？
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1992年6月3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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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棚杂忆(季羡林诞辰一百周年图文纪念版)(插图版)》由季羡林所著，内容丰富，记录了季羡林先
生人生轨迹的自传，及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极富可读性和教育意义。
图书版式设计简洁素雅，封面装帧独特醒目，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季羡林写的几《牛棚杂忆(季羡林诞辰一百周年图文纪念版)(插图版)》，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
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
掉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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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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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