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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
他襟怀坦荡、学贯中西，读他的散文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
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炙热的人文情怀，充满着趣味和韵味。
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生、治学、生活等方面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生活态度，耄
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
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等方面。
是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自己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对于人生和世事的感悟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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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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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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
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
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ldquo;死&rdquo;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
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
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
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
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
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
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
，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ldquo;麻风&rdquo;病的人，很
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
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
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
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hellip;&hellip;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
历在目。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
诞匪夷所思的帽子。
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
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ldquo;骨气&rdquo;。
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
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
他曾著文声明：&ldquo;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
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rdquo;马老很快遭了厄运。
但他的精神，他的&ldquo;骨气&rdquo;，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
坚持真话。
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
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
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
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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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
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
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
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
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
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
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
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
鲜活的力量。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散文集>>

编辑推荐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经典散文全新结集出版&hellip;&hellip;　　一部季羡林先生结合自己九十多年
的阅世感悟&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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