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人生哲学系列丛书（共4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羡林人生哲学系列丛书（共4册）>>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7621

10位ISBN编号：7561347626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季羡林

页数：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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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人生哲学系列丛书（共4册）>>

内容概要

　　《季羡林人生哲学系列丛书(套装共4册)》收集了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散文大家季羡林先生近年
来发表的散文随笔，蕴涵着作者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书中可以领略欣赏季羡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为人处
事的原则，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读他的作品是一种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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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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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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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
他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
一九三○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一九三五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自一九五四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士等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
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
此外，季羡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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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志虑心物：第一篇 期颐泛言中国的民族性沧桑阅尽话爱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回到历史中去恐怖主义
与野蛮慈善是道德的积累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谈所谓“老龄化社会”长寿之道长生不老老少之间春色
满寰中朵朵葵花向太阳论“据理力争”从小康谈起公德忘真理愈辨愈明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对号入座
难得糊涂论怪论论说假话炼话—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对广告的逆反心理给“拆”字亮红灯第二篇 杏坛语
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
产物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我和佛教研究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搜集资料必须
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满招损，谦受益精华与糟粕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研究、创作
与翻译并举文字之国写文章文以载道作文意匠惨淡经营中汉语与外语成语和典故漫谈古书今译漫谈吐
火罗文谈翻译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青年的使命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第三篇 游目骋怀
游石钟山记登庐山法门寺逛鬼城游小三峡大觉寺富春江边 瑶琳仙境兰州颂登黄山记洛阳牡丹赞西安观
秦兵马俑春城忆广田延边行下瀛洲游唐大招提寺国际大学深圳掠影火车上观日出上海菜市场汉城忆燕
园海棠花枸杞树石榴花神奇的丝瓜第四篇 陶然忘机北京忆旧清华梦忆德国学习生活回忆几件小事温馨
的回忆病房杂忆天上人间老人Wala三个小女孩黄色的军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塔
什干的一个男孩子难忘的一家人追梦晨趣红年丢书咪咪兔子一条老狗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一
座精美绝伦的汉白玉雕像忆往述怀：第一篇 阅尽沧桑生命的价值我们面对的现实谈老年养生无术是有
术回头看看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一寸光阴不可轻希望在你们身上三思而行园花寂寞红人间自有真情在
老马识途珍爱大自然走向天人合一寸草心回忆寂寞爽朗的笑声毁誉谈礼貌漫谈撒谎论恐惧漫谈消费坏
人傻瓜隔膜送礼宗教第二篇 学林漫步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一个老留
学生的话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学问中没有捷径我与东方文化研究漫谈书院文得学养
谈东方文学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谈西学东传我和外国文学追求一个境界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谈文
学交流谈中国书法漫谈散文论新体旧诗语言与文字文章的题目光彩的文明拿来和送去我和东坡词学外
语第三篇 此情犹思我的 第一位老师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忆念胡也频先生
哭冯至先生我眼中的张中行记周培源先生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悼许国璋先生忆念郑毅生先生遥远的
怀念谈中国的“学统”梦萦未名湖天竺心影夜来香开花的时候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两个乞丐母与子寻
梦戏剧师生之间一朵红色石竹花芝兰之室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第四篇 心与物游听雨清塘荷韵二月兰香
橼黄昏槐花怀念西府海棠胭脂古井换了人间马缨花处处花开夹竹桃幽径悲剧春满燕园我爱北京的小胡
同海上世界游天池火焰山下石林颂西双版纳礼赞在敦煌虎门炮台访绍兴鲁迅故居富春江上星光的海洋
登蓬莱阁佛教圣迹巡礼贤行润身阅世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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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性。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怎样呢？
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谁也否认不摔的。
我自以生为中国人为荣，生为中国人自傲。
如果真正有轮回转生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
　　但是——一个很大的“但是”，环视我们四周，当前的社会风气，不能说都是尽如人意的。
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大抢大劫，时有发生；小偷小摸，所在皆是。
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
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
我很少出门上街；但是，只要出去一次，必然会遇到吵架斗殴的。
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须说上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
”“谢谢！
”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
所有这一切，同我国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伟大建设工作，都十分矛盾，十分不协调。
同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历史，更是非常不相称。
难道说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撞”着什么“客”了吗？
　　鲁迅先生是最热爱中华民族的，他毕生用他那一支不值几文钱的“金不换”剖析中国的民族性，
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对自己也决不放过。
当你被他刺中要害时，在出了一身冷汗之余，你决不会恨他，而是更加爱他。
可是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呢？
到了今天，已经“换了人间”，而鲁迅点出的那一点缺点，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反而有增强之势。
　　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大潮社会转轨之所致。
我看，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前几年，我偶尔为写《糖史》搜集资料读到了一本19世纪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写的书，里面讲到这样
一件事。
这一位新到日本的官员说：他来日本已经数月，在街上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
一位老官员莞尔而笑，说：我来日本已经四年，也从来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
我读了以后，不禁感慨万端。
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日本人彬彬有礼，不吵架，这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对广大日本人民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对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侵略分子来说，他们野蛮残暴，嗜血成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不管怎样，中国民族性中这一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建国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
怕是古已有之的了。
我们素称礼义之邦，素讲伦理道德，素宣扬以夏变夷；然而，其结果却不能不令人失望而且迷惑不解
。
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
　　沧桑阅尽话爱国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
在北大53年问，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
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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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
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
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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