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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0月1日，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
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个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是很快，季老身边的人给我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
我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于是立即找到在尼山参加主办会议的丁冠之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最
好的朋友，我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
同时，我也征求了在尼山参会的《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的意见，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必须经过他
的同意。
我们分析了季老为什么会找我的各种情况，也分析了各种可能对我不利的情况，但是最后还是统一了
认识，无论如何，季老自己提出这个意见，我不能不去。
当然，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季老为了让我去当助手，已经在10月1日那天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信，称
自己需要一位助手，并希望助手是我。
这样子，我给季老身边的人回了电话，表示处理完近期的事情尽快去季老那里。
我是在2008年10月9日到北京的。
10日上午，我赶到301医院南外科4层3床，拜见季老。
季老明确表示让我当助手，做口述历史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大概从2007年3月6日，季老已经陆续给我讲过一些了，在我编辑中国书店的《季羡林说
国学》的时候，季老专门讲了对国学的系统观点，申述了“大国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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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生前在学术助手蔡德贵先生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口述史的工作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口述达
七十五次之多，这一口述实录可以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留给世人最后的宝贵财富。
口述史从季羡林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友人交往等
各个方面展开，全面的、详尽的、真实的反映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平凡而又充满充满传奇色彩的一
生，是研究季羡林先生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也首次披露大量季羡林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为众多季羡林研究者
提供第一手的、可信的、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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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口述者简介：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4年毕业后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
1935年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获哲学
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历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职。
在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有精深研究。
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译有印度史诗巨著《罗摩衍那》。
此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出版《阅世心语》、《忆往述怀》、《志虑心物》、《贤行润
身》等。
其他责任者简介：蔡德贵，1945年7月生，山东招远人。
1970年3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
1982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
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著作有《十大思想家》（与刘宗贤合著）、《阿拉伯哲学史》、《秦汉齐学》（与丁冠之合著）
、《沙漠里的沉思一阿拉伯人的宗教和哲学》、《修身之道》、《中国哲学流行曲》、《道统文化新
编》（合著）、《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主编和主要作者）、《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
《季羡林传》、《季羡林师友录》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四十余篇。
主编有《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五卷、《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世界哲学家词典》、《东方思想宝
库》、《中国儒学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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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次口述 (2008年10月13日上午7：00-8：30)／1第二次口述 (2008年10月14日上午7：00-8：30)／3第
三次口述 (2008年10月16日上午9：40-10：40)／5第四次口述 (2008年10月16日下午4：00-5：10)／12第
五次口述 (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27第六次口述 (2008年10月23日上午9：50-11：00)
／41第八次口述 (2008年10月25日上午10：30～11：20)46第九次口述 (2008年10月27日下午3：50～5
：10)／49第十次口述 (2008年10月29日下午3：50～5：10)／55第十一次口述 (2008年10月31日下午3
：50-4：40)／69第十二次口述 (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76第十三次口述 (2008年11月7日上
午)／84第十四次口述 (2008年11月7日下午4：00-5：00)／86第十五次口述 (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
：10)／91第十六次口述 (2008年11月11日下午3：40～5：00)／101第十七次口述 (2008年11月12日下午3
：40～5：20)／108第十八次口述 (2008年11月13日下午3：50～5：10)／115第十九次口述 (2008年11月17
日下午4：00～5：00)／126第二十次口述 (2008年11月19日下午3：50～5：10)／130第二十一次口述
(2008年11月20日下午)／133第二十二次口述 (2008年11月21日下午)／141第二十三次口述 (2008年11月24
日下午3：50～5：00)／145第二十四次口述 (2008年11月25日下午4：00～5：00)／166第二十五次口述
(2008年11月26日下午4：00～5：30)／169第二十六次口述 (2008年11月28日下午3：30～5：10)／175第
二十七次口述 (2008年11月30日下午4：00～5：00)／180第二十八次口述 (2008年12月1日下午4：00～5
：00)／183第二十九次口述 (2008年12月2日下午3：20～4：30)／186第三十次口述 (2008年12月3日下午3
：00～4：00)／191第三十一次口述 (2008年12月4日下午3：00～5：00)／196第三十二次口述 (2008年12
月5日下午3：00～4：00)／199第三十三次口述 (2008年12月6日下午4：00～5：00)／203第三十五次口述
(2008年12月9日下午3：00～4：30)／206第三十六次口述 (2008年12月10日下午3：00～4：30)／212第三
十八次口述 (2009年1月28日下午2：45-5：00)／216第三十九次口述 (2009年2月1日下午4：30-5：10)
／225第四十次口述 (2009年2月2日下午3：00～5：00)／230第四十一次口述 (2009年2月3日下午3：20
～5：00)／238第四十二次口述 (2009年2月5日下午2：40～4：30)／247第四十三次口述 (2009年2月6日下
午2：40～5：00)／258第四十四次口述 (2009年2月7日下午3：00～4：30)／267第四十五次口述 (2009年2
月9日下午)／277第四十六次口述 (2009年2月10日下午)／287第四十七次口述 (2009年2月12日下午3：00
～5：00)／294第四十八次口述 (2009年2月16日下午3：00～4：30)／299第四十九次口述 (2009年2月17日
下午3：20～4：30)／305第五十次口述 (2009年2月18日下午2：40～4：30)／308第五十一次口述 (2009
年2月19日下午2：40～4：30)／310第五十二次口述 (2009年2月20日下午2：30～4：30)／315第五十三次
口述 (2009年2月21日下午2：40～4：30)／319第五十四次口述 (2009年2月23日下午3：30～4：20)／326
第五十五次口述 (2009年2月24日下午3：30～4：20)／338第五十六次口述 (2009年3月12日下午)／341第
五十七次口述 (2009年3月14日下午2：30～4：30)／343第五十八次口述 (2009年3月15日下午2：40～4
：30)／350第五十九次口述 (2009年3月16日下午2：40～4：30)／354第六十次口述 (2009年3月17日下午3
：30～4：30)／362第六十一次口述 (2009年3月18日下午2：00～4：30)／366第六十二次口述 (2009年3
月19日下午2：05～4：30)／369第六十三次口述 (2009年3月20日下午2：10～4：30)／377第六十四次口
述 (2009年4月18日下午2：30～4：00)／378第六十五次口述 (2009年4f120日下午2：20～4：10)／385第
六十六次口述 (2009年4f123日下午2：30～4：00)／387第六十七次口述 (2009年4月24日下午2：20～5
：00)／397第六十八次口述 (2009年4月25日下午2：30-4：30)／399第六十九次口述 (2009年6月11日下
午)／406第七十次口述 (2009年6月12日下午)／418第七十二次口述 (2009年6月14日下午)／422第七十三
次口述 (2009年6月15日下午)／424第七十四次口述 (2009年6月16日下午)／428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学>>

章节摘录

蔡德贵：那时候有数学吗？
季羡林：文科有数学，比理科的浅多了。
我们的数学是王老师教的，很浅。
我到北京考大学，就是数学不行。
因为高中有一个数学老师，王老师，教的很浅。
所以后来我有个主张，我不赞成中学文理分科。
不要分。
蔡德贵：您写过文章吗？
季羡林：文章大概有过。
高中分文理科不好。
蔡德贵：我插一句，我回去拿点衣服。
然后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
尊师。
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
孝亲很重要。
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批孝批得很厉害。
有个名字忘记了，哦，叫施存统①的人，实施的施，存在的存，总统的统。
这个名字不敢说，不要写了。
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
那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说不出来了。
儒家的重点思想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钩。
现在应该大讲孝道。
那一年（2001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有人，马景瑞就说，
这个做法不妥当。
我说，我故意，大张旗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
我认为把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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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全文根据季羡林先生生前录音整理，全国独家首发，2008年10月13日—
—2009年6月16日，历时十月，季羡林先生口述历史七十五次，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在北京逝世
。
这些口述历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留给我们的最后箴言。
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
较熟悉。
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
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
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
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
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
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
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
为什么想到你呢？
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
你做这个工作最洽当。
至于如何进行，如果口不停地说，一天可能就够了。
但是那样太累。
现在决定一天说两个小时，大概八九次就够了。
别的工作也可以做。
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
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
别人来听，也可以。
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
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季羡林2008年1 0月13日第一次口述（节选）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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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