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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
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
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
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
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
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
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
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
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
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
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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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近年来的“国学热”，季羡林先生更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并亲自拟定内容选取文章以探讨
国学之精，可谓国学大师谈国学之经典版本。
浓缩了季羡林先生百年学问人生的精华与积淀。
是现今不可多得国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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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研究所所长等职。
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
理论等。
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
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著名作家。
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
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还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
响，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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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学漫谈对国学研究的几点看法21世纪国学研究瞻望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的内涵“天
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国外中国学研究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从太学到北大论书院柳暗花明又一村——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关于神韵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
传统寻根漫谈尊师重道中国姓氏文化中国楹联东方风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精华与糟粕漫话历史题材
漫谈皇帝漫谈古书今译漫谈竹枝词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学批评无用论历史研究
断想中国古史应当重写建议重写《中国通史》含英咀华古为今用——就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答
记者问成语和典故《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论语》与《孙子兵法》    老子在欧洲饶宗颐先生的为人
与为学推荐《吴宓与陈寅恪》专而又通的榜样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佛教的传人中国——
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作诗与参禅《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    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
度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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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学漫谈    《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一文见《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第三版。
，在国内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轰动。
据我个人看到的国内一些报纸和香港的报纸，据我收到的一些读者来信看，读者们是热诚赞成文章的
精神的。
    想要具体的例证，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前不久，我曾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过一次报告。
一位青年同志写了一篇“侧记”，叙述这一次报告的情况王之昉：《高屋建瓴启迪后人》，《人民日
报》1993年12月1日第三版。
。
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
我因为是当事人，有独特的感触，所以不避啰嗦之嫌，在这里对那天的情况再讲上几句。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晚间，天气已颇有寒意。
报告定在晚上7时。
我毫无自信，事先劝同学们找一个不太大的教室，能容下100人就行了。
我是有私心的，害怕人少，讲者孑然坐在讲台上，面子不好看。
然而他们坚持找电教大楼的报告大厅，能容下400人。
完全出我意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或坐在台阶上，都在静静地谛听，整个大
厅里鸦雀无声。
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世故老人，内心里十分激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据说，有人五点半就去占了座位。
面对这样一群英姿勃发的青年，我心里一阵阵热浪翻滚，笔墨语言都是形容不出来的。
    海外不是有一些人纷纷扬扬，说北大学生不念书，很难对付吗?上面这现象又怎样解释呢?    人世间有
果必有因。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必有其原因。
我经过思考，想用两句话来回答：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很难想像，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
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
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
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
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
“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
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
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
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
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如果有人有兴趣有工夫去探讨这个词儿的来源，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无权反对。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
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
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
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复思考
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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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
你就是在原子能、电脑、宇宙飞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过了世界先进国家，同其他
国家比较起来，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别，是水平的差别，谈不到什么特色。
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
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
、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于常识范围。
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
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
辉也照到了国外去。
最近听一位国家教委的领导说，他在新德里时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话。
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
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
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
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
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事实已经证明，连外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
    国学的作用还不就到此为止，它还能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爱国主义”是一个好词儿，没有听到有人反对过。
但是，我总觉得，爱国主义有真伪之分。
在历史上，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尊严，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奋抗顽敌，伸张正
义。
这是真爱国主义。
反之，压迫别人侵略别人的民族，有时候也高呼爱国主义，然而却不惜灭绝别的民族。
这样的“爱国主义”是欺骗自己人民的口号，是蒙蔽别国人民的幌子。
它实际上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遮羞布。
例子不用举太远的，近代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一类货色。
这是伪爱国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怎样呢?它在主体上是属于真爱国主义范畴的。
有历史为证，不管我们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内，“天朝大国”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事实上我国始终有外
来的侵略者，主要来自北方，先后有匈奴、突厥、辽、金等等。
今天，这些民族基本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只能说是敌对者，我们不能否定历史的
本来面目。
在历史上，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也难以逃避耻辱。
刘邦曾被困于平城，李渊曾称臣于突厥，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过去没有主动地侵略别人过，这情况也是有过的，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中国始终
受到外来的威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中国人民敬仰、歌颂许多爱国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是。
一直到今天，爱国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始终左右我们民族的心灵。
我常说，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我这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
的重要任务。
国学的任务可能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以上三大项，我认为，已充分说明其重要性了。
我上面说到“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我现在所谈的就是“人心”，就是“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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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可能对所有的人都调查一番。
我所说的“人心”，可能有点局限。
但是，一滴水中可以见宇宙，从燕园来推测全国，不见得没有基础。
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
我发现，他们是很肯动脑筋的一代新人。
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感到迷惘。
这并不是坏事，这说明他们正在那里寻觅祛除迷惘的东西，正在那里动脑筋。
他们成立了许多社团，有的名称极怪，什么“吠陀”，什么“禅学”，这一类名词都用上了。
也许正在燕园悄然兴起的“国学”，正投了他们之所好，顺了他们的心。
否则怎样来解释我在本文开头时说的那种情况呢?中国古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应人心和
潮流的就是“道”。
    但是，正如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对国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提倡国学要有点勇气，这话是我说出来的。
在我心中主要指的是以“十年浩劫”为代表的那一股极“左”思潮。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半路上竟杀出来一个程咬金，在小报上写文章嘲讽国学研究，大扣帽子。
不知国学究竟于他何害，我百思不得其解。
无独有偶，北师大古籍研究所编纂《全元文》，按说这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竟也有人想全面否
定。
我觉得，有这些不同意见也无妨。
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的。
       1993年12月24日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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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谈国学》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浓缩一个世纪的人生积淀。
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于一身的季羡林迄今唯一一套亲定自选集。
温家宝总理特将此书向全国青年推荐。
国学大师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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