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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60周年、季羡林先生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有着非同寻常的
意义。
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
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
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
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
作为季老的学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聆听季老的教诲，如同醍醐灌顶，坐受清凉；如
同甘露滋心，茅塞顿开。
有读者说季老“有空明高蹈之气、贯通博雅之学、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绝之悟，在多学科多领域建
树卓著”，“是誉满中外的宗师泰斗，其有磊落嵌签之行、敏辨通融之理、旷达疏宕之情、槌幽击险
之才，纵横开阖之笔。
对中西方文化研究功德无量。
⋯⋯出手就是一种风范，亮相就是一座峰峦，其言其文都会在历史文化屏幕烙上耀目的印痕，都会在
历史隧道深处发出绝妙的回响”。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东方学系的学子更应该感谢季老。
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季老常年坚信宋儒张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十年坚守
如一，如泰山之固，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并重。
这也是季老“仁者寿”的秘诀。
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时给先生送的花篮献词是，祝季老寿过期颐、茶寿必至。
这代表了学者和民众对先生的祝愿。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7月29日去301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当听到季老说要活到108岁时，非常高兴。
这是国家对先生登茶寿的期望。
季老今天已经95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
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
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砣砣，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
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
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
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对季老的学术贡献进行总结。
非我学力所及。
尽管会挂一漏万，我还是愿意对季老80岁以后提出的新观点稍加梳理。
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
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
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
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
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
地域文化。
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
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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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当高。
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
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
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
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
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
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
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
这叫小心求证。
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
为了严密。
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
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
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
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和争论。
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
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
季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
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
宗教。
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
在社会上保持活力。
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
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
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
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
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
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
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
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
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
文化。
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
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
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
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
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
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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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
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
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
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
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
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
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
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
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
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
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
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
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
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
先生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积5年之久，译完这部巨著，出
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
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
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
两个学派。
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
视东方文学。
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
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
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
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
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求
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挟，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归
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
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
他的散文创作。
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
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
明、王维的朴素，徐(■)、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
《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
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季老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在座有很多专家比我更清楚，不容我在这里多所置喙。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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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传下去。
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蔡德贵 200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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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被当今学人誉为“国宝”、“学界泰斗”。
本书作者以一名季门弟子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季老浩如烟海作品的条分缕析及对季老本人的多次采访
，再现了季老近百年漫长的坎坷人生、广博宏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
作者在书中用相当篇幅描述了季老与一大批学界名宿如陈寅恪、郑振铎、冯友兰、朱光潜、胡乔木、
臧克家及德国“博士父亲”之间的交往关系，感情真挚，力求从一个立体的层面再现了季老的人生情
怀和道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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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德贵，1945年生。
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
现任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兼任山东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
著有《阿拉伯哲学史》、《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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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字之师马景恭一个人的成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出生在山东的思想家孟子，小时候是非常淘气的。
他特别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是孟母三迁改变了孟子学坏的倾向。
季羡林成才的第一个机会则是他的叔父季嗣诚给予的。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以名行。
他乳名叫喜子，于辛亥(猪)年的闰六月初八日即1911年8月2日出生，后来因为阴阳历换算的时候，一
个偶然的笔误，写成了8月6日，之后就以8月6日为生日。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错，使自己在世界上少活了四天。
季羡林的家乡在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官庄，这是当时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
季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形同贫农。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
叔父季嗣诚。
祖父母早亡，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行大(在家族的大排行中行七)。
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
剩下父亲和叔父两个人，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很难有吃饱饭的时候。
饿得没有办法时，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
看来，乡下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会饿死。
兄弟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城市里去找一条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
兄弟俩到了那里，正经是费了不少牛力，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了不知多少
苦力，受了不知多少煎熬，但是只有叔父在济南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立定了脚跟，但也像是石头缝
里的小草，竭尽全力挣扎着。
于是父亲只好回家务农。
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希望早晚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能让人另眼相看，也算为祖辈
和自己争一口气。
季羡林出生之后，家庭状况更加恶化。
吃的东西越来越差，红高粱面饼子是家常便饭，硬得让人难以下咽。
穷得买不起盐，只好在盐碱地上把土扫起来，放到锅里煮一煮，如此出来不少咸水，用来腌咸菜。
这样的咸菜往往是又咸又涩，就着高梁面饼子，更加难以下咽。
要是能吃到一点玉米面饼子，那绝对是稀见的珍品，季羡林为此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但为了吃到一顿玉米面饼子，季羡林还真得费点脑筋。
过年时，吃一次白面馒头或黍米做出的黄色年糕，他简直眉飞色舞起来，就像是吃到了龙肝凤髓。
季羡林小时候，在老家有两个要好的小朋友，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巴小。
杨狗是1910年生人，这年是狗年，农村人家为了让孩子好养．便给孩子起一些猪啊狗啊的名字。
哑巴小简直就没有名字，因为是哑巴的儿子，人们就把他叫哑巴小了。
三个孩子都是穷人家出身，谁也不嫌弃谁，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总是很痛快。
夏天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
村南头一户人家的屋后，有一个大水坑，他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一头扎进去，凫水摸虾，或者抓知了
。
他们不见不散，几乎天天泡在一起。
杨狗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官庄，他一辈子都是农民。
他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而哑巴小后来居然去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硬功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
他杀富济贫，颇英雄了一阵子。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写真>>

有一次作案时．被官府捉住。
在十冬腊月里，他被剥光了衣服捆起来，再倒上凉水。
吊到大梁上，冻了一个晚上，竟然还活着。
他被本村人视为英雄，因为他杀富济贫，但是从来不偷本村人家的东西。
这个村子，住的大多是穷人。
邻居家有认得个把字的。
就算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了。
六岁以前，季羡林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
他教给季羡林的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
连《千字文》、  《百家姓》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教过。
马老师可以算是一字之师，或是几字之师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季羡林可以称得上老师的第一个人。
六岁的孩子，在村子里能干些什么呢?在这一年的夏天。
季羡林常干的事情是：黄昏以后，他到苇子坑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夜晚和小伙伴到
村子外去捉知了。
他们在老柳树下，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将柳树拼命地摇动，树上的知了纷纷飞落到篝火里。
他们乐得不知回家。
也有时候，他会跑到水坑里去玩水，光着屁股在水里玩个痛快，连身上沾满了泥水也不在乎。
就在这一年，他在济南的婶母回到了官庄。
当时济南已经有些政局动荡了，清平老家的父亲，怕在济南的叔父出事，就赶着一辆马车，进了济南
，想把叔父一家全接到清平避难。
但到了济南一看，叔父正在黄河河务局上班，脱不开身。
季羡林的父亲也不再迟疑，把婶母和秋妹接到了清平。
季羡林的婶母到了清平所看到的，就是浑身泥猴一般脏兮兮的侄子，上树爬墙，追逐嬉闹。
秋妹看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堂兄，也是一个光屁股下河沟洗澡的泥猴。
婶母便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这孩子在村子里这样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干脆让他到济南吧，
或许还能成块材料。
父辈老季家就他一个男孩，他是季家唯一的希望。
父亲当即决定，等济南稳定下来，就把孩子送到济南。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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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把书名确定为《季羡林写真》，但是此“写真”非彼“写真”。
之所以取名为《季羡林写真》，有三层意思：其一是，季羡林是一个真人。
他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坦承“三真”是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
其二是，写真，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季羡林，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就是“
不溢关，实事求是”。
其三是，书中精选部分珍贵照片，力求最为传神地表达季羡林先生的真情真貌。
本书中的照片，有些是唐师曾先生、魏德运先生精心拍摄的；有些是过去照相馆照的，是季羡林先生
的助手李玉洁老师常年搜寻到的，年代久远，极为珍贵；有些是已经记不得姓名的专业或者业余摄影
家拍摄的，也是李玉洁老师搜集并提供的。
未知姓名的摄影者未能署名，若见此书请与作者联系。
感谢李玉洁老师。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书。
蔡德贵20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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