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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季羡林先生的对话集。
    书中所收文字，大致不外以下两种：一种是备大新闻媒体对季羡林先生的访问，一种是诸多专家、
学者与季羡林先生双方、多极的对话、谈天。
书中话题涉及广泛：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东方文化与中华丈明复兴、21世纪与人类未来等等。
系研究上述诸领域以及季羡林先生本人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
    本书计收文13篇，系季羡林先生对话文章在海内外的第一次系统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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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
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
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主要著作：《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朗润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中印文
化关系史论丛》、《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
泽著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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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访问篇  为往圣继绝学    ——访学者季羡林  季羡林谈《季羡林文集》  东方赤子    ——季羡林访谈录    
灰色的童年灰色的故乡    六岁离开父母投奔叔父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永久的悔    一生考场得意  
十九岁同时考取清华与北大    陈寅恪学风影响一生    留德十年苦攻绝学    三十五岁任北大教授兼东语
系主任    弄不清印度佛教  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治学经验：“勤捉”      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
类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人生好比接力赛把自己这一棒认真负责跑完    晚年成了陶渊明的
志同道合者    经常剖析自己“自知之明过了头”      陈寅恪晚年作《柳如是别传》  深意是爱国主义    人
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语  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教授访谈录      东方文化必将全面繁荣    完善道德与东方文化再度辉煌    构筑高尚道德体系，迎
来东方文化复兴  季羡林访谈：和谐不简单孔子很伟大    活l00岁也不稀  劝年轻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大学一年级要把国学作为一门必修课    “和谐”的概念不简
单  “五朝元老”劝大家珍惜对谈篇  世纪老人的话：季羡林访谈实录    童年的记忆    中学风华    水木清
华    留德十年    师恩难忘    文革也十年    治学之道    关于东方文化  ⋯⋯附录：季羡林年谱季羡林著作
简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对话集>>

章节摘录

插图：刘恒：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您付出了十年辛苦，在运用新诗形式方面，一定有很多
体会吧。
季羡林：我译这本书，从1971年开始。
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解放”，在35楼看门，传呼电话，分发信报。
我对出入楼的学生不认识，想找一个费力而时间长的活干，于是就译《罗摩衍那》。
那时不可能拿原著去做正规的工作，只能将要译的部分先译成散文，记在笔记本上，白天再将散文改
成顺口溜（指白话诗的形式——整理者注）。
这样的事做了几年。
“文革”结束，1982年竟然开始出版，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能出版。
“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新诗，现在应总结一下。
诗总应该有自己的形式。
新中国建立之初，与冯至常在一起，议论过诗与散文的区别。
我以为散文要流利，诗总是有停顿的。
中国白话诗的形式，有过几次努力，比如闻一多、林庚、卞之琳都为创造新诗的形式努力过。
诗的节奏，无非抑扬顿挫，念起来不平板才算诗。
白话诗形式的创造，徐志摩、戴望舒也很有成绩，《雨巷》写得好。
但是，翻译外国的史诗，我国白话诗没有现成的形式。
古代的韵书，现代也不能套用，因为语言本身有了变化。
我们要重整诗风。
诗不会灭亡，也不应灭亡。
不能说诗的读者少，只是白话诗眼下读者少。
所以要重振诗风。
刘恒：您提出的“要重振诗风”，是对当代诗坛的很大鼓励。
您的吐火罗语研究是显学，能不能简单介绍几句？
季羡林：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西支。
在我国出现的文献，地点在新疆，时间为唐。
吐火罗语A种方言的文献，内容有关佛教典籍。
吐火罗语B种方言记述贸易、医药、日常生活之事。
它们对研究古代地理、历史、民族学都有价值，对研究佛教也有重要意义。
最近还发现一批木简100多片，好多有火烧过的痕迹，但依然保存下来了，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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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对话集: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生前最重要的对话文章，
季羡林先生著作权继承人季承教授首次结集，独家授权。
零距离探寻一代学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面对面感受文化大家雍容大度的学者风范。
我坚信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
式必将取而代之。
即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
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所以，我的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
我以为，在新世纪，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精华，构
筑高尚的道德体系，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一定能全面繁荣与复兴，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得
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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