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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他乡与故乡》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季羡林在北京和德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对师友的追忆。季羡林在高中结束以后便离开
了山东，后来在德国待了十年，在北京更是生活了大半辈子，这两个地方对他而言，故乡与他乡的概
念已然融合在一起，既是他乡，也是故乡，所以还是莫要“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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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他乡与故乡》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
，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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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师的文笔是没得说的，但就这本书而言，内容重复，重复到让人觉得虚伪
2、第二部分很有趣，很有历史价值。可以作为研究民国人物适应新时代的素材
3、若干年后，后人也可从善于记叙发博客/公众号里的历史记录中读取很多大家的心路历程。
4、平淡，解渴。
5、烂书，捐都不好意思。不同的文章反复重提一段经历，絮絮叨叨，自述其苦有个度，这么显摆这
么在意还真是少见。季的学术贡献不可否认，文笔这块真是见仁见智了，吹捧得过高掉下神坛也是比
郭沫若要痛的。
6、本来想打三分，一分扣在选稿和编辑上。作者在多篇文章里对同一段经历反复描述，这一系列的
文就好像在看不断倒带重放的电影。关于季羡林先生本人，争议也多，这本算是夫子自道为主吧。
7、追忆大师，体味风骨
8、大师的文风真是真实中透露着文艺气息。生活的点滴与追忆，细碎又真挚，生活不在别处，在日
常，又在回忆。一个儒雅的老人回忆一段求学岁月，感受北平之美，追忆师生挚友，情真意切，历历
在目。ps学了好多成语。
9、就整体内容而言，只够三星。但致敬勤奋的季老，也算是一部变相的鸡汤起着激励的作用。我并
非不喜文笔朴实，但这杂文一半都是在说口水话，这是因为官腔打多了的缘故吗？
10、首先要给装帧赞一个。第一部分很精彩，后面的内容有些杂乱。但是这样能更加立体地了解季先
生。
11、追忆留德恩师友人时几次差点泪目，后回国追思良师益友部分有些勉强，不过可从文章长短得出
友谊情重。另对gcd歌功颂德部分看得人如鲠在喉，不过也可窥探彼时gcd的惜才如贵金。
12、感情真挚 我也是一个留在外乡的人 只不过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想归家却归不得 但是思乡的病 是
所有游子的通病吧 留在外乡 有苦有甜 相信是以后很值得追忆的事情 但愿你好好过好每一天 让回忆 能
成为你人生的光点 能够照亮你前进的道路 感恩
13、那时候的“大家”是真的“大家”～
14、第二部分有点煞笔，一三读来既有趣味又让人动情。
15、季老文笔晓畅，生动有趣，读来确有亲切温馨之感。
16、前面回忆德国生活的部分看哭了好几次。每天只看一点点，省着看。
17、第二辑看起来很突兀，去掉的话，又更突兀。其他两辑写的很好，此情此意，只可追忆
18、透着 文|王路 的既视感
19、遇事随笔
有些真挚的感情，笔头写不出它的千万分之一
20、就喜欢第一辑，最不喜欢第三辑，可能是这些前辈先生我也不必熟悉，也比较远，最后两篇实在
看不下去，第二辑还好，但是描写什么春天，感觉太过了。
不过挺喜欢季先生的文风。
21、活的太长的缺点就是会目送朋友亲人一个个远去，看着季老追忆一个个故人，真是伤感和落寞。
22、听一个老人翻覆地讲着故事
23、季老先生的文笔实在是很喜欢，有趣的很。
24、之前看过《留德十年》，因此有些篇章都是了解的。求学篇最有意思，北京记忆的部分倒是一般
般了。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有一些文章明显时间顺序有错乱，修整一下就好了。
25、只觉得第一部分有趣，其他的，仿佛无话可说一样⋯⋯
26、四个小时飞机一口气读完，都是朴实的小事，但还是湿了好几次眼睛
27、恍恍惚惚 竟然在开头几篇的时候 一切是钱钟书的文章。后来觉得不对劲 钱钟书的文章 怎么会没
有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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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最近把高晓松的《晓说》又重新翻出来听，他讲到一段二战时期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与季羡
林先生在德国时颠沛流离的生活。战乱年代，那些日后的中国科学先驱们，在十八九岁的年纪跨越千
山万水，远赴欧美留学，经历了无穷磨难，家人音讯全无，但依然信念笃定，在学成之后报效那个早
已支离破碎的祖国。每每看到这些动人的文字，听到那些奋进的故事，试着将自己置身其中，但依然
很难想象，一种怎样的情怀，支撑着他们背井离乡，艰辛求学。高的外公曾经问过高晓松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这代人为何如此爱我们的国家？”原话不太记得了，大抵是：“因为在我们踏上离开祖
国的轮船时，身后的炮火几乎淹没了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们漂洋过海时，所有人都握紧双拳，
满含热泪，人人抱定信念，学成之后，一定回到母亲的怀抱，报效祖国。”这万千学子中，季羡林先
生便是其中之一。距离季羡林先生09年7月辞世，已过去7年整，我在查阅季先生资料时，竟有一种恍
惚之感，7年了，竟然已经过去7年了。似乎听闻噩耗的那个早上，全民刷屏悼念季先生的那个早上，
就如昨日一般。2、这次出差前夜，行李已收拾完毕，最后迎来了每次出差前最为纠结的事，到底带
哪本书？挑来挑去，总不满意。想起《晓说》里关于季先生的故事，于是从书架里抽出前段时间老婆
买的季羡林先生的《莫问他乡与故乡》，放进行李箱，这才安心洗漱入睡。早班飞机，浑浑噩噩赶
到T3，得知晚点1小时，因为要陪同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本书来去读，于是如坐针毡地终于等到
登机。登机坐定之后，打开小灯，想到可以毫无打扰地看书了，心里欢喜的不行。3、《莫问他乡与
故乡》，关于题目我没有考证，这到底是季先生自己的编著还是后来的编辑们想出的题目。但对照内
容，觉得甚是恰当。季先生是山东聊城人，1930年，十九岁的他离开故乡，来到北京，入学清华园—
—这座用庚子赔款筹建的大学，就读西洋文学系。1935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
文和巴利文，在德国，他经历了整个二战时期的战火纷飞，整整十年。1945年，他和几个中国同乡（
其中便有高晓松的外公外婆），以战胜国公民的身份乘着美军的汽车，到了瑞士，在辗转越南、香港
、南京、上海，再次回到了曾经求学4年的北京。之后，他至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而仅仅7天之后变为
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就这样，他在北京一待就是将近70年。季先生的一生几乎
都在漂泊，他常说德国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而到底哪个是故乡哪个是他乡，他们早已深入骨髓，莫再
问了。4、这算是一本季先生的文章合集，三部分：漂洋过海求真知北京城的人和事风义平生师友间
各取其中一段感慨颇深的内容，算作记录。关于德国期间的学习：季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在语言学习
上的天赋，“所有的考试都能顺利通过”，而这看似轻松的背后却是他超乎常人的勤奋。在德国时期
，尤其在全面打响二战之后，他在哥廷根大学的生活几乎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当时的英美联军
在德国境内狂轰乱炸，而他们这些留学生们就跑到郊外的草地上，边看书讨论，边抬头看着那些飞机
飞去城区投下炸弹。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原先的香肠、面包生活已经一去不返，饥肠辘辘似乎没有
尽头。又要提到高晓松，他曾经打趣道“外公非常爱舔盘子，有一次央视来家里拍摄他也当众添了起
来，觉得不妥时抱歉地说，都是当时饿的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季先生回忆起那段时光，是他身
体上最为煎熬，同时也是学业上收获最大的日子。而正是那种在困苦中的坚持，为他在梵文和吐火罗
文领域成为大家打下了基础。关于北京的哪些人事季先生当时是北大和清华的双料录取生，但为了能
更方便出国留学他选择了清华。而后来却又阴差阳错的来到北大任教。所以清华园和燕园成为了他生
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方。他谈到了清华与北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清华建立的基础是美国退还
的庚子赔款，完全受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封建的包袱；北大则是由京师大学堂转变成的，身上
背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北大没有那么浓重的封建传统，五四运动绝不
会在北大爆发。所以说，坏事变好事，正是北大的封建传统促成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启蒙运动。但两者
又有相似之处。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他们在面对国家兴亡时，均有一腔赤诚的爱国热情，北大有五
四运动，清华同样有“一二九”运动。我想，也只有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才会从这样的维度来去
辨别两所中国最顶尖大学的差异。这也是季先生作为清华的学生，北大的教师的双重身份带给我们的
一种新的思考。关于师友回忆有一种落寞，是身边的那些良师益友纷纷离去。朱光潜、沈从文、吴雨
僧、冯友兰、张中行、陈寅恪、汤用彤，这一个个大家都成为了季先生笔下的回忆。我猜想，季先生
在每次落笔写下悼词或回忆时，内心是极其复杂的。正如一个时代的浪潮滚滚而去，最终岸边只剩下
自己时，是多么孤寂。同时，在这一篇篇的回忆中，也深切感受到季先生的感恩图报，几乎每一篇文
章，他都以一种感恩的心在倾诉，仿佛在给那些隔世的师友们写一封长信，聊聊过去，说说家常，但
抬头四顾时，发现信却无从邮寄。5、书的行文跨度很大，有季先生在清华和哥廷根求学时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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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北大任教时的随笔，还有古稀之年的回忆，他在那些回忆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垂
暮之年，活得早早超过了我的期望。我还有不少的计划要去执行，不管是否切合实际，但我确实没有
攀登八宝山的计划，这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季先生调侃自己，曹孟德有千里
之志，我可是“志在万里”呢！至于故乡和他乡，我想：“月是故乡明”。完。
2、第一部分回忆在德国的求学岁月，长达十余年，每每说到这一别既是永远，让人唏嘘！人生就如
此，有时候的道别就是再也不见！第二段追忆自己的母校和第二故乡，有些词语似乎略显过分雕琢，
但是再想想自己对于母校的感触，也如此！第三部分则是对一些的追忆怀念！很喜欢季羡林先生的文
字，优美却不浮躁！非常优美，让人愿意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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