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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荷韵》

内容概要

《清塘荷韵》作者季羡林，全书共分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
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印芳草”和“收藏落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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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荷韵》

作者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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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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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
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
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
，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
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
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
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
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
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
、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
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
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
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
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
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
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
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
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
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
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
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
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
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
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
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
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
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
，"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
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
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
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
，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
，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
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
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
、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
、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
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
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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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荷韵》

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
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
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
（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
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
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
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
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
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
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
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
）、《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
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
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
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
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
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
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
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
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
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
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
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
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
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
、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
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
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
大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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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荷韵》

书籍目录

季羡林(代序)
辑一 寻根齐鲁
辑二 魂断德国
辑三 清华梦忆
辑四 燕园春秋
辑五 拥抱自然
辑六 馨爱市井
辑七 感悟人生
辑八 品味书香
辑九 屐印芳草
辑十 收藏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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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荷韵》

章节摘录

书摘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
。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
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
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
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
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
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
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
所收文章，最近的二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
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
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
”，“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
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
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
，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
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
，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凭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
、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
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
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
。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
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
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
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
、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
自己的情感纠葛。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
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
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
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
人，恐怕就没有了。”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
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
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可惜了。这是题外话。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
情，有口皆碑。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
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
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学问
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
获吧。季羡林自述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　　只是，后一
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　　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　　这本书要捕捉的，就
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
声。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
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
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
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
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
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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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
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苏州之
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他向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
家珍示客，这让我感到惭愧。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
间。　　　近年来，古吴轩着意重振苏州文化的历史荣耀，嘱我谈一谈昆曲艺术。这个建议使我的心
情重归平静，慢慢地翻阅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终于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
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文陋心诚，藉以献给美丽的苏州，献给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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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　　张中行　　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
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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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退一步，不求美，不
求富，我也不是毫无所见。就算是概貌吧，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他通很多，母语即汉语之外
，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能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另一个方面可以算
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说大，还有个理由，
是这类必须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始能从事的工作，很少人肯做，也很少人能做。还有一个方面是他
兴趣广泛，有时也从象牙之塔里出来，走向十字街头，就是说，也写杂文，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　
　方面这样广，造诣这样高，成就这样大，我这里是想说闲话，只好躲开沉重的，另找点轻松的。这
轻松的是自从我们成为不远的邻居之后我的见闻。北京大学校园(雅称为燕园)内东北部有六座职工宿
舍楼，结构一样，四层，两个楼门，先为黄色，一九七六年地震后修整变为白色。五座在湖的东部，
由南向北排列；一座单干，在湖的北部偏西。我女儿住东部由北向南的第二座，我自七十年代中期到
那里寄居。其时老北大时期即任数学系教授的申又枨先生住湖北部那座楼，我们有来往。地震以后不
久，申先生因病逝世，申夫人迁走，房子空出，大约是八十年代早期，季先生迁来。我晨起沿湖滨散
步，必经季先生之门，所以就成为相当近的邻居。可是我不敢为识荆而登门，因为我据以推断的是常
情，依常情，如季先生名之高，实之重，也许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吧?就是经过同事兼老友蔡君的解释，
我还是没有胆量登门。蔡君也是山东人，与季先生是中学同学，每次来看我，总要到季先生家坐一会
儿。我本来可以随着蔡君去拜访，仍是常情作祟，有意而终于未能一鼓作气。蔡君才也高，而举止则
慢条斯理，关于季先生，他只说中学时期，英语已经很好。这就使我想到天之生材，如季先生，努力
由己，资质和机遇，总当归诸天吧?　　结识之前，有关季先生的见闻，虽然不多，也有值得说说的。
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是“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
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
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青年时期，他是很长时期住在外
国的，为什么不穿西服?也许没有西服。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
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
有。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季夫人也是这样，都市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
充满古风，远近邻居都称为季奶奶，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与季夫人为伴，家里还有
个老年妇女，据说是季先生的婶母，想是因为无依无靠吧，就在季先生家生活并安度晚年了。总之，
单是观察季先生的家(包括家内之人)，我们的印象会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
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
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
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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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季
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
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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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是为孩子买的，但是自己也翻翻，里面的文章值得反复阅读。
2、少数几本读过得季羡林~~~
3、于其说是散文集，不如说是一本回忆录，作者借助朴实的语言，却倾注了最真挚的情感，仿佛与
读者心帖心的在交流。... 阅读更多
4、早就耳闻大师的名号了，可是直到08年才买来季老的书来读。总觉得大师的书会很深奥，所以买来
一本散文集来读。发现季老和沈从文的童年一样的有趣、生动。小时候也有许多小聪明，也有顽劣的
时候。不是那种恪守在框框里的人。而且季老应该是个感情世界细腻、丰富的人。就犹如他的文章一
样，多愁、忧郁、孤独、自然、豁然、淡定、宽容。
5、季老的辞世，才想起看过这本散文。但他的确不算一位出色的散文大家。
6、季老的文字，朴实中透着淡雅，淡雅中有着点滴温情，温情里含着脉脉幽愁。一字一句里荡漾着
文学大师的渊博，世纪老人的智慧。
7、淡淡的过去，寻求平和之意，可悟？
8、在图书馆随手抓的一本书 本来很喜欢看看这些大家怀人的散文的 不过季老写的着实有点无聊 都是
些个人经历
9、不错。。。。赞
10、一条老狗，一颗书，一根艹都能让季老师感动的屁滚尿流，能得此善终看来也不无道理。
11、喜欢读季老的文作!
12、季老的文字读来感觉很朴实无华，但又很耐读，有一种娓娓道来之感。推荐！
13、季老的书，不用多介绍了吧，清新自然 流畅，如书名一样雅致清新，如与智者聊天，自然恬静。
。。
14、文字朴实，感情真挚。。。
15、部分刊文随摘，有很多季老的回忆，对生活点滴的回忆，对艰苦留学生涯、恩师的知遇、点拨之
恩，一一道来，从中不难看出，先生的为人和学术作风的由来，值得敬佩！
16、这本书的质感好极了，与内容非常的相配，值得看。
17、 对季羡林老师有某种情结 最初是他的名字
18、高中时的记忆了
19、05年读的
20、比较喜欢书中第二辑魂断德国,第五辑拥抱自然,第十辑收藏落叶.
21、选的季老的散文还是比较能代表季老那种喜欢铺陈但是比较清晰的思路，季老为人的质朴但是对
生活充满情趣给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22、一直很喜欢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买来拜读！
23、有很多大师的作品，相当的不错！
24、季老先生写的文章清秀隽永，强烈推荐。
25、呜..还是大老远跑西单买的呢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对耶鲁执迷着了，但是后来
查了查，季老和耶鲁好像并无渊源...那么我...?
遗憾的是后来这本书因为我当时生重病拿不动给别人了  囧 小书还是很有感觉的
26、当时觉得特别好。
27、看来国学大师之名并非虚名，逝者惋惜，时代的浓墨重彩，思考的凝重铭记，
28、季老的文笔朴实无华，平凡中见卓见，读着读着会自然而然感染一份霍达，于人于事宽容几分。
29、不错的书，值得拥有!
30、喜欢听他在悠闲的阳光下静静的给我讲的关于一花一草，一猫一兔，一人一事一地，对自己童年
和糟粕时感情的回忆，真实平实的话语，然我感到舒心。跟他一起回忆很多年的过往也想陪他走过了
一部分路一般。
31、看季老笔下的亡母，王妈，老猫老狗，苍松野花，总角少女，只觉得美和无尽的淡淡的感动，延
绵不绝地从肺腑中奔涌而出。而王妈的形象堪比鲁迅笔下的阿长了。
32、非常好！质量也很好！
33、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借的，什么时候开始读的，没事就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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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翻读一篇，原只知季老学问精深，酷爱猫，看了之后能感到他中国老一辈学者特有的谦虚厚朴的
精神
34、才读了一点，却让人有种很纯净的感觉从心里划过
35、还可以 说喜欢也不是很喜欢书的外在比较好了但还是不太舒服的感觉
36、初中生必备，老师要求的
37、每日殷殷期盼“小荷才露尖尖角”，是每个养花人都会有的心情。当我知道我家的虎皮兰、栾凤
玉、吊兰都是能开花的植物时，就是这样，日日去看；看着它没有变化，就恨不得找出一种肥料施下
去立马开花结果。但是植物的生长无法忤逆大自然的规律，养花人也只能在科学允许的范围内去尽人
事。焦急是不可的、拔苗助长更是要不得，故而养花也就成了修身养性的一项活动。
38、15072015
39、不错~
40、好书好感觉
41、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上，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儿女在一起，
度过余年。
42、季先生的文字，清新恬淡，平实质朴，大家看世界，其实如孩童般清澈单纯。
43、从容淡雅间感悟人生
44、这是从南京回贵阳时无聊在火车站买的，虽不是很经典，但是也值得一读，了解作为一个学者的
成长路程及感情跌宕，总有读之不足，弃之可惜之感！
45、季老的散文，不说文笔，但是真实感人
46、多愁善感，情深意重。实为人间精妙。
47、寻找宁静
48、季老的作品  大师杰作  ~~~
49、为此换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真是机缘巧合
50、季老浪漫淡雅的文笔
51、季老的文字平实清新，可以让你摆脱尘世的喧嚣浮华。强烈推荐！
52、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53、季老的经历也算波折
54、属于一个暑假的记忆。
55、诚如后记所说，他的散文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但对49年到文革期间写的那几篇不喜欢
56、真诚可爱的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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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书，了解了一些老先生的处世的态度。很是钦佩，任何事都是说易做难。季老的淡然，这是我
这个年纪还难以做到的。
2、全文链接在此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61/26030/2497633.html原文如下:(未经作者允许,
不知这样转贴算不算侵权,如有人对我的作法提出异议,请与我联系!)于情深处——读季羡林的《清塘荷
韵》雷淑容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
览。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
样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清塘荷韵》是季羡林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
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
，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
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
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
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
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
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
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二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
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
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
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
时的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
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
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
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
，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凭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
、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
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
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
。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
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
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
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
、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
的情感纠葛。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
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
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
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
恐怕就没有了。”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
，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
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好一对深情人。可惜了。这是题外话。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
。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
味，甚至妄加揣测。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
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叙述文，也
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学问无大小，人生
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3、昨天一口气读完了季羡林的清塘荷韵。季老是大大有名的学者，可我是在前几天的电视访谈节目
中才第一次记住了这个名字，进而到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真是孤陋寡闻了。季老的文字真切而平实
，自然而流畅，读起来很舒服。这本散文集是选编本，所以可以读到季老不同时期的作品，感觉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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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年轻时的作品，多描写童年时光和旅德见闻，像是日记，只是一
种纪录。第二阶段是解放初期，写得像宣传标语一样的对新生活的热爱，今天看起来很怪，甚至根本
不像季老的作品。第三阶段是80年代后写的，这部分作品有对过去那段黑暗生活的反思，而更多的是
对现在生活的珍惜，情感抒发含蓄而圆润。我为老先生终于能过上安稳的生活，重拾创造的热情而感
到由衷地高兴。而季老这段时间的作品，包含对人生的感悟，有着历经磨难之后的平淡之美。最爱那
篇《清塘荷韵》，心仪那一潭“季荷”，这是季老用四年的时间耐心地等待的美景，现在的社会有几
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啊！冰心的那个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我想季老是很推崇的。还有那
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多么可爱的一群年轻人啊，我也是98级的学生，读了这篇文章真是感
慨，要是也能上清华、北大该有多好啊！想想季老的外号——铁皮暖壶，还真是贴切啊！季老和猫的
故事《老猫》也让人感动，想象着虎子和季老散步的样子。而在缅怀故人篇，印象最深的是乔木，我
想位高权重的乔木在心里是很羡慕醉心研究、清心寡欲的季老的，60年前的进步学生，为之奋斗的理
想，也许不是他后来得到的宦海沉浮吧。
4、很棒的一本书 和我过去读的书感觉完全不一样 让人心中平静 给人一清新的感觉 没有华丽的词藻 
语句朴素 情感真挚
5、不知为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心情立刻平静下来了。季老淡淡的文字，却分外地清新。在城市里
生活了太久，似乎都有点忘了那些生生不息的植物动物人物。有点麻木，豁然清醒。傻傻地想，要是
小学的时候妈妈买这本书给我看，我就不要去费尽心思乱编那些复杂的动物人物植物。一切都那么自
然而然，娓娓道来，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想不到更多的四个字来形容，只好匆匆结束~
6、读季羡林的《清塘荷韵》，从容淡雅间感悟人生，为季羡林的文化人格所折服。他的散文，字里
行间，满是对人世、生命的宽容和怜悯，对事业、文学的执着和不懈。张中林说，季羡林以一身而具
三种难能：一时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三难能之中，尤以朴厚最难得。季羡林是
朴厚的，他是名教授，是北大副校长，是国学大师，然而春夏秋冬，他总是一身旧中山服、布鞋，手
里提着那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一脸谦和的微笑。季羡林就像他楼前的那一池季荷，有一
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力量，有着极其高洁的品质，忍、韧、仁、人，充满悠悠荷韵。忍，韧。留德十年
，身处“饥饿地狱中”。“我现在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肚子里。”季羡林在德国，求学之后路满
是荆棘，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那里是饥饿的炼狱，“不管怎样，我当时实在是正处在饥饿地狱
中，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
把它们吞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季羡林在《在饥饿地狱中》最后写道，
“饥饿在我身上也留下了伤痕：我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然而季羡林以坚韧的毅力将
这一切都忍了下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学
习火罗文，巴利文，学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
，“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文革十年，又是人间炼狱。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
化日之下建造起牛棚，建造恐怖气氛，折磨人的肉体，摧残人的灵魂。他们“斗私批修”、“狠斗活
思想”，让犯人们背语录，背佛典——“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每晚
的训话，犯人们列队侯讯，恶狠狠的训斥，清脆的耳光声不绝于耳。 “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
，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鞥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飞
来横祸”，“我们是置于人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畜牲的世界”。“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
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声音”，“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
革命’分子。”打耳光，被拳打脚踢都是家常便饭了。但是季羡林没有“自绝于人民”，而是“下定
决心，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季羡林坚持再坚持。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
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他听起来，都只如隔山的轻雷
，微弱悠远而已。文革十年，季羡林就像那池季荷，虽蜷曲在冰下淤泥里，仍做着等待春天的梦。季
羡林咬着牙，忍受一切非人的苦难，以坚韧的毅力，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写下了《牛棚杂
忆》，将那一段苦痛黑暗的历史展现给人们，凝结人性的思考，作为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仁、人。
季羡林是一代鸿儒，他的身上体现着儒家的“仁”。季羡林秉持着这样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
我坚决认为自己应该归于好人一类。我除了考虑自己以外，也还考虑别人，我不是‘宁教我负天下人
，不能教天下人负我’的曹孟德。”（《抄家》）“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
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还是爱国的。”（《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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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有为有不为》） “我始终主张，老年
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是相反。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世界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的，希望是他
们的。吾辈老年人的天职是尽上自己仅存的精力，帮助他们前进，必要时要躺在地上，让他们踏着自
己的躯体前进，前进。”（《老猫》） “第二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就听人说，王妈死了。我哭都没
哭，我的眼泪都堆在心里，永远地。现在我的眼前更亮，我认识了怎样叫人生，怎样叫命运。”(《夜
来香》) “我们同样都是被恶运踏在脚下的苦人，当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时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
泪浸透你的面孔呢？请你不要怨我骗你吧，我为你祝福!”(《母与子》) “我爬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
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决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
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
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九十述怀》）人而为人，是至高的人格。季羡林完成了
这一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本真，他纯粹，他超然，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
尽，无复独多虑”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
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
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
。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
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
才能永远保持自己心情的平衡。” （《缘分与命运》）“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
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
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
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
生。”（《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对外界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这三项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项桂冠摘
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
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
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季羡林以笔写心，在他的散文中寄予忍、
韧、仁、人的理想文化人格！教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应有坚忍的韧度，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能失
去良。教我们说真话，做好人，存仁之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Page 14



《清塘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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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