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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内容概要

《季羡林随想录5:我看北大》内容简介：凌晨，在熹微的晨光中，我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
。我看到许多男女大孩子，有的耳朵上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一本什么书：有的只在手里拿着
一《季羡林随想录5:我看北大》，都是凝神潜虑，目不斜视，嘴里喃喃地朗诵什么外语。初升的太阳
在长满黄叶的银杏树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面对着那一轮真正的太阳
。我只感觉到满眼金光，却分不清这金光究竟从哪里来的了。
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残照中，我又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我看到的仍然是那一些男女大孩
子。他们仍然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书，嘴里喃喃地跟着念。夕阳的余晖从另外一个方向在银
杏树顶的黄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此时，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同西山的落日比起来，反而
显得光芒万丈。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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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
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
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
”？“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
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做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
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做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
样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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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作者简介

季羡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他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
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一九三○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四
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
廷根大学学习，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
任。自一九五四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院士等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
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此外，季羡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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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书籍目录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入党一年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回到祖国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扫傅斯年先生墓回忆汤用彤先生哭冯至先生悼念邓广铭先生记张岱年先生春城忆广田悼念曹老他实现
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我眼中的张中行巍巍上庠百年星辰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漫谈
北大派和清华派梦萦红楼梦萦未名湖我看北大春满燕园春归燕园燕园盛夏晨趣二月兰清塘荷韵槐花怀
念西府海棠神奇的丝瓜幽径悲剧园花寂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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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章节摘录

　　193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山东只有一个高中，就是杆石桥山东省立高中，文理都有，毕业生大
概有七八十个人。除少数外，大概都要进京赶考的。我之所谓“京”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指的北
京，当时还叫“北平”。山东有一所大学：山东大学，但是名声不显赫，同北京的北大、清华无法并
提。所以，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进京赶考。　　当时北平的大学很多。除了北大、清华以外，我能
记得来的还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郁文大学、平民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还有一些只有校
名，没有校址的大学，校名也记不清楚了。　　有的同学大概觉得自己底气不足，报了五六个大学的
名。报名费每校三元，有几千学生报名，对学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本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
人，新育小学毕业就没有勇气报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级时碰巧受到了王寿彭状元的奖励。于是虚
荣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来！结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试，我考了六个第一名。心中不禁“
狂”了起来。我到了北平，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经过反复的思考，
我弃北大而取清华。后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不会有留德十年。没有留德十年，我以
后走的道路会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学考试，北大就在沙滩，清华因为离城太远，借了北大
的三I完做考场。清华的考试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极有特色，至今忆念难忘。首先是
国文题就令人望而生畏，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评论之”。又要“分析”，又要“评论之”
，这究竟是考学生什么呢？我哪里懂什么“科学方法”。幸而在高中读过一年逻辑，遂将逻辑的内容
拼拼凑凑，写成了一篇答卷，洋洋洒洒，颇有一点神气。北大英文考试也有特点。每年必出一首旧诗
词，令考生译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后，又忽然临时加试一场英文dictation。一个人在上面念，让考生整个记录下来
。这玩意儿我们山东可没有搞。我因为英文单词记得多，整个故事我听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
》一类书籍抄来的一个罢。总起来，我都写了下来。仓皇中把suffer写成了safer。　　我们山东赶考的
书生们经过了这几大灾难才仿佛井蛙从井中跃出，大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山东中学教育水平是相当低
的。　　去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入党的请求。今年四月四日
，支部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我转正的请求。我想谈谈在过去一年内，自己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方面
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
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
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
能逐渐改正。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会发现，能够
把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组织上和同志们提
出的意见自己都完完全全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中难免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抵触。因此就产生了思
想斗争。在斗争中自己能不能胜利，能不能比较迅速地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自已
是否时时刻刻都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　　拿文人相轻来做个例子吧。文人相轻，自古已然。
过去很多文人都有这个毛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历史上许多患自大狂的文人轻蔑别人
的故事还传为文坛佳话。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流风虽
息，余音犹存。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从党的事业这个角度上来看，这
就绝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能影响党的事业的大毛病。想通了这一点，改正这个缺点也就有了真正的
动力，真正的把握。　　再拿组织性和纪律性来做例子。据我的了解，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
不肯申请入党，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二十年来一向靠拢党
，但是他不肯入党，原因就是害怕党的纪律。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人党后，最初也容易在这方面感
到不习惯。这时也就产生了思想斗争。怎样在这个斗争中胜利呢？关键就是：要时时刻刻想到党的事
业。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战斗就无法进行，胜利就无从获得。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也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组织和纪律。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与高度的民
主相结合的，党内生活是极严肃的，同时又是极活泼的。体会到这些，就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放在
自觉的基础上。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同自觉的精神结合起来，那么组织性和纪律性就不但没有什么
可怕，而且会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我上面说到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怎样叫做
恰如其分？据我的了解，那就是实事求是。拿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抗拒批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然是不对的；异常容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一股脑儿全接受下来，这里面也就有问题
。难道别人提出的大大小小的意见都完全正确吗？能作自我批评，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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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自我批评，一做就非常过火，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这里面同样也有问题。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优点都
没有吗？　　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再往思想深处挖一步，就会
发现，这是个人主义在作祟。别人提的意见，自己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息事宁人，干脆全盘接
受下来，免得麻烦。自己也不见得就认为自己真有那一些缺点；但是为了“过关”，免得别人给自己
提意见，先下手为强，干脆给自己戴上一大堆帽子。这还不是考虑个人吗？　　上面说到的那些顾虑
、想法和缺点，我自己都有过。在过去一年内，通过外因和内因，终于有了上面这些认识。　　古代
的贤人子路据说是“闻过则喜”。我以前认为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人，这只是古人的幻想。在我受了
二年党的直接教育之后，我觉得，这个境界是可以达到的。毛主席曾说过，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但是，党对同志们缺点的态度，却是“与人为善”的。在组织上和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的时候，我能
够感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并不否认，受批评总不如受表扬舒服。这是人之常情，谁也否认不掉的。
我觉得，听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好比吃橄榄，最初的确有点苦，但是余味却是甜的。即使改正缺点
还要有一个过程，发现了缺点就能对症下药，改正它也就有望了。所谓“喜”也者，恐怕就是这个意
思吧！　　根据上面的一些感受，即使我目前还有许多缺点，将来也还可能有新的缺点产生，但是我
却坚决相信，我能够改正任何的缺点。给了我这样的信心的就是我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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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编辑推荐

　　季羡林先生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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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录了其创作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等随笔、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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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随想录》

精彩短评

1、永远“政治正确”的季大师，也是空有一身屠龙术啊。
2、黄昏后的经典~~
3、大爱季老的书
4、季羡林&北大，两个无比学术的代名词，更加是理想之外的世界~~
5、还行吧，前面看不进去
6、熹微的晨光中，夕阳的残照中，那位老人看到的园子
7、给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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