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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前言

　　2003年9月9日9时4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季羡林
先生，说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渊博的学识和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堪称学界楷模。在不到二年
的2005年7月29日上午9时许，温家宝总理又到解放军301医院康复楼探望季羡林先生，祝贺他的94周岁
生日。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
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温家宝还特别
说到他“最喜欢的话：真情”，“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坦承“三真”是自己做人
做事的原则。这次短时间的探视和拜访，揭示了季羡林的两个优秀品质：爱国主义和“三真”。在这
之后的8月17日，温家宝又写亲笔信，对季羡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赞誉“先生苦学不倦，笔耕不辍，
著作丰厚，学问深刻，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实为人中麟凤。先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尤为人之楷模。先生的人品深为我所景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人品道德。2006年8
月6日温家宝第三次去给季羡林祝寿，给他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
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还对他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
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
、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
‘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
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学品人品是国内外学人所
称道的。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是出自名门望族，小时候平时很难吃到一次“白的”面食和“黄的
”玉米饼子，当然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养育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人，但是作为一个农民
之子的他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他从一个农民之子、淘气少年成长为一个学界泰斗的经历，给无数学
子以极大的鼓励。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既有学识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他的成长会
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启迪，他的成功告诉你一个秘诀：成功等于天才加勤奋！　　季羡林先生在20世
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近年来饶宗颐先生说他是“博大长者”。2005年在北京举行
的季羡林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郝斌教授又誉他为北京大学的“镇校之宝”
。他学富五车，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
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其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
、语言学、糖史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有传世之作，所出版的散文则平实质朴，充满了真情实感，拥
有众多读者，一版再版。多年来季羡林先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也成为年轻学人热爱
的老一辈学者。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取得这么杰出的成绩？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季羡林先生？除了他个
人的内在因素，是否外在的环境在他成才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轻人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
从一个淘气孩子到学界泰斗，这中间有什么必然性吗？这本书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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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内容概要

《季羡林的一生》内容简介：季羡林先生的讲演有一些是既无稿子，也无提纲，只是考虑长时间形成
腹稿，到时候滔滔不绝地讲出来，有心人则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出来。《季羡林的一生》收入的讲演
，有的已经在其他著作中看到过，有的是第一次发表。第一次发表的讲演，大多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
理的，本来是准备请季老过目的，但是季老因为驾鹤西去，终于不可能了。这是永远的遗憾。
讲演稿的编辑是根据时间先后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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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生前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
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他的一百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蔡德贵，男，l945年7月生，山东招远人。l97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82年研究生毕
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
长。曾任《文史哲》主编、季羡林助手。
    主要著作有：《阿拉伯哲学史》、《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哲学与宗教》、《季羡林传》、
《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主编)、《中国和平论》、《孔子VS基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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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书籍目录

小引为什么有季羡林热?  一、季羡林已经成为学问和气节的象征  二、写季羡林的偶然性  三、出现季
羡林热的原因从启蒙到开悟  一、几字之师马景恭  二、投奔严而慈的叔父  三、从私塾到新式小学  四
、造反成性  五、开始对英语感兴趣  六、爱国教育  七、王崑玉老师的语言训练  八、山大校长王寿彭
的奖励机制  九、胡也频培养了文学兴趣  十、业师董秋芳  十一、学无常师    1．“真正念书”的祁蕴
璞和尤桐等老师    2．“唯美主义的颓废派”夏莱蒂和张默生    3．一生坎坷的董每戡从布衣之子到天
之骄子  一、风华正茂的四剑客和同学们1．“感伤主义者”吴组缃    2．诗人兼学者林庚    3．“屡遭
批判的”批评家李长之    4．革命家和政治家胡乔木    5．朴实无华的李广田  二、恩师教授    1．“教授
的教授”陈寅恪    2．西洋文学系老师们和达官兼名士叶公超    3．性格乖戾的吴宓    4．女作家冰心    5
．美学家朱光潜    6．逻辑学家金岳霖    7．抬杠会长郑振铎    8．有独立风格的沈从文  三、负笈游学   
1．无奈之时：风云人物宋还吾发出丢饭碗的暗示    2．“大胡子”哲学家冯友兰给了根救命稻草    3．
与哲学家和外交家乔冠华一起踏上游学路  四、彻底性的学术训练    1．“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
授    2．“祖父”般的西克教授    3．多才多艺的布劳恩教授  五、生活万花筒    1．房东欧朴尔夫妇    2
．永远难忘的伊姆加德    3．知己朋友章用    4．职业翻译家田德望学界泰斗一、
受聘北大    1．北大校长胡适      2．“大炮”傅斯年    3．不能超越的国学大师汤用彤  二、组建东语系   
1．性格倔强的金克木    2．伊斯兰教权威马坚    3．藏文专家于道泉    4．东语系的大发展    5．成为不
可接触者  三、笔耕丰收    1．忠实助手李铮    2．“301编外”的工作  四、新论迭出    1．学术研究的范
围和特点    2．四大文化体系论和东西文化互补论    3．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    4．糖史研究以小见大    5
．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6．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剧本》    7．人文社会科学是帅，自然科学
是兵  五、生活情趣    1．“养生无术是有术”    2．坐拥书城，绕膝双猫    3．也得念念消费经    4．人
生座右铭  六、回报社会    1．山东故乡情深    2．北大    3．清华    4．有求必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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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章节摘录

　　一、季羡林已经成为学问和气节的象征　　胡适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做学问
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他（季老）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
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
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季老领导下的多种
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
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饶宗颐：蔡德贵《季羡林传·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已经过世的张中行生前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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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正路而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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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身而具有
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
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季羡林先生》，收入《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
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袁行霈说：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
成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
，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　　谢冕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
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
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他是
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韩素音说：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还且还有非常地谦恭有礼和幽
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
成果，他从来没有放弃坚持一切都要优秀的原则。他人格的尊严，他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
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韩素音：《谈谈
季羡林教授》，《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　　梁披云为季羡
林题写了这样的条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题写的对联是：德
寿无量，日月长明。　　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评价季羡林说：“季羡林大师，著作等身，文通中
外”。　　2005年8月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举行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汤一介教授、郝
彬教授、郝平教授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季羡林对中国人文学术的伟大贡献，郝
彬教授深情地指出季羡林先生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天北京大学的镇校之宝。　　读者刘金祥在哈尔
滨出版社2006年推出《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后写的书评《大象无形清音独远》中评价说：
季羡林先生是高山仰止的硕彦鸿儒，其有空明高蹈之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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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是誉满中外的宗师泰斗，其有磊落嵌崟之行、敏辨通融之
理、旷达疏宕之情、槌幽击险之才，纵横开合之笔，对中西方文化研究功德无量。季羡林先生出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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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自己说：“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季羡林：
《赋得永久的悔·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还说：“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
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
，万勿率意，切忌颟顸。”（同上书，第3页）　　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季先生一向都非常谦虚谨
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在审阅《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编者前言》时，不止一次说过
：“不要提什么‘国学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
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　　季羡林的父亲是一个赤贫，季羡林出生
在穷乡僻壤的山东临清。按他出生的环境，他似乎只配一辈子当农民，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把他播弄
成一个知识分子。　　他初中毕业时的最高理想是当一个邮局职员，以便能够找到一只吃饭的铁饭碗
，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命运之神却把他送进了山东大学附属高中，被王寿彭、王岜玉诸位先生
发现了他的天才，一发不可收拾，成为高中三连冠的好学生。1930年幸运地考上了清华大学。　　他
清华大学毕业时，也遇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得已只能回到母校当中学教员。　　留德前夕，一
位好心的清华校友劝他去学保险，将来必定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然而他选了印度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留德十年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他自
认前二者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都是饱学宿儒，自己一个30多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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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竞也滥竽其间，真是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他知道这是前辈师长对自己的提携和爱护，这对
他50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着激励的作用。1949年后，他继续“鸿运亨通”，刚过不惑之年，一个
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和利益，他都已稳稳地拿到了手中。他说：“至今我在燕园内外有算
令人满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泊名利，与人无争。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吗？
不，不是的。我虽然不能把自己归于坏人之列，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之外，我还能考虑别人。但我也
决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已达到了顶
峰，我还有甚么可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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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生苦学不倦，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学问深刻，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实为人中麟凤。先生待
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尤为人之楷模。先生的人品深为我所景仰。　　——《温
家宝致季羡林的信》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
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
移，宠辱不惊。　　——《2006年感动中国给获奖者季羡林的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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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精彩短评

1、大事身旁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
2、我对读书人有偏爱，格外尊重读书老人，读这本书，像一位老人在耳边絮叨，琐碎中不失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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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精彩书评

1、读完之后猜测，这是一本出版得比较赶时间的书。内容还算详实，但书中重复语句有多处。茶余
饭后拿来消遣，能了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一生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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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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