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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写作（典藏本）》

内容概要

季羡林不仅是学术大师，在写作方面也堪称大师。他的一生笔耕不辍，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散文、
小品文、游记等，都蕴含了季羡林先生深厚的写作功力。本书收入了季羡林先生谈写作方面的文章，
相信对广大读者提高写作能力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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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入德国哥
根廷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6年被胡
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季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
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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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
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  季羡林，一向不太看重，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大家
过于注重淡泊朴实了吧

2、看了个开头，感觉是一本编辑东拼西凑的合集，大致阅览了下，倒还是书末两篇附文写的好看。
3、虽然是一些序言的集合，但大师的功力也显露出来了。要多读书，多背书，经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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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写作（典藏本）》

精彩书评

1、季羡林给人的感觉，往往首先是个学者大家，而作家的身份却很容易被忽略。看完这本书，特别
是里面他写的《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不得不承认，季老也是优秀的散文高手。这是本淡泊朴实的书
，一如季老自己的散文作品，娓娓聊着家常，渗透了渊博的学识，正直的品行，实际上是文以载道的
绝佳表现。各种季老写过的序言短文的杂糅，虽然凑够了这一本书，却难免有疏散重叠之处。书名很
大，实际上谈的只是散文领域的写作之道，尤其是抒情类散文。因此，这篇笔记我只总结和罗列了书
中季羡林先生的主要观点，尽量避开重复。如下：1. 《作文秘诀》之类的书是没用的，想要写好文章
，只能多读多念，惨淡经营之后返璞归真。2. 随便写就的松散文章自然不值钱，文章需要推敲。3. 经
常不断阅读中外杂志，并结合新问题和新情况，才能找出要写的主题，发表新见解。文以载道和抒发
感情是可以共存的，文与道极难区分。4. 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必
须先下一番苦工。5. 阅读文学作品不仅限于文学青年，其它各科的青年，都需要读点中外文学作品。
文化修养不仅表现在外在事物上，也表现在人的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6. 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
一大国。英国也有很多散文名家名篇，德国则寥若晨星。印度虽有说理散文，但抒情的很少。各国散
文虽数量不易，但都各有特点。散文创作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之处。7. 中国的文学创作，很多体
裁都被西化了，包括小说和戏剧。五四以来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因为中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
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优秀的散文。而且散文又没有固定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
。8.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也可以说成真实和抒情。9. 散文虽然可以“散”但不能“随”，应在
惨淡经营中揣摩，在文章结构和语言运用上狠下功夫。10. 文章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开
头难，结尾更难。11. 不要勉强写，不要无病呻吟。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能感动别人呢？即使有病呻
吟，也要细致观察，反复酝酿，然后才下笔。12. 要像写诗和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但是做好练字、
炼句和练篇还是不够的，还要写好开头和结尾，并保持整篇文章的内在逻辑性，达到环环相扣的结构
。13. 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的好散文。14. 语言文字一直在变化之中，不以个人主观愿望为转移
。写文不应泥古不化。15. 中文的成语和典故深入人心。16. 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山水诗与禅宗的关系
紧密，来源于汉语独有的模糊性。参禅斗机锋时，汉语的模糊性不表现在语法形态上，而在内容上
。17. 有极高的睿智，极大的辨识能力，还要敢于讲真话，职业记者才能下笔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
。18. 西方学者说中国没有史诗，中国学者也附和，但并非如此。中国的几部史诗不仅毫不并不逊色，
甚至有的地方还超过了西方史诗。19. 青年作家应多读些中国古文和过去的小说，甚至外国作品，以提
高自身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读古文有助于把握文章结构。20.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
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补充几点：● 季羡林反复提到一个词“惨淡经营”。究竟什么是“惨淡
经营”呢？季老解释说，古代散文大家们在写文章时，“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
心加意，一丝不苟”。“古代大家写文章，都不掉以轻心，而是简练揣摩、惨淡经营、句斟字酌、瞻
前顾后，然后成篇，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季老提到在《世界十大史诗画库》中，十大史诗中
国占了三部。我特意查了一下，三部史诗分别是：雄狮格萨尔王、民族英魂玛纳、马背英王江格尔。
有兴趣的可以再深究。● 说到开头和结尾具体应该如何去写，季老这段话十分耐人寻味：“开头如能
横空出硬语，自为佳构；但是，貌似平淡也无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让读者读了前几句必须继续
读下去。结尾的诀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余味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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