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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季羡林先生最经典的谈人生的散文。这些散文，淳朴、隽永、平易、深邃，蕴含着深刻的
人生哲理，无论是咏物、忆旧，还是叙事、写景，均表现出作者观察事物、认识世事的独特眼光和深
刻思想，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给人以深刻启迪。
【媒体评论】
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胡适

恩师享寿98岁，在其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只有散文创作是和老人家相伴最久的，时间超过了80年
⋯⋯作为季门弟子，我深深地感谢出版方独具心思的编选工作。我由衷地相信，这样一套书，一定会
受到读者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著名学者、季羡林关门弟子 钱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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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寒窗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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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钟敬文（中国民俗学之父、散文家 ）
【编辑推荐】
1. 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本书选入他的多篇著名散文，读者可从中一窥季羡林先生
散文创作的风格及真髓。
2. 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先生也是散文大家，他的散文，淳朴、隽永、平易、深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
理，他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完满才是人生。
3.语文新课标推荐篇目全新收录，囊括《人生》《不完满才是人生》《人生漫谈》等经典篇目。
4.装帧清新别致，双色印刷，配有多幅精美图片，是典藏的必备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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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
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12国语言，
北京大学唯一终身教授。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季羡林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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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谈人生阔达，记游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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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
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北
大唯一的终生教授。这是百度上对于季羡林先生的简介，到底季羡林老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我
们通过这本季羡林散文可以窥知一二。这本书共四个章节，分别是人生漫谈、耄耋之言、反躬自省、
寄情于物。收录了季羡林老先生90岁以后的作品。因为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所以这本书很显然是抒发
了老先生对于90年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要有怎样的处世之道，自己做了什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全书从这个角度、思路展开。可能刚看完几篇老先生的人生感想，你的第一感觉是，重复。书里面一
开始出现了较多的序，以及有些文章思想大致相同。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部作品就是收录了老先
生90岁以来所写的任意作品，所以“序”在一开始是比较多的，而且因为是收录而来，所以难免会出
现重复的语句，如老先生自己所说，有些东西以前讲过了，现在再讲多几次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但这
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于老先生的人的认识。我们在这么多的文章中，可以知道，季羡林老先生是个糊涂
又认真的人。糊涂九十年前，山东临清县的官庄出生的一个野小子，稀里糊涂地走出了官庄，走到了
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走遍了几个大洲，见过了许多总统，总理。高考选报学校，别人选
了清华北大，还选了许多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以备后患。他却只选了清华北大，他说他不是
天才，靠的只是努力，糊涂不？糊涂，人生的所有重要阶段，他好像都是随遇而安，糊里糊涂地踏过
去了，也许是时机，也许是命运，糊涂之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十年浩劫中，不明不白的进入文革，
差点被人打死，到死之前还想着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到死的那刹那才恍然，“我要活下去！
”连死这个问题，他都是糊涂的，还好，在那个瞬间，他认真了一会，活了过来。认真老先生也是一
个认真的人。他认真地活了将近一个世纪，见过了中国的诞生与成长，尝过世界大战的滋味，他是一
个世纪老人，认真活了一个世纪的人，即使是十年浩劫，他也没有丢弃自己的信仰。对于文学，他从
来都是认真的。他每天早起，每天一定要有所作为，不然就会觉得是慢性自杀。八十岁到九十岁之间
，别人都在颐养天年，他却天天泡图书馆，“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
闻到的只是那里的书香”。长达八十万字的《糖史》完成后，他就立马投身于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
勒会见记剧本》的研究。他常常警告自己，“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
是短暂的，绝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这样对于学术的出事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于生与死，
他也看得很开，即使已经90多岁了，仍不讳忌生死，对于死亡，他一直以陶渊明的诗句作为座右铭—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他不畏惧生死，也因此，塔菜坦然认真地面对人
生，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认真到老。季羡林老先生活到了99岁，也许他是期许着能像老舍他们一样
，活到100多岁，细细品味人生。虽然远望没有达成，但是感谢这不完美，因为这不完美的人生，我们
才能认识季羡林老先生，才能学习到那么多文学作品，才能从中明白人生的真谛。
2、对我们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只言片语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人生，何况是一本他对人生诠释的很多
散文结成的本子呢！“不圆满才是人生”，是的，人很多的莫须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我们拼命地追求自
己能力之外的圆满。看不透人生的背后其实是没有看清自己的能力。读季先生的文章，似品一杯好茶
，水不存于口腔，茶味犹存！季先生的这本散文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人生其实应该放开眼界，毕生着
力于一件事未必能成功，若是心态安然，激发自己兴趣，有可能是处处开花。季先生作为一名语言学
家、国学家、翻译家等等，在别人眼里已是神人或者是感慨得什么样的精力才能完成，然而，让人更
为惊叹的是，季先生还能有余暇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或者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细微观察随时以文字的形式
呈现出来，永不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是季先生给予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启示。人活着，不思考，形
同走兽。所以，读了季先生的散文之后，我深感愧疚，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也被手机绑架了，是不是
在无形中浪费了自己的大把人生。我想，这也许是散文给予读者的最大馈赠吧。季先生的散文就如他
的人生一样，温润、深厚，不用豪华的技巧和别人看不懂的词语装饰，只需往那里一摆，简简单单的
文字中你就能看到季先生的思想与他试图向我们传递的思想意识。而这，是季先生在为相关专业人士
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后，对普通人的一种馈赠。季先生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实为我辈之楷
模。季先生对人生的感悟不止一面，在“难得糊涂”中，他用真糊涂和假糊涂两者的区别，阐释处世
之道，他言假糊涂是痛苦，真糊涂是快乐，但他宁要洞悉真相后的假糊涂，也不要不明真相的真糊涂
。短短一篇散文，就将季先生敢于直面人生的态度进行了极好的阐释。无须多少豪言壮语或者是针砭
时弊，亦或是指桑骂槐，只需简单寥寥数百字，就道尽人生真相，可见季先生文字功底之深。“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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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足”中，季先生肯定了人要有奋进的心，但同时也强调不圆满的人生才是人生。其实这两者并不
矛盾，一切都只是合理界限的问题。而界限的把握，在于追求者本人的素养与欲求两者的匹合度。所
以，读季先生的散文，注定是收获满满的阅读，不因他的名气，而是因为他言之有物，他不偏不倚的
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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