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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

内容概要

《我的路》是季羡林先生最具励志意义的人生独白。季先生的求学与就业经历，对当下的青年读者来
说，是一部非常合时宜的励志作品。他从山东一个穷困的山村走出来，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
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虽时隔多年，然而他考上名校（清华大学），出国留学（赴德），后回国求职
（于北大任教），这一段时间的人生轨迹，正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正在走的路。《我的路》是季羡林先
生“致青春”的一本书。世界上没有白费的努力，希望这位勤奋的老知识分子、老留学生在向各位青
年读者分享自己这段“人生路”，能感染和指引更多的人为梦想而努力奋斗。
季羡林先生用真实、质朴的笔触，重述自己的多彩人生路，真实展现了其一生的奋斗经历和内心情感
世界。他从一个也曾叛逆的贫穷少年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没有显赫的身世或辉煌的背景，也
曾迷惘孤独，也曾雄心壮志，一生坎坎坷坷而又多姿多彩。
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
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我的路》以季
羡林先生的成长为时间脉络，从中小学、大学、留学、就业等多个阶段，从“民国”到“二战”，从
“乡村”到“欧洲”，名校、出国、求职、语言学习、人生思考⋯⋯全景展现其独特的人生经历。除
《清华园日记》外，本书还有《留德日记》独家首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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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
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
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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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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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懵懂小时代
开始认字
进入一师附小
转入新育小学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看杀人
国文竞赛
一次失败的“造反”
偷看小说
进入正谊中学
我的几个老师
在济南高中
荣誉感继续作美
毕业旅行筹款晚会
第二章  逐梦清华园
记北大一九三〇年入学考试
报考邮政局
考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清华园日记》节选
梦萦水木清华
世纪清华
第三章  负笈德意志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赤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两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我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一家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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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日记》节选
赴瑞士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船上生活
从西贡到香港
梦萦未名湖
回到祖国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眼前充满光明
陷入会议的漩涡
梦萦未名湖
《牛棚杂忆》节选
我和北大
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
第四章  我的这些年
重返哥廷根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芝兰之室
我和外国文学
论博士
论教授
《我的学术总结》节选
我们面对的现实
谈老年
当时只道是寻常
九三述怀
后记：一个老留学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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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文段读来真是熠熠生辉啊
2、季老的书，或许真的是大家说的，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了，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成功为什么
成名，可却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成功和成名，就是跟风，季老说自己没什么远大理想和志向，
就是一步步走，看的也都是比较近的，但所谓的不急功近利的研究学问就是他的成功吧，语言朴实。
很多都是他的日记，从日记可以看出来他的迷茫，在德国哥德堡待了十年的人，经历了二战，后又归
国，那个年代的人真是好厉害，十年夫妻相隔，最终回国。不过也看出来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就凭借各
种关系，看来中国的这个封建主义残留真是害人不浅啊，贻害千年的感觉。
3、跟杨绛的《我们仨》有类似感觉，不过杨绛写的是一家人，季羡林写的是自己一人，都是那个年
代的，文笔很质朴，很有年代感的生活记录，都是经历过人生动荡的文人，很有意思
4、季老的个人回忆录。90多岁写的，想一想，论人生，有多少人能活到90岁？论学识，有多少人能达
到季老的水平？论经历，在时代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又囊括着个人的大起大落，又有多少人？这都是值
得花时间读一读的书啊。
5、读罢会想起菲利普·罗斯的《凡人》，并非说季羡林先生的一生如何如何地平凡，而是说其述说
、书写自己一生的口吻，笔触以及语气平实，未添加太多“佐料”，仿佛朋友间家长里短的对话一样
。最羡慕的恐怕不是季老的才情或是坚守，而是其惊人的记忆力 —— 一位老者，居然能忆起如此多
的成长的细节，能将回忆写的如此的活灵活现；反观自己，匆匆二十多年，大部分过往早就忘得一干
二净，又何谈回忆？比较可惜的是，书内没有太多“干货”，不只是季老真的谦虚，还是自负。书中
没有过多的涉及先生的晚境（毕竟也只是一部拼凑起来的集子），后来上网做了些功课，了解了一些
信息，以及其生后的一些插曲，不禁唏嘘不已 —— 肉身已朽，木已成舟，再多纠葛，还好精神永在
，永驻于作者的文字之中。
6、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开始看季羡林了 
7、整合了季老在其他单册的文字，如《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童年时的文字无多大意思，此
后留学与文革时期的已经看过，并不觉得有多大意思，匆匆浏览。值得推荐的原因，还是在于季老的
真诚。
8、一路听季老缓缓道来他的一生，从大明湖畔到清华园，再到德国留学，回到北大任教，之后经历
十年浩劫，世纪经历让自己的人生显得那么单薄。这是一本能够勾起对文人学者尊重向往的书，是的
，向往清华园中伏案苦读，羡慕哥廷根校园中传道授业的老师，也痛恨十年浩劫给大批文人大家带来
的灾难。而这之外，我也只能遗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季羡林。
9、季老回忆录
10、唯有回忆无辞藻 老来回味真丰盈
11、文化名人的成长之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12、前四章对现在的我来说点点滴滴中很有共鸣，关于成长，关于二十来岁人生道路的选择，关于彷
徨和思考。为谋生而从学到今日也是很多学生大学专业的选择理由；对自身现状的思考和迷惘；选择
，不管对谁都是个困难。季老平实道来真实的他，对年轻人来说，就是长者教诲。这里的教，不是说
教，而是告诉了我们人生的体验，然后我们自己去思考。对于现在的迷惘，再不觉可怕不安，并不只
是孤独的自己，洪荒宇宙，存在即合理。
13、不知该叫自传还是回忆录。留德和之前的经历比较像自传，文革和之后论学术和老年有点像散文
。感觉像与一位老人对话，平实自然，豁达通畅。或许因经历太多战火和挫折，已无可畏惧和惆怅。
生命唯研究和工作尔。想继续读牛棚杂忆，留德十年，还有一些散文。另觉得时间逝去，生活也没什
么变化。留学生还是留学生的生活，牛鬼蛇神依然是牛鬼蛇神的存在。
14、忘了看的是不是这个版本了。。。
15、本书开头一篇我的自序，大概的描述了季羡林老人的一生。随后便是从作者描述小时侯的生活情
况和学习情况，还有一些趣事十分幽默搞笑，再写作者在清华大学的事，主要是怎么考进清华，是去
北大还是清华，有趣的是
在清华学的最有用的不是主课，而是朱光潜与陈寅格先生两门旁听课。
随后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有个出国机会，原本2年，却意外由于战争在德国待了10年，对德国的几位老
师和女房东的深深怀念之情表露无遗。最后历尽阻扰终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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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有幸受识很快当上了正教授，正要大展手脚，不料文革突然来临，作者同许多老知识份子
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在受到初步解放作者翻译了一部印度的巨作。
最后完全解放，作者一帆风顺。谈了一些自己的学术总结。
总而言之，本书系统的介绍了季羡林老人一生主要事迹。是了解季老的不错之作。
第一次写评论，写的
16、#独语斋读书记#
17、看过有段日子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季羡林，青年时代的求学，热衷学术等等，还有
里面写得去留学时坐火车的旅程让人记忆尤深，我在书里看到的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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