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心安处是吾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此心安处是吾乡》

13位ISBN编号：9787229094879

出版时间：2015-6

作者：季羡林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此心安处是吾乡》

内容概要

本书是季羡林自德国回到祖国、受聘为北大教授并在北大组建东语系这一时期生活、工作、社会交往
的原始材料。先生生前发表的一些怀念性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与事，比如与陈寅恪、胡适、汤用彤
、梁实秋、邓广铭、臧克家、李长之等人的交往，在这本日记中都可得到印证。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
时间的日记，但从中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很多方面，比如个性率真、节俭、勤学苦读、尊师重道、待人
真诚、作息规律，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真实、鲜活、朴厚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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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作者简介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
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
集》、《季羡林全集》（30卷）等。

Page 3



《此心安处是吾乡》

精彩短评

1、此心安处是吾乡 
2、在1946年5月1日~1947年10月5日，17个月的时间里（这其中还包括多次轮船、火车的路途辗转），
季羡林先生共看了78本书（平均1个月4.6本）！所看内容大部分为学术专著，其中不乏大量外文原版
和中国古代典籍。学者治学之勤奋，一份书单足以说明问题。
3、善良的人就應該幸福地笑。
4、平实的日记合集，季先生可真是勤奋啊，学习
5、学者治学的勤奋，一份书单就说明问题。
6、起来，洗脸，吃早点，炸糕，烧饼，牛肉，生病，抄书，写文章，取钱，寄钱，买书
7、和之前看的读书笔记一类  但是不同的事作者一直在写作 交往的又都是大家 让我想起方洪建 那个
一直不学习的人 鲜明对比
8、日记形式，大师风范
9、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读时主要关注了季老读书的时间
和书目。昨天下午去首图还书顺手借了他写的《留德十年》。
10、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一个等待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可能是最彷徨的时段，一个思考未知未来，而
又对将来不确定的阶段。我们可能很容易看到别人获得尊重的那一刻，可是每个人在混沌中坚持初心
的那份纯真和无助，是要自己渡过的。
11、过生日送给自己的礼物，心气浮躁的时候就翻一翻，很容易就能平静下来。
12、记录了季老刚归国后的一段日子的日常
13、流水账、真性情
14、翻过一遍，不错。最后一页的三个外国人，第一个是白春晖，曾教饶宗颐先生梵文，第三个是傅
汉思。另外，跟季羡林学梵文的那个女学生钟莉芳，即是夏志清《红楼生活志》里的钟小姐。
15、本书是季老“最新”作品。编辑对手稿做了认真的编加工作，增加大量注释，并请季羡林先生之
子季承先生审读校勘、请卞毓芳先生作序，是珍贵的史料和真实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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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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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章节试读

1、《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笔记-第92页

        长之走后，我到朱光潜先生家送下报纸，就到理学院去吃饭，吃完到东华门大街去理发，生了&lt;
一&gt;肚子气，理完回来已经七点半。 真性情的季羡林~

2、《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笔记-第10页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问路真有些不方便，在外面住惯了，一回国觉得一切都七乱八糟，街上
吵吵嚷嚷，人挤人，我们的神经真有点吃不消。

Page 6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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