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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内容概要

此为“季羡林散文新编”十种之一，是季羡林先生自谓唯有《牛棚杂忆》可以相比的真正的自传。 上
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季羡林先生从当时的满洲国乘火车赴德国留学，一去就是近十一载，作者称这
是自己“旧生命的结束。新生命的开始”。本书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学习吐火
罗文的相对平静的留学生活、自己眼中的德国教授、房东、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以及在哥廷根小城管
窥二战大事的种种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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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精彩短评

1、满本书的学术大神
2、客树回看是故乡。
3、阅读初衷是送给即将留学的自己
4、对知识的纯粹，许了他安然于乱世。
5、大师书中的德国人跟我好像 对政治不敢兴趣 固执 即使外界环境再恶劣也要保持优雅~
6、前面写自己的学习生涯比较有趣吧，后面写战争的经历一般
7、几点感受：读书治学真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仰望却自知无能；真正的大师，才可以用灵巧
平实的语言和心境与读者平等对话；大师虽然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欲言又止，但是还是被机智的我看出
来了；战争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世界，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千千万万个世界都被改变了。
8、语句朴实无华，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9、季老的文字足够朴实，以致我形成“只道是寻常”的错觉。然而掩卷把味，风雨飘摇间饥肠辘辘
里由命运决定生死的季老，忍思国思亲之痛深钻梵文，继而学习吐火罗文，兼而斯拉夫语，想想都让
人敬仰，岂能我等不知世的学生评说，偶尔感同身受，但还是觉得以后看更好。
10、为了留德也好，看散文也好，都是受益的。
11、在二战期间呆在法西斯国家是一种什么体验⋯⋯最印象深刻的是季老描述他的老师、他的房东、
以及战争后期他对饥饿的体验。
12、一部政治正确的回忆录。文笔刻板。浮光掠影。十年流水账。满足不了八卦名人私生活的好奇心
，也满足不了瞻仰大家掉书袋的求知欲。
13、简单质朴的语言，就像看日记一样。
14、这个版本读的人不多。季老的文字朴实，感情真挚，也不谈政治，只是实事求是的述说那一段难
忘的经历。
15、详细记录了季老留德期间的生活点滴和见闻感受，我觉得写的蛮好，从零碎的记录中可以窥见战
时德国民众的部分生活状况，因为本身不是学术作品，更偏向于生活散文，读起来比较轻松。
16、文字不枯燥 描述了不少二战时的德国人的心路历程 求学路辛苦但充实 动荡年代的真情格外让人
动容
17、（位于西贡的国府）“总领事馆招待我们颇为周到。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中间也经过了一
场斗争⋯我们一住进旅馆，就给了领馆一点颜色看。第一次吃饭，看到餐桌上摆的是竹筷。我们说：
‘这不行，必须换象牙筷子！’这有点近于无理取闹；但是，第二次吃饭时，就一律失象牙筷子，在
餐桌上闪闪射出白光了。”
18、潜心做学问。
19、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代表作，以朴实疏淡的笔法，从容讲述了自己在德国留学的十年时光。身在异
国的孤独与彷徨、求学过程的艰辛与欢喜、日常生活的单调与重复、战争带来的饥饿与恐惧，这十年
里一切的一切，在身处晚年的老人笔下都是那样平静、那样波澜不惊。读完本书，不禁让人慨叹生命
的博大与深邃。
20、季老实事求是的讲了留德的故事。哈哈多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也能这样回忆着写自己的故事，没
人看也无所谓呀。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接当喜欢
21、很喜欢季羡林先生的文笔，看了这本书有点想去德国留学的冲动⋯
22、也许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始于巧合，但他是那个可以坚持下来的人。
23、非常真诚的故事，看得百感交集，竟然啪嗒啪嗒落了几次泪，下午刚收到一个瑞士好朋友电邮说
已回国欢迎随时到访，就觉得大概不知道哪里有许多共鸣吧，一直在感动和难过之间。
24、又看一遍新版本，无限共鸣
25、透过大师的眼睛回望那一段历史，也是有趣。
26、多年后再回首十年欧洲生活的人事点滴，还摘录当时日记还原感受，一直在书中强调不以今时看
法观以往，是别样的真诚。
27、很喜欢季老这种朴实但不枯燥的文字，仿佛让人置身漂泊动荡的异国，亲历他乡的酸甜苦辣悲喜
交加。
28、越读越爱 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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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29、季羡林这本书没理由不给五星好评，稍等我睡前先写个书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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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精彩书评

1、本来如果不读这本书的话，二战期间在德国留学应该是什么样，根本没法想象。那么一个法西斯
国家，能好到哪去？NAIVE！看了季大师的书，顿时自惭形愧。季羡林大师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
。连哥廷根被轰炸的景象都亲眼见过。美国大兵那么牛气的开着坦克进城，大师和他们谈笑风生。有
三个点一定要说一下。第一个是关于留学生中的纨绔族。这种人当代有不少，但没想到这是民国时期
就烙下的老病根了。说是留学的，根本不学习，天天不是跳舞就是攀比，入了乡也不随俗，一身坏毛
病。不就是四大家族有钱么？有钱了不起啊？这点上以前认识有偏差，总以为是我们这代人才把路带
歪的，看来不是。不过是不是都不打紧，赶紧改了坏毛病才是重要的。第二个是关于老先生说的德国
的教育，这个太重要的。第三帝国的国家是法西斯的，独裁的，但是学校是自由的。政府不得干涉学
校的学术活动，却要给学术活动提供资助，这是从俾斯麦就定下的规矩。不管打仗也好独裁也好，学
校的学习研究不能停也不能插手，希特勒也做到了。从选课到上课到转学到换专业一切自由，这水平
比现在的美帝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德国经历过大战，现在还是工业强国，跟这个有关系，有大关
系。最后一个，对大师再膜拜一下。在经历了这个多以后，居然还能用如此淡定地态度写成这本《留
德十年》，把中间的辛酸都当成水，挖掘一些感人的，活泼的事件来分享，确实不简单啊！相比下，
前两天读的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真是 too young too naive！那些破事儿算个屁！这三点多说完了
，又想起来整本书最后一小段话：我以一个人，在一个极小的地方，管窥二战这样的大事，没有感到
一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剧烈，我感到的是：大战来得轻率，去得飘忽。如果要谈什么教训的话，我只有
一句老生常谈：玩火者必自焚。遗憾的是，今天还有人在那里玩火。最后，请小布什，奥巴马，安倍
晋三，阿基诺三世，张晋创等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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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章节试读

1、《留德十年》的笔记-第66页

        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文章里提到先后有两个国家犯了
病，这个病是迫害所在国的德国人。德国给他们治病的办法，就是侵略他们。这两个国家其实很多人
，知道，分别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被吞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被德国侵占。
英国和法国对此置若罔闻，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

2、《留德十年》的笔记-第45页

        只看到第45页，就发现季羡林大师在年轻时已经结识了多位重要人物，比如新中国第一任联合国
代表乔冠华，比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再往后看会不会有更多惊喜？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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