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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内容概要

《故乡明月》作者季羡林先生恐怕是国内仅存的文化大师了。季老在梵文、吐火罗文、印度文化等方
面的造诣世间已无人能望其项背。他八十高龄提笔写散文，一发而不可止，然后蔚为大观，成为当今
学者散文的一座高峰。
季老的散文没有浓艳的装扮，没有刻意的雕凿，却有感人肺腑的真情和发人深省的哲理。读罢掩卷，
浓郁的事情、悠然的画意、幽深阔远的境界、四处横溢的智慧，让你回味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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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作者简介

　　季羡林，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
部委员、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专家。一九三0年
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一九三五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
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一九四一年获取哲学
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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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书籍目录

卷一 故乡明月我的童年月是故乡明赋得永久的悔寸草心《还乡十记》小记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一条老狗
卷二 梦萦红楼梦萦水木清华清华梦忆《世纪清华》序梦萦红楼梦萦未名湖清塘荷韵卷三 别哥廷根哥
廷根道路终于找到了二年生活在饥饿地狱中山中逸趣学习吐火罗文我的女房东迈耶（Meyer）一家别
哥廷根wala忆章用重返哥廷根卷四　译文品书沉重的时刻《罗摩衍那》（节选）《胡适全集》序《赵
元任全集》序《赋得永久的悔》自序《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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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章节摘录

　　我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
，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
”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
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
。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
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
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
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
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
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
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
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
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
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
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
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
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
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
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
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了；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
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
。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
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
，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
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
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
，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
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
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
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
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
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
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
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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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精彩短评

1、还是白开水。
2、耄耋之人对于生命的感慨，总让我从心底里动容我一切的不理智
3、在首都机场买的，候机的时候看完了
4、好拿
5、书读不完了怎么办~
6、根根借的啦~~
7、读不下去了～
8、被这个老头影响深化着。
9、大概年老之时总有太多的沧桑感慨  处处被季老的文字感动
10、有趣
11、读了挺有感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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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明月》

精彩书评

1、第一次读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觉得他的散文写得很朴实很真情，看了之后让人很回味。我特别推
荐卷一的故乡明月部分，没有华丽的修饰，但是写得感人肺腑，特别是关于母亲的感情，让我很有感
受。我是高中毕业后就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外工作，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留学以来到现
在为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其中也经历过父亲去世等事情，所以看到季先生
写的故乡明月部分我很有同感，看了之后想到去世的父亲，还健在但是已经上了年纪的母亲，想到父
母把自己抚养成人，却不能回报他们，不自禁的就留下泪来。作为儿女们，看了卷一部分，一定会很
有感受。另外 这本书是700*1000 1/32 开本的，因为比普通的书小很多，除了在家里看以外，出差旅游
时也很方便阅读和携带。中国盲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人文精品系列，除了季羡林先生写得这本书外，
还有他写的《阅尽沧桑》，以及张中行，冯骥才，周国平，史铁生先生海伦.凯勒女士（美国）写的著
作，有机会大家也可以读一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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