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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内容概要

《我们那个时代》是季羡林先生对恩师，对挚友，对亲人的抒怀作品集，包括对陈寅恪、朱光潜、冯
至、张中行、汤用彤等享誉海内外大学者的真实人格的描写，更多的是一代学术大家对人间真情的缅
怀与感恩。季老以近于期颐之历练，平和面对人性真、善、美、丑，深于情，沉于思，以平实朴素描
写呈现“人”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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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作者简介

　　季羡林
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因家境贫寒，六岁投奔时在济南的叔父，受到严格教
育。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西洋文学学术学位，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后历任
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北大南亚研究所所长。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家、历史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翻译
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
、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出版《季羡林全集》等。此外，季羡林先
生还有大量散文、杂文作品问世，风格自成一体，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在学术界曾被誉为“中国
东方学奠基人”。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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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书籍目录

第一篇遥远的怀念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西谛先生
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
遥远的怀念
悼念曹老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回忆梁实秋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回忆雨僧先生
忆念胡也频先生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我的老师们
记周培源先生
哭冯至先生
回忆陈寅恪先生我的第一位老师
第二篇道德文章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为胡适说几句话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
第三篇渐行渐远
忆章用怀念衍梁
寿作人
怀念乔木
悼许国璋先生
悼组缃
我的朋友臧克家
回忆汤用彤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忆念张天麟
追忆哈隆教授痛悼克家
第四篇笑着走
Wala 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我的女房东
迈耶(Meyer)一家
我写我
赋得永久的悔寸草心
周作人论——兼及汪精卫
老年四“得”
笑着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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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悼念曹老 几个月以前，北京大学召开了庆祝曹老（靖华）九十华诞座谈会。我参加了，发
了言，我说，曹老的道德文章，可以为人师表。《关东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写一篇祝贺文章，我
答应了，立即动笔。但是，只写了一半，便有西安、香港之行，没有来得及写完。回京以后，听到曹
老病情转恶。但我立刻又有北戴河之行，没能到医院去看望他。不意他竟尔仙逝。老辈学人中又弱一
个，给我连年来对师友的悼念又增添一份沉重的力量，让我把祝贺文章腰斩，来写悼念文字，不禁悲
从中来了。 记得在大约四年以前，我还在学校工作，曹老的家属从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领导，说曹老病
危，让学校派人去见“最后一面”。我奉派前往，看到他的病并不“危”，谈笑风生。我当时心情十
分矛盾，我把眼泪硬压在内心里，陪他谈笑。他不久就出了院，而且还参加了一个在京西宾馆召开的
会。我们见面，彼此兴奋。我一想到“最后一面”，心里就觉得非常有趣。他则怡然坦然，坐在台阶
上，同我谈话。以后，听说他又进了医院，出出进进，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时光流逝，一晃就是几年
，他终于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周岁诞辰。我原以为他还能奇迹般地出出进进几次，而终无危险，向着百
岁迈进，可他终于一病不起了。 同很多人一样，我认识曹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是先读他的书，然
后闻知他的英勇事迹，最后才见面认识。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读过曹老的一些翻译作品。1946年夏
天，我在离开祖国十一年之后，终于经历了干辛万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里。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
一个年轻的游子又回到母亲跟前，心里感到特别温暖。但是在所谓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
，像一群蝗虫，无法无天，乱抢乱夺。我又不禁忧从中来。我在上海停留期间，夜里睡在克家的榻榻
米上，觉得其乐无穷。有一天，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
进步人士，其中就有曹老。从此曹靖华（我记得当时是曹联亚）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在北京大学见到曹老。他在俄语系工作，我在东语系。由于行当不同，接触并
不多。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
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
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
如金刚怒目，对待反动派决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
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
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
。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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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编辑推荐

《我们那个时代》编辑推荐：性情老者季羡林：我想和年轻人谈谈那个大师远去的年代。寅恪先生决
不是一个“闭口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
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
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冯至先生以诗人研究诗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创作。他深入研究对
象的灵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领悟到其他学者们看不到更领悟不到的东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笔著成文
章，同那些枯涩僵硬的高头讲章迥异其趣，学术论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学创作，诗意弥漫，笔端常带
感情。读这样的学术论著，同读文学作品一样，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
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
”，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
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
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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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代》

精彩短评

1、听大师的讲解，会懂一些东西
2、主要讲季羡林先生所经历的时代
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由衷敬佩
4、书保存完好，很喜欢！
5、书的质量没有问题，我很喜欢那个时代的大师，他们的有着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真挚的感
情。文字简洁，不会辞藻华丽，我很推崇
6、一沓祭文。
7、还没来记得看，包装赤裸裸，不过还好，书没破
8、导师，人生导师，值得品味，值得购买
9、很真挚，但平心而论，不太喜欢季老写这种文章的风格
10、季羡林的书都喜欢~~~
11、那个时代的人物，季老先生当然位列其中之一，但恕我愚钝，看到里头几丝季老的骄傲和不谦虚
，虽然都常以低姿势呈现。
12、季老的书值得一读，学到很多
13、内容很好，大师的作品
14、说好听了叫傲有才华的人都有一丝傲气气 说难听了⋯⋯
15、内容当然没有说的，完美！印刷不错，值得购买。
16、工作上用的，很不错，推荐
17、你成为大牛之前，这是流水账。你成为大牛以及周围一堆人都是大牛后，就是大师回忆录了。想
起了季老学生时代的日记：“妈的，这些混蛋教授，整天考试，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
东西?... ”
18、长寿的人一开口大概就是“我与某某相识已有60年”。oh。
19、文笔啰嗦，思想浅薄，忠于党的领导，所以才被过分吹捧，在不同的文章重复相同的内容，季先
生喜爱文学的话十分可疑呢！专才加年龄加听党的话于是成了大师⋯最出彩的反而是对于战时德国的
几笔描述。
20、（性情老者季羡林：我想和年轻人谈谈那个大师远去的年代）
21、季羡林老先生，真正的智者。
22、季老文笔优美朴实，都是简单的忆师忆友的文章却觉得喝了一壶浓茶暖心提神
23、很值得一看,大师已远去,能看到的是背影
24、只能说我对内容有些失望，从季大师口中的点评没有太多亮点，同样生活在过去的年代，梁实秋
点评鲁迅、胡适点评辜鸿铭都精彩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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