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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内容概要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
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
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
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
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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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作者简介

　　季羡林 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
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
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
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
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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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
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
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
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
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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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书籍目录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在敦煌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赋得永久的悔虎年抒怀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扫傅斯年
先生墓《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胡适全集》序《赵元任全集》序《五卷书》汉译本新版后记《
罗摩衍那》全书译后记人物传记忆章用哭冯至先生寿作人悼组缃遥远的怀念我的童年留德十年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二年生活汉学研究所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学习吐火罗文我的女房东纳粹的末日——美国
兵入城别哥廷根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重返哥廷根翻译作品[德国]托马斯·曼著：沉重的时刻[
印度]蚁垤著：罗摩衍那学术研究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浮屠与佛再谈浮
屠与佛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天
人合一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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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编辑推荐

　　现代名人季羡林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长期致力于
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本书就是其中之一，由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翻译作
品、学术研究四个部分组成，值得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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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精彩短评

1、随便翻翻很舒服
2、同样是自谦，博尔赫斯的让我觉得理直气壮，而季老的就感觉是自愧不如而要多加努力才行。
今年暑假前正想开学来借几本他的书看看，没想到刚一放假他竟然去了，还在那儿搞什么遗产争夺
，what a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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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名篇佳作》

精彩书评

1、　　　读＜季羡林名篇佳作＞　　　08.3.12　　　自从上一次读过季羡林的书以后，我就迷上了这
个人，接着到处找他的书来读。　　　我看书有个毛病，看书喜欢看本人的专集，不喜欢看别人编选
的，总觉得这样是过了一手，得不到原味。这本偏偏也是这样。但看过之后得出个结论，看书不能带
成见，精选集也有精品。再说，只要是这位老先生的作品，应该都是错不了的。　　　开头一篇散文
，就被吸引住了。一个朋友送的古莲子，扔进湖里，一年不发芽，丙年不发芽，四年以后莲花开满整
个湖，真让人惊奇！我奇的不单是这个几年才发芽的古莲子，而更让人感叹的是这几年磨一文的功力
。没有这几年的经历，也就没有了这几篇文章。也正是有了这几年时间的酝酿，在得出了这样的一篇
好文章。古人所讲的“功夫在诗外”，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联想到现在报刊上很多一日一时挥笔而
就的文章，过目即忘，更不用说口味了。单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老先生学习。　　剩下的书我基本
上是一口气读完的。既然是精选集，自然是精挑细选了有代表的作品：分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翻译
作品、学术研究四部分，后面两部分对我这外行来说太深了，只能看个大概，前面两部分是好懂一些
。从季老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又看到了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冯至等人，仿佛是一位引路人，引着
我们走向之前的历史，了解更多。　　让我再重复那句话，一位老人就像一座图书馆，让我们受用无
穷。没别的，让我们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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