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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前言

季羡林先生逝世马上就满一周年了，但是他的身影好像一直在我眼前，从来也没有离去，他的灵魂也
一直在和我交谈。我的思念不绝于缕，在整理本书之时，两年前开始听季老口述历史，并且与他交谈
的那些场景，清新地活现在眼前。因为媒体的报道，很多人都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何时面世。我
深知责任重大，一直在非常慎重地整理，完整地呈现还要一些时日。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
史”的内容，于是我从这十个月的口述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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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内容概要

根据季羡林自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75次口述自传整理，生动的语言，刻画出一个爱国
，孝亲，尊师，重友的大师形象。有爱情，有激情，有亲情，有友情；新故事，新视角，新体味，新
感受；让你感受一个全新的季羡林，不可不看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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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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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
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
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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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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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蔡德贵，山东大学教授，季羡林生前的最后一位学术助手。

Page 4



《季羡林口述人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临清：度过童年时光  生日不是8月6日  父亲和九叔一夜暴富  从悬赏盖房到一贫如洗  家乡的侠
客——胡二疙瘩  饥饿的童年  二大爷一家  童年小伙伴第二章  济南：我的小学和中学  六岁时到了济南 
和叔父的关系一言难尽  感念王妈  有了学名“季羡林”  上新育小学  中学报了“破正谊”  转入山大附
设高中  与秋妹闹别扭  “五·三”惊魂  两位国文教师：胡也频、董秋芳第三章  初到北京：水木清华
苦读书  进京赶考  为什么选清华，不选北大？  德文教师艾克  恩师陈寅恪  参加卧轨和绝食  因为沈从
文，撤回了批评丁玲的稿子第四章  德国：十年岁月  被派到哥廷根大学学习  真正的德文老师是女房东
 被梵文、巴利文的课迷住了  恩师谱第—名是西克  选择副系  参加德国学生会和当模特  和吴弱男一家  
为法院担任翻译  给伊姆加德当“骑士”  德国大学体制第五章  漫漫回国路  准备回国  取道瑞士  从法
国到西贡第六章  重回北京：北大执教  当了一个礼拜的副教授  客观评价胡适  得罪了吴晓铃  得到校花
妹妹的青睐  儿女见面不敢认  东语系的老师和学生  竞选工会主席  到政协礼堂的食堂吃饭第七章  政治
风云  讲了点实话，被揪了辫子  学生闹转学  用其所学  出国访问  参加中印边境反击战谈判  钦佩的人
：文是梁漱溟，武是彭德怀第八章  假话和真话  当副校长只做了两件事  老祖(婶母)  对秘书“二李”的
评价  给江泽民主席提意见，不要重理轻文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附录  季羡林留德期间致储安平的
信  吴弱男外出旅游，寄给季羡林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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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章节摘录

饥饿的童年我小时候，我们那里有老缺。曾到我们村绑人的老缺有五六个人，五六杆枪。我见过他们
在村子里绑票，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让主人家拿钱去赎。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把500块大洋交
上，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我们家当时很穷，绑票绑不到我们家。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概四五
岁，母亲带我到家里仅有的三分地里去，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荚，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熬粥吃
。我可能是擅长具象记忆，对具体画像很容易记在脑子里。对门住的，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
也穷得够呛。她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就是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因为我们村子附近的麦
子已经被拾完了。所谓“拾麦子”，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
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
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像我这样)
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麦穗母亲亲手搓出来，为
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你问饼子
是不是发面的？)什么发面啊，不懂这个。就是拿面贴成糊饼，就往锅上一贴。有一次，我吃着高兴了
，偷吃了。我母亲气得在后面撵，我就跳到水里面了(母亲就没法抓我了)。我记得第一次吃月饼，也
是那时候。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弄来的月饼，自己合不得吃，给我吃了。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吃月饼，那
个味道就没有法子形容啦。我六岁以前，在家乡没有吃过肉。我姥娘家在王里长屯，她家隔壁是个宰
牛卖牛肉的。我姥娘家也很穷，牛肉自然吃不起。卖牛肉的在冬天把一些牛肉汤做成冻，不过不是肉
冻，里面没有肉，而是汤冻。有一次，我四五岁的时候，姥娘从王里长屯提了一罐子汤冻给我。我吃
了这种汤冻，就是吃肉了。二大爷一家就我知道的，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他毕竟是
举人的侄子，所以有文化，能写信。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但后来主要写信给二大爷。举人的老大
、老二是亲兄弟。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了。老大(大大爷)一辈子和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他那个人是，
不知道怎么说呢？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举人的房子，大大爷就住下了。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
宝庆，宝贝的宝，庆祝的庆，我并没有见过他。季宝庆比我大好多岁，娶过老婆，也生过孩子。生的
是男孩子。我下生的时候，季宝庆已经不在了。季宝庆的孩子，都叫他刘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
在我也不知道，是姓刘的刘。大大爷不善于经营，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是经营不行。二大爷善
于经营，结果起码是富农，也可以说是地主。他雇着长工，雇着一个长工，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
长工管着种地，养着两条肥牛。二大爷在官庄前街是第二富翁。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就是院墙上有
铁丝网的那家，装上铁丝网，外人进不去。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有一年(哪一年忘记了，可能是母亲
死的时候)，这个张家楼啊，一看我是北京来的学生，请我到他家里去，炒了一盘子鸡蛋，摆出酒来，
让我吃酒。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所以在)我们附近很有点名啦。我们那个村子内外难分，
它没有围墙。外边就是我二大爷的场院。场院，土地很多的人家才有场院。平常用不着。当时大大爷
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分家时候是平均的。二大爷土改的时候，忘记给他划了个什么成分
。我记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喝茶喝的当然不是什么龙井啊，不是那个，就是最便宜的茶叶。他
每天下午啊，大概得喝半下午的茶，大碗的。我们那里也没有壶，煮茶就是用饭锅煮。饭锅里面煮粥
，开水沏茶。所以我对二大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下午喝茶。他也没有别的享受，我就不记得他
吃过肉。那时候我们家(贫穷)，我那时候也不过五岁，早晨起来以后，到村庄外边的高粱地劈高粱叶
——高梁叶可以喂牛的。所以一起来以后，先到高梁地，劈一捆高梁叶背在身上，背到二大爷家里边
。二大爷，他不是有两头牛吗？高梁叶是喂牛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那时候最多五岁，六岁就进(济
南)城了嘛，背着一捆高梁叶，就在二大爷家不走，以为自己有了身价了：我给你作了贡献，劈了高梁
叶，喂了你的牛。目的就是混一顿饭吃。他那个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黄的”，玉米面或者苞谷面，
就这两种，做的窝窝头。饼子也吃过。饼子就是往锅上一糊。那时候我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夫人，还
在。她是唯一的，官庄前街能吃“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早晨起来以后，从来也不洗
脸，一骨碌爬起来，去村头大柳树那里。那时候大奶奶就坐在大柳树下边。她穿着肥大的衣服，看我
来了以后，把手伸进衣服去(兜在衣服里面)，掏出这么一块白馒头来。这是她留给我的。那是我一天
里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可以吃这块白面(馒头)。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子，我记得，她老是坐在大柳树
下边，当然不是躺椅啦。大柳树下不是村里什么重要的地方。我起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她，看
她手一缩，拿出一小块(馒头)。当然，那是最美的啦。二大爷啊，我不记得他吃过“白的”。我劈了
高梁叶，送给二大爷喂那两头牛，坐那里等着蹭一顿饭时，不记得他吃“白的”。我只记得他吃过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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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肉。我们官庄是小庄，没有集，要买肉，得去赶集。我记得二大爷的最高享受就是赶集买一斤肉，回
来在锅里边炖肉。家里就那么一个锅。什么炒菜的勺啊，都没有。我记得的，他炖肉起码有一次。他
也不吃“白的”，吃的也是玉米面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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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温家宝季羡林
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实，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
能的还是朴实。——张中行他晚年虽然处在风口浪尖，褒贬不一，但他始终清醒地保持一个知识者的
本色，不会被舆论迷糊。——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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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编辑推荐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及巴利文专家、作家，在佛经
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数几
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季羡林口述人生》根据季羡林自2008年10月13日，至2009
年6月16日，75次口述自传整理，生动的语言，刻画出一个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大师形象。有爱
情，有激情，有亲情，有友情；新故事，新视角，新体味，新感受；让你感受一个全新的季羡林，不
可不看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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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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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精彩短评

1、季老说，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尽到孝心。一是对一叔、二是对王妈。文字里充满了感恩
。
2、简略版的口述历史，不如《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详尽。
3、留洋回国，美女追求，仍然不休糟糠之妻，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季老是一个很朴实的人
。
4、季老的文字很朴实，故事很生动，也很感人。
5、好书
6、字好少！我要看留德十年
7、还没读 是送给女儿暑假读的 想让女儿从国学大师的身上学到真正大师的风采 踏实做人
8、和我们一样，想考清华，想出国，没意思
9、知道自己不知道需要勇气也很重要！
10、最钦佩的两个人：梁漱溟和彭德怀。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一个特点——敢顶嘴。我也钦佩这两个人
。
11、不错不错，图书馆借阅的，看完了，内心平淡不少。
12、坎坷的充满，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挺有传奇色彩的。
13、季老很是风趣幽默 文中多处令我忍俊不禁 也有几处寥寥数字道尽人生感慨 比如季老谈他的母亲
对于过继一事的懊悔 【她若知道放出去 回不来 当初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走的】读来很是触动
14、季老赎还八卦各种名人，沈从文、丁玲，等等。有意思。
15、口述了，讲述了季老师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精彩。
16、季老年轻时也是小鲜肉一枚啊
17、吴弱男的明信片
18、随便看看的东西，没啥条理性，如果想了解季老的睿智，不如看季老本人写的。
19、大师已去，而留给我们的我们一辈子也学不完。
20、从这本书里面看出了即使是伟大的文学家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是一个有
血有肉的人，只是学术高了，与我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21、大师的故事～
22、大师也是平凡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23、季老先生的人生很坎坷，经历过很多故事。通过故事可以反映他们那代人的生活。在那个年代，
从一个小山村里走出的国学大师，很不容易。
24、书我还没看，老爸看了。说里面讲的很好，很多事情他小时候也经历过。
25、中有内幕
26、假话全不说 真话不全说
27、1.八卦和坦诚是近邻。
2.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
28、季老老家的人物，在这里被描写得很生动。概括得狠到位。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一个是“侠”一个是“士”。
很有感触。
29、刚刚开始看，主要是为了看看口述历史的方式和方法，作者记录了几十次录音，但注释稍少些，
整体印象需等看完才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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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口述人生》

精彩书评

1、案：前几天翻了翻，抄了一些八卦，季羡林还挺刻薄的，有些人他没指名道姓，大家可以八一八
真相。上清华时，有一次去帮同学上朝阳大学的法律课。教授是大律师，我去的那一班啊，他讲什么
问题呢？他讲的是，强（我很敏感）奸了妇女，从法律上来讲，怎么推卸责任，就讲这个问题。我一
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并不迷信，什么教也不信。但我相信缘分。
缘分无法解释，我相信缘分。抗日时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到南京去请（我很敏感）愿，要求蒋介石抗
日。清华的学生没有骨气，乖乖地回来了。北大学生没有那么老实，北大是蒋介石派兵，两个兵架一
个学生，架到火车上，送到北京。当时清华的学生对北大的学生大为羡慕。沈从文与丁玲啊，有一段
恋爱关系。在西山（香山）好象同居过，没有履行结婚手续。乔冠华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就靠在清华
大学哲学系念的那点知识，勉强拼凑了一篇文章，只用了一年就毕业了。我那个歌唱得可不怎么样。
（后来和校友王大珩一起唱过校歌，）走调不走调，天知道。老舍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唱歌，人家
都不愿意听，后来他就拿着一把刀，走到村外去，拉住一个人，说你要听我唱歌，不听，我就宰了你
。那个人说，那好，那我听你唱歌。唱了不几句，这个人说，你杀了我吧。这是老舍讲的。你杀了我
吧。我唱得还不如“你杀了我吧”，反正也够呛了。那时候我们有一条经验，就是跟国民党的官员打
交道，软的不行。我们这些留学生，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所以国民党的那些官啊，都怕留学
生——他们无法揣摩是哪一家的“衙内”，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第一顿饭，给（我们用）的是一般的
筷子，我们都给他撅断了，要象牙筷子，立刻就来象牙筷子了。后来我们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上
海，一路上的经验就是和国民党打交道，就得粗、野，别的都不行，他吃这一套。你如果文文绉绉的
，他以为你怕他。你粗野的话，他不知道你是国内什么大官的子弟。所以我们就打了一路。到了后来
，就无理取闹了，越凶，他们越不敢动，越闹的厉害，他就越怕你。他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大官的背景
，他们一路上就是打出来的。一提到蒋介石，“叭”，（他们）都站起来了，吓了我一跳。我问他们
，干吗站起来啊？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个规矩。八股文，其功不可泯，现在写文章的人缺少八股文
的训练。（北大教授）吴晓铃在印度呆过，梵文学得很不怎么样，因为他只会英文。从英文学梵文哪
，反正水平是很不怎么样。我这一辈子，碰到学语言的，有语言天才的学生，就两三个。这个学语言
的，有才能的和无才能的，差别很大啊！那没有才能的人啊，有时候我都想跟他说，你改行吧！别学
语言了，你没有发展前途。（求真相= =）梁漱溟这个人哪，是很值得钦佩的。值得钦佩的标准，就
是敢跟（国家领导人）顶嘴。还有一个（我）钦佩的——彭德怀。武的呢，是彭德怀，文的就是梁漱
溟。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我当副校长的时候，干的就那两件事。实际上并不是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那时候，我对那个校长不满意。校长已经不是周培源了是。周培源走的时候，推荐我当副
校长。那个人什么人，不讲他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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