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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
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
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
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
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
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
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
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
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
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
版的图书为主，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
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100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
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
，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
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
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
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
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
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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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内容概要

《留德十年》主要内容包括：我先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只有北平有可能，济南是不行的。
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立即赶赴清华园，在工
字厅招待所找到了一个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几级的清华老毕业生，他是什么地方保险公司的总
经理。夜半联床，娓娓对谈。他再三劝我，到德国后学保险。将来回国，饭碗决不成问题，也许还是
一只金饭碗。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但却同我的愿望完全相违。我虽向无大志，可是对作官、经商，却
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对这位老学长的盛意，我只有心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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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
主席、中科院院士。

    主要著述：《<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
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

    主要译作：《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主要作品：《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书斋杂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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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书籍目录

楔子一  留学热二  天赐良机三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四  满洲车上五  在哈尔滨六  过西伯利亚七  在赤都八  
初抵柏林九  哥廷根十  道路终于找到了十一  怀念母亲十二  两年生活十三  章用一家十四  汉学研究所
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六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十七  大轰炸十八  在饥饿地狱中十九  山中逸趣二十 
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二一  我的老师们二二  学习吐火罗文二三  我的女房东二四  反希特勒的人们二
五  伯恩克(Boehncke)一家二六  迈耶(Meyer)一家二七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二八  盟国二九  优胜
记略三十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三一  别哥廷根三二  赴瑞士三三  在弗里堡(Fribourg)三四  同使馆的斗争三
五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三六  船上生活三七  西贡两月三八  从西贡到香港三九  回到祖国的怀抱余音袅袅
附录·欧游散记  去故国  表的喜剧  昕诗  寻梦  海棠花  Wala  忆章用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重
返哥廷根  追忆哈隆教授  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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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章节摘录

插图：一留学热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牵动着成千
上万青年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
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
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
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
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
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
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
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
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
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
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
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
。平常日子，勉强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
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
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
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
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
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
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
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
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
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
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
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
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
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
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
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
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
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总
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
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
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
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
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
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
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
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
“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
。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
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
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
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然而我情绪低沉，我
必须想法离开这里。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

Page 6



《留德十年》

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
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
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
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
，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是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则像人
间凡夫，“更隔蓬山千万重”了。我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年。二、天赐良机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
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
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
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
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
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
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
，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
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
重大抉择。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
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
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
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
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
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
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
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
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
。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
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
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
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但是，
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
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
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
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
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
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三、在北平的准备工作我终于在1935年8
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
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
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
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
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我眼里
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
—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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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德国整整十年，在瑞士、法国和西贡超过半年，这将近十一年的回忆就写完了。写这样的回忆录，
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总共写过两遍，第二稿几乎和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不是抄，而是重写。我
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为什么在相距三年之后又写成清稿？这一言难尽，不去说它也罢。我只说一说
写作的过程。这个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忆的过程，有日记为依据，回忆并不是瞎回忆。不管怎样
，我必须把这十一年的生活再生活一遍，把我遇到的人都重新召唤到我的眼前，尽管有的早已长眠地
下了；然而在我眼前，他们都仍然是活的。同这些人相联系的我的生活中，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我
前后两次，在四十天和四个月内，要把十一年的五味重新品尝一遍。这滋味绝不是美好的。我咬紧了
牙，生活过来了。但愿以后无需再把以前已经干枯了的快乐与痛苦重新回味。我虽年届耄耋，看起来
还不像就要走的样子。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不少酸甜苦辣要尝，我真希望这个余音能袅袅得
更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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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
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
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季羡林季老的学问、人品都是一流的。　　——著名哲学
家汤一介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著名学者、季羡林弟子钱文忠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季羡林之子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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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留德十年》：战火纷飞，羁旅十年；苦涩杂陈，异国恋情，德国小城哥廷根，见证一个东方人踏上
大师之路。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时曾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
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
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
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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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近十年来唯一一本通宵读完的书⋯⋯
2、客树回望是故乡。不同的人生，为何那许多的情结却感同身受？！@2014.12.20
3、喜欢他的文笔....更喜欢他笔下那个年代真正的德意志人....
4、2009年8月21-22日。一心求购了多年终于在上海书展上意外看到了。很早就想知道季老在德国的生
活点滴，这下如愿了。出国留学是此生的梦想，以后必将从之。
5、十年如一日
6、大师潜心的十年，静心的时候充满了对哥廷根的向往。
7、不错 看看人家 再看看  自己
8、季先生是学者，不是个以舞文弄墨为生的作家。该书若以文学的角度去欣赏，不见得有多出彩，
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记录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事，老老实实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9、在机场买的 结果如饥似渴在机上四个小时读完 大师就是大师 
10、文如其人，读季老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和一些敏感善良的情怀。忙里偷闲读点书感觉很充
实。
11、很真实，很真诚。
12、之前看过一篇季老和一位德国姑娘Irmgard的故事印象很深，想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些她的痕迹。但
也都只是朦胧而含蓄的提及，哎这种感情论谁也说不好做不好啊怪只能怪时间与命运
13、留学十年之前境况于今日相比，其实相差不大
14、文字非常朴实！
15、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怎么样。。。唉，人家可是国学大师咦，咱还是层次太低~~~
16、一半处实在挺不住了
17、因为学弟一直不停讲他广播站很屌的站长受这本书影响很大，明年就要去德读研什么的，有点不
爽，所以才读的⋯感觉季老写的多学一门语言就跟多吃一顿饭一样简单【。
18、了解德国概况
19、本想找寻经验，结果只剩感叹，时代背景使然，景物已无法再与当年相联系。
20、季老很实在。《留德十年》。推荐给那些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人。
21、“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仍然是有的。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摘
抄自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看了他在德国的十年，感触很深。敬佩他的刻苦学习，感慨他描写德
国妇女的勤劳（当然了她们没有工作），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倍感珍惜现在的生活，对我
是一个鞭策一种激励。
22、最爱之一
23、为季老先生加一星。并不是很好啃的文，有年代感。不过对于传记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一本书
。
24、毕竟对于研究型的学者不好再过高要求文笔。
25、心态坦率、感谢太多 （重读）
26、哥根廷
27、这种大学问家研究的东西我们不懂，但是也得随笔却是太通俗易懂了。像记流水账一样，记录了
自己研究的十年。其实自己好像已经很难在感动什么了，只是很佩服在那个环境下的德国人。很久没
有读散文这种东西了，自己浮躁的已经读不下下去了，压着自己的性子看了下来，其实看到中间还是
蛮感动。
28、自从不再学课文，每遇到风景描写都会跳过不读，他写就怎么也越不过。即时再晦暗，也有美好
。
29、可以拥有反复咀嚼的回忆的人生才是好的人生。
30、文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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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大概是我读的第二本回忆录是的真实的故事，第一本是相约星期二。这本书是周三下午文化传
播课老师推荐的，老师说自己是书虫。看到这样的人总是很羡慕的。自己执着着的工作，竟然是一生
的爱好，自己的为之奋斗的理想，永远没有尽头的梦想彼岸。我在想，也许老师高中毕业选择专业的
时候，也和我一样，木然的像个不会滑冰的孩子挣扎在高速旋转的陀螺之间。可是命运一方面是我们
妥协于生活的借口，一方面又募得降临于昏昏然的过往。又扯远了。常言道干一行爱一行的意思。我
决心以后不要写那些拽词的句子的。又犯病呢。老师的课我只有缘上过一次，还始终在玩儿电话。季
老在2009年7月与世长辞。享年98岁。以前只听过季羡林是北大校长。我猜老师如果知道我都在校园里
挥洒了近二十个年头，一定惊讶我怎么连季老是精通十二种语言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翻
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使多种古代文字古代语言在神州大地繁衍开花的创始人，都不知道。
想起看莱昂纳多的胡佛，才知道此胡佛非彼胡佛啊。所以翻开百度文库各种搜索这个FBI的老祖宗。看
之前还以为是国王演讲2呢。在留德十年的楔子里季老说，他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如果只当做晚年
的孜孜回忆，独自占有，是世人不能容忍的。在书中印象深刻多处，其中有摘抄日记原话的部分。我
很能体会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又深知自己体会的太过肤浅。季老于1991年5月清稿。事隔近六十年。
六个月之前的日记我自己读来都感叹我每天都在过日子，却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在先生六十年
前的生活记录面前，我像在电影钱学森里最后，一群新兵千里迢迢只为了来看一眼老科学家的心情。
我又很开心的是，我也有着对生活小小记录的习惯，从高中开始的每一本日记，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最不能理解的行为，就是删照片啊，删博客文章啊，烧日记啊。小时候不知道写东西是为了给以
后的自己看的。那时候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才庆幸。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真的不是我不想记得。还有
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自动删除有害的记忆。可是这些记忆可能就是我成长的粮食。我渴望在时间可
以长到让我忘记这些经历所属的记忆标签的时候，可以重新活一遍，用今天的心。所以每当我翻出一
些早已经静默在记忆底层的回忆时，又会有强烈的思绪来调整今天的看法。就像我说，回忆之动人处
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将自己心爱的，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全新的过去。当时间
固化成为碎片来回闪现，在叙述这些回忆碎片中，始终贯穿着今天立场，由此我们成为过去的统治者
。而我，不想篡改记忆。读书，特别是读这样真实的故事。魅力在于我可以用季老的眼睛去看看德国
，体恤一下德国民情么。德国的妇女每天的工作都是打扫，连马路都要用肥皂洗刷。美英的飞架大炮
，德中的团团森林，柏林的战前战后，法国的开放还有瑞士的无法言喻，西贡的吃在广东，香港的乾
坤大挪移。最后剧透一句季老的话吧，我已经写在今天的记事本上了。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空
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能有这次生命 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在永恒的
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
2、也许不来德国，就不会读这本书。有天，就想看看这本书了。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中文书籍，就拎
着小破手机看电子版。主要是公车上看。篇幅不长的一本书，花了几次公交的时间，就看完了。季老
先生用一种非常朴实，非常宠辱不惊的口气写了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亲民”“很亲近”“
很亲切”。他在德国的十年，是奋斗的十年，我自然不敢去比了~但是，读成功人士的人生，总归是
能够受到很多的启发。如今，出国比他那个时期容易的多，可是，却似乎少了某种意义了。是因为“
物以稀为贵”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只是一种感觉。有很多地方有共鸣。虽然时隔几十年，德国
人还是那样，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有时候让我觉得他们很“单一”很“闷骚”。似乎有传言德国很
冷，来了整整一个冬天，却在温暖中度过。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他们制造了暖气，无处不在得让我
们觉得不可思议。好像跑题跑很远了。。。不会写东西。。。《留德十年》里面映像最深的就是“连
论文加试，共得了4个sher 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原话不记得了
，大概这个意思。我很佩服，他一定是非常非常辛苦地学习，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简直
是个传奇。还有讲希特勒和纳粹的那一段，也让我对历史上这个事件有了一点新的看法。他其实很幸
运，遇到了那样一个和自己风雨同舟十年的家庭，遇到一个帮助自己打论文的美丽女儿，还有那么一
群同样优秀的中国人。我想，这十年，于季羡林先生，是幸福的吧。虽然有那些动乱，有那些磨难。
这样的人生反而更值得回味了。不知道等我古稀之年，回忆在德国的日子，是如何的滋味。反正，肯
定不会多得如这本书。但是却也会有那种“今生还能见到她吗？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悲夫！”
“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的心情吧，千里敞篷，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点注定了人的一生有很多回
忆。看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剩下回忆，那么他已经老了”，其实，等我们老了，光是回忆，就

Page 12



《留德十年》

足够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晚年了。季老先生用刘皂的《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数十霜    归心日夜忆
咸阳    无端又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来结尾，真的很合适，以前没看过这首诗，觉得真是再合适
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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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留德十年》的笔记-第102页

        那个让季羡林爱上的德国姑娘叫Irmgard,据说那个姑娘后来终身未嫁，房间里一直摆着那台打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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