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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
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
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
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
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
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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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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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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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
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
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
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
，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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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们面对的现实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满招损，谦受益 难得糊涂 活思
想 走运与倒霉 牵就于适应 缘分与命运 谦虚与虚伪 成功 容忍 毁誉 坏人 傻瓜 隔膜 世态炎凉 三思而行 
生命的价值 我的自述 我与《万泉集》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我的小山 朗润园随想 燕南絮语 牵线人 一个
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科纳克里的红豆 马里的芒果城 战斗吧,
非洲 巴马科之夜 野火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春色满寰中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两个小孩子 天竺心影 丝
绸之路 回到历史中去 天雨曼陀罗 泰戈尔与普列姆昌德 真实的泰戈尔 谈柯棣华 谈飞天艺术（节录） 
漫谈吐火罗文 谈（节录） 谈东方文学 谈西学东传 漫谈词典 谈敦煌学 谈文学交流 京剧杂谈 中国传统
小说在亚洲 谈中国舞蹈 论广告 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成语和典故 中餐与西餐 语言与文字 走向天人合 鉴
往知今 宗教 回头看看 黎明前的北京 我同澳门的因缘 澳门回忆 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现代化 芝兰之
室 文得学养 绍兴人的骄傲 空谷足音 论新体旧诗 民族性 中国的民族性 治学四法 文字之国 我看中国文
化书院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学问中没有捷径 新年抒怀 虎年抒怀 兔年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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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走了进去，从映着泰姬陵倒影的小水池旁走向泰姬陵，登上了一层楼高的平台，绕着泰姬陵走了
一周，到处嘹望了一番。
平台的四个角上，各有一座高塔，尖尖地刺人灰暗的天空。
四个尖尖的东西，衬托着中间泰姬陵的圆顶那个圆圆的东西，两相对比，给人一种奇特的美。
我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表达这种美，就叫它几何的美吧。
后面下临阎牟那河。
河里水流平缓，有一个不知什么东西漂在水里面，一群秃鹫和乌鸦趴在上面啄食碎肉。
秃鹫们吃饱了就飞上栏杆，成排地蹲在那里休息，傲然四顾，旁若无人。
我们就带着这些斑驳陆离的印象，回头来看泰姬陵本身。
我怎样来描述这个白色的奇迹呢？
我脑筋里所储存的一切词汇都毫无用处。
我从小念的所有的描绘雄伟的陵墓的诗文，也都毫无用处。
“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多么雄伟的诗句呀！
然而，到了这里却丝毫也用不上。
这里既无绣户，也无雕梁。
这陵墓是用一块块白色大理石堆砌起来的。
但是，无论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看，却丝毫也看不出堆砌的痕迹，它浑然一体，好像是一块完整的
大理石。
多少年来，我看过无数的泰姬陵的照片和绘画；但是却没有看到有任何一幅真正照出、画出泰姬陵的
气势来的。
只有你到了泰姬陵跟前，站在白色大理石铺的地上，眼里看到的是纯白的大理石，脚下踩的是纯白的
大理石；陵墓是纯白的大理石，栏杆是纯白的大理石，四个高塔也是纯白的大理石。
你被裹在一片纯白的光辉里，翘首仰望，纯白的大理石墙壁有几十米高，仿佛上达苍穹。
在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仿佛给这个白色的奇迹压住了，给这纯白的
光辉网牢了，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我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人间，置身于琼楼玉宇之中。
有人主张，世界上只有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
把二者融合起来成为浑然一体的那种美，只应天上有。
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种天上的美。
我完全沉浸在这种美的享受中，忘记了时间的推移。
等到我从琼楼玉宇中间转来时，已经是我们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从泰姬陵到红堡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也不例外。
到了红堡，限于时间，我们只匆匆地走了一转，莫卧儿王朝的这一座故宫，完全是用红砂岩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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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随想录(12):缘分与命运》：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时光流逝，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
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
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
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7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
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
明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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