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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家父季羡林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这一套宁静致远系列丛书让我终于能够静下心来走进父亲的
精神世界。
如果我在自已的生命轨迹里对父亲的感受是有些冷漠的甚至无情的话，那么这套书让我真正懂得了父
亲的精神世界。
他是一个舍“小我”追求“大我”境界的非凡的父亲，我也许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
慢慢读起这套书，我对他的为人有了新的感受，对父亲的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了新的认识。
围绕着父亲的名字，我们的家庭成为名人之家，我们也感受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无论是怎样的人间闹剧，我相信，时间自然会对一切评议给出答案，无论是人性的善还是人性的恶
，都会给出答案。
所以。
我感觉这套书是父亲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也是父亲送给所有大众读者的好的礼物。
感谢牟洁女士的努力，家父临终前题赠给她四字长寿之道——宁静致远，她在编辑这个书系的时候，
觉得用这四个字作为书系的名称，非常恰当，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套剐致的版本。
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支持！
正如编者对我所讲的，编书的过程是走进老人丰厚内心的过程，也是接近他那令常人无法企及的思想
高度的过程。
这套书还原了这位老人最真实的思想和情感，他是一位一生勤俭、谨慎、讷言的老人——一位把研究
学问当作毕生兴趣之所在的老人⋯⋯我从来都是仰望着父亲您而不可及，今天终于可以走近你，这是
命运的安排。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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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十八岁高龄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读书随笔、散文篇章，另有关于
梵文佛教、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论、译著凡千余万字。
宁静致远系列，旨在用最相互的追思情感为读者呈现季羡林先生读书、读人、读景、读世、读史的精
准思辨，感受先生一生追求学问的“彻底性”及“天人合一”的世界眼光、泛博大爱以及最宽忍最明
亮的心怀。
如果说书籍的意义在于明辨真理，提醒世事，温暖心灵，那么这套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智者一生的
思想轨迹，那些晨明的清朗，午后的安详还有雪日的孤独。
　　感谢在季老文字里获得悟动的读者们，因为你们，才有了选编这套书的初衷；因为你们，季老的
生命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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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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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清华大学两洋文学学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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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代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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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编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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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书张：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他博学多才，中西兼备，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平易近人，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
　　他晚年提倡“和谐”和“天人合一”观；他认为，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
的一个伟大礼物，全世界都要“和为贵”。
他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
他提倡：爱人类、爱自然、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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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救救小品文送礼那提心吊胆的一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从历史上看中德文化关系谈老在德
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外语教学漫谈年元旦试笔《文化意识的觉醒》序《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
集》自序论书院行将见春色满寰中——《东方美术史》序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异文化的使
者——外来词》序八十述怀老年谈老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在跨
越世纪以前尊师重道国学漫谈新年抒怀寻根漫谈翻译的危机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个
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漫谈撒谎容忍我们面对的现实三思而行毁誉论包装论广告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没有
新意，不要写文章满招损谦受益长寿之道爱情论压力不完满才是人生做人与处世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
希望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漫谈；肖费谈孝希望二十一世纪家庭更美好成功九十述怀知足知不
足有为有不为我的座右铭爱国与奉献时间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再论包装公德恐怖主义与野蛮在病
中(节选)难得糊涂再谈爱国主义大自然的报复论怪论一个预言的实现九十五岁初度致第二届世界佛教
论坛的贺词慈善是道德的积累／222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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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救救小品文1934年8月23日(时23岁)自从鲁迅先生把小品文封为小摆设以后，一向沉寂的小品文蓦地热
闹起来，但它却倒了霉。
中国是小品文的国家，这只要一想就会明了的。
在外国，所谓文学者往往分为诗歌小说戏剧三大类。
小品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在中国呢，小说戏剧是不被人认为是文学的，剩下的只有诗歌，来填这个空的是小品文，所谓某
某文集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品文，而这些文集的作者就正占据着文学史顶显赫的篇幅，例如唐宋八
大家、桐城派等不都是每天挂在人们嘴上的吗?然而在这样一个小品文的国家里，小品文却一向给人利
用。
在极渺远的时代，我们就看到小品文的萌芽，似乎一下生就走着黑运，给大人先生们拿来作载道的工
具，一直到魏晋六朝，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人们用小品文来说自己的话，然而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
己话的小品文也就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度着自己的暗淡的命运。
于是到了明末，我们又看到人们用小品文说自己的话。
然而又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又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外面又贴上满洲皇帝禁书的
封条，喘不上气来，一直到新文学的起来，小品文依然在寂寞暗淡里活下去。
最近又有人说新文学的成功就是小品文的成功了，他们提倡小品文，提倡明末人的小品文，这使我高
兴。
我自己想，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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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忆中的季老淡定谨言，睿智无边，慈善深远。
他从来不曾把自己当作一个象征，只倾心生命的本质，学问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永恒的本质。
他走了。
他曾教给我一句梵文：真理必定要胜利。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想，作品的命运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从诞生到完成然后⋯⋯或者在历史的检验
中被淘汰，或者脱颖而出，成为传世之作，那肯定是遵循了永恒的原则：真理必定要胜利。
没有人这样知道他内心的孤高，知道他的智慧矗在那里，无人企及⋯⋯现在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年头
，清晨寂静，但并不寂寞，千万读者和他在一起。
也许这是一个能以来生角度观察现世的时刻，它只属于回忆。
“宁静致远”这四个字，蕴含着多少豁达和未尽善意，似乎永远耐人寻味。
他的文字里一直有慈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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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读世(纪念珍藏本)》：季羡林先生生前唯一签字授权，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宏辱不惊。
——2006年感动中国给获奖者季羡林的颁奖词寂寞无处不在，唯有这一刻，我留住了自己。
你走了，荷塘的花没有留住自己的内心,它们盛开在每一个黎明的灯影里，耀动着倥偬的岁月，远去一
个世纪的脚印，你的心像一面镜子，能够说出大地的轮回，沉默中语言的花瓣飘落，飘落．每一个瞬
问都是持续不断的回忆之痛，你是孤独的智者，从故乡的小路一直走到九十八岁的终点，多少面孔浮
现在不经意的亲近中，多少向往重复着风风雨雨的人生，你走了，这个世界还在飞速地旋转着，没有
尽头，那么多欲望的尘埃，没有尽头，你留下的是读书、读史、读人、读景、读世的风度，你留下的
是一片宁静的高远，一片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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