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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出季老读书颇有代表性的六十余篇读书随笔、序、跋及关于治学经历的个人参悟，林林总
总、深入浅出，以大学者的读书角度品鉴其细致、严谨的习惯，更可以体悟到其对学术的真诚与认真
，读者亦可以循着季老读书的痕迹穿越书香世界的丰富，感受学问幽深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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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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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清华大学西洋文学学术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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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史等。
主持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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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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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我们学习外国语，不是在大学里才开始的。
从中学起，有的人甚至从小 学起已经学起外国语来了。
但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智力发达尚未成熟，所以他 们应该有他们独特的学法，我们在这里不谈。
我们要讨论的只是大学里外国语的教学法。
我这里说的外国语是指的平常所谓第二第三外国语，就是在大学里才开 始学的。
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大概都有学习第二外国语甚至第三外国语的经 验。
有的学一年，有的学二年三年甚至四年。
学习的期间虽有短长，但倘若 问一个学过的人，他学的成绩怎样，恐怕很少有不摇头的。
我也在大学里学过两种外国语。
教务处注册股的先生们或者认为我已经 学成了。
因为在他们的本子里我的分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还因了其中一种 的分数特别好而得到出国的机会。
但是我却真惭愧。
送我出国的这一种外国 语还是我到了他的本国以后才学好的。
另外一种也是在那个国度里学到能看 书的程度。
同我同时学的朋友们情况也同我差不多。
当然，这里也正像别处 一样天才是缺不了的。
他们念上十页八页的文法，一百个上下的单字，再学 会了查字典，以后写起文章来，就知道怎样把英
文的As if翻成德文的Als ob，括弧里面全是洋字，希腊，拉丁，德文，法文全有。
这样就很可以吓倒 一个人。
至于他们能不能看书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有这样的天才撑场面，但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学外国 语的成绩这样不高明？
难道他们的资质真不行吗？
我想无论谁只要同外国大 学生在一块念过书都会承认，我们中国学生的天资并不比外国学生差。
原因 并不在这里。
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问题我觉得也并不难回答，我们只要一回想我 们自己学习外国语的经过和当时教员所用的方法就够
了。
普通大概都是这样：教员选定一本为初学者写的文法，念过字母以后，就照着书本一课一课地 教下去
，学生也就一课一课地学。
速度快的，一年以内可以把普通文法教完 ；慢的第二学年开始还在教初级文法。
有的性急的教员等不到把文法学完就 又选定一本浅明的读本一课一课地讲下去。
学生在下面用不着怎样预备，只 把上一次讲过的稍稍看一看，上堂时教员若问到能够抵挡一阵，不管
怎样糊 涂，也就行了。
反正新课有教员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只需在半醒半睡中用耳 朵捉住几句话或几个字就很够很够了，字
典是不用自己查的。
于是考试及格，无论必修或选修都得了很好的分数，堂皇地写在教务处注册股的大本子里。
教员学生，皆大欢喜。
就这样，学上两年甚至三年外国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普通学生 大概都不能看书。
最初也许还能说那么十句八句的话，但过上些时候，连这 些话也忘净了，于是自己也就同这外国语言
绝了交。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大好光阴白白消耗掉，这已经很可惜了。
但更 重要的却是放掉一个学习现代学者治学最重要的工具的机会。
现代无论哪一 国哪一门的学者最少也要懂几种外国语，何况在我们这学术落后处处仰给别 人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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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机会还是一放过手就不容易再得到，因为等到大学毕业自 己做了事或开始独立研究学问的时候
，就很难再有兴致和时间来念作为工具 用的外国语了。
这简直有点近于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主要原因，据我看，就在教学法的 不健全。
自从学字母起，学生就完全依赖教员。
教员教一句，学生念一句。
一直到后来学到浅近的读本，还是教员逐字逐句地讲。
学生从来不需要自动 地去查字典，学生仍然不能知道直接去念外国书的困难，仿佛一个小孩子，从生
下起就吃大人在嘴里嚼烂的饭，一直吃得长大起来，还不能自己嚼饭吃，以后虽然自己想嚼也觉得困
难而无从嚼起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原因所在，就不难想出一个挽救的方法，这方法据我看 就在竭力减少学生的依赖性。
教员应该让学生尽早利用字典去念原文，他们 应该拼命查字典，翻文法，努力设法把原文的意思弄明
白。
实在自己真弄不 明白了，或者有的字在字典上查不到，或者有的句子构造不清楚，然后才用 得着教
员。
在这时候，学生已经自己碰过钉子，知道困难的所在，而且满心 在期望着得到一个解答，如大旱之望
甘霖，教员一讲解，学生蓦地豁然贯通，虽然想让学生记不住也不可能了。
这样练习久了，我不信他们会学不好外 国语。
这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外国，最少是在我去过的那个国度里，是最平常的。
我现在举一个学俄文的例子。
第一点钟教员上去，用了半点钟 的时间讲明白俄文在世界语言里尤其是印欧语系里的地位，接着就念
字母。
第二点钟仍然念字母。
第三点钟讲了讲名词的性别和极基本浅近的文法知识，就分给学生每人一本果戈理的短篇讽刺小说《
鼻子》，指定了一部字典。
让每个人念十行。
我脑筋里立刻糊涂起来，下了堂用了一早晨的力量才查了 六行，有的字只查到前面的一半，有的字根
本查不到，意思当然更不易明白。
心里仿佛有火在燃烧着，我恨不能立刻就得到一个解答。
好容易盼到第二 堂上课。
教员先让学生讲解，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一个整句。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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