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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
他6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
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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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4年起。
历任?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交
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
此外，季羡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我眼中的季羡林》由施汉云所著，收录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品格、思想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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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汉云，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
曾在自动化研究所、国家部委任职。
从事科学技术研发、管理工作。
1990年公派香港中资集团，负责电脑公司。
2000年调回北京，在海内外相关集团公司任职。
历任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自1985年开始，业余时间义务协助全国政协委员石景宜博士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主要作品有：《石景宜先生传记》、《功在文化，利在中华——石景宜传记》、《功在文化的人杰—?
石景宜博士画传》、《中国台湾大专院校简介》、《华夏干家书画集》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眼中的季羡林>>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序曲小鸟要飞了
第一章足迹
第一节 大官庄?来时路
第二节 学在济南
一 孤苦少年“好学”不倦
二 正谊中学
三 高中立志艰苦求学
第三节 水木清华
第四节 哥廷根小城的欣喜与哀愁
第五节 北大岁月
一 学成归国北大任教
二 辛酸往事感慨万千
三 名号众多各有来历
第六节 301医院的鲜花深处
一 善用时间苦研不辍
二 勉励青年书赠学人
第二章平凡中的伟大
第一节 记得那人家
一 慈母长逝勉尽哀思
二 德国少女一往情深
三 温馨的家
四 亲人去世伤心欲绝
第二节 布衣情怀
一 生活简朴悠然自得
二 家居简陋珍惜用物
三 八个书斋
四 思念
第三节 一日之计，一生之计
一 珍惜时间勤奋严谨
二 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第四节 爱国不甘后人
一 灵活应变天生捷才
二 众德之首热爱祖?
第五节 诚以待人、厚以载物
一 事必躬亲行必合度
二 共度春节
三 气度恢弘容人雅量
四 轶事趣闻名传后人
第六节 人格的魅力
一 历史功过恩怨分明
二 《牛棚杂忆》
三 真诚节俭人格高尚
四 无私捐献高风亮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眼中的季羡林>>

第三章殷殷深情
第一节 此时无亲胜有亲
一 “义务打工者”李玉洁
二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三 众人相助功不可没
四 “林宜欣程”“惠泽社群”
第二节 桃李不言
一 恩师陈寅恪
二 德国教授精诚感召
三 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
第三节 有朋自远方来
一 “四剑客”的学友情
二 忆章用
三 门生故交满天下
四 淡泊名利重视科研
五 多年挚友体贴入微
六 不信神佛深研佛理
第四节 贝叶经情缘
一 初识
二 萍水相逢真情相送
三 十五部“贝叶经”赠北大
四 静思静研缅甸国宝
五 广东之行义无反顾
第五节 季羡林和石景宜
一 兄弟情结情深意笃
二 文化书史
三 雪中送炭贡献良多
四 在蓝旗营的家
五 深感知遇鼎力相助
六 撰写石景宜博士传
七 知己的关键是“真”字
八 不幸仙逝天地同悲
?六节 感悟真爱
一 交以望年
二 “诚”“仁”为本慈爱广被
三 美丽的小荷叶缸
四 医院里的欢声笑语
五 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第四章真趣
第一节 此身合是诗人未
一 坐拥书城乐在其中
二 散文创作自成一家
第二节 爱猫本是寻常事
一 月是故乡明
二 仁慈之心 惠及爱猫
三 来自自然还于自然
第三节 年来多少可登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眼中的季羡林>>

一 出访列国感触良深
二 邀游各地巨著累累
第四节 童心来复梦中身
一 达观人生世无其匹
二 勤奋为学摄取新知
第五章往事依旧
第一节 冒昧采访
一 德高望重宾客如云
二 实话相言苦衷谁知
三 受益匪浅美不胜收
第二节 生日专业户
一 九十华诞影响深远
二 医院祝寿精诚感召
三 肝胆相照动人心弦
四 九十五诞辰校长致辞
五 最后的生日礼物
六 家乡祝寿得意杰作
第三节 仁者寿、智者乐
一 畅谈养生真知灼见
二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第四节 永不逝的身影
一 一代学人与世长辞
二 名言谠论流传不朽
彼美一人
参考资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眼中的季羡林>>

章节摘录

季羡林1935年8月离家，10月抵达柏林，后来又来到幽静的哥廷根小城，结识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人。
入哥廷根大学，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
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当然未想到这便是一住十年的第二故乡了。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
因？
，“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
走下去。
”他在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和西克教
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选修了俄语、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和阿拉伯语等。
在这个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的小城，留下了他刻苦攻读的身影。
随着对于各种语言越来越娴熟的掌握，他对自己的老师们满怀感激和敬仰之情。
他与女房东亲若家人，和谐相处，课余时间里，也与德国的朋友们郊游山林，？
德国人富有情趣的种种生活，使他坚信德国人民与别国人民一样的热情、正直、善良。
季羡林喜欢这个小城，在《留德十年》里，他充满诗意地描述哥廷根的山林，就像小夜曲，美到引人
入胜，美到神秘。
在前途未定、心事茫茫的十年动荡岁月中，这块桃花源美且真实，他与同学、朋友在四季各富情趣的
哥廷根山林里谈天说地，那种闲散适意更成为他十年岁月中最美丽的回忆。
赴德留学期间，虽然忍饥挨饿，他仍然发奋学习。
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1942年，季羡林完成了博士学业准备回国，但是到柏林办理回国签证时，由于战争因素而归国无路，
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
表多篇重要论文。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的博士后岁月。
”他依然回到哥廷根大学过七年来“单调寂寞”的生活。
他又学习了吐火罗文和吠陀语。
当时环境恶劣，那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飞机轰炸下的柏林，硝烟遍地，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季羡林
同其他外国人一样，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饱受着战祸之苦。
在这单调中，他曾经思考过德国极端但也迷茫的纳粹崇拜，对美国大兵进驻哥廷根后生活的随意和浪
费也存在怀疑，也曾思考过战后的德国灾难和平民命运悲剧产生的原因，当然还历尽了异乡人的忧愁
。
原以为只在这里待两年，谁知却一直拖了10年。
满怀着一腔热望奔波于研究所、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间的时候，空袭带来的惶惑和饿肚子的烦恼，
渐渐被学术上的进取心替代，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思乡之情却被埋得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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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先生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研究领域之广，学术造诣之深，学术成果之多，学风学德
之高，在当今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除印度学，即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印度历史以
外，还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对东方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巨大，人们称他为“东方学的缔造者和引路人”；他有力地推动了民间
文学、比较文学的深入研究，这又使他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灵魂”、“比较文学的奠基者”。
此外，他创作的散文，以丰富的内涵、动人的情感，在我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我眼中的季羡林》由施汉云所著，收录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品格、思想和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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