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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总想多见上先生一面，为此曾企盼着，幻想着；当真见了面，即聊数语
也备感亲切温馨；分别后那情景刻骨铭心，几见梦境；遂又期待再相逢⋯⋯这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
真实感情的流露。
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这已为世人公认；先生所享殊荣，我们自然会有深切的
体会。
然而，每当我们偎依在先生身旁，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大学者，而宛如慈祥的父亲。
这也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
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时常想到青年人。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然振兴中华的重担就压在他们肩上。
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他们的榜样是谁？
向榜样学些什么？
这似乎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
德高望重的先生难道还不应该成为楷模吗？
但对许多人来说，则久闻其名而难见其书，于是我们想送给大家一份惊喜——试从先生那洋洋洒洒上
千万字的著述中选取一点点，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大可喜哉！
当我们最初与先生谈及此事时，未想到竟被婉言谢绝。
先生说：“我的书已经出了不少，别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了。
”几经“苦磨”，先生终于答应了下来。
记得先生最后说：“别忘了把我谈学外语的文章也收进去，对青年人也许会有些帮助⋯⋯”这便是我
们编选这套季老文丛的初衷。
本文丛共四卷——第一卷《学问之道》，即为先生七十年来治学经验之集大成者。
在先生的这些文章中，不但总结了先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人的治学
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且发前人未发之覆，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新方法。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时时上进，时时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2l世纪的战略高度，预言世
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先生在全面阐述学术理论的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治学方法和必备条件，具有极其普遍的指导意义，
使人蒙受其利。
第二卷《感悟人生》，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
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罢
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令人受益无穷。
第三卷《散文精粹》，是先生长达百万余字的散文作品中的佼佼者。
先生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旦攀缘文坛，便初有文名，且如一棵常青树，植根于生活的沃
土中。
先生满怀着对山山水水，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将所思、所念、所感、所怀，以其
生花妙笔，浓墨重彩地大书纸上。
先生散文的特点是：淳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不但使人怡情悦性，获得美感享受
，而且为人指点迷津，引向“人间正道”。
第四卷《耄耋新作》，收录了先生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首次与读者见面。
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
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一位耄耋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
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
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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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先生在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
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在先生的三千弟子中，我们确信能排列其次，又向以先生为知己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曾暗自思忖，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为学精神，倘若能够在我们身上体现于万一，则足矣！
愧疚之余，我们只好在已近花甲之年(季老曾说，这仅是他一生中黄金时代的开始)，手捧先生的书，
细细地咀嚼和品味，以充实这颗空寂的心灵——愿以此与读者朋友们共勉。
在文丛编选过程中，承蒙李玉洁老师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胡光利 姜永仁200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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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耄耋新作》收录了作者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
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
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一位耄耄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
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
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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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临清市人。
1930年入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言语，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
、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文、法文、英文、俄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现
代语文。
在哥廷根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论文多篇。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进行东方学研究
。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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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藏书》、《福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
。
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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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99札记《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风雨同舟五
十年——我和民盟的关系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缀玉集》自序谈老年（一）谈老年（二）谈老年（三）《中国作家国外获奖丛书》序坏人《南亚丛书
》序《汤用彤全集》序我害怕“天才”两个小孩子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老年十忌——一忌：忌说话
太多《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序《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序《南极100天》序对于新疆生产甘蔗和砂
糖的一点补充《人生漫谈》自序《中国文化书院十五周年华诞纪念论文集》序老年十忌——二忌：倚
老卖老《汉学研究》序卷首语成语和典故忆念郑毅生先生21世纪国学研究瞻望《澳门史》序梦游21世
纪论朋友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千禧感言希望21世纪家庭更美好《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
》序豪情半怀迎新纪《世界遗产大典》序序《七星文丛》序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一个真正的中国
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千禧文荟成功佛山心影《西学东传人物丛书》序我和东坡词目中无人大
放光明《燕园师林》第四集序《五卷书》再版新序《赵元任全集》序《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
序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悼念赵朴老《董秋芳译文选》序龙抄本《牛棚杂忆》序《平凡而伟大的
学者——于道泉》序开元笔录 谈礼貌悼念马石江同志《跨文化丛书·夕卜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名
家绘清华》序《人生小品》序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隔膜《记者无悔》序论恐惧《京剧与中国文化》
序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推荐《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推荐《林徽音文集·文学卷》我最喜爱
的书清华大学九十华诞祝词《人生小品》序一条老狗漫谈伦理道德欢呼《芬芳誓言》从南极带来的植
物《大漠孤烟》序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岁华诞追忆李长之祝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十周年《名家
心语丛书》序思想家与哲学家悼念周一良一故乡行《清华园日记》自序清华园日记季羡林先生大事年
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耄耋新作>>

章节摘录

'99札记《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出版一套丛书，定名为《江苏
当代著名学者丛书》，蒙朱步楼同志垂青，征序于我。
这个光荣任务，我本来是不能，不敢，也不应该承担的。
因为，除了对初入选的十位著名学者，不管是已故还是健在，怀有很诚挚的崇敬之心外，我同江苏哲
学社会科学界联系不多，情况不明，焉敢斗胆乱加评述，乱发议论呢？
那样做岂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吗？
然而，继而一想，最近几年来我对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处境十分不满，宛如骨鲠在喉；现在有
了这样良好的机会，何不一吐为快呢？
于是，我就应允了下来，写了这样一篇序。
首先我想对本丛书中“江苏当代著名学者”做一个明晰的界定。
因为，一般人一看到这个名称，就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是“出生在江苏的著名学者”。
一般的用法确实如此。
然而我细绎这十位学者的籍贯，却发现出生于江苏省者少，而生于外地者多。
这一点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江苏素称文化之邦，历史上著名学者灿如列星，用不着外地学者来增光添
彩，自有其辉煌处。
然而，现在既然把外地学者列入，就说明，这里的“江苏著名学者”是指在江苏工作的著名学者。
这一点还是说清楚了好，免得产生误会。
现在来谈关于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处境的问题。
最近几年来，我同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一样，痛感我们处境的不能尽如人意，直白地说，就
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轻视或者歧视。
对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是很不明智的，很不利的。
建设国家，没有科技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只重理工而忽视文科就能行得通吗？
从近代世界历史上来看，日本是现代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确实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忽视文科。
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学问，他们也兼收并蓄，同时又努力发扬本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到了今天，日本终于成了举足轻重的世界科技大国。
这一段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专就中国而论，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这个“特色”怎样表现出来呢？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
我这个人对理论一无能力，二无兴趣。
我只读过其中的少数几篇，结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是，我觉得，或者我幻想，在科技上表现特色是异常难的。
即使你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同别的国家比起来，也只是量的差别，很难说有什么“特色”。
特色只能表现在中国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上。
只有这样的科技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坛上别开生面，独放异彩，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另辟一条阳关大道。
而要想做到这一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携手共进，互助互补。
我们现在提倡文理交融，我认为这是下一世纪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是根据我上面这一点肤浅幼稚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举国上下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都应该
有足够的认识。
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其他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过去所做出的
成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感谢；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寄予最深切的希望。
骨鲠吐尽，序言打住。
切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1999年6月18日《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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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
最近又推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
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而无愧。
此举实有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做法，一定
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
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没有耶稣，何来“世纪”？
但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
征之19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
征之20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
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各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一百年的研
究历程作出总结。
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
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
撰写。
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他一些学科进行总结的情况，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要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的。
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是优点？
是缺点？
尚难定论——，就是好胡思乱想。
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
”对于汉语语法，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
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差不多整整三年前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所写的序中。
我这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文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
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
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
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
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
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更为突出。
序的内容大体如此。
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
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可是，三年以来，我既没有听到有人同意，也没有听到有人反对。
大概是我“晃荡”得离了辙，不为通人专家所注意，固其宜矣，奈之何哉！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师在六十六年以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
我抄几段他的原话：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
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
，此其所以甚难也。
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以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
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
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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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
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
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
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
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
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可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施诸不同系之汉文。
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
呜呼！
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
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
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
汉语语法，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做到，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
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企图摆
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
但是，光这个还是不够的。
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一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
期：一、套用期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二、引发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三、探求期20
世纪70年代末期一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
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有二十年。
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
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
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
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些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21世纪的任务。
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
向哪个方向探求？
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步骤去探求？
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
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这两点上面都已经说过了。
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
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
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
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着痒处。
我这些话是不是显然不迂阔了呢？
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
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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