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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世心语》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生、治学、生活等方面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
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
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等方面。
是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自己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对于人生和世事的感悟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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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
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至1984年离职。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
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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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季羡林散文集：阅世心语》
　第一篇 纵浪大化中　
　　人生
　　再谈人生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不完满才是人生
　　世态炎凉
　　走运与倒霉
　　缘分与命运
　　做人与处世
　　牵就与适应
　　谦虚与虚伪
　　容忍
　　时间
　　成功
　　爱情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漫谈伦理道德
　　论朋友
　　论压力
　　谈孝
　　老年谈老
　　老年四“得”
　　老年十忌
　　八十述怀
　　梦游21世纪
　　迎新怀旧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九十述怀
　　九三述怀
　　狗年元旦抒怀
　　九十五岁初度
　第二篇 学海泛槎　
　　国学漫谈
　　国学日益为全世界所重视但仍任重而道远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西方不亮东方亮
　　东学西渐与“东化”
　　“天人合一”新解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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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最喜爱的书
　　藏书与读书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才、学、识
　　如何搜集资料
　　如何利用时间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思想家与哲学家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第三篇 流年碎影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中国的考据学
　　德国的考据学
　　中国文化的内涵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文化与气节
　　爱国主义
　　陈寅恪先生一家三代的爱国主义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朱光潜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记张岱年先生
　　为胡适说几句话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回忆梁实秋先生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扫傅斯年先生墓
　　痛悼钟敬文先生
　　悼念邓广铭先生
　　悼组缃
　　悼巴老
　　悼念沈从文先生
　　痛悼克家
　　怀念乔木
　　悼念赵朴老
　　元旦思母
　　我的家
　第四篇 相期以茶　
　　一个预言的实现
　　爱国与奉献
　　再谈爱国主义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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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的座右铭
　　座右铭（老年时期）
　　我的美人观
　　赞“代沟”
　　笑着走
　　封笔问题
　　我害怕“天才”
　　目中无人
　　大放光明
　　西苑医院
　　艰苦挣扎
　　三○一医院
　　死的浮想
　　病房里的日常生活
　　简短的评估
　　反躬自省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什么
　　对未来的悬思
　　回家
　　三进宫
　　唐常建的一首诗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白衣天使新赞
　　护士长
《季羡林散文集：贤行润身》
《季羡林散文集：志虑心物》
《季羡林散文集：忆往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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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写&ldquo;我&rdquo;　　我写&ldquo;我&rdquo;，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
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ldquo;我&rdquo;，两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按理说，人对自己的&ldquo;我&rdquo;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
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
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ldquo;要认识你自己！
&rdquo;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
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作一个例子。
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ldquo;文章是自己的好&rdquo;。
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
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
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
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ldquo;诗人&rdquo;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
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
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
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
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好？
什么又叫坏？
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
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
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
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
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
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
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
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
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
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ldquo;天书&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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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
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
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ldquo;
为他人做嫁衣裳&rdquo;，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
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
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
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ldquo;大革命&rdquo;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
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
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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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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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让我自知之
明少一点。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
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纪就来临了。
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ldquo;我与中国20世
纪&rdquo;。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
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
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
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
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ldquo;末代皇帝&rdquo;，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
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ldquo;满清遗少&rdquo;。
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ldquo;朝廷&rdquo;（农民口中的皇
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
我不理解什么是&ldquo;朝廷&rdquo;，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
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
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
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
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
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
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
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
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
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
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为饿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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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
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
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
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
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
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
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
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
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
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
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
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
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
俗话说：&ldquo;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rdquo;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
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大门朝南，极有气派。
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ldquo;义&rdquo;施财，忘乎所以。
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
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
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
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
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ldquo;白的&rdquo;（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
为珍品。
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
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
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
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
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ldquo;白的&rdquo;。
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
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
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
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ldquo;白的&rdquo;。
可是，&ldquo;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rdquo;。
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ldquo;白的&rdquo;，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
伤痕，抱恨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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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
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
从此音讯杳然。
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
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
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
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
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
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ldquo;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
子走！
&rdquo;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
&ldquo;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rdquo;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
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
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
我今天的路怎样呢？
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
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
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
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
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
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
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
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
一切都比较顺利。
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
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
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
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ldquo;骆驼怎么能说话呀！
这简直是胡闹！
赶快转学！
&rdquo;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
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
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ldquo;骡&rdquo;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
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
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
这就叫做人生！
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
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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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
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
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
，非同一般。
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
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
《红楼梦》、《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ldquo;闲书&rdquo;，绝对禁止看。
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
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
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
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
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
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ldquo;中学为体&rdquo;，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是否也相信&ldquo;西学为用&rdquo;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
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ldquo;崇洋&rdquo;，&ldquo;媚外&rdquo;则不见得。
叔父心目中&ldquo;夷夏之辨&rdquo;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
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
国文教员王岜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
，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
的&ldquo;大清国&rdquo;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
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
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
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
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岜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
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
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
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
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
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
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
军阀混乱，鸡犬不宁。
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ldquo;你方唱罢我登场&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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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
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mdash;&mdash;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
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
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ldquo;革命&rdquo;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
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ldquo;济南惨案&rdquo;。
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
学校都不能开学。
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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