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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写什么《自传》。
可是也曾想到过：如果写的话，就把一生分为八段。
《留德十年》是其中一段，《牛棚杂忆》是其中另一段。
这都已写成出版了。
如果再写的话，就是清华求学的四年，因为我自己的成长是与清华分不开的。
但也只是想了想，并没有真正动笔，一直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想把已经出过二十四卷的《季羡林文集》继续编纂下去，准备先编四五本。
我已经把《学海泛槎》（学术回忆录）交给了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明华先生。
但此书只有十几万字，如编为一卷，显得太单薄。
我于是想到了清华求学的四年。
我原来是想动手写的，再写上十几万字，二者凑齐了，可得三十余万字，成为一卷，像个样子了。
我找出了文革抄家时抄走的后来又还回来的日记，把前四本拿了出来，仔细看了看，面生可疑，好像
不是出于自己之手。
大概七十多年前日记写出来后从未再看过。
我虽然携它走遍了半个地球，却是携而不读。
今天读起来，才知道，我记日记自1928年起，当时我十七岁，正值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家居。
到了次年，我考上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日记就中止了。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入清华大学。
入学后前两年，也没有记日记。
为什么写日记？
我说不出。
为什么又停写？
我说不出。
为什么又提笔开始写？
我也说不出。
好在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国家大事无关的事情，就让它成为一笔糊涂账吧。
可是现在却成了问题。
我要写回忆清华读书四年的经历，日记却缺了前两年的，成了一只无头的蜻蜓。
虽然这两年的事情我还能回忆起来，而且自信还能相当准确，我还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可是时间的
细节却无从回忆了。
这是颇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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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收编作者撰写的部分回忆录及日记，包括《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中学时代》、《记北
大1930年入学考试》、《清华园日记》、《高中国文教员一年》、《留德十年》及《二战心影》。
为求脉络清晰，故按文章内容所反映的时代顺序排列。
    《我的小学和中学》2002年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时，曾被分割为两篇并分别冠题为《我的小学和
中学》和《我的高中》，现在恢复原貌。
    《清华园日记》是作者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
。
曾分别出版过影印本与排印本（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
排印本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记内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请北京大学高鸿博士对一些重要的人名作了简
要注释，对日记中出现的外文（主要是英语和德语）作了翻译。
本卷基本以排印本为底本，对高鸿博士所作的注释仍予保留并略有增删，漏字在“”中补出。
对属于汉字今昔使用习惯上不同的，在整理中一律照旧。
繁体字按照简化字编排，不再另外标注。
    《留德十年》记述了作者1935—1945年赴德求学的经过，原有若干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行世，这次
则依据东方出版社1992年的初版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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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小学和中学　小引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
南高中　结语我的中学时代　一　初中时期　二  高中时代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清华园日记引言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我的老师们　自序　日记　第一册　日记　第二册（1932.10.29-1933.10.31
）　日记　第三册（1933.11.1-1934.11.23）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一　校长　　二　教员　　三　上
课　　四  我同学生的关系　　五　我同校长的关系　　六　我的苦闷　　七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
稽剧　　八　天赐良机留德十年　楔子　一　留学热　二　天赐良机　三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四　
满洲车上　五　在哈尔滨　六　过西伯利亚　七　在赤都　八　初抵柏林　九　哥廷根　十　道路终
于找到了　十一　怀念母亲　⋯⋯　余音袅袅　二战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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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小学和中学回忆一师附小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现划归临清市）到了济南，投靠叔父。
大概就在这一年，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地点在曹家巷。
第二年，就上了一师附小。
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
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
“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
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
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
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
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
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在十六
年以后，在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
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
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
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
次级。
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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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全集(第4卷)》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
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
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忆的过程，⋯⋯把我遇到的人都重新召唤到我的眼前，尽管有的早已长眠地
下了；然而在我眼前，他们都仍然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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