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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学和中学，前后共有十几年，都是在济南上的，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系统的陈述尚付
阙如。
这似乎是一件须加以弥补的憾事。
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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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小学和中学》，是作者对自己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2002年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时，被分
为两篇，分别冠名为《我的小学和中学》与《我的高中》，现合为一篇，恢复原貌。
另加《故乡行》一文，是作者2001年回故乡临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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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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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
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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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
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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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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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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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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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
堂上。
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
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黯淡，学生人数不少。
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
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
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
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
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
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
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
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
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了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
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为也极潇洒。
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
可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
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
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
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
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
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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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
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
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
我经常到这里来买。
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
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
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
这样大概做了几次。
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
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
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
、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
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
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
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
这就是我自己。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
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
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
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
原来，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
言为白话。
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
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
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
”主人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
”主人又答应了。
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
”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
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
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
荒唐！
荒唐！
转学！
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
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2002年2月28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小学和中学>>

后记

七八年前，我还能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现在却是办不到了，腿脚已经不行了，我脑袋里还留有不少
科学研究的问题，要同那些稀奇古怪的死文字拼命，实际上，脑筋却不够用了，只希望青年人继续做
下去了。
总而言之，要想满足自己写作的欲望，只能选取比较轻松的题目，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对
小学和中学的回忆正属于这一类，这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我只有顺应天意了。
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时间是一种无始无终，永远不停地前进的东西，过去了一秒，就永远过去了，虽有翻天覆地的手段也
是拉不回来的。
东坡的“再少”是指精神上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具体的经验。
在我写这十年回忆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再少”了十年。
仅仅这一点，就值得自己大大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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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小学和中学》编辑推荐：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专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
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专家，作家，在佛经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
众多领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同季老的学术成就相比，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很容易被忽略。
其实季老的文学创作一直伴随着他的学问，是他学问生命的另一种形态。
季老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文笔清新、平实又饱含深情。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里，季老将小学和中学的经历写完，仿佛又回到七八十年前去，重历当时的喜
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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