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牛棚杂忆>>

13位ISBN编号：9787560093192

10位ISBN编号：7560093191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季羡林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前言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
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
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
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
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
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
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
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
否，否，决不是的。
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
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
，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也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
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
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
在我的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
为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
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
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
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
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希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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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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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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书籍目录

自序    一　缘起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三　1966年6月4日四　对号入座五　快活半年六　自己跳出来七
　抄家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九　千钧一发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十一　大批斗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十八　半解放十九　完全解放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一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章节摘录

据说从6月1日起，天天如此。
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
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
，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
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
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
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
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
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
大字报”的。
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
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
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
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
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
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是钦定的“定资派”，罪有应得。
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
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
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
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
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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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1988年3月4曰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
草稿。
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
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
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
以叙述。
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
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
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
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
，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
我写的是历史事实。
我们“文革”前的友谊，以及“文革”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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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棚杂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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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棚杂忆》是季老用血和泪写成的，希望人们能从中照见善恶丑美。
这本小书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抱负，而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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