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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忆往述怀》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散文随笔，蕴涵着作者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它虽
没有华丽的语言，但从平实无华的叙述中，却透露出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过之后让人的心灵不禁
为之一振。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书中可以领略欣赏季羡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为人处
事的原则，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读他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
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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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
季羡林素以学术造诣较深著称，他虽是年事耄耋却神思焕发，有大量散文随笔问世，亦是文坛一大幸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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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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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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们面对的现实，多种多样，很难一一列举。
现在我只谈两个：第一，生活的现实；第二，学术研究的现实。
　　一生活的现实　　生活，人人都有生活，它几乎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
在家中，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人都必须有的。
这且不表。
要处理好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在话下。
在社会上，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当官的，要为人民服务，当然也盼指日高升。
大款们另有一番风光，炒股票、玩期货，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腰缠十万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遍长安花”。
当然，一旦破了产，跳楼自杀，有时也在所难免。
我辈书生，青灯黄卷，兀兀穷年，有时还得爬点格子，以济工资之穷。
至于引车卖浆者流，只有拼命干活，才得糊口。
　　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
我们必须黾勉从事，过好这个日子（生活），自不待言。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思虑再深化一点，想一想全人类的生活，你感觉到危险性了
没有？
也许有人感到，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并不安全。
有时会有地震，有时会有天灾，刀兵水火，疾病灾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驾临你的头上，躲不胜躲
，防不胜防。
对策只有一个：顺其自然，尽上人事。
　　如果再把眼光放得更远，让思虑钻得更深，则眼前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
我自己也曾幼稚过一阵。
我读东坡《（前）赤壁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我与子之所共适。
”我深信苏子讲的句句是真理。
然而，到了今天，江上之风还清吗？
山间之月还明吗？
谁都知道，由于大气的污染，风早已不清，月早已不明了。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动植物品种的灭绝，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人口的爆炸，臭氧层出
了洞，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水——的枯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地步。
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并没有提高到与人类生存前途挂钩的水平，仍然
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
还有人幻想用西方的“科学”来解救这一场危机。
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一场灾难主要就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科学”造成的。
西方科学优秀之处，必须继承；但是必须从根本上，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东方的“民胞物与”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科学”之穷。
人类前途，庶几有望。
　　二学术研究的现实　　对我辈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生活的现实之外，还有一个学术研究的现实。
我在这里重点讲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我自己是搞这一行的。
　　文史之学，中国和欧洲都已有很长的历史。
因两处具体历史情况不同，所以发展过程不尽相同。
但是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多有相通之处，对象大都是古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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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论，由于字体屡变，先秦典籍的传抄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
但是，读书必先识字，此《说文解字》之所以必做也。
新材料的出现，多属偶然。
地下材料，最初是“地不爱宝”，它自己把材料贡献出来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发掘工作是后来兴起的
。
盗墓者当然是例外。
至于社会调查，古代不能说没有，采风就是调查形式之一。
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晚起的，恐怕还是多少受了点西方的影响。
　　古代文史工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记诵之学。
在科举时代，一个举子必须能背四书、五经，这是起码的条件。
否则连秀才也当不上，遑论进士！
扩而大之，要背诵十三经，有时还要连上注疏。
至于传说有人能倒背十三经，对于我至今还是个谜，一本书能倒背吗？
背了有什么用处呢？
　　社会不断前进，先出了一些类似后来索引的东西，系统的科学的索引，出现最晚，恐怕也是受西
方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引得”（index），显然是舶来品。
　　但是，不管有没有索引，索引详细不详细，我们研究一个题目，总要先积累资料，而积累资料，
靠记诵也好，靠索引也好，都是十分麻烦、十分困难的。
有时候穷年累月，滴水穿石，才能勉强凑足够写一篇论文的资料，有一些资料可能还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
写文章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
　　然而，石破天惊，电脑出现了，许多古代典籍逐渐输入电脑了，不用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只需发
一命令，则所需的资料立即呈现在你的眼前，一无遗漏。
岂不痛快也哉！
　　这就是眼前我们面对的学术现实。
最重要最困难的搜集资料工作解决了，岂不是人人皆可以为大学者了吗？
难道我们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高枕无忧”了吗？
　　我说：“且慢！
且慢！
我们的任务还并不轻松！
”我们面临这一场大的转折，先要调整心态。
对电脑赐给我们的资料，要加倍细致地予以分析使用。
还有没有输入电脑的书，仍然需要我们去翻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忆往述怀>>

编辑推荐

　　《忆往述怀》中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
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
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季羡林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素以学术造诣深厚而著称，且有大量散文随笔
问世。
《忆往述怀》收集了大师近年来发表的散文随笔，其蕴涵大师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
　　领略大师风采，传承智慧文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经典散文全新结集出版。
全景展现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
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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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世事的感悟。
　　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必须实现人生的价值，才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
　　天下有没有傻瓜？
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
傻瓜。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　　与人
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
　　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
没有礼貌是目中无人的一种表现，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如果　　这样的人多了，必然产生与社会
不协调的后果。
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个人小事而掉以轻心。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
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
这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
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
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悔。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上脚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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