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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
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
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
章呢？
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
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
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
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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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一位语言学家讽刺我要“东化”。
他似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之举。
愧我愚陋，我完全不理解：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从人类几千的的历史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决不应妄自尊大。
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
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
这我期期为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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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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学学会会长、中困南亚学会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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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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中国精神东方文化再谈东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
间的盛衰消长问题议论东西方文化的意义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发展
战略问题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西方不亮东方亮西化问题的侧面观东学西渐与“东化”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拿来和送去“拿来主义”
和“送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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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中国精神郑州社科联的青年学者窦志力同志，冒着北国的寒风，不远千里，从郑州来到北京，把自
己的新著《中国精神》这一部长达四十万言的作著送到我手中，并且让我写一篇序。
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以望九之年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打算立即婉言谢绝的。
但是，一想到这个书名：中国精神，我立刻想到中国诗圣杜甫的四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正当我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意气风发，锐意弘扬和创造我们的精神文明时，这一部书难道不是一
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雨”吗？
再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实在挤不出时间细读这样一部巨著。
我只能大体翻看一下，看看全书的目录和结构，找出我自己认为必读的几个章节，细读了一番，其余
的只能望一望它而已，我决不冒充我曾读过全书。
就我翻阅所及，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
有资料，有分析，有见解，有论断，而且有一些见解很精辟，发前人之所未发。
虽然我不敢说，对他的意见我全部同意；但是我却不能不佩服这位青年学者思想之敏锐，对中国精神
分析之细致。
有的话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这些都是作者近几年来奋发努力、锲而不舍的结果，我应该向他祝贺。
我对中国精神，或者笼统说东方文化，没有多么深的研究。
由于自己好胡思乱想，所以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不敢敝帚自珍，曾写过一些文章，得到的反响总起来
说是积极的。
但自知是“野狐谈禅”，并不敢沾沾自喜。
我同作者的意见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近似的。
比如，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爱国爱民的献身精神，勤劳智巧的创业精神，忠诚
无畏的勇敢精神，仁爱孝敬的重德精神，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精神。
对他这样的概括，我是同意的。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
”鲁迅先生这一段话，同窦志力同志在上面列举的五条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
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
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
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人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
我们决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否则我们的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一大批著名的爱国者，就都被剥去
了爱国的光环，成为内战的牺牲者。
但是，爱国主义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
我认为，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正义的爱国主义和邪恶的爱国主义。
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受侵略、受压迫、受杀害的，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
而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法西斯，手上涂满了别国人民的鲜血，而口中却狂呼爱国，这样的爱国主
义难道还不是最邪恶的吗？
这样的爱国主义连他们本国的人民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痛加挞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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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翻了身，享受了独立自由的生活；但是心怀叵测的一些列强仍在觊觎敌视。
因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发扬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现在我们已经改革开放，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中，我们仍然要弘扬中
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精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我们的中国精神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作用就仅仅限于中国和东方吗？
否，否，绝不是的。
自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西方列强挟其分析的思维模式，征服自然，为人类创造了空前辉煌的文
化，世界各国人民皆蒙其利。
然而到了今天，众多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举其荦荦大者就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
臭氧层出洞，等等。
如果其中一项我们无法遏止，人类前途就处在危险之中。
有没有拯救的办法呢？
有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就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
西方之穷，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改弦更张，人类庶几有被拯救的可能，这就是我的结论。
给别人的书写序而侈谈自己的主张，似乎不妥。
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这样写不过表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已。
东方文化我是研究语言的，但对文化也有些想法，可谓“野狐谈禅”，真正的专家讲东方文化与我讲
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专家。
但“野狐”有“野狐”的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辩证地说，两者各有利弊。
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一、文化与文明；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三、东方文化。
　　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文明两词，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查英文词典，会得不到答案，因为“culture”和“eiviliazation”均既指文明又指文化。
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两个范畴有相交的地方。
具体而言，首先从字源上说，“culture”有“培养”的意思，指“栽种”，而civilization是从civil来的
，字源不一样，有差别。
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
愚昧主要指智慧的低下，而野蛮则主要指言行粗俗，因而区分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定义非常难下，现存的对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不下五六百个，谁也不能说服
谁。
因而我们求其理解，不求定义，明白文化与文明有统一也有区别。
国外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区别，英国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研究》 
（HistoricalStudies）中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文化归为23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非文明
。
咱们现在天天讲弘扬中国文化，我觉得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可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
文化（明）是如何产生的？
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之分。
一元论是指由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创造，而多元论则认为文化是由多个地方，多个民族创造。
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一元论是不确切的。
希特勒是主张一元论的，他认为世界上创造文明的只有日耳曼民族，主要指欧洲北方的白人。
他认为，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是产生文明的，而其他民族或是受益于或破坏这个文化，因
而闹了很多政治笑话。
我认为，多元论优于一元论。
关于人类起源，至今还争论不休，但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看，应该不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
世界上民族很多，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每个民族对文化都有贡献，只是贡献不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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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天下，西方人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汤因比把世界文化分成23或26种文明（化），就没有细分下去。
我想，自从人类以来，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的选择文化及欧美
文化。
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文化均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希伯来直到现在的穆斯林文化为伊斯兰的选择文
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这三者可总称为东方文化；而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可称为西方
文化，其间并无其他第三种文化。
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内国家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日本等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其文化基础根源于中国文化。
日本的文字中，有1750个汉字。
日本发展到今天．是中、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就恐怕不是
这样。
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本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词非源于
中国，而是语言上的偶合。
认为去掉外文中的中国字就是爱国主义，其实，研究历史，首先要实事求是，否认事实绝不是爱国主
义。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
前人在这方面就已有所体现：吴文俊在《九章算经》序中写道：“欧州（洲）的数学与中国不同，它
从公理体系开始，而中国数学从实用出发。
”充分表明了分别以分析和综合作为两种思维方式。
另外，庄子曾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西方则将物质细分，从原子分到电子再到介子，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综合出技术；西方文化注重分析，分析出理论。
《丝绸之路》的作者，伊朗籍法国人，在书中曾写道：在穆斯林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初），在阿拉
伯和伊朗（波斯），有个说法：“世界民族很多，希腊人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他民族则
为瞎子。
”意思是说，希腊只出理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大思想家；而中国出技术，如四大
发明。
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
其实发展地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诸子百家，但希腊没有技术却是事实。
综合和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主流，虽说没有第三种，但也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综合和分析。
但是现在，领导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
诚然，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世界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可否认。
但他们歧视东方的想法是没有远见的。
他们目前已经暴露出很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出洞。
这些危险的问题联合起来，不堪设想。
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同人生道路一样），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风顺。
因而，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亟须东方文化的纠正，
否则，世界前途危机重重。
西方的邪教宣传“世界末日裁判”，这些都是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人类进步就如同人跑400米接力赛，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在二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地位不是今天这样，是“两只眼”，而希腊只是“一只眼”。
因而，我们应该回头看看100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西方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张。
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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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
中国文化对人一生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这三个问题是：（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三）人自身内部情
感冲突与平衡。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不为人之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一旦人成为
人，人就成为大自然的对立面。
人一生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大自然。
向大自然索取有两种办法：一是强取豪夺；二是朋友相赠。
用第一种办法是征服（conquer），目前西方的结果就是征服来的。
大自然有规律地运转着，而恰当地掌握规律则很难。
如果征服过度，大自然一定会给予惩罚。
所谓“天灾人祸”，很大部分是人祸。
如云南滇池的围湖造田，西双版纳的森林砍伐，这些都是洪水泛滥的直接人为原因。
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合理的，相互了解，中国古话称之为“天人合一”。
中国的道家、儒家均有此论。
宋朝的张载言：“民我同胞，物吾与也。
”简称“民胞物与”，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可惜的是中国有此思想无此言行。
如1958年的“浮夸风”，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怕你不解放思想”，因而经济遭受莫大
损失。
到21世纪，只有采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解决问题。
我最近出了《天人合一新解》及《天人合一续本》，提出的建议的是非公论，有待于21世纪实践证明
。
因为现在看21世纪，就好比两个近视眼看匾。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近视眼，决定第二天到庙里看挂匾一决高低。
其中一人先向他人打听到匾文，所以第二天两人并排向前走时，他没走几步就嚷：“我看到了，我看
到了，是‘光明正大’！
”旁边不知情者惊问：“你看到何物？
匾尚未挂出呀！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
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
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认为：“要用天人合
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
”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备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
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这八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
另外，中国百家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性善、性恶。
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
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
实源于印度）。
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为两派，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
”我表示怀疑。
“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
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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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别人着想。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因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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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
在季先生的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阐述的“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汇集了季羡林先生谈东方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广大学生和学者全面认
识季羡林的观点，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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