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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
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
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
张和局促。
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
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
”“是我。
”“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
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
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
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
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
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
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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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
者之一。
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
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
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
我中心悲伤。
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
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
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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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大学问家加藤周一先生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早就指出：日本现代化最大障碍是封建
的天皇制政治体制，他认为日本现代化，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
民主主义体制的保证，就很难实现这种手段。
但是，如果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文化层面上而没有发挥日本传统文化的再生作用，要完成日本式
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
因此，他提出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日本现代化，只能采取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
传统相结合的形式”。
①可以说，加藤周一的这一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是对日本文化思考的深化，也是值得我们现在迫
切思考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耀邦主政时就找出“文革”灾难的根源，在于一言堂、家长制的封建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改革
，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温家宝作为一国总理，在今年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
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他还曾直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总书记胡锦涛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严防“文革”发展到极点的封建集权主义的回潮，成为实
现现代民主转型和现代化的指针。
可以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跛脚而行，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
我们向西方学习，不仅是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而且还要根据中国国情，认真学习西方的其他优秀文
化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吸取人类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普遍价值，切切实实地
确立民主与法治，以维持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
　　但是，并非一切西方文化都优越，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许多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其根源正如上
述季先生宏观性地概括指出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是思维模式方面的不同，其思维的
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
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
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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