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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　 辈子还转生为人，
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
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
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
之明少一点。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
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
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7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
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
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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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
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
、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
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
，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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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讲到人民的友谊，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柯棣华大夫。
他的故乡就在孟买附近，他哥哥和几个妹妹一直到现在还住在孟买市内。
四十年前，日本侵略者百万大军压境，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狼奔豕突，践踏蹂躏。
中华民族正处于风雨如磐的危急存亡之秋。
当时，柯棣华大夫刚从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像白求恩大夫一样，毅然决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战
争的前线，穿上八路军的军服，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后来他在中国结了婚，生了孩子。
终于积劳成疾，死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孟买数万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的中国。
我们不说他病死异乡，因为他并不认为中国是异乡。
他是继白求恩之后的另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毛主席亲笔为他写了悼词，每个字都像小盆子那样大，气势磅礴，力透纸背。
这幅悼词，现在仍然悬挂在孟买他哥哥的家中。
二十年前，叶剑英委员长到印度来访问时，曾到过他家，让人把这幅悼词拍了照。
我们这一次到孟买来，也到了他家，受到他哥哥和几个妹妹以及所有亲属的极其热烈的款待。
我当时坐在那里，注视着墙上毛主席的题词，转眼又看到同样是悬挂在墙上的柯棣华的夭亡了的小孩
柯印华的照片，镜框上绕着花环。
我真是心潮翻涌，思绪万千，上下古今，浮想联翩。
在中印两千多年的友谊史上，无数的硕学高僧、游客、负贩，来往于中印两国之间，共同培育了这万
古长青的友谊。
但是，像柯棣华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说是空前的吗？
毛主席对他作了那样高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
听说一直到今天，四十年已经过去了，柯棣华生前的许多中国老战友，一提起他来，还禁不住热泪盈
眶。
什么东西能这样感人至深呢？
除了深厚的友谊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孟买的印度门是历史的见证。
它告诉我们，腐朽的邪恶的东西必然死亡。
柯棣华的例子又告诉我们，新生的正义的东西必然永存。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孟买又成了中印人民友谊的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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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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