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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百岁人生笔记（叁）》包括“病榻自述”“师友杂忆”“参悟人生”三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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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还走今生的这一盘棋路？
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是走这一条路⋯⋯——
季羡林病榻自述：医院“三进宫”历险仍不失豁达乐观，季老动情讲述病榻经历，谈人与自然，谈和
谐，谈爱国，谈中西医⋯⋯忆童年，忆青年，忆父母，忆亲友，忆卑微少年时的那位小姐姐⋯⋯病榻
自述，直面生死，笑谈人生。
师友杂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
架上了。
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
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
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
此情此景，焉能忘情?”西克灵、胡适、老舍、沈从文、朱光潜⋯⋯
当年良师挚友纷纷离去，季老伤痛之下，用平实文字还原了与这些大师巨擘的当年旧事。
知己之感，师生之情，不但先逝者的风神如在眼前，也写尽了对逝者的真切怀念。
参悟人生：历经多年风雨坎坷，沉淀一个世纪的人生感悟。
年届高龄，仍笔耕不辍，无论社会公德，人生小品，还是老年感怀，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质朴文字如智慧之火，长明不熄，照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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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山东清平（今临清）人。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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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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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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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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灿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
，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
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四十、五十、六十岁。
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
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
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八十三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八十岁，英国的萧伯纳、
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超过了八十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
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
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
我拖到了眼前。
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
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
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绝不“加塞”。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
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
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
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
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问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人诊。
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
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
”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
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
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
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
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
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
”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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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hellip;&hellip;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
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hellip;&hellip;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ldquo;牛棚&rdquo;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
仰&hellip;&hellip;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mdash;&mdash;温家宝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mdash;&mdash;2006感动中国颁奖词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
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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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还走今生的这一盘棋路？
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是走这一条路&hellip;&hellip;　  &mdash;&mdash;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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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百岁人生笔记(3)》：四十余幅珍贵照片，百万余字季老长文，首次完整展示一代大师的风雨
人生。
季承亲自审订，季羡林百年诞辰唯一授权典藏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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