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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岁月
　两段岁月的沉淀，一代大师的养成。
一段是初人北大的学术之梦与传奇：副教授一周转正，创造了北大的历史记录；困于资料之缺失，另
寻学术之突破；大政治环境下一代学者的学术追索。
一段是“文革”炼狱后的大器晚成：从1978年起，
“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
“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自主地思考了”，老骥伏枥，一代大师的晚年学
术青春．
 　牛棚杂忆
　“这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
　　异域观澜
　　行万里路，为万里文，随笔所之，盎然成趣。
淳朴游记，还原一个性情季羡林。

　　故乡之行
　　月是故乡明，游子归来，扫墓，思古，一个耄耋老人的“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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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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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北大岁月
　进入北京大学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出路的表现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一一《浮屠与佛》
　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一点补充
　批判的狂潮
　1950——1956年的学术研究
　政治运动
　1957一]965年的学术研究
牛棚杂忆
　自序
　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1966年6月4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完全解放
　余思或反思
　后记
北大岁月
　政治环境
　1978—1993年的学术研究
　我的学术观
异域观澜
　天竺心影
　下瀛洲
　尼泊尔
　曼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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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之行
　楔子
　在车厢中
　盛大的欢迎
　官庄扫墓
　临清的宴会
　祝寿大会
　祝寿晚会
　环游临清市
　发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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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的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
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
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
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
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
可是我有点迟疑。
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公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
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
教授的历史。
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
施，以免被动。
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
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
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
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的历史，我最清楚。
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
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
能公正吗？
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
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
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笼。
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感到有风暴在我头上凝聚，随时可以劈了下来。
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
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
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
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
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至痛也。
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
”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
”我只能说：奈何！
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
”我就被打倒了。
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
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要随时听候传讯！
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
原因何在呢？
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
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
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
是正确的。
结果他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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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
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
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
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
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
般地步。
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
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
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
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
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
结果审讯不出什么。
如是一次，两次，三次。
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
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
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
——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年审讯我的朋友们！
你们当时对这些“底”是怎样想的呀？
你们是不是真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呢？
这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谈他们的“底”。
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
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
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
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
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
职员。
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
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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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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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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
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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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百岁人生笔记，季承亲自审订，迄今为止季老最完整自传，季羡林百
年诞辰唯一授权典藏纪念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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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百岁人生笔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