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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总想多见上先生一面，为此曾企盼着，幻想着；当真见了面，即聊数语
也备感亲切温馨；分别后那情景刻骨铭心，几见梦境；遂又期待再相逢⋯⋯这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
真实感情的流露。
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这已为世人公认；先生所享殊荣，我们自然会有深切的
体会。
然而，每当我们偎依在先生身旁，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大学者，而宛如慈祥的父亲。
这也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
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时常想到青年人。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然振兴中华的重担就压在他们肩上。
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他们的榜样是谁？
向榜样学些什么？
这似乎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
德高望重的先生难道还不应该成为楷模吗？
但对许多人来说，则久闻其名而难见其书，于是我们想送给大家一份惊喜——试从先生那洋洋洒洒上
千万字的著述中选取一点点，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大可喜哉！
当我们最初与先生谈及此事时，未想到竟被婉言谢绝。
先生说：“我的书已经出了不少，别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了。
”几经“苦磨”，先生终于答应了下来。
记得先生最后说：“别忘了把我谈学外语的文章也收进去，对青年人也许会有些帮助⋯⋯”这便是我
们编选这套季老文丛的初衷。
本文丛共四卷——第一卷《学问之道》，即为先生七十年来治学经验之集大成者。
在先生的这些文章中，不但总结了先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人的治学
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且发前人未发之覆，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新方法。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时时上进，时时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2l世纪的战略高度，预言世
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先生在全面阐述学术理论的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治学方法和必备条件，具有极其普遍的指导意义，
使人蒙受其利。
第二卷《感悟人生》，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
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罢
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令人受益无穷。
第三卷《散文精粹》，是先生长达百万余字的散文作品中的佼佼者。
先生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旦攀缘文坛，便初有文名，且如一棵常青树，植根于生活的沃
土中。
先生满怀着对山山水水，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将所思、所念、所感、所怀，以其
生花妙笔，浓墨重彩地大书纸上。
先生散文的特点是：淳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不但使人怡情悦性，获得美感享受
，而且为人指点迷津，引向“人间正道”。
第四卷《耄耋新作》，收录了先生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首次与读者见面。
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
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一位耄耋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
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
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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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先生在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
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在先生的三千弟子中，我们确信能排列其次，又向以先生为知己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曾暗自思忖，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为学精神，倘若能够在我们身上体现于万一，则足矣！
愧疚之余，我们只好在已近花甲之年(季老曾说，这仅是他一生中黄金时代的开始)，手捧先生的书，
细细地咀嚼和品味，以充实这颗空寂的心灵——愿以此与读者朋友们共勉。
在文丛编选过程中，承蒙李玉洁老师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胡光利 姜永仁200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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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官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本书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
包括：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写我、人生、再谈人生、三论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
    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谈
罢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世大的精神财
富，令人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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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临清市人。
1930年入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言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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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文、法文、英文、俄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现
代语文。
在哥廷根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论文多篇。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进行东方学研究
。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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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史等。
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福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
。
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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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人生哲思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写我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人生的意义与价
值　不完满才是人生　世态炎凉　走运与倒霉　缘分与命运　做人与处世　容忍　谦虚与虚伪　傻瓜
　毁誉　论压力　爱情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人间第一爱　谈孝　中国的民族性　谈中国精
神　文字之国　文得学养　芝兰之室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漫谈出国　真理愈辨愈明吗　老年　长
生不老　长寿之道人生寄语　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　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　颂海宴堂　“天下第
一好事，还是读书”　我和书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的书斋　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们面对的现
实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　谈中国的“学统”　老马识途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一寸光阴
不可轻　我眼中的清华园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拿来和送去　学人寄语　获奖有感　我对未来
教育的几点希望　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人生回首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
的童年　我的中学时代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回忆陈寅恪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西谛先生　悼念沈从
文先生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悼组缃　怀念乔木　去故国——欧游散记
之一　重返哥廷根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回忆汤用彤先生　站在胡适
之先生墓前　回忆王力先生　哭冯至先生　悼念邓广铭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牛棚杂忆》自序　百年回眸　回眸五十年人生瞻望　八十述怀　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
　虎年抒怀　1987年元旦试笔　新年抒怀　兔年万福　千禧年我干了些什么　迎新怀旧——21世纪第
一个元旦感怀　九十述怀　新世纪开始时我想做些什么　季羡林先生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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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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送到我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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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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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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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华民族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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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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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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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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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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其荤荤大者就是环境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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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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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庶几乎有被拯救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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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2月10日（本文是为窦志力《中国精神》一书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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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感悟人生》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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