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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万没有想到，五十多年来的散文结集《季羡林散文集》还没有算是完全出版，自己写的散文一
类的东西又有了二三十篇，七八万字，可以结成一个集子了。
　　这是不是表示自己又焕发了青春活力，创作力又旺盛起来了呢？
我想，也不是的。
我多次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文学家，也不想做文学家，只是积习难除，每有所感，便不禁技痒，拿起
笔来。
所以我写东西，被动的时候居多，主动的时候较少。
现在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了这样多的东西，完全不是出自事前的计划，而是临时机遇凑巧，
心血来潮。
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我的所谓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
　　所谓机遇凑巧，本集的第一篇文章《悼念朱光潜先生》，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写这篇文章，事前完全没有想到。
我决不能像诸葛亮那样掐指一算，算就了孟实先生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离开人间，于是潜心构思，一旦
预见实现，立刻就写出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来。
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事实上，孟实先生逝世十分突然。
他刚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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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竺心影》，包括《天竺心影》和《万泉集》两个集子。
《天竺心影》是作者正式印行的第一部散文集，1980年9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收作者1978年第三次访问印度后所写的见闻。
《万泉集》最早编于1987年12月，收作者1986年、1987年所写散文，因故未能出版，作者后又增补了
若干新写散文，于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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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竺心影楔子初抵德里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难忘的一家人孟买，历史的见
证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佛教圣迹巡礼回到历史中去深夜来访的客人海德拉巴天雨曼陀罗——记加尔
各答国际大学别印度万泉集自序自序续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我和外国文学槐花我
的童年日本人之心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一个影子似的孩子游石钟山记登庐山尼泊尔随笔1987
年元旦试笔遥远的怀念怀念西府海棠怀念衍梁法门寺悼念曹老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重返哥廷根梦萦未
名湖我与百花悼念姜椿芳同志回忆梁实秋先生虎门炮台北京忆旧梦萦水木清华晨趣悼念沈从文先生室
伏佑厚先生一家寿寿彝我爱北京回忆雨僧先生怀念丁声树同志月是故乡明忆念胡也频先生我的老师董
秋芳先生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神奇的丝瓜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八十
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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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真的做了一夜莫卧儿的梦。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泰姬陵门外。
门还没有开。
院子里，大树下，弥漫着一团雾气，掺杂着淡淡的花香。
夜里下过雨，现在还没有晴开。
我心里稍有懊恼之意：泰姬陵的真面目这一次恐怕看不到了。
　　但是，突然间，雨过天晴云破处，流出来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泰姬陵的圆顶上，只照亮一小
块，其余的地方都暗淡无光，独有这一小块却亮得耀眼。
我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难道这不就是泰姬陵的真面目吗？
　　我们走了进去，从映着泰姬陵倒影的小水池旁走向泰姬陵，登上了一层楼高的平台，绕着泰姬陵
走了一周，到处嘹望了一番。
平台的四个角上，各有一座高塔，尖尖地刺入灰暗的天空。
四个尖尖的东西，衬托着中间泰姬陵的圆顶那个圆圆的东西，两相对比，给人一种奇特的美。
我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表达这种美，就叫它几何的美吧。
后面下临阎牟那河。
河里水流平缓，有一个不知什么东西漂在水里面，一群秃鹫和乌鸦趴在上面啄食碎肉。
秃鹫们吃饱了就飞上栏杆，成排地蹲在那里休息，傲然四顾，旁若无人。
　　我们就带着这些斑驳陆离的印象，回头来看泰姬陵本身。
我怎样来描述这个白色的奇迹呢？
我脑筋里所储存的一切词汇都毫无用处。
我从小念的所有的描绘雄伟的陵墓的诗文，也都毫无用处。
“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多么雄伟的诗句呀！
然而，到了这里却丝毫也用不上。
这里既无绣户，也无雕梁。
这陵墓是用一块块白色大理石堆砌起来的。
但是，无论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看，却丝毫也看不出堆砌的痕迹，它浑然一体，好像是一块完整的
大理石。
多少年来，我看过无数的泰姬陵的照片和绘画；但是却没有看到有任何一幅真正的照出、画出泰姬陵
的气势来的。
只有你到了泰姬陵跟前，站在白色大理石铺的地上，眼里看到的是纯白的大理石，脚下踩的是纯白的
大理石；陵墓是纯白的大理石，栏杆是纯白的大理石，四个高塔也是纯白的大理石。
你被裹在一片纯白的光辉中，翘首仰望，纯白的大理石墙壁有几十米高，仿佛上达苍穹。
在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仿佛给这个白色的奇迹压住了，给这纯白的光辉网牢了，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词：“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
”我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人间，置身于琼楼玉宇之中。
有人主张，世界上只有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
把二者融合起来成为浑然一体的那种美，只应天上有。
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种天上的美。
我完全沉浸在这种美的享受中，忘记了时间的推移。
等到我从这琼楼玉宇中回转来时，已经是我们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从泰姬陵到红堡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也不例外。
到了红堡，限于时间我们只匆匆地走了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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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王朝的这一座故宫，完全是用红砂岩筑成的。
如果说泰姬陵是白色的奇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红色的奇迹。
但是，我到了这里，最关心的却是一块小小的水晶。
据说，下令修建泰姬陵的沙扎汗，晚年被儿子囚了起来。
他本来还准备在阎牟那河这一边同河对岸泰姬陵遥遥相对的地方，修建一座完全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
陵墓，如果建成的话，那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的奇迹。
然而在这黑色的奇迹出现以前，他就失去了自由，成为自己儿子的阶下囚。
他天天坐在红堡的一个走廊上，背对着泰姬陵，凝神潜思，忍忧含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镶嵌在一个
柱子上的那一块水晶，里面反映出整个泰姬陵的影像。
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这位孤独的老皇帝就这样度过了他的残生。
　　这个故事很有些浪漫气息。
几百年来，也打动了千千万万好心人的心弦，滴下了无数的同情之泪。
但是，我却是无泪可滴。
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印度朋友曾告诉过我，就在这走廊下面那一片空地上，莫卧儿皇帝把囚犯弄了来
，然后放出老虎，让老虎把人活活地吃掉。
他们坐在走廊上怡然欣赏这一幕奇景。
这样的人，即使被儿子囚了起来，我难道还能为他流下什么同情之泪吗？
这样的人，即使对死去的爱姬有那么一点情意，这种情意还值得几文钱呢？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红堡城墙下长着肥大的绿叶子的树丛中，虎皮鹦鹉又吱吱喳喳叫了起来。
这种鸟在中国是会被当作珍禽装在精致的笼子里来养育的。
但是在阿格拉，却多得像麻雀。
有那么一个皇帝，再加上这些吱吱喳喳的虎皮鹦鹉，我的游兴已经索然了。
那些充满了浪漫气氛的故事对于我已经毫无吸引力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竺心影>>

编辑推荐

　　从内容上来看，本集的文章约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悼念、怀旧；一类是国内旅游；一类是出
国访问。
现在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了这样多的东西，完全不是出自事前的计划，二十临时机遇凑巧，
心血来潮。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由季羡林先生亲自定名的散文丛书——“李羡林作品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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