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羡林传>>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6709

10位ISBN编号：7561346700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蔡德贵

页数：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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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传>>

前言

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撰《季羡林传》，来书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是万不敢当。
亦万不敢辞；在踌躇和耽延的交织心态之下，几个月不敢下笔。
首先让我表示一点歉意。
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辩士型，还有探险家型，
或者是会计师型。
才士型胜处在紧抓问题，入情入理，但易流于感情用事，接近文学家。
辩士型长于辨析，鞭辟入里，每每播弄词说，有如哲学家。
其他一是比较大胆，有究元决疑的缒幽疏证精神，另一则谨慎、扎实，喜欢校勘、统计，好像核数师
。
这几种类型有单纯的，亦有复杂的，有的一人只能属于某一类型，有时一个人亦可同时兼有其中一二
者。
我不欲举出何人属于哪一类型，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遴选代表人物。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
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
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
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
有的。
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
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
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
望尘莫及。
“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栽物
”的充分表征。
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
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
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
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
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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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蔡德贵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2008年经季羡林先生选定作为季羡
林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一直从事季羡林先生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工作。
书中他以一名季门弟子的独特视角和纪实的手法，详细地讲述了季羡林先生曲折的求学生涯、学术研
究、业余生活等。
传记再现了季老近百年来漫长的坎坷人生、广博弘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也突出反
映了一位世纪老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正如作者所说：“对于任何人来说，季羡林总是读不完的。
读不完的季羡林，会给人很多。
”更为可贵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作者作了适当的修改和重要的补充，使作品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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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德贵，1945年7月生，山东招远人。
1970生3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82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硕
士学位。
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
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著作有《十大思想家》（与刘宗贤合著）、《阿拉伯哲学史》、《秦汉齐学》（与丁冠之合
著）、《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宗教和哲学》、《修身之道》、《中国哲学流行曲》、《道统文
化新编》（合著）、《当代伊新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主编和主要作者）、《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
》、《季羡林传》、《季羡林师友录》等，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
主编有《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五卷、《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世界哲学家词典》、《东方思想宝
库》、《中国儒学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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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抹不掉的母爱1.是传记。
不是故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不同。
有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的故事平淡，无波无澜，枯燥乏味；有的故事幽默
，诙谐有趣，叫人发笑，读后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有的故事严肃，寓意深刻，隽永深沉，读后让人
回味无穷。
这里要叙述的，是季羡林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季羡林一生的足迹，没有任何虚构，完全出自于真实，因此，与其说是故事，还不如把它
叫做传记。
怎么来看季羡林的故事呢？
季羡林自己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他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包括治学经验，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一些近乎
怪话的意见。
但是，我们看季羡林的故事，视点截然不同。
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非凡人”的“非凡经历”。
他的一生，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20世纪的一个缩影。
它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命中注定要当农民的，然而靠社会的造就，靠自己始终如一
的艰苦奋斗，最后成长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艰难历程。
成才后的季羡林，不谋名利，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
他一生重精神轻物质，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丰富的内涵。
季羡林的故事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儿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国
家的栋梁之材。
季羡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
他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
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
字：勤捉。
你说它不对吗？
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
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的故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季羡林的故事还给人们另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社会、为
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否则，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最终腰
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
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读季羡林的故事，你会发现，它浓缩的是百年人生，再现的是泰斗风华。
2.命运当代有很多人热衷于谈命运。
但是，命运到底是有，还是无？
是人受命运主宰，还是人能改变命运呢？
有谁真能对此作出回答呢？
孔子，这位齐鲁大地的杰出儿子，就经常矛盾地看待命运。
他周游列国，在匡地被困时，明显地表现出相信命运的世界观。
面对着困境，孔子相信命运会作出安排，他说：老天若是要消灭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
老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些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司马桓魋要加害于他，他又说：老天造就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吼子认为，只有老天是了解他的，所以说：“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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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这都说明，孔子相信有一个有人格意志的天存在，这个天接近于上帝，能在冥冥中操纵和掌握人类
的命运，所以，人不仅要信天，也要信命，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主张行得通，要听之于命运；主张行不通，也要听之于命运。
然而，孔子虽然相信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但他并不否定人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安排，因此，
人要努力去了解和认识天命，天命并不是绝对不可知的，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认为知命对于他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教给我们的，是对命运的一种矛盾态度。
战国时期山东籍的另一个大思想家，人们把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也经常谈命运。
在孟子看来，天命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当然也是人类的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以及仁义礼智
的善性，都是天命所赋予的。
所以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命成了最后的决定者，人类所不能为、不能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归之于天命。
国君传位给下一代，不是出自于私人的意志，而是出自于天的命令。
因此，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都是由天命来决定，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但是，天不是直接下命令，而是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显示。
那么，人也就可以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改变命运，所以，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而且，他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去尽心、知性、知天。
可见，孟子对天命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
他相信命运，但却不放弃个人的主观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家是提倡命定论的，偶因论的倡导者范缜就是著名的代表。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河南籍学者，他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提出了
偶因论的思想。
因为范缜盛称无佛，反对因果报应，萧子良便质问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
”范缜的回答是：“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
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
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范缜用偶因论驳倒了萧子良的因果报应论，使萧子良无言以对。
显然，范缜的偶因论，正是孔子、孟子等儒家天命论的发挥和运用。
如果命定论真能决定人的命运，那么季羡林的命运该是如何呢？
季羡林年轻的时候，曾经相信过命运。
在1934年1月24日写成的一篇散文《年》中，在结尾部分说：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以前，脚下又
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
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
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
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
谁知道。
——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
但是，后来他对命运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了，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其相通之处了。
他说：缘分一词似乎有点迷信。
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
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
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
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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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
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这种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被季羡林用几句话就说透了：“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
成为一个贫农。
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
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
”这几句话看来是那么简单，但是，透过季羡林百年的生活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农民之子、大地
之予，是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始终如一的努力，最后才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的。
他的一生，正是凸现了与命运抗争的鲜明主题；他的一生，处处都布满了求索者踽踽前行的足迹。
3.降生公元1911年，中国农历是辛亥年——猪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即位仅三年，便遭到南方各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反对。
这年的春夏之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便在积极准备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秋天，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
9月14日，中部同盟会联合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了领导起义的联合指挥部，决定在中秋节
（10月6日）这一天发动起义。
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日期被推迟。
10月9日，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配制炸药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孙武受伤住院，革命党人或被
捕，或逃离。
10月10日清晨，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端危急。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四十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党人的反动军官，占
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到11月下旬，在当时全部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陕西等十四个省
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东北三省和直隶等十个省区在名义上还属于清政府统辖，在这十个省区中，山东是先宣告独立，后又
取消。
革命领袖孙中山结束了十六年流亡生活，于191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回到上海，1912年元
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这一天是农历辛亥年的十一月十三日。
几乎和辛亥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同时，在山东西部清平县（今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季姓
家庭一个年轻而贫穷的农村妇女，在经历着怀孕的痛苦。
这一年闰六月，夏天长得难耐而可怕。
就在最热的闰六月初八日，这位农村妇女分娩成功，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
这一天是公历1911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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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季羡林传》和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到2005年就到期了，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很难买到此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我非常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更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也作了一点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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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
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
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
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
。
我说，先生，您讲得对。
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
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
术家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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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传》：国内唯一一本得到季羡林先生首肯的个人传记，季羡林生前最后一位学术助手蔡德贵
，倾十数年之力写就《季羡林传》 国内唯一授权，著名诗天臧克家生前亲笔题写书名，国学大师颐倾
情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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