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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学界泰斗，对印度古代语言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语义，梵文文学等研
究做出过重要贡献。
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法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多种外语，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学
、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目前，季羡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季羡林研究所2005年8月6日在京正式揭牌，由全国政协常委、前山东省
政协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韩喜凯为名誉所长，山东省人大副主任、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
长、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书记为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张树骅秘书长任常务副所长，山东
大学蔡德贵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 )、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任副所长。
研究所成立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大报纷纷发表消息，认为此举标志着国内“季学”研究有了专门的
机构和组织，“季羡林学派”有了“正规军”，“季羡林研究”告别了“零敲碎打 ”的研究阶段。
    季羡林研究所日后的计划，是要出一系列有关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其中既有重新编辑的季羡林先生
本人的著作，也有对季羡林先生进行研究的著作。
第一批书籍，决定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包括这部《季羡林谈人生》和蔡德贵新撰写的记述季羡林
先生人生经历的书。
李玉洁老师始终支持季羡林研究所的工作，对成立季羡林研究所很有贡献，对季羡林研究所编辑出版
有关书籍也大力支持，并想尽一切办法，搜求季羡林先生的照片，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秘书孙秀峰对编辑《季羡林谈人生》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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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
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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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屯佛教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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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文化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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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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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就与适应谦虚与虚伪容忍成功谈礼貌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隔膜论恐惧坏人论朋友三思而行傻瓜毁
誉论压力爱情谈孝老年谈老年（一）谈老年（二）谈老年（三）老年十忌老马识途长生不老长寿之道
一寸光阴不可轻我们面对的现实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真理愈辨愈明吗我害怕“天才”谈中国精
神衣着的款式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漫谈伦理道德慈善是道德的积累思
想家与哲学家八十述怀九十述怀梦游世纪千禧感言新世纪新千年寄语迎新怀旧——21世纪第一个元旦
感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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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人生    在一个“人生漫谈”的专栏中，首先谈一谈人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认为，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也并不难写。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经滚了八十多个春秋了。
一天天面对人生，时时刻刻面对人生，让我这样一个世故老人来谈人生，还有什么困难呢？
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稍微进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问：什么叫人生呢？
我并不清楚。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谈人生者众矣。
什么人生意义，又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花样繁多，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
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越谈越糊涂。
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哲学家的哲学，至矣高矣。
但是，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让这些哲学，连同它们的“家”，坐在神圣的殿
堂里去独现辉煌吧！
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
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
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
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
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
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
    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
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
像我这样。
    生的对立面是死。
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
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
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面讲了那么些被动，那么些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个人真正欣赏这一套，赞扬这一套呢？
否，否，我决不欣赏和赞扬。
我只是说了一点实话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觉得，我们在被动中，在糊里糊涂中，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
自己：你为什么活着？
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的享受吗？
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
问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
谓予不信，请尝试之。
    1996年11月9日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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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什么是人生——评《季羡林谈人生》 转贴自：解放日报 作者：解放日报 张进 什么是人生？
也许哲学家们能讲出很多高深的道理。
但他们的精辟之论往往玄妙晦涩。
而这本《季羡林谈人生》却不同，身为学术大家的先生，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个普通老百姓
一样讲话，中正平和，人人皆懂，却又时时让你感到“眼睛立即明亮，心头涣然冰释”。
读这本书，俨然在聆听一位长者侃侃而谈，让你在轻松的氛围里得到精神的提升和心灵的愉悦。
 季羡林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虚心向学，具有人格与学术的双重魅力。
本书收录了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随笔共53篇。
在开篇的“人生漫谈”里，先生首先强调的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
们的专利，“吾辈凡人”也要扪心自问：你为什么活着？
人无法选择生与死，但人不能总处在被动和糊涂之中，应有所作为。
先生认真审视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认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
启后的责任感。
”这的确发人深省。
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我辈，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懂得如何寻找自我，如何使平凡的人生稍许不平凡些。
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对社会、对他人、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才能像个“人样”地活出生活质量来。
 “不完美才是人生”，这是先生从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的诠释。
尽管人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
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会有人情烦恼，都逃不脱“生、老、病、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凡人”。
所以，人活一世，不要幻想生活总是那么圆圆满满，也不要幻想在生活的四季中享受所有的春天，最
重要的是采取怎样的生活态度。
有时，生活就像参禅领悟，只有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书中，先生对人生的“世态炎凉”、“走运与倒霉”、“缘分与命运”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让
我们对做人与处事、迁就与适应、成功、毁誉、压力等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可领悟到另一种思维方式
，另一种生活智慧。
 通观全书，先生讲的最多的是伦理道德，一再强调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己的“三个
关系”，亦从更深层面昭示了一个生活真理：这世界不属于哪一个人，甚至也不仅仅专为人类所备。
人要感恩生活，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自然，用一颗慈善、平和的爱心来构建和谐，这对人对
己，都将大有好处。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前的书摊上，摆满了大量的“人生指南”，大谈人生奋斗、如何成功，有的甚
至教人一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厚黑之术”，吸引了不少读者。
此类书籍到头来却会让人大失所望，甚至害人不浅。
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状元”毕竟太少。
而通过修身践行，积善成德，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平凡人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
先生期望每一个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要尽自己的责任，都应该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
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先生谈人生，深入浅出中显现出真知灼见。
无论处世还是为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从中获益。
况先生每论及一个问题，都会旁征博引，从东西方文化、历史、宗教的角度作出积极的思索和阐释，
饱含着朴素和真诚，是先生九十年的人生体验和伟大思想的结晶，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慢慢读来，恰似在细细品味一壶幽幽的茗茶，在宁静和思考中获得对人生的感悟和真谛。
 季羡林谈做人与处世 转贴自：文摘报 作者：文摘报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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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如果处理得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
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关键是怎样去索取？
索取手段不出两个：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
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
然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
报复或惩罚的结果，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
疾病产生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
可惜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
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
解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90岁后，大师回头看人生 转贴自：华夏时报 作者： 没有噱头，没有炒作，平静的学者，平静的书，
却仍然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对于季羡林来说，“不完满”已是一种境界，照他的话来说，他老人家可算是相当“不完满”。
而许多人在读他的这本书时，则是想从里面找出一些“完满”的东西。
 什么是人生？
也许每个人的回答都会不一样。
蒙田会是一种答案，周国平会是另外一种答案，而另外一些人并不回答，只生活。
 季羡林的回答是，不完满才是人生。
很难相信，这句话出自不缺少任何荣誉的他的口中。
 在《季羡林谈人生》这本小书中，季羡林谈到了人生、缘分、命运、处世、朋友、爱情、成功等众多
话题。
没有学术上的卖弄，没有哲学家们玄之又玄的通病，身为学术大家的季羡林讲起话来，像喝白开水一
样通俗而又易懂。
他说，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季羡林觉得，人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
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会有人情烦恼，都逃不脱“生、老、病、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凡人”。
所以，人活一世，不要幻想生活总是很圆满，也不要幻想在生活的四季中享受所有的春天，最重要的
是采取怎样的生活态度。
有时，生活就像参禅领悟，只有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这样的道理都很平常，也很普通，可能很多人都说过，说过以后又忘了。
年轻人并不在意这种“平凡的真理”，他有的是远大的抱负和少年的激情，于是留下这些“空洞的话
语”，就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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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又听到这些“空洞的话语了”。
在《季羡林谈人生》中，俯拾皆是这样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
为一个正直的人”、“不完满才是人生”⋯⋯ 90多岁的季羡林一面这样对自己说，一面对青年说。
在这些朴素和真诚的话里面，是先生经过90年风雨洗礼的人生智慧。
 我觉得，先生的话未必要作为青年的教条，但它可以提醒我们怎样去思考。
 在序言里，季羡林提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们的专利，“吾辈凡人
”也要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活着？
人无法选择生与死，但人不能总处在被动和糊涂之中，应有所作为刀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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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谈人生》讲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
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的感
悟。
季羡林谈人生（珍藏本）。
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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