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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我住院以来，许多人包括国家领导人纷纷前来探望。
温家宝总理在5年的时间里来看望我4次，真让我感到诚惶诚恐。
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在和总理的谈话中，我非常突出和谐的内容。
和其他朋友谈话的内容，也往往涉及这个话题，比如2007年6月我与金庸先生也谈到这个主题。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据我的看法，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 。
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
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
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
　　和谐涉及哲学、宗教、美学和文化交流诸方面。
　　我现在就讲讲自己的看法，我想这里面起码应包括这么几部分内容。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
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
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
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我们中华文化在哲学上表现为“天人合一”，具体讲就是人和大自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话最能涵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动物都是我的伙伴。
　　这就是中国的思想。
你如果把大自然当成敌人，大自然就会惩罚你。
　　有一次我讲话说，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你要那样征服自然界，征服下去，人类就没法活下去。
　　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基础在于思维方式：西方分析，东方综合，就是西方把事物越分越细，
东方则是综合的，东方就是“天人合一”。
天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
“天人合一”的精神就是天人浑然一体，人天相爱。
你要生存下去，人和自然要做朋友，不能做敌人。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
所谓 “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
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
　　东方的“天人合一”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中国、印度都有。
以中国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
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孟子》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更是典型的 “天人合一”思想。
这些都是综合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
印度的“梵我一如”，也是其表现。
　　现在欧洲也有人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个东方不限于中国，还包括印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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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说西方文明都不好，西方文明也为人类创造了福利，电灯、电话等就是西方创造的。
但是，西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
英文词典查“征服”，举例就是“征服自然”。
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以分析的方法对待自然。
到了近代产业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人所共睹的。
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上天人地，腾空泛海，声光电化，无所不及。
一直发展到核能开发、宇宙卫星等等，全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
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这是他们“征服自然 ”的结果。
然而自然虽无人格或神格，如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然而它却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
西方滥用科技产生的弊端至今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
新疾病丛生，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自然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弊端，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控制，则人类前途实处危境。
　　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
怎么办呢？
我的看法是：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征服自然”的思想，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
思想。
这样一来，庶几乎可以改变这种危险局面。
我们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让脑筋清醒一下，是有好处的，何况我们回顾与前瞻的问题是关系到人
类前途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这样做不单是一般人的任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更应如此。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恩格斯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
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太显著或者只能说是初露端倪。
可是伟大的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对这样天才的预见和警告，我们能不五体投地地赞佩吗？
 眼前世界的形势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恩格斯预见之伟大与睿智。
许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强烈地对我们人类进行着报复。
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
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
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
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
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
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
，尽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
发展！
发展！
”更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
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
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
。
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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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
　　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不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然而我们的反应怎样呢？
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内，还懵懵懂懂，驰骋于蜗角，搏斗于蚁
冢。
美国在演着总统选举的闹剧，中东在演着巴以冲突的悲剧，全球狼烟四起，动荡混乱，如果真有一个
造物主的话——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个地方，俯视地球村里的几台大戏正在演得红红火
火。
难道他会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地上的蚁群厮杀，积尸满地，流血——蚂蚁不知有血没有——成河，
不禁莞尔而笑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
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和谐还有社会的方面。
我的老师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什么叫三纲呢？
就是君臣、父子、夫妇。
　　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
这个我们先不讲它。
六纪，一是诸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诸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
长；六是朋友。
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
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
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
为什么要有红绿灯？
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家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
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
《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建设和谐社会，首先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内心的和谐。
因此内心的和谐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
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
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
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
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
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
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
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
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
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
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1998年3月我为泰国朋友郑彝元《道统论》作序说过： 我平生为不中不西而又亦中亦西之学，偏
考据而轻义理，此盖天性使然，不敢强求也。
迨至耄耋之年，忽发少年之狂，对义理问题，妄有所论列；但局促门外，有若野狐，心情介于信疑之
间，执着则逾意料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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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曾写一长文《“天人合一”新解》，意在唤起有志之士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之关系。
盖谓西方科技文明，彪炳辉煌，为时已久。
造福人类，至深且巨。
然时至今日，际此上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其弊害渐趋明显，举其荦荦大者，如环境污染，臭氧出
洞，人口爆炸，疾病丛生，淡水匮乏，生态失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此皆大自然对人类征服之报复，而芸芸者众，尚懵懵懂懂，使人不禁有“错把杭州作汴州”之慨叹。
此诸弊害，若其中任何一方阻止无方，则人类生存前途必处于极大危害之中，事实如此，非敢危言耸
听也。
　　这可以看作对我哲学方面的总结。
　　从宗教方面来说，我自己虽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我对世界上所有正大光明的宗教都十分尊
重，因为各大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做坏事。
　　这正是正直的人类所需要的。
但任何宗教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宗教教义只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最高神灵”才能掌握。
所以不同宗教的信徒要互相尊重，互不相妨，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以各自喜爱的方式来满足宗
教的需要。
同样，应该承认，世界上有有宗教需要的人，也有没有宗教需要的人。
应该是敲锣吹号，各有一套，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
有宗教需要的人和没有宗教需要的人，有宗教需要的人中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都应该共同携手
，齐心协力，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努力奋斗。
（《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50页） 从世界范围来说，有有国教的国家，也有没
有国教的国家。
有宗教和民族一致的国家，也有宗教和民族不一致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
汉族历史上信仰的宗教最大最古的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来的佛教。
但是对于道教和佛教，除了道士和尼姑、和尚之外，老百姓对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虎虎，佛教庙
里有时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孔子和关圣帝君文武两圣人。
有钱人家办丧事，既请道士，也请和尚，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
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
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都能互相尊重，则中国社会必能安定团结，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团结。
（《漫谈人生》，第 49—50页） 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
现在我们提出“和谐”这个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不要斗争。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释。
唐朝时讲儒释道三教，那个时候儒家也算一种宗教。
中国文化要从宗教来讲，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加起来就是中国文化。
　　儒家的精神上面已经说过。
　　道家和道教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陶渊明《神释》中的四句诗，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道家和道教的精神，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思想。
依我的看法，陶渊明骨子里更像是道家的。
我觉得“ 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 ”。
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佛教的精神呢？
中国佛教可以用禅宗来代表。
人们都说，佛教教义中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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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
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的行为，掠夺
和战争正是贪的表现。
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
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
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
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
美国总统罗斯福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
“我” 是纷争的根源，和平必需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
平。
（见宏度：《佛教与和平》，载《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佛教
教义归纳成三句话，称之为“三相”或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
释迦牟尼首转法轮，这三个法印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了。
其中的“诸法无我”，是佛教重要教义，是佛教与婆罗门教斗争的重要武器。
“无我”，意思是所谓“我”（atman）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初转法轮中讲到的五盛蕴（色、受、
想、行、识）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实体。
这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
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
事实上中国人确已悟到“无我”了，比如徐增《唐诗解读》卷五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
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远。
偶值林叟。
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
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
于佛法看来，总是无我，行无所事。
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
”这是徐增对王维《终南别业》那一首著名的诗的解释。
我认为是抓住要领的。
总之，我认为，要讲“晤”到什么，首先要悟到 “无我”。
　　佛禅的“身、口、意”（“身”，行动；“口”，语言；“意”，思想 ）三方面是解决人的心身
关系。
佛教分析恶业，从身、口、意出发，列出十恶业。
身有三恶业：杀生、偷盗、邪淫。
口有四恶业：妄言、绮语、两舌、恶口。
妄言，是虚妄不实的骗话。
绮语，是巧言令色的漂亮话，无益无义的污秽话，巴结奉迎的谄媚话。
两舌，是“两边嘴”。
恶口，就是破口骂人，恶意咒人。
意有三恶业，心对于外境起贪，起嗔，起痴。
佛教戒条中这身、口、意三恶业，意业最重要。
内心意欲思想不正，会形诸于外从口业和身业表现出来，成为犯罪的行为，所以佛教先注重治心，治
心是治本，治口、治身是治标。
佛教的戒律，就是在三业中要先治意业。
　　我于美学，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反正至少也是一个“槛外人 ”。
读周来祥教授《美学文选》之后，我有些感想。
周先生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但不算太多，对周先生博大精深的著作，只能望洋兴叹。
美学属于广义的哲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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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重复实验。
一个哲学家，只要能做到自圆其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好的哲学家。
倘能别出新义，独辟蹊径，就是一个更好的哲学家了。
我想，美学恐亦如此，美学坛坫，未雷登上，下风逖听，据说有不同的派别。
周来祥教授独树和谐美学的大旗，既能自圆其说，又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巍然挺立于美学之林，
为中国美学界增光添彩。
只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真诚地赞赏。
　　中国美学讲和谐有悠久的历史，《尚书·尧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说。
《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董仲舒有“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乐记》有：“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
，媛之以岁月，而百化兴焉。
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中庸》把和谐提到哲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运用这种和谐原则，描写倾国倾城的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
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 我在《我的美人观》文中提出，我想在太岁头上动一下土，探讨一下 “美人”这个“美”字的含
义。
我没有研究过美学，只记得在很多年以前，中国美学论坛上忽然爆发了一场论战。
我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从窗外向论坛上瞥了一眼，只见专家们意气风发，舌剑唇枪争得极为激烈。
有的学者主张，美是主观的。
有的学者主张美是客观的。
有的学者主张，美是主客观相结合的。
像美这样扑朔迷离、玄之又玄的现象或者问题，一向难以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或者解释的。
美人之所以被称为美人，必然有其异于非美人者。
但是，她们也只具有五官四肢，造物主并没有给她们多添上一官一肢，也没有挪动官肢的位置，只在
原有的排列上卖弄了一点手法，使这个排列显得更匀称，更和谐，更能赏心悦目。
　　美学这个词儿是舶来品，美学这个词英文是aesthetics，是从希腊文来的，是讲感官，与外界接触
得到的美感。
感官有眼、耳、鼻、舌、身等五官。
西方美学在五官里边只讲两官：一官指眼睛，看雕塑，看绘画，讲美学是用眼睛看的。
另一官指耳朵，听的是音乐。
五官只讲两官，光讲眼睛和耳朵，光讲美术和音乐，中国人的美，跟西方人不一样。
有的当然一样，如这个姑娘很漂亮，中国人眼中看着漂亮，西方人眼中看着也漂亮，有共同的地方。
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是“美”这个字，一查《说文》在羊部，“羊大为美”。
羊长大了，肉很好吃，是讲舌头的。
我们不是说美味佳肴吗？
美跟味联在一起，是讲舌头的。
西方美学不讲舌头，是讲别的。
　　中国人讲美学，要讲中国人的美。
中国的美首先不是从眼睛出发，不从耳朵出发，而是从舌头出发。
善，善良的善，也是羊部；仁、义、礼、智、信的义，繁体字也是羊部，都是羊。
美和善是统一的，这突出表现在儒家美学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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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里仁为美”，强调人与“仁”相融，能体现出美。
所以他提出“尽善尽美”的美学标准，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统一起来。
荀子主张“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荀子·乐论》）。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个事情也很简单。
我的想法是中国在游牧社会，羊大了，吃羊肉，就觉得美得不得了。
从这开始，从味觉开始，然后是美人啊，就到了眼睛了。
很美的音乐，就到了耳朵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中国美和西方美不一样。
根据我们中国人的美，我们认为什么是美，我们认为是五官，不光是眼睛和耳朵，一官或两官。
讲美学的话，应该讲眼、耳、鼻、舌、身，不能光讲眼睛和耳朵。
其感觉之美，虽性质微有不同，其为美则一也。
在中国当代汉语中，“美”字的涵盖面非常广阔。
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
比如眼：这幅画美，人美，自然风光美；耳：乐声美。
鼻：香味美。
舌：味道美。
只有身稍微困难一点，但是从人们口中常说 “美滋滋的”，也可以表示“舒服”，这样使用到“身”
上，也就没有困难了。
要把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美都纳入美学框架，把心理和生理所感受的美冶于一炉，建构成
一个新体系。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世界要和谐，国与国之间就要互相尊重，进行文化交流。
我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
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
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
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
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
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
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
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
化的时代性。
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
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
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
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
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
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
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
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兼顾。
就目前来说，要更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
这里涉及到上述有关文化的三个方面，都要拿。
“物”的部分，当然要拿，咖啡、沙发、啤酒、牛仔裤、喇叭裤，这一系列东西，只要是好的，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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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
最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
展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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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幸福完满的人生？
按季羡林的说法，是和谐的人生。
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和谐？
我们该如何面对压力？
如何消除人与人之间可怕的隔膜？
如何处理友情与爱情？
怎样建立起温馨的家庭？
什么才是真正的长寿之道？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季羡林指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 。
本书是季羡林对“和谐社会、和谐人生”的一些看法，涉及哲学、宗教、美学和文化交流诸方面。
并指出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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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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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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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代序）和谐的人生  哲学的用处  公德  禅趣人生  好好地度过这一生  《人
生漫谈》自序  我们面对的现实  论压力  忘  缘分与命运  做人与处世  有为有不为  可怕的隔膜  牵就与适
应  谦虚与虚伪  论朋友  爱情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人间自有真情在  
长寿之道  老年谈老  希望在你们身上和谐的社会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贺辞  老少之间  谈孝  赞
“代沟”  本能不能过分发展，人类要和自然做朋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雅俗文化  我的佛教研究  提高
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  对号入座  沧桑阅尽话爱国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清官更要兼听  我爱
北京  论包装  论广告  关于名牌意识  关于水的断想  漫谈出国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美  “天人合一”新解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寻根漫谈  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  东方文化问题  我的美人观  对21世纪
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  中西医学的结合同题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  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
想——为老友王元化教授八秩华诞寿  漫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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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
在北大53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
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
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
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
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
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
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
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
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
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
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
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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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
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
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
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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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说和谐人生》讲述了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
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
。
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
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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