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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
他在多学科、多领域长期耕耘，树立起一座座丰碑。
他的“人品”、“学品”——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被广为称颂，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们能为季羡林先生出版他的《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共五卷)感到很荣幸。
我们把出版这套书视为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的神圣职责，也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套回忆文集，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全书近二百万字，二百余幅图片，分五卷十编，即“求知清华”、“留学德国”、“汗洒北大”、“
感愤‘文革”’、“遥念师友”、“情系故土”、“游历天下”、“老有所悟”、“耄耋抒怀”、“
学海探珠”。
　　所述往事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述往事的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旧社会和新社会，家庭生活
与学校生活等；涉及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比较文学、诗歌散文、文化学、未来学等。
这部思想性、历史性、知识性兼备的厚重著作堪称一部“百科全书”。
在编辑出版中，我们深感能力之不逮，知识之贫乏。
好在季老的两位高足、两位专家，本书的两位主编胡光利、梁志刚先生，协助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才使我们完成了本书的出版工作。
　　正是由于这套书的作者和内容具有上述特殊性，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作以下几点说明：(一)书
中有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如“清华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季羡林先生在清华求学时的学生生活，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但存在缺字、错字，有的语句不通顺，还存在很多口语、简化
语的情况。
由于这是七十多年前的文字，又是“日记”，我们把它当做“历史资料”看待，不作改动。
(二)书中有很多季老的习惯用语，如“累累垂垂”、“赤暗”、“历乱”、“历历乱乱”、“背乡离
井”、“舞笔弄墨”、“受惊若宠”等，仔细思考其意思是明白的，又有自己的语言特色，我们认为
没必要改动。
(三)书中存在不少季老家乡山东临清的方言，如“寻了媳妇”、“；伏水”、“家来”等，还有不少
季老常用的古语，如“旧雨”、“新雨”等，可能有人看不明白，但不算文章有毛病，更没必要改动
。
(四)书中有一些字、词过去使用是正确的，现在又有了新用法，如决——绝、呆——待、朦胧——蒙
咙、濛——蒙、萎——委，等等。
由于季先生这些文章多属名篇名著，过去多家出版社出版过，我们认为不动为好。
　　这样处理的指导思想是：不以现代人的现时标准改写历史、要求前人，不做“画蛇添足之事”，
“不为维纳斯安假臂”。
坚持季羡林先生作品和人格的真实性，保持其原貌、原汁原味，因为这种“历史的真实”，对今后的
历史、文化、人物研究极为重要。
否则，可能留下“历史的遗憾”。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们特表明真实思想和用意，希望能得到出版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
理解，并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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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登庐山　　苍松翠柏，层层叠叠，从山麓向上猛奔，气势磅礴，压山欲倒，整个宇　　宙仿佛沉
浸在一片浓绿之中。
原来这就是庐山啊!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在万绿丛中盘旋而上。
我一边仿佛为这神奇的绿色　　所制服，一边嘴里哼着苏东坡那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横看成岭侧
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很后悔，在年轻读中国小学
的时候，学习马虎，对岭与峰的细微区别　　没有弄清楚。
到了此时，悔之晚矣。
无论横看，还是侧看，我都弄不明白苏　　东坡用意之所在。
我只觉得，苏东坡没有搔着痒处，没有真正抓住庐山的神　　韵，没有抓住庐山的灵魂，空留下这一
首传诵古今的名篇。
　　到了我们的住处以后，天色已经黄昏。
窗外松涛澎湃，山风猎猎，鸟鸣　　在耳，蝉蟑声响彻，九奇峰朦胧耸立，天上有一弯新月。
我耳朵里听到的是　　松声，眼睛仿佛看到了绿色。
我在庐山的第一夜，做了一个绿色的梦。
　　中国的名山胜境，我游得不多。
五十年前，我在大学毕业后，改行当了　　高中的国文教员。
虽然为人师表，却只有二十三岁。
在学生眼里，我大概只　　能算是一个大孩子。
有一个学生含笑对我说：“我比你还大五岁哩，老师!　　”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童心未泯，颇好
游玩。
曾同几个同事登泰山，没　　费吹灰之力就登上了南天门。
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攀登　　玉皇顶，想看日出。
适逢浮云蔽天，等看到太阳时，它已经升得老高了。
我　　们从后山黑龙潭下山，一路饱览山色，颇有一点“一览众山小”的情趣。
泰　　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评断，我想用两个字来概　　括泰山，这就是：雄伟。
　　六年以前，我游了黄山。
从前山温泉向上攀，经过了许多名胜古迹，什　　么一线天、蓬莱三岛等，下午三时到了玉屏楼。
回望天都峰、鲫鱼背，如悬　　天半。
在玉屏楼住了一夜，第二天再向北海前进。
一路上又饱览了数不清的　　名胜古迹。
在北海住了两夜，看到了著名的黄山云海和奇峰怪石。
世之论者　　认为黄山以古松胜，以云海胜，以奇峰胜，以怪石胜。
古人说：“五岳归来　　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话。
从审美的角度来评断，　　我也想用这两个字来概括黄山，这就是：诡奇。
　　那一次陪我游黄山的是小泓，我们祖孙俩始终走在一起。
他很善于记黄　　山那一些稀奇古怪的名胜的名字，我则老朽昏庸，转眼就忘，时时需要他的　　提
醒和纠正。
当时日子过得似乎平平常常，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妙之处，有　　什么值得怀念之处。
但是，前几年我到安徽合肥去开会，又有游黄山的机会　　，我原本想再去黄山的。
可是，我忽然怀念起小泓来，他已在千山万水浩渺　　大洋之外了。
我顿时觉得，那一次游黄山，日子过得不细致，有点马马虎虎　　，颇有一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味道
。
如今回忆起来，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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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怕是极小的生活细节，也无一不温馨可爱，到了今天，宛如一梦，那些情景　　永远永远不会
再回来了。
我觉得，再游黄山，谁也代替不了小泓。
经过了反　　复地考虑，我决意不再到黄山去了。
　　今天我来到了庐山，陪我来的是二泓。
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曾下定决　　心，在庐山，日子一定要仔仔细细地过，认真在意地过，把每一
个细微末节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仔细玩味，决不能马马虎虎，免得再像游黄山　　那样
，日后追悔不及。
我也确实这样做了。
正像小泓一样，二泓也是跟我形　　影不离。
几天以来，我们几乎游遍整个庐山。
茂林修竹，大陵深涧，岩洞石　　穴，飞瀑名泉。
他扶着我，有时候简直是扛着我，到处游观。
我觉得，这一　　次确实是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一点也没有敢疏忽大意。
对一草一木，一山　　一石，变幻莫测的白云，流动不息的飞瀑，我全心全意地把整个灵魂都放在　
　上面。
我只希望，到庐山之游成为回忆时，我不再追悔。
是否真正能做到这　　一步，我眼前还不敢夸下海口，只有等将来的事实来验证了。
　　庐山千姿百态，很难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来概括。
但是，总起来说，庐山　　给我的印象同泰山和黄山迥乎不同。
在这里，不管是远山，还是近岭，无不　　长满了松柏。
杉树更是特别郁郁葱葱，尖尖的树顶直刺云天。
目光所到之处　　，总是绿，绿，绿，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颜色，是一片浓绿的天地，一片浓　　绿
的大洋。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也想用两个字来概括庐山，这就是：秀润　　。
　　我觉得，绿是庐山的精神，绿是庐山的灵魂，没有绿就没有庐山。
绿是　　有层次的。
有时候蓦地白云从谷中升起，把苍松翠柏都笼罩起来，笼罩得迷　　蒙一片，此时浓绿就转成了青色
，更给人以秀润之感，可惜东坡翁当年没能　　抓住庐山这个特点，因而没有能认识庐山的真面目，
成为千古憾事。
我曾在　　含鄱口远眺时信口写一七绝：　　近浓远淡绿重重　　峰横岭斜青蒙蒙　　识得庐山真面
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自谓抓住了庐山的精神，抓住了庐山的灵魂。
庐山有灵，不知以为然　　否?　　(1986年8月6日于庐山)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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