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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季羡林谈人生》一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
影响。季羡林先生将此书送给*总理。*总理高度评价此书。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
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
：“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智慧和学问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季羡林
作为一位学术大师，受到了众多师友的影响。本书收入了季羡林先生谈读书、治学以及
他介绍学术前辈治学经验的文章，对于广大学生和学者，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为了表达
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
谈读书治学（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
 

内容简介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
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季羡林

      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的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
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
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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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如何搜集资料
如何利用时间
才、学、识“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最喜爱的书
推荐十种书我的书斋我和书我和北大图书馆十年回顾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利用时间
才、学、识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为考证辩诬再谈考证我的考证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
——由考证到兼顾义理我的义理一些具体的想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
中西兼通，中外结合“模糊”“分析”与“综合”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思想家与哲学家
实话实说论博士论教授论怪论真理愈辨愈明吗？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朱光潜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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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季羡林（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词）：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
、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
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
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
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
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
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
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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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
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
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
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
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
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
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
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
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语出《诗经�小雅�小旻》：
“我视谋犹，伊于胡底？”意为：到什么地步为止，形容结局不堪设想。——编者注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
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
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
。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
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
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
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
人类智慧传
承的大事，这样一来，
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
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
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
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
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
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
情古老的，我们常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
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
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
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
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
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
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语出《诗经�小雅�小旻》：“我视谋



犹，伊于胡底？”意为：到什么地步为止，形容结局不堪设想。——编者注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
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
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
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
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
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
，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
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
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
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
“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刘项原来不读书”。“秀才”最
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
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
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
“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
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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