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精装珍藏版）》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6年01月01日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精装
是否套装：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13069673
丛书名：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编辑推荐

★ 季羡林**亲定自选集，浓缩季羡林一生著作精华
★ 「精装珍藏版」，单册、套装同步上市！
★ 季羡林争议性著作，东西方文化对照经典

 

内容简介

    丛书简介：本套丛书是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是作者晚年在医院疗养期间亲自编
选的作品集。文集收录了作者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品，涵盖散文、随笔、游记、回
忆录、日记、学术著述等多种体裁，集中体现了季老的治学之志、文章之风和人格之美
。
    内容简介：季羡林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
思问世。在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的莫过于本书阐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作者主张文化起源多元论、文化交流论，认为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可以弥补西方文
化的分析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
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
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
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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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
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
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有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
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
，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
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
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
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
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
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
管现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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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是多么幼稚，
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
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
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
有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
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
，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
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
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
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
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
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
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
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
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
序也推托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
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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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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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十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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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中国》颁奖词 

    与季羡林而言，家国情怀也许就是具体为这里有他的亲人、朋友、师长，这里有美
丽的山川江河，有无数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小吃，也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小书摊。或许
，对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家国情怀的寄托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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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 

    季节变换人无常，羡慕大师学识庞。林中顿减千秋树，世界都在喊彷徨！ 

                                      
          ——新浪网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东方文化

  我是研究语言的，但对文化也有些想法，可谓“野狐谈禅”，真正的专家讲东方文化
与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专家。但“野狐”有“野狐”的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
，辩证地说，两者各有利弊。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一、文化与文明；二、东方文
化与西方文化；三、东方文化。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两词，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查
英文词典，会得不到答案，因为“culture”和“civilization”均既指文明又指文化。尽管
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两个范畴有相交的地方。具体而言，首先从字
源上说，“culture”有“培养”的意思，指“栽种”，而“civilization”是从“civil”来
的，字源不一样，有差别。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文明的对立面是
野蛮。愚昧主要指智慧的低下，而野蛮则主要指言行粗俗，因而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社
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定义非常难下，现存的对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不下五六百个，谁
也不能说服谁。因而我们求其理解，不求定义，明白文化与文明有统一也有区别。国外
对它们的理解也有区别，英国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
文化归为二十三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非文明。咱们现在天天讲弘扬中国
文化，我觉得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
    我是研究语言的，但对文化也有些想法，可谓“野狐谈禅”，真正的专家讲东方文
化与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专家。但“野狐”有“野狐”的好处，脑子里没有框
框，辩证地说，两者各有利弊。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一、文化与文明；二、东方
文化与西方文化；三、东方文化。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两词，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



查英文词典，会得不到答案，因为“culture”和“civilization”均既指文明又指文化。尽
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两个范畴有相交的地方。具体而言，首先从
字源上说，“culture”有“培养”的意思，指“栽种”，而“civilization”是从“civil”
来的，字源不一样，有差别。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文明的对立面
是野蛮。愚昧主要指智慧的低下，而野蛮则主要指言行粗俗，因而区分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定义非常难下，现存的对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不下五六百个，
谁也不能说服谁。因而我们求其理解，不求定义，明白文化与文明有统一也有区别。国
外对它们的理解也有区别，英国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
文化归为二十三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非文明。咱们现在天天讲弘扬中国
文化，我觉得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可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明）是如何产生的？
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之分。一元论是指由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明），而多元
论则认为文化是由多个地方、多个民族创造。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一元论是
不确切的。希特勒是主张一元论的，他认为世界上创造文明的只有日耳曼民族，主要指
欧洲北方的白人。他认为，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是产生文明的，而其他民族
或是受益于或破坏这个文化，因而闹了很多政治笑话。我认为，多元论优于一元论。关
于人类起源，至今还争论不休，但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来看，应该不是由一个民族创造
的。世界上民族很多，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每个民族对文化都有贡献，只是贡
献不一而已。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天下，西方人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    汤因比把世界文化分成二十三种或二十六种文明（化），就没有细分下去。我想
，自有人类以来，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的选择文
化及欧美文化。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文化均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希伯来直到现在的
穆斯林文化为伊斯兰的选择文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这三者可总称为东方文化；而从
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可称为西方文化，其间并无其他第三种文化。中国文化
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内国家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日本等国家，虽然有自己的
民族文化，但其文化基础根源于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中，有1750个汉字。日本发展到
今天，是中、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就恐怕不
是这样。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本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
象征主义”等词非源于中国，而是语言上的偶合。认为去掉外文中的中国字就是爱国主
义，其实，研究历史，首先要实事求是，否认事实绝不是爱国主义。    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
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前人在这方面就已有所体现：吴文
俊在《九章算术》序中写道：“欧州（洲）的数学与中国不同，它从公理体系开始，而
中国数学从实用出发。”充分表明了分别以分析和综合作为两种思维方式。另外，庄子
曾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西方则将物质细分，从原子分到电子再到
介子，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综合出技术；西方文
化注重分析，分析出理论。《丝绸之路》的作者，伊朗籍法国人，在书中曾写道：在穆
斯林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初），在阿拉伯和伊朗（波斯），有个说法：“世界民族很
多，希腊人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他民族则为瞎子。”意思是说，希腊只出
理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大思想家；而中国出技术，如四大发明。这



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其实发展地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诸子百家，但希腊
没有技术却是事实。综合和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主流，虽说没有第三种，但也没有纯粹的
百分之百的综合和分析。    但是现在，领导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为是天之
骄子。诚然，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世界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可否认。但他们歧视东方的
想法是没有远见的。他们目前已经暴露出很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资源
匮乏、臭氧层出洞。这些危险的问题联合起来，不堪设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
的（同人生道路一样），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
，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亟须东方文化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危
机重重。西方的邪教宣传“世界末日裁判”，这些都是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人类进步就如同人跑四百米接力赛，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在二三百年以前，
中国的地位不是今天这样，是“两只眼”，而希腊只是“一只眼”。因而，我们应该回
头看看一百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西方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
必须改弦易张。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
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对人一生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
法。这三个问题是：（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
三）人自身内部情感冲突与平衡。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不为人之前，人是大自然
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一旦人成为人，人就成为大自然的对立面。人一生
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有两种办法：一是强取豪夺；二是朋友相赠
。用第一种办法是征服（conquer），目前西方的结果就是征服来的。大自然有规律地运
转着，而恰当地掌握规律则很难。如果征服过度，大自然一定会给予惩罚。所谓“天灾
人祸”，很大部分是人祸。如云南滇池的围湖造田，西双版纳的森林砍伐，这些都是洪
水泛滥的直接人为原因。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合理的，相互了解，中国古话称之为“天人
合一”。中国的道家、儒家均有此论。宋朝的张载言：“民我同胞，物吾与也。”简称
“民胞物与”，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可惜的是中国有此思想无此言行。如1958
年的“浮夸风”，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怕你不解放思想”，因而经济遭
受莫大损失。到21世纪，只有采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解决问题。我最近出了《天
人合一新解》及《天人合一续本》，提出的建议是非公论，有待于21世纪实践证明。因
为现在看21世纪，就好比两个近视眼看匾。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人，谁也不承认自
己是近视眼，决定第二天到庙里看挂匾一决高低。其中一人先向他人打听到匾文，所以
第二天两人并排向前走时，他没走几步就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光明正大’
！”旁边不知情者惊问：“你看到何物？匾尚未挂出呀！”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
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
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认为：
“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备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
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
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做好这八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国百家
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
是性善、性恶。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



，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
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实源于印度。）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
为两派，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我表示怀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
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否为别
人着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
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当然一心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之人，
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
谓善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可能有的，因而，处理人的内
心感情就是压制生物的本能，压制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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