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季羡林的书有感 季羡林谈人生读
后感(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季羡林的书有感篇一

《季羡林谈人生》，单是看这本书名就让人眼前一亮，心头
涣然冰释。细细翻来，书中理论并无玄妙莫测、恍兮惚兮之
处，而是真真切切，鞭辟入里，入眼入心。下面由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季羡林谈人生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集，是他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
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
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
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
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
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
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
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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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决定买一本《季羡林谈人生》，感觉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智慧
太单薄了，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迷茫和彷徨。希望能从智者
那里学习智慧。

《季羡林谈人生》，是季羡林(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
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
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集，
是他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
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
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
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
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
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
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
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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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人生，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不仅仅平常人能够对此大发感
慨，学者们似乎也个性偏爱谈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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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现实生活太远。读《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俨然在聆听
一位长者侃侃而谈，心灵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静静地反省，
心境变得更加纯净。

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人生的好处认识也不一
样，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幸运地拥有了生存的机会和权利，那
么就该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抓住每一个机会，做好每一件事
情，让生命大放光彩，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好处也才有
价值。而人如果对自身生命好处不明白，那么行为就没有了



标准，生活的态度也无从确定，于是一切变得茫无所措。作
为一名年轻税务工作者，奉献在国税大舞台上，为纳税人服
好务，为国家收好税，这样的人生才是有好处的和有价值的。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就应珍惜人生，热爱人生，用自我心中
的目标，不停地去追逐人生的好处，不断地去实现人生的价
值，让生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不完美才是人生，这是季老从另一种好处上对人生的新诠释，
也是一种谦虚做人的态度。尽管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
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生是没
有的，每个人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十有
八九。我们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我人生的定位。只
有在不完美中，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完美的人生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只要拥有一份健康、用心
向上的心态，我们就会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不平和挫折，才
会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苦与乐，享受这份“不完美”。

愚蠢的人绞尽脑汁追求那虚无飘渺的完美生活，而智者从不
完美起步，强者在不完美中超越，因为不完美才是人生!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季羡林

上方的公式是季老积七八十年的经验得到的，在季老看来天
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
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我决定的，也
是我们务必狠下功夫的。

没有哪个时代像这天这个时代的人一样渴盼成功，我们仰慕
名人，等待机会，但是真正扎扎实实勤奋努力的人却少之又
少。在充满诱惑的时代，如果真想有所收获，就只有静下心
来，踏着勤奋的阶梯，脚踏实地。在我看来，一个人拥有了
勤奋，也就拥有了其他可贵的品质，有敏捷的思维来勤于思
考，有坚强的毅力来勤于努力，有细心的精神来勤于工作。



作为年轻人，更就应刻苦勤奋，勤奋工作，勤奋学习，这样
才能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大放光彩。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我
想这就是勤奋最完美的诠释吧!

读季羡林的书有感篇二

假期床头多了本季羡林散文集，有事没事睡前翻翻，感触回
味很多。

季羡林老先生对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体会。他的文章时而让
人感到悲伤，时而又让人不禁笑出声来。那么多的回忆和感
想，把我带入了他的人生。细嚼一下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却
让人回味无穷也。

季羡林老先生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在学习上，在做学问时他
很执着，每天四点到六点是他看书写作时间，而我正在睡大
觉。文中，他的家乡是无比美丽的：捉知了，摸鸭蛋，清澈
的湖水，一切那么美好。季羡林老先生离乡后，看到异乡的
月亮，却觉得怎么也比不上故乡的小月亮，发出“月是故乡
明”的感慨。季羡林老先生深深地怀念在清华的日子，在老
家的日子，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在他笔下，每段日子都是有
趣的。季老有许多回忆，许多故事，每一个都写出了季老真
情实感，季老为人淳朴重感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
鲜活，想必他们的影像日日夜夜浮现在季羡林老先生眼前吧。

季羡林老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那篇《老猫》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猫虎子陪伴了季老14个年头，那只猫暴
烈咬人，但却又温柔敦厚，当“奶娘”，捉来小动物喂“咪
咪”。其间妙趣横生。这儿是趣，那儿是美。“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池塘里，绿叶衬红花，荷花亭亭而立，美不胜收。季荷现
在是挂在我嘴边最多的词。

每一篇文章都流露了季羡林老先生的喜怒哀乐，包含了一个
个人生的道理。看见每一篇文章透露出的怀念、幻想、哀愁
与激动，我感触颇多。每一篇文章都引人入胜，然后又想到
自己，常常感到羞愧，又跟着季老在悲伤时也悲伤，开心时
也开心。

悲惨的事情在季老笔下有丝丝甜意，美好的事情中却又掺杂
着点失望与怀念。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要多的季羡林老先
生对人生有着不同的感悟。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好像有生命
一般。处处都是生活的道理呀!

许久没有在空间里写写心情，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好久
没有见我写的日志，只是因为忙吗?想必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
的理由罢了。解释的多了，有时候往往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近在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从谈人生到再谈人生，从人
世间的世态炎凉到为人处世的宽容，着实让自己受益匪浅。
回往过去的日子，留下很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自己的稚嫩
带来的种种困惑。他说“人一生要处理的关系只有三种，第
一种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种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处理好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冲突。”
我个人认为，第一件事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大家做的最可
笑的，因为我们总是以强盗式的姿态，来对待处理这两者的
关系;第二件事，是大家每天都在忙着处理的，也是大家最在
乎的，我们就是这样，喜欢活在别人的嘴边，为了那一句并
不是发自真心的称赞，我们为之付出的是时间，那些本应该
和亲人、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呢?宁愿
浪费大把的时间在陌生人或者仅仅是见面点个头的家伙的身
上，却不愿意将部分时间用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爱人呆
在一起呢?我们这是怎么啦?第三种，会因背景、阅历、性格
的不同而不同，思想与感情的冲突是与年龄成正比的。小时



候几乎很少会在这些事情上烦恼，长大后，在做每件事情之
前，或多或少的会去权衡做这件事情的利弊，往往就是这转
瞬间的思考，让我们经历了更多的心灵上的折磨，情感上的
无奈。

三件看似简单的事情，一辈子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懂得，而
我的理解也是那么的浅显，我能做的就是“尽人事而听天
命”。

暑假，我阅读了季羡林先生八十年散文作品的精选集，耳目
一新，感触很多。季先生堪称学界人瑞、文坛常青树，其写
作期之长、创作生命力之旺盛，举止无双。

季老散文的风格平实、诚挚，是不屈不隐的本色写作，读其
文，可见其人。文章平白浅近，没有华丽的词藻，不轻易表
露深爱和沉痛。他晚年与猫为伴，其中一只心爱的猫叫咪咪，
是一只浑身雪白的波斯猫。有一天走失了，他心中的难受和
思念可想而知，但落在笔下的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它从我的
生活中消逝了，永远的消逝了……至今回想起来，我内心还
颤抖不止。”

季老是“我以我手写吾心”，文字虽平淡如水，而其中的对
生活的感悟却非常真挚，细腻。他的文章没有惊世骇俗的警
句，是本色的，不以机智和才智取胜，但文章处处闪现其真
情、真实、真挚、真切，这也是季先生散文的特点。

季老执着地追求真知，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这种精神成为
一种性情、一种风范、一种北大人的精神，季老就是其中优
秀代表之一。季先生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一种中国真正知
识分子正直和责任的自然流露。如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我
爬格子爬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碎玉，都是甘露吃了能
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的东西，
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
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



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字字句句表现了对国家、
对民族的责任和潜心探索社会和人类未知的精神。

读季老的书，我领悟到了季老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
佩季老的“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精神世
界。

读季羡林的书有感篇三

"真"与"朴"是季先生散文的两大特点。那读者又是如何看的
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季羡林的散文读后感，希望
你有所收获。

近日阅读季羡林先生八十年散文作品的精选集，耳目一新，
感触良多。季先生堪称学界人瑞、文坛常青树，其写作期之
长、创作生命力之旺盛，举止无双。

该散文集收集了季老先生80年散文之一部分，从处女作开始
一直到新作《惮巴老》，按年代顺序排列。细细阅读，可略
见其创作的线索和思想、生活、情感世界的历史变迁，显
示“世纪老人”的风范，表现其高尚的精神世界。季先生身
处校园、情系世界，他的社会活动、足迹遍世界，个人生活
方面既出入人民大会堂，又住过“牛棚”，基于丰富的阅历，
智慧老人散文中的许多内容，丝丝淡泊中放出智慧的光芒，
对于后来人，这是最好的、最活得历史。更突出的一点，就
是其散文知识之丰富性、活动领域之广阔多样性和个人体验
之深切性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读来不忍释卷，季先生的散文
更是反映时代风云的镜子，也是抒发人们心声的画卷。

首先，季先生散文的风格更是平实、诚挚，是不屈不隐的本
色写作，读其文，可见其人。文章平白浅近，没有华丽的词
藻，不轻易表露深爱和沉痛。他晚年与猫为伴，其中一只心



爱的猫叫咪咪，是一只浑身雪白的波斯猫。有一天走失了，
他心中的难受和思念可想而知，但落在笔下的只是淡淡的一
句话“它从我的生活中消逝了，永远的消逝了……至今回想
起来，我内心还颤抖不止。”

中国近代外交家黄遵宪倡导“我以我手写吾口”，季先生则是
“我以我手写吾心”，文字虽平淡如水，而其中的对生活的
感悟却醇厚如醴。他的文章缺少棒喝、顿悟的讥讽，也没有
惊世骇俗的警句，是本色的，不以机智和才智取胜，但文章
处处闪现其真情、真实、真挚、真切，这是季先生散文的第
二个特点。如季老写于1991年的散文《八十抒怀》，读后为
之动容，他写道:“十年浩劫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一定要
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绝不想成为行尸走肉”。这就是一
任爱国老人的心声。又如在《悼巴老》一文中写道:“……在
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绝不会掉队，这就是九十五岁的
季羡林”。这是季老写于20xx年的散文片断，展现了一种知
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风骨。

执着地追求真知，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这种精神成为一种
性情、一种风范、一种北大人的精神，季老就是其中优秀代
表之一。季先生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一种中国真正知识分
子正直和责任的自然流露。如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我爬格子
爬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碎玉，都是甘露吃了能让人升-
天成仙。但是其中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的东西，读了
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
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
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字字句句表现了对国家、对民
族的责任和潜心探索社会和人类未知的精神。

一卷书在手能亲近领悟季老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佩
季老的“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精神世界。

季老的散文饮誉大江南北，那些篇章中丰富的内涵，动人的



情感，浓郁的诗情，清新的文笔和斐然的文采，让人仿佛漫
步在春天的原野而目不暇接，又仿佛跋涉在岁月的长河而思
绪万千，而期间最让人感怀的是他的一腔真情。

曾有人评价季老的品格“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
无形”，多少年来，世事莫测，季老总能做到“处之泰然，
随遇而安”，在他的眼中，一切仿佛浮云，再激荡的情绪，
再深刻的痛苦，也可以用随和平稳的态度来表达。

《牛棚杂记》让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然而，再回首牛
棚中艰难的岁月时，季老的心中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是对伤害过他人的人的宽恕，而非愤怒或抱怨。季老生命中
最痛苦的时期应该是遭批斗的时候。那时，他甚至到鬼门关
走过一遭。季老追述说，那时的自己全无个人言论和自由可
言。批斗之时拳打脚踢，耳光相接，谩骂凌辱，背曲弯腰，
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批斗台，汗流满面。这样的遭
遇让季老感到奇耻大辱，他也曾经万念俱灰，而最终他把这
些痛苦都忍了下来。当十年浩劫已过，天日重明时，季老是
有理由痛恨他们的。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本着一颗责己之
心，季老在回望那段历史时，表现了博大的胸怀。他并未揪
着别人犯的错误不放，而是不断的进行着自我反思。季老的
心中无怨恨，只有宽恕。“宽恕”两字包含着人生的大道至
理，它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季老，就是这样用精神的感召，道德的力量，教我们在尘世
中保持着一颗朴素的心，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

古曰“上善若水”。季老用一生的时间给自己造了一颗如水
般澄澈的心，既映照出世间的尘埃，也看清自己心上所沾染
的污尘。近一个世纪时光的 磨洗，让季老心胸平和，不喜不
惧，宠辱不惊，逍遥自在，一如赤子。

如今，斯人已逝，不由得让我们感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季羡林大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季先生的人品和才华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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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季老之时，人
们不禁会想起这段20xx“感动中国”给先生的颁奖词。确实，
这几句话，先生足以担当。

回顾季老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他是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家中没有一本书;他幼时离家，从贫困山村远赴济南，
投奔叔父;叔父决定供他上学，他的命运出现了第一个转折;
他曾因为讨厌读书而离开学校，后为了校长的一幅字而重返
课堂;他同时考取了清华和北大，艰难选择之后在清华度过了
最难忘的大学时光，而余生却都站在北大的课堂上教书授课;
家庭给了他一个包办的婚姻，十二年与妻子分隔两地，却终
能相濡以沫共度一生;十年浩劫，他受过牛棚的炼狱之苦，走
出之后依然笑容满面;一生醉心于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名的
学者、大师。

如今，我们敬仰、缅怀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更因他精神的感召，
道德的力量。透过他生前留下的一本本著作，一篇篇文章，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澄澈如水。

世人皆知季老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涉足领域之广世间罕
见且都卓有建树，令人惊叹。然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
就，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惜时
如金，以勤补拙，是他的成功秘诀。我们总记得，季老常一
身中山装，几十年朴素如一老农，连他自己都笑称自己为一名
“土包子”。然而，正是这位从田间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
却成为了闻名遐迩、世人敬仰的学术宗师。农民一样质朴的
季羡林，也像老农一样遵守着时间规律，只为了能在收获时
节多有所得。几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季老便准时开始工



作。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几十年来，他从来都是
如此。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

学生们回忆说“季老惜时如金，即使走路，也做到了路不空
行，行必有思，思必有得”。即使坐在飞机上，他也充分利
用，不空坐耗时，有些文章就是在飞机上写的。到国外参加
国际会议，散会后回到宾馆，也是坚持看书学习。即便在住
院期间，也是如此。例如打点滴时，他进行构思，打腹稿，
待拔针之后则写在稿纸上。《病榻杂记》中的很多文章就是
这样写出的。

时间流逝易把旧人抛，时光易逝的残酷难免令人不安。人到
了老年，对光阴的流逝更加敏感。季老写的文章，一旦涉及
到时间，便感慨不已，是感叹，是珍惜，亦是留恋。时间的
紧迫让季老不顾年事已高而努力工作，以至于有年轻人善意
的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要注意身体。而季老却回
答，他并没有忘记年龄，只不过不想浪费一丁点时间。正是
由于对一分一秒的时间的珍惜，季老才在过往的岁月中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读季羡林的书有感篇四

正值当代中国大学者季羡林先生九五华诞，坊间先生著作颇
多，季羡林研究所编选的《季羡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
社20版）是其中的一本佳作。

季羡林先生一生颇为不凡。6岁告别父母家乡到济南求学，之
后竟同时被北大、清华录取；1936年，先生负岌西游，之身
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撇妻舍子”，十年寒窗，得梵语、吐
火罗语和印度学等真传；归国之后，在胡适、陈寅恪、汤用
彤诸先生关照下，创立东方语系，垂60年至今，能够说，没
有先生，就没有今日的北大东语系。新中国初期，先生不免
时俗，成了“社会活动家”，大大小小的会议让他学术事业



分身乏术；文革十年，先生被打倒，赶入牛棚，世界级学者
竟去放猪、收发报纸，然而七卷八本的巨著《罗摩衍那》竟
奇迹般地翻译出来；新时期到来，先生“研究、翻译与创作
并举”（《研究、翻译与创作并举》），80高龄出版了80万字
《糖史》，并散文佳作迭出，俨然“学者散文”风度，或
云“老生代散文”代表；而今，先生“何止于米，相期以
茶”，301病房之内犹自笔耕不辍。这一生，敢不称为惊天地、
泣鬼神！如此丰富、复杂、宽广（“绕地球数圈”——先生
语）的人生，堪比传奇，方使先生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的缩
影、当代学者的楷模，也使先生散文题材丰盈、根柢深厚。

书中所选散文凡53篇，皆属“小制作”，但却都是大手笔，
这是基于旷达、豁然的人生底色。试看《世态炎凉》，题名
似乎属人人皆知的道理，但看到先生文字，却别有一番滋味。
昔日毕恭毕敬的同事朋友，相逢之时却都视若路人。而一天
先生的孙子高烧四十度，需要送往校医院急诊。一位女同
事“竟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似的，帮我这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花
甲老人推了推车”。于是，“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如吸
甘露，如饮醍醐”。乍一看来，似乎言过其实，用语过重，
也许仅有从十分岁月走过的人才会有这种切肤之感。先生对
待那些帮忙自我，哪怕是举手之劳的朋友，都能念念不忘；
对待以往不公正对待自我，甚至举手打他的人，也没有怀恨
在心。因为，“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
会比别人好”。字里行间，我们不仅仅感受到了老学者的清
醒透彻，更感受到了人类宽容的伟大。

又如《九十诉怀》：“我已经死过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到此刻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真成为一个
特殊的大富翁了。”如此超然物我，参透死生，让读者真正
体会到了什么叫大境界。而笑看当日鬼门关口，笑看今日衰
老之躯，悲凉中透着幽默，幽默后隐藏着超拔。老学者用学
术来丈量生命，显得可爱、可敬。

曾有记者记载，季羡林对前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说：“有个



问题我研究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
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其实，早在90年代，先生散
文中就提到过这一话题。的《漫谈伦理道德》中又有所发挥：
“这三个关系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可见，对
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先生是有着长久思考的。
而他格外强调人内部思想与感情的和谐，则是源自一个经受
二战硝烟、文革动荡的心灵最深沉的痛。他格外强调儒家伦
理中的“修身”，也是承继先师陈寅恪先生对于《白虎通》
中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精神所寄的遗训，绝非附庸时论。

先生的文字真挚、质朴，洗尽铅华。他曾说：“散文的精髓
在于‘真情’二字”。书中所选篇什，《二月兰》、《怀念
西府海棠》、《幽径杯具》、《神奇的丝瓜》等等，均属真
情实感跃然纸上的好文章。《二月兰》中写到每当二月兰花
开，家中老祖便拿着小铲到花旁青草中挖荠菜，而先生喜爱
的两只小猫——虎子和咪咪则匿身花间，“一黑一百，在紫
色中格外显眼”。之后，老祖、爱女均已逝去，小猫也遁离
人间，老人格外心酸，仅有二月兰陪他做伴。“回忆这些往
事，如云如烟，原先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仙山，可望
而不可即了”。对二月兰花丛的描述和生离死别的人生惨淡
相提并论，情景交融，感人肺腑，具有强烈的文学魅力。

先生的文字尚求平淡，劲道吃在字里。看似简易，颇耐咀嚼，
有些文字以臻老到、已入化境。譬如：“然而曾几何时，知
命之年，倏尔而逝；而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
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
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感觉……被人称呼，从‘老
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
常常，平平常常。”（《迎新怀旧》）这样的语句毫不卖弄，
句句平实可感。细细品来，顺耳耐读，其间韵律可协，节奏
自然。思之念之，这种良好的语感是在70年的创作实践中千
锤百炼而来，怎不炉火纯青？作为读者，我们是多么愿意欣
赏这样的文字呢！



读季羡林的书有感篇五

国庆期间，我阅读了梁衡先生的散文集《把栏杆拍遍》，这
本书将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只来得及将第一单元中的内容细细品
读。这本书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作者是通过10个历
史名人来谈政治，谈人生，论哲学；第二个单元，是在讲一
个作曲家，一个歌唱家，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在生活的艰辛中
创造奇迹的老人家的事迹；第三个单元，则是在写关于艺术
的内容。

在第一单元的阅读中，我觉得自己似乎乘坐了一台时空穿梭
机，回到了作者笔下那个人物的时代，似乎他们所经历的人
生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在《把栏杆拍遍》这篇文
章中，作者再现了一个一生都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
的辛弃疾。使我对辛弃疾这个伟大的诗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以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常常会在教科书中看到他的诗，
那是对他的了解，还只是仅仅局限在一个伟大的诗人上，在
阅读过《把栏杆拍遍》后才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
更是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他拥有着炙热的爱国之心，
他空有一片忠心痴情，却不被重用，这一切的辛酸，辛苦，
辛辣，在梁衡先生的笔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我在阅读时，
内心万分惆怅。短短的一篇散文，却浓缩了辛弃疾悲惨的一
生。

在《乱世中的美神》这篇散文中讲述了李清照从欢乐世界迅
速跌向愁苦深远的人生。她出身官宦人家，也拥有过甜蜜的
爱情，可这一切的快乐到了她的后半生就停止了，一切的磨
难便从她的后半生开始了，但她并没有选择消极地流泪哀愁，
而是不惜两败俱伤的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抗，她甘愿承受外
界的种种压力，只为了与命运做抗争，她的坚持和坚强令我
尤为钦佩！梁衡先生笔下的李清照是那么的美艳动人！她的
超群脱俗让我敬佩不已。



尽管只是读了第一单元的几篇散文，但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
梁衡先生的散文，他将这些人的精神，人格生动形象地描绘
在笔下。他笔下的人物似乎都活了起来，引领我走进他们的
人生，并使我被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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