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 季羡林散文集(模
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篇一

季羡林散文精选集：季羡林散文【1】

1.《清塘荷韵》：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
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

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
肥、红肥。

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
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
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

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
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

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
悟透呢?

2.《夹竹桃》：



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

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
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

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
幻想。

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

这一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
大海。

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

我幻想它是水中的荇藻，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

夜蛾飞过映在墙上的影子就是游鱼。

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

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3.《缘分与命运》：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

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
以，败则怨天尤人。

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

”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
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

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

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
的平衡。

4.《八十述怀》：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
桥。

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
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
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5.《神奇的丝瓜》：

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
想。

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

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

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

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

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
仿佛含笑面对秋阳。



6.《黄昏》：

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
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
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

把门关上了。

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
早已走了。

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

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
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
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
里的。

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7.《马缨花》：

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

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
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

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

同我回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
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

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
可爱吗?



8.《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
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
空洞的理想。

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

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

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
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
不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

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季羡林散文精选集：园花寂寞红【2】

楼前右边，前临池塘，背靠土山，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
是清代保卫八大园的侍卫之类的人住的地方。

整整四十年以来，一直住着一对老夫妇:女的是德国人，北大
教员;男的是中国人，钢铁学院教授。

我在德国时，已经认识了他们，算起来到今天已经将近六十
年了，我们算是老朋友了。

三十年前，我们的楼建成，我是第一个搬进来住的。

从那以后，老朋友又成了邻居。

有些往来，是必然的。



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感情是融洽的。

我每天到办公室去，总会看到这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门
前临湖的小花园里，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浇水施肥;再就是砍
几竿门前屋后的竹子，扎成篱笆。

嘴里叼着半只雪茄，笑眯眯的。

忙忙碌碌，似乎乐在其中。

他种花很有一些特点。

除了一些常见的花以外，他喜欢种外国种的唐菖蒲，还有颜
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

最难得的是一种特大的牵牛，比平常的牵牛要大一倍，宛如
小碗口一般。

每年春天开花时，颇引起行人的注目。

据说，此花来头不小。

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里有，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全
世，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

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

但是我既少空闲，又无水平。

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

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
“蹭”花。

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摆



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到下班或者开会回来，看到老
友在侍弄花，我总要停下脚步，聊上几句，看一看花。

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镜，杨柳依依，说不尽的旖旎风光，
人在其中，顿觉尘世烦恼，一扫而光，仿佛遗世而独立了。

但是，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

两个月前，我忽然听说，老友在夜里患了急病，不到几个小
时，就离开了人间。

我简直不敢相信，然而这又确是事实。

我年届耄耋，阅历多矣，自谓已能做到“悲欢离合总无情”
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我有情，有多得超过了需要的情，老友之死，我焉能无动于
衷呢?“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一句浅显而实深刻的词，又萦绕
在我心中。

几天来，我每次走过那个小花园，眼前总仿佛看到老友的身
影，嘴里叼着半根雪茄，笑眯眯的，蹲在那里，侍弄花草。

这当然只是幻象。

老友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我抬头看到那大朵的牵牛花和多姿多彩的月季花，她们失去
了自己的主人。

朵朵都低眉敛目，一脸寂寞相，好像“溅泪”的样子。

她们似乎认出了我，知道我是自己主人的老友，知道我是自



己的认真入迷的欣赏者，知道我是自己的知己。

她们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向我点头，向我倾诉心中郁积的寂
寞。

现在才只是夏末秋初。

即使是寂寞吧，牵牛和月季仍然能够开花的。

一旦秋风劲吹，落叶满山，牵牛和月季还能开下去吗?再过一
些时候，冬天还会降临人间的。

到了那时候，牵牛们和月季们只能被压在白皑皑的积雪下面
的土里，做着春天的梦，连感到寂寞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明年，春天总会重返大地的。

春天总还是春天，她能让万物复苏，让万物再充满了活力。

但是，这小花园的月季和牵牛花怎样呢?月季大概还能靠自己
的力量长出芽来，也许还能开出几朵小花。

然而护花的主人已不在人间。

谁为她们施肥浇水呢?等待她们的不仅仅是寂寞，而是枯萎和
死亡。

至于牵牛花，没有主人播种，恐怕连幼芽也长不出来。

她们将永远被埋在地中了。

我一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眼前包围着月季和牵牛花的寂寞，也包围住了我。



我不想再看到春天，我不想看到春天来时行将枯萎的月季，
我不想看到连幼芽都冒不出来的牵牛。

我虔心默祷上苍，不要再让春天降临人间了。

如果非降临不行的话，也希望把我楼前池边的这一个小花园
放过去，让这一块小小的地方永远保留夏末秋初的景象，就
像现在这样。

季羡林散文精选集：清塘荷韵【3】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
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

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
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

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
有强。

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

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

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



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

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

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

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
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

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
数。

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
下面就是听天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

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
的莲叶长出水面。

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
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

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
片旖旎的风光。

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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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集读后
感5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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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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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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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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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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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篇四

很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去读一本书，现在正值寒假，抽
出时间读了《季羡林散文集》一书。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
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他学贯中西，一生笔耕不辍，是世人
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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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巴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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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的历史。读他的散文是
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
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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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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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季老写于的散文片断，
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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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走近季老，领悟季老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风
格，收获颇多。

季羡林散文集的理由篇五

季羡林作为一个文字功底深厚、阅历丰富的学者，他的散文
题材丰富，不限地域和时代，每一篇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以及思想的深度。在他的散文作品当中，有两大特点，分别



是真和朴，文章行云流水、情感自然流露、节奏恰当、富有
内涵。以下是八篇季羡林所写散文，一起来领略这位学者对
这个世界、对他的人生有何见解。

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
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
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
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
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
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
荇藻，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
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
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
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
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
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
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
衡。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
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
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
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
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
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
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
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
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



笑面对秋阳。

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
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
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
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
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
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
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
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
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
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
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
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
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
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
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
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