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的演讲稿(精选7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演讲稿
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接下
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一

引导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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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季羡林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
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
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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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心头。
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
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
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
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
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黄色的消失，鸦背
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
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
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
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



过了小溪，把深灰的暮色溶入琤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
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
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
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
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
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
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
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
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
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
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
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
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
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
但似乎又在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流动。它带来了阒静，你听：
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
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
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
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
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
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
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
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
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
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吗?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
不是一切人们，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的。我在童年的时候，
就常常待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
明我比别人强。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
愿意去这样做，我(自然也还有别人)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做
而已。常常在夏天里，我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



暗了起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

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天空里飞
着蝙蝠。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
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在不
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
的小星了。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我蜷伏在屋里。当
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
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是黄
昏了。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了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
留吗?它也真的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
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的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
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
问它到底。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吧。
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墙;
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
辽阔的非洲。非洲有耸峭的峻岭，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
大森林。再想下去，森林里有老虎——老虎?黄昏来了，在白
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吧。像不像两盏
灯呢?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比人高。草里有狮子，
有大蚊子，有大蜘蛛，也该有蝙蝠，比平常的蝙蝠大。夕阳
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漏了
进来，一条条灿烂的金光，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
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也该
有萤火虫吧，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也该有花，但似乎
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

是什么呢?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在毒气里，不正应该产生恶
之花吗?这花的香慢慢溶入棕红色的空气里，溶入绚烂的彩雾



里。搅乱成一团，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然而，不久这热
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溶了，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现在渐
渐地更亮了。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在静默里瞅着暗灰
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的
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
的天空里去吗?随了眨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吗?压在蝙蝠的
翅膀上钻进了屋檐吗?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散在远山的后面吗?
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
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飔，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是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吗?明天
来了，又明天，又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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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门外的仍然是黄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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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漆黑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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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月4日

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
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
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



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
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
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
卷。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二

??以下是季羡林的作品：

出版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论文集 1957年 人民出版社

《初探》 理论 1979年 外国文学出版社

《天竺心影》 散文集 1980年 百花出版社

《季羡林选集》 散文集 1980年 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 散文集 198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集》 散文集 198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牛棚杂忆》 散文集 1998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主要著作：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
华蔗糖史》 、《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
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
前去。

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荷塘月色》

奏着的名曲。

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

什么意思啊

季羡林谈话语录激励人、鼓舞人、鞭策人，现列举之：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
话。”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三

季羡林的《听雨》清新质朴自然，读起来感觉很亲切。

“听雨”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作者却围绕着它写了雨声的
诗词，听雨时的心情，听到雨声时的联想。

研究学问的季老，听着阳台顶铁皮被雨打的声音，他感到很
舒服，从中他能听出金声玉振，他能听出黄钟大吕，他能听
出大珠小珠落玉盘。他还能听出雨如弹素琴，如舞霹雳，如
百鸟争鸣，如兔落鹘起，他听得心花怒放。

季羡林感慨一番，才说出自己欣然听雨的原因，十年九旱的
北方春季太需要雨了。这一年春，天旱得邪行，季羡林天天
看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连做梦看到了都是细雨蒙
蒙。现在雨下了，他如何能不高兴呢。

雨声是多种多样的，只有雅人才能听懂。听雨听出了一生。

“天义有意，听者有情。”读季老的散文，你不仅能感受到
他胸襟博大，达观睿智，还能学到“谦虚”这弥足珍贵的品
质。记得《听雨》中季老时不时称自己为俗人，一个学贯中
西的东方学大师称自己为俗人其谦逊由此可见。这不免令我
想起“感动中国”颁发给季老奖项时，他反复念叨着“不敢
当”，那种季老独有的谦虚令我感动不已。

季羡林的书就像一面镜子，当你面对它时，总会发现自己情
操上的不足，但当你虚心求教时，镜的那一头季老也总会循
循善诱地向你传授人生之道。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四

记得就在上个学期的一堂作业分析课中，老师与我们讲起了
季羡林。老师说他是“学界泰斗”，可与中国的大熊猫相媲



美。我半信半疑，然而自那时起，我便记住他的名字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遇到几篇出自季羡林之手的文章，比如
《清塘荷韵》，我便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读着他的文章，并非像别人说的那样神奇，并没有飘飘欲仙
的感觉，只觉得他的文章宛如一汪明月，朴素清明，平静恬
淡，让人心境澄澈。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谈论季老的文章，颇富兴致地阅读，文
章讲述季羡林的孤独生活。因为他是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
所以承担着为季家延续香火，光大门楣的指望。18岁时便被
强迫着与只念过小学的彭德华结婚。

强迫的婚姻永远不会有爱情的甜蜜感觉。的确，以后他对那
个家不闻不问。他多次表露了他对那个家的厌恶，对那桩婚
姻的无奈。在他儿子季承的回忆中，季羡林与彭德华的夫妻
关系是分居到死。这让我对季老的崇敬产生了变化，好像在
酒里掺了水似的，很不是滋味，因为在我看来，即便那个人
他不喜欢，但毕竟已是结发夫妻，就不该不闻不问。

今天，我又看了一篇文章，是梁衡先生的一篇关于季羡林的
散文。梁衡眼中的季羡林是一面百年明镜，因为季羡林经历
了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直到去年
才仙逝。他知识渊博、学富五车，是一部近现代历史书。读
着这篇文章，我的思想又渐渐发生了改变。我想，孤独的人，
也许更静得下心来研究学问吧？他对婚姻的冷落，也许是对
事业爱得太深吧？也许世上的人，都有缺点吧？季老的一生
是献身于文学中的，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
印度和西域的各种语言。试想我们现在学习古汉语已是多么
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
规律来，真是不简单啊。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五

《黄昏》这一文是季羡林先生早期的作品，写于他大学毕业
前夕的1934年1月14日，本文是以作者独特眼光来审观生活中
的黄昏的匆匆流逝以及作者对黄昏的来和去提出了提问。

季羡林的《黄昏》是绝美中带着窒人的叹息。在温馨美丽惬
意的黄昏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却又也是那么的可
悲。我们不曾有过欣赏黄昏的经历，却也不曾珍视过这些机
会。这些排山倒海般向我们袭来，让我们措手不及，应接不
暇。

总有人爱推迟，总会满不在乎地说：“这事等明天……”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明明复明日，明
日何其多?殊不知我们自己口中的明日，就足以将你我推入地
狱!

一天的黄昏有一天的美丽。夏日里看墙角渐暗，看四周的白
墙也布上一层阴影，一直看到暗灰的天空里嵌上闪着眼的小
星。在冬季，黄昏来得早了，是寒风吹走了它的光和热吗?光
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抖，渐渐地它的身影也模糊了。

黄昏真美丽，可他不能久留。当日子悠悠流走，你是否留够
时间体会人生的美好，别被太多的梦牵绊，别让这关在门外。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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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的演讲稿篇七

第一次接触季老的文章是去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不知道这位
学者，更没想到他竟是“国宝级”的大师。

第二次接触季老是与父母的谈话，对于父母对他的熟知我似
乎还很惊讶。从他们的言语中大体了解了这位百岁老人，但
印象还是很模糊，总感觉像这样的学者比比皆是。

第三次接触季老是一个噩耗--驾鹤西去，由此事再次觉得这
位老人像是一个谜：为什么全国会这样轰动？中国损失了什
么？我非常想彻底了解一下这位在我以及所有中国人心中的
传奇老人。

第四次接触季老是在图书馆中，偶然看到了季老书籍的专栏，
便翻阅起来。这次，我想我真的是解决了心中的困惑，阅读



他的自传，阅读他的散文，阅读他的心情日记，阅读他的生
活。

太多的太多，季老的生活在平淡、舒适中取得了成就。正如
他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什么志向，更从未想过会成为“国
学大师”，只是一心研究他感兴趣的学问，并为之付诸努力，
持之以恒。

我想这便是季老流芳百世的原因，非常简单，重要的是肯去
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