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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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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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篇一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路遥的书《人生》。我从看到这本书的`第
一眼，就在想人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呢？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也许人的一生就像一道选择题，选择不同的答案就经历
不同的人生。也许人的一生会经历喜怒哀乐、酸甜苦
辣、……各种滋味。这本书的作者是路遥，原名王卫国。
（1949—1992），1973年进延安大学读中文系，而且这本书
还是一个电影，还对马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本书让我更
加怦然心动。

主人公高加林没考上大学，用自己的努力当上民办教师，但
他村的“大能人”高明楼开后门让儿子当上了教师，把高加
林职业顶替了。高加林回到故乡，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当
农民。过了几天才从残酷的现实中走了出来，他第一天干活
就把手磨出了水泡，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干他的活，他觉
得要先苦后甜，只要把最累最苦的活干完，以后什么苦也不
怕。

后来马战胜帮助高加林找到了一个记者的工作，要去乡下一
个村子里，因为是夜晚，还发了大洪水，高加林不管路上有
多么艰难困苦，都会克服种种困难快速前进，脚破了一直在
流血，也没有感到一点点疼痛，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那么
任劳任怨的种地，也做不到在夜里进行调查工作，在学习中
遇到难题，就会放弃，还会各种埋怨，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
学习高加林永不退缩的精神，积极乐观的心态。



高中生高加林回到家乡离开故乡，他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
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互相纠缠，催人下泪，十分感人。

人生道路虽长，但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时，人生
的道路曲折蜿蜒，有失败，有成功，有挫折，有无奈……如
果走错一步，有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制定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不管路有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要
勇敢的面对，勇往直前。

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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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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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完美才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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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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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篇四

周末早晨，在闲暇之余读了季羡林的散文集《行走天下》，
里面有一篇文章《黎明前的北京》让我感触颇深。

季羡林在文章里说，他在北京已经住了四十多年，北京的名
胜古迹，北京的妙处，他应该是了解的；其他的老北京当然
也了解。但是有一点，季羡林相信绝大多数的老北京并不了
解，那就是黎明时分以前的北京。

多年来，季羡林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4点在黎明以
前起床工作。他不出去跑步或散步，而是一下床就干活儿。
因此他对黎明前的北京的了解是在屋子里感觉到的。当然，
他在文章上读到讲黎明时分天安门广场上的清洁工人时，也
会心向往之那动人的情景。

季羡林先生在《黎明前的北京》还讲到了他喜欢住在静谧的
地方。别人认为阴森可怕的曾是明朝特务机关的东厂，他却
住得怡然自得。此外，他还见过西郊的北京展览馆黎明时分
那金光闪闪的高塔的尖顶，见过早晨4点清碧的荷塘。

整篇文章读完，季羡林先生最打动我的地方可以用两个词来
概括：早起和独处。

早起，似乎是每位成功人士身上都拥有的一个优良习惯。众
所周知，季羡林先生也是一名语言学家、东方文学大师。他
每天之所以早上4点起床，是为了能在白天繁忙喧嚣的工作之
外，寻求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搞学术的时间。这段时间，不



必胆战心惊地担心突然收到开会的通知；这段时间的内心平
静，只要拿起笔来就“文思泉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
子，锐不可当；这段时间，他不仅不会感觉到寂寞，反而觉
得是一种对自己的馈赠。

回到自身，我也曾经立过很多次关于早起的“flag”，但都是坚
持两三天后就抛之脑后了，实在羞愧。在这样繁忙琐碎的生
活中，如果能做到坚持早起、坚持阅读，必定是对心灵的一
种滋养，生活也必定会因此变得更加明亮。

季羡林散文寻梦解析篇五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是因为他的
品格。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学界的泰斗、国学大师、国宝。
而这位老者却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
之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谈人生》一书归集了季老对人生思考的文章，向我
们展示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的善良老人。

什么是人生呢？开篇关于人生的探讨，发人深思。季先生提
出了“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的享受吗？难
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这些问题。我虽得不出些确切的
东西，但的确会使人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让我
也开始思考一些有关于人生，说的更小些，也就是思考一些
有关于自己学习、生活、工作、家庭、朋友、社会的简单问
题。因为人生万不可糊里糊涂地过，这一点让我茅塞顿开。
而之后的再谈、三谈人生，着重谈到了人性。万事万物都有
自己的本能赋予人类的优势在于有思想、有良知良能。与我
们最紧密相关的就是伦理道德问题。“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而对于
我们来说应当先提升自身得到的水平，进而做一个有良知的
人。



当我开始试图了解季先生所谓的人生、人性、良知、道
德……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
篇。“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对
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责任感随着我
一步步从家庭走向学校、社会，慢慢由幼稚变为成熟，越来
越觉得其重要性。我有责任去不断的提升自己，不仅仅是为
我这个个体，往实际说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今后自己的家
庭，而往大了说也是为了这个社会良好的运转。每个人不一
定能取得多大的成绩，而这种责任感我觉得真的可以推动一
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是完全赞同季先生的观点的，并
努力肩负起属于我的那一份责任。我想这种使命感对我是一
种激励吧，在成长的'道路上的新社会人。

在我慢慢长大成人，作为新的成年人，新的社会人，在人生
中存在着许多的迷惑与彷徨。而季先生的话让我受益匪浅，
让我了解了一些事情，让我豁然开朗。对待善良的人，一要
真情实意，二要宽容忍耐。而容忍也是有度的，绝不能超过
一道底线。容忍是一种美德，对于现实来说，这个民族需要
更多宽容的人们。这些都是为人处事方面的感受。

在学习工作上，人们多谈成功二字。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天资人各不相同，我们无能为力；机遇不可预期，我们也无
能为力。这样看来，勤奋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一个人经历
过打磨，努力过甚至吃了亏，摔了较，在机遇来临时才能很
好的把握。

读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经过思考后必定会有多少
的提升。虽然有些道理是从小听到大的，当静下心来冷静思
考，那种细微的抵触心理也将消失。用一种更成熟更广阔的
视野去看待所有的一切，人也会慢慢的平和。仿佛一目见底
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
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



入传统，把心留给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让
我们永远记住这位长者，以及他的人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