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传记读后感 听雨季羡林读
后感(实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一

春雨，像春天的使者，它的到来，让万物恢复了生机。小草
更绿了，花儿更红了。它如烟雾，轻飘飘地，让大家爱上了
它。当我读完季羡林先生所着的《清塘荷韵》中《听雨》后，
使我对雨又有了一次深切地感受。

听雨，在季羡林先生眼里，是一种享受。他爱听雨滴敲打铁
皮的声音，如在文中所说“听到头顶的雨滴声，此时无声胜
有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
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我国的许多诗人在听雨后，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诗篇。
拿我们最熟悉的大诗圣来说，他写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早已家喻户晓。听雨，能让人的心情喜悦。它不但能
给作家提供一些好的素材，而且，能让你在听雨的途中感受
一下心灵的洗礼，能让你体悟到受用终生的真谛。

可是，季羡林先生听那连绵的雨声，不仅仅是为了能让自己
心情喜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正和干旱抗击的麦苗，在接
受完春雨的洗礼之后。能够更加茁壮的成长。

春雨贵如油。即使是一场小雨，也会让农民兴奋的，季老先
生没有把自己当成城里人，虽然自幼没干过几天活，但他总



是认为自己是农民，血管里淌着农民的血。因此，他对农村
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下着春雨时，他喜欢上了听雨。他希望
春雨能让农民有个大丰收。

万物的生长离不开雨。季先生也希望万物在春雨的滋润下，
显得更加生气了。

季老先生爱听雨，也是为了让大自然多一点生机。活泼。他
爱大自然，爱看大自然的花草树木：爱看绿叶在吸收甜蜜的
雨滴；花儿在春雨过后展开了笑容。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二

读了季羡林的散文之后，自己内心激动不已收获颇多，无论
在人生的感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或是为人处事的
态度都有所提升。

季老的散文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来的，通
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是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
念和说教。

正如钟敬文所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
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应为他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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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文化方面，季老主张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但却又不要求我们因循守旧，老守着
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而停滞不前，他鼓励创新，顺着历史的长
河发展规律的同时将老祖宗的好东西保留下来，使之生生不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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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无意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当时没什么
感觉,就随便翻了几页,本以为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经常碰到这
种情况,也没发现什么好看的书,而且很久没看课外书了,但是
那天晚上在图书馆看到闭馆,并且借了回来.自己带的书动都
没动,可见当时我是深深的被这本书吸引了。

也许是很久没有阅读的缘故，也许是一时兴起，当时感觉这
本书很不错，就一直看了下去。

我感觉这本书确实挺不错的，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去好好的去
看完一本书，除了对自己兴趣很大的，要不就是小说什么的。

当然也不能否定看小说是没有好处的，但这种大家的作品越
来越很少有人去看了，虽说现在大多数人知道各方面的大家
的名字，但很少有人去阅读他们的作品。

这本书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人生，爱国，孝道，朋友，世
态炎凉，有为有不为等等很多，不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为
有不为这方面，以及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

对于有为有不为：书中写道：“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
“有不为”。

中国有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
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

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
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所不为，一旦“为”错了，就依然回
头。

这是我总结这本书关于有为有所不为的主要介太多，但足以
让人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发人深思。

像我们学生现在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能够好好想想。

对于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
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
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总之,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
一口气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心情不好或者烦躁的时候，可以拿来净化内心，平复情绪。
书中讲了很多，也举了很多古往今来的例子，语言精练质朴
易懂，没有很多的繁琐的理论分析，使读者愿意读。

虽说道理没讲

因杨主任的推荐，学校给每位语文老师赠送了一本《季羡林
散文精选》。

于是我把它放在午休室的床头，每天午休时间或睡前或醒后
读上两篇，甚是惬意。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

季老先生不愧是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
有瑰丽的想象，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
他无穷的想象，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的思绪飘向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



阳，能神游三界。

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
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
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
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
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
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
驰千里，心旷神怡。

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
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
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

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而今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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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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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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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灰色的暮色融入琮的水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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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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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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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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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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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辽旷的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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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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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萤火虫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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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应该产生恶之花吗?这花的香慢慢融入棕红色
的空气里，融入绚烂的彩雾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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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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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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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昏》赏析】

曾经读过不少描写黄昏的诗文，读过茅盾笔下那气势雄浑的
黄昏，也读过何其芳笔下那寂寞惆怅的黄昏，还读过诗人勃
洛克那缠绵悱恻的黄昏……;惟独唐代诗人李商隐那“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略带伤感的咏叹，在头脑中还留下些
许印象。然而，前不久读了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黄昏》，我
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茫然地静坐在电脑旁，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自己是被季先生那瑰丽的想象所打动，
还是被文中那轻梦般的黄昏所折服。总之，我被文章深深地
吸引住了。

黄昏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是黑暗的序幕、
漫漫长夜的起点。但在季先生的笔下，黄昏却是神秘的，是
平凡无奇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
他们便有个黄昏。”黄昏天天与人们打着交道;然而，它却是
十分美丽迷人的：“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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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人们为何不能发现它的美呢?我
们不就正好是将美丽的黄昏关在门外的那些人吗?黄昏天天与
自己擦肩而过，却无法发现它的美丽之所在。还是罗丹说得
好：“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
中人们为何总是缺少这双发现美的眼睛呢?也许这正是作家区
别于一般人的地方吧!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借
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季先生的散文是再恰当不过了，阅世浅，
性情真也许是季老散文动人心灵的原因之所在。初读《黄
昏》，你会觉得文章与其他写黄昏的散文无别样之感;但细细
品读，你会发现，其实它极具条理性。文章按逻辑顺序行文，
衔接流畅，一气呵成，读者在读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熨贴之
感。文章开篇用“有几个人觉到黄昏的存在呢?”的问句引出
话题;通过第3，8段的自然过渡和衔接，一卷黄昏来去图便悄
然展示在读者面前;最后一段再次理清文章的线索，认真读完
这一段，你便会对文章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产生意
犹未尽的感觉。这真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之典范也。

文章着重描写了黄昏来和去的情形。作者发展了他超凡的想
象，运用纷繁的景象编织了一幅疏密有致，清幽寂静的黄昏
图，类似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因此，我们沿着作者思维的轨
迹，遨游在瑰丽想象的海洋，感受其语言的馨香，有一种无
法言表的愉悦感。我同意有人的评价，说季先生老年的散文
是以大朴无华为其追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季先生不会华彩
铺陈。他的早期散文，描写风物，其色彩之浓艳，章句之炜
华，几乎令人怀疑他就是印象派大师莫奈之流，以《黄昏》
一篇为其代表;如果用“笛之悠扬、鹤之嘹唳、酒之醇芳”，
都无法描述季先生对黄昏的感受，这是一曲精彩的《黄昏
颂》，或许只有斯特劳斯的音乐可以和它比美。对于文章的
写作手法我不想多说，大家都知道文章运用了比喻，通感，
顶真等多种手法将黄昏描写的生动而逼真。



文章中多次出现“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了一层金黄色，
一群群的暮鸦驮着的日色”这些意象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作者正是想要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意象来唤起读者心理的共
鸣，事实上，他做到了。而“夜来了，慢慢的漆黑的夜，闪
着星光和日光的夜，流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
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人们的心里的。
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这段黑夜与黄昏的对
比，你是否意识到作者分析的精辟呢?文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地
方，你不妨拈来几处自己细细地品味品味吧!

作者：李跃进李白非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四

是的，黄昏是神秘而美丽的——它是远处弥漫的白茫茫的烟。
是树梢上淡淡的一层金黄色，是一群群驮着暮色休息的暮色
休息的暮鸭，宛如一个春宵的亲梦。瞧啊：灰的天空像一张
薄暮，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剪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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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黄昏的来与去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美丽的遐
想——它从朦胧一片的北冰洋跑来，一路张开翅膀漫过了草
原、森林、小溪、村庄，在天地间撒白茫茫的梦幻。它走了，
走向辽旷的非洲，夕阳的余晖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
幻成了五色绚烂的彩雾，老虎淡绿的眼睛被点亮了，在静静
里瞅着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最后，它又去了哪里呢?
它随了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成的天空里去吗?随
着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
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融在远山的后面吗?——我实在是不知
道的。我只知道，这美丽却是一段寂寞的.美丽。纵然有数不
清的黄昏，可人们还是一次次地错过这美丽。当黄昏安排好
了一个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时，当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
梦的色彩是，人们却在狭隘的小屋里乱忙着，把黄昏关在门
外。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已如



烟般消散，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过来，
在他们们心上一凉。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黄昏，不觉寂寞么?还是，美丽——总是寂寞?

放慢步伐，打开门窗。

——你会看到梦幻的黄昏和不再寂寞的美丽。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五

季羡林散文精选读后感，欢迎阅读借鉴。

因杨主任的推荐，学校给每位语文老师赠送了一本《季羡林
散文精选》。

于是我把它放在午休室的床头，每天午休时间或睡前或醒后
读上两篇，甚是惬意。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

季老先生不愧是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
有瑰丽的想象，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
他无穷的想象，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的思绪飘向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
阳，能神游三界。



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
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
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
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
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
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
驰千里，心旷神怡。

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
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
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

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而今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读了季羡林的散文之后，自己内心激动不已收获颇多，无论
在人生的感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或是为人处事的
态度都有所提升。

季老的散文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来的，通
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是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
念和说教。

正如钟敬文所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
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应为他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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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文化方面，季老主张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但却又不要求我们因循守旧，老守着
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而停滞不前，他鼓励创新，顺着历史的长
河发展规律的同时将老祖宗的好东西保留下来，使之生生不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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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无意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当时没什么
感觉,就随便翻了几页,本以为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经常碰到这
种情况,也没发现什么好看的书,而且很久没看课外书了,但是
那天晚上在图书馆看到闭馆,并且借了回来.自己带的书动都
没动,可见当时我是深深的被这本书吸引了。

也许是很久没有阅读的缘故，也许是一时兴起，当时感觉这
本书很不错，就一直看了下去。

我感觉这本书确实挺不错的，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去好好的去
看完一本书，除了对自己兴趣很大的，要不就是小说什么的。

当然也不能否定看小说是没有好处的，但这种大家的作品越
来越很少有人去看了，虽说现在大多数人知道各方面的大家
的名字，但很少有人去阅读他们的作品。

这本书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人生，爱国，孝道，朋友，世
态炎凉，有为有不为等等很多，不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为
有不为这方面，以及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

对于有为有不为：书中写道：“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
“有不为”。



中国有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
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

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
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所不为，一旦“为”错了，就依然回
头。

这是我总结这本书关于有为有所不为的主要介太多，但足以
让人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发人深思。

像我们学生现在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能够好好想想。

对于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
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
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总之,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
一口气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六

有的人，不择手段沽名钓誉；而有的人，却千方百计要摘下
头上的桂冠。国人称他是“国学大师”、“学界泰
斗”、“国宝”，而他要一辞二辞三辞。

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

花了近十天的时间，看完了厚厚的这本季羡林《我的自传》。
他的散文我很喜欢。所以在网上看见这本书，我自然是不肯
放下的！季老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无数，单就《东方学》中的
梵文这一项，就足以使后人仰慕了。这是一种极难懂的印度
佛教文字，至今国内以几乎无人识得了。也就是这种文字，
季老潜心研究数年，在文革期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传达室
里翻译了数百万字梵文作品。其他各门类学科均有建树，几
十年研究学问笔耕不已，孜孜不倦终成大家。是当今国内文



史类公认的大师。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对于季老的任
何评价，再多的赞美之词都是徒劳的。我能做的不过是想抒
发我的一些感受吧。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凡成就大学问者，出身不是书香门第，
便是没落的官宦人家，像季老这样出身贫寒的真是少之又少！
他出身一个北方的农民家庭，没有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除
了一个有远见的叔父鼓励他读书外，其他与一般的普通农民
无异。他是怎么从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这一
点给我的感触颇深！在《季羡林自传》开篇第一章“我的童
年”中介绍自己出生在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生活最高的享
受就是一年吃一顿白面。这个从贫困山村走出来的穷孩子却
一路跋涉，走到了北京，走出了国门。用他的话说：“在这
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光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
旁边有深山大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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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话的'确不假，
在季老先生身上体现得如此完美。所以我们身处逆境之中，
千万不要怨天尤人，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谢
苦难的生活。”无论生活有多么艰难，只要我们坚信自己并
坚持下去就可以谱出生命的乐章。

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养成黎明
即起的习惯，他戏称自己是起得最早的人，每天吃的是早饭
前的早饭。四点按时起床，前后一般不会超过几分钟。起床
后的工作就是爬格子。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70多年。温家宝
总理称赞季老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冲
击中他还克服种种困难偷译出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
《罗摩衍那》。文革结束，季老已经步入老年，当时67岁，
但自那时起，季老每年都有学术论文或专著，直至进入耄耋
之年，90多岁高龄，他还对自己说“我不能封笔。”



读了季老的自传，似乎让我们明白了，大师不是天生的，而
是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年工夫老
始成。”青壮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候，要像季老那样虚心好
学，不知满足。到了老年，才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人生的
老年不是退休，而是农忙中的收获时期。我想季老的一生对
后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大了，让我们重新反思人的一生应该怎
么度过。

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但读一读《季羡林自传》，仿佛在倾听
一位老人在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故事，他是文学大师，但他的
语言却像老百姓那样的朴实无华，丝毫没有半点向人炫耀的
感觉。聆听的时候觉得他很普通，很率真，就像自己身边的
父辈门，但掩卷沉思，其中有很多的东西让人终身受用。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七

《黄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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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头。
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黄昏望着静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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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再从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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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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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cheng)淙的水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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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像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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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
听：—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
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
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
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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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空里壳唳的鹤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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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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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真地不能久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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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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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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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辽旷的非洲。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
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
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
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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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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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赏析

曾经读过不少描写黄昏的诗文，读过茅盾笔下那气势雄浑的
黄昏，也读过何其芳笔下那寂寞惆怅的黄昏，还读过诗人勃



洛克那缠绵悱恻的黄昏……;惟独唐代诗人李商隐那“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略带伤感的咏叹，在头脑中还留下些
许印象。然而，前不久读了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黄昏》，我
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茫然地静坐在电脑旁，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自己是被季先生那瑰丽的想象所打动，
还是被文中那轻梦般的黄昏所折服。总之，我被文章深深地
吸引住了。

黄昏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是黑暗的序幕、
漫漫长夜的起点。但在季先生的笔下，黄昏却是神秘的，是
平凡无奇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
他们便有个黄昏。”黄昏天天与人们打着交道;然而，它却是
十分美丽迷人的：“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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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人们为何不能发现它的美呢?我
们不就正好是将美丽的黄昏关在门外的那些人吗?黄昏天天与
自己擦肩而过，却无法发现它的美丽之所在。还是罗丹说得
好：“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
中人们为何总是缺少这双发现美的眼睛呢?也许这正是作家区
别于一般人的地方吧!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借
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季先生的散文是再恰当不过了，阅世浅，
性情真也许是季老散文动人心灵的原因之所在。初读《黄
昏》，你会觉得文章与其他写黄昏的散文无别样之感;但细细
品读，你会发现，其实它极具条理性。文章按逻辑顺序行文，
衔接流畅，一气呵成，读者在读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熨贴之
感。文章开篇用“有几个人觉到黄昏的存在呢?”的问句引出
话题;通过第3，8段的自然过渡和衔接，一卷黄昏来去图便悄
然展示在读者面前;最后一段再次理清文章的线索，认真读完
这一段，你便会对文章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产生意
犹未尽的感觉。这真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之典范也。



文章着重描写了黄昏来和去的情形。作者发展了他超凡的想
象，运用纷繁的景象编织了一幅疏密有致，清幽寂静的黄昏
图，类似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因此，我们沿着作者思维的轨
迹，遨游在瑰丽想象的海洋，感受其语言的馨香，有一种无
法言表的愉悦感。我同意有人的评价，说季先生老年的散文
是以大朴无华为其追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季先生不会华彩
铺陈。他的早期散文，描写风物，其色彩之浓艳，章句之炜
华，几乎令人怀疑他就是印象派大师莫奈之流，以《黄昏》
一篇为其代表;如果用“笛之悠扬、鹤之嘹唳、酒之醇芳”，
都无法描述季先生对黄昏的感受，这是一曲精彩的《黄昏
颂》，或许只有斯特劳斯的音乐可以和它比美。对于文章的
写作手法我不想多说，大家都知道文章运用了比喻，通感，
顶真等多种手法将黄昏描写的生动而逼真。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八

死亡是我们人类以及动植物都避免不了的。死亡我们不能改
变，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出无限的
价值。季羡林写的《老猫》就讲述了这个道理。我们先看看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吧！

季羡林先生养了一只叫虎子的普通猫和两只波斯猫。这两只
波斯猫与虎子非亲非故，但虎子还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儿女对
待。这两只波斯猫中，其中一只叫咪咪。咪咪临死前的时候，
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猫都会这样做，他们不
想让主人看见自己的尸体，不想让主人因为失去自己而痛苦。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猫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也难
怪季羡林先生都把这三只猫当成家庭的一份子啦。从虎子和
咪咪的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咪咪为了不让季羡林先
生伤心，而在临死前就去了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把欢乐永
远流了下来，它死而无憾。

季羡林先生生前为文学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他到了晚年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的文
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即使现在他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永
远都敬佩他，可以说他一生无悔。

人总是避免不了死亡，既然无法改变，那我们能改变的是人
生价值。要知道，只有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为之努力奋斗，
才能使自己有价值，不要使自己留有遗憾。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九

季羡林的《听雨》清新质朴自然，读起来感觉很亲切，听雨
季羡林阅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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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雨他想到了林妹妹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他
想到了朋友的诗句，还想到了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
歌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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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传记读后感篇十

对于季羡林先生，我一直是十分敬仰的。近日，读了《季羡
林散文》，对他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季老一生，真可谓是历经坎坷了。生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
长于战火纷飞的人世间，而唯一有希望能显得美好些所谓的
留学生涯，也因法西斯的炮火充塞着二战的硝烟。辗转回国，
也没有过几年安生日子便遭遇了文革。晚年的许多时光，却
也只能在病榻上熬过。所幸，人生的苦难往往与成就成正比。

季羡林先生是深受北大师生爱戴的一代宗师，又是享誉中外
的语言学家、翻译家、佛学家，还是别具一格的散文家，像
季先生这样学识博大精深，被称为中国学界的“人间国宝”
的人物，却十分亲切自然。其实人的.伟大，更多时候不完全
是源于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人格上的高山仰止。

这位慈爱长寿的老人，将那数年的心酸甜蜜，以那最优雅的
散文创作，或抒情，或状景，或言志，或怀人，动之以情地
表现他内心深处的天地。那平淡无味的黑字，略带俏皮的言
语，真真切切的情感，无不充斥着我的内心，这大概便是季
羡林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吧。

《留德十年》的灰暗岁月听他一一道来娓娓动听，《牛棚杂
忆》将莫大的愤懑写得似乎不值一提。并不圆满的人生轨迹，



在季老看来不过是宇宙间的沧海一粟，尤其是在一个常人已
无法企及的年龄上。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清塘荷韵》
是季先生于1998年荣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得意之作，写出
了荷之生命令人振奋不已，读这篇文章，眼前总浮现出一池
亭亭玉立，生命力极强的荷花和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老人，
慈祥的双目谦和地微笑着，睿智博学的头顶飘动着银丝，漫
步在曲径通幽，荷花盛放的荷塘之畔……《神奇的丝瓜》处
处透着童真，俨然一个懵懂孩子对新鲜世界的憧憬之作。心
中有佛，才能看到佛；心中有美，才能发现美；也只有纯洁
的灵魂所支配的躯体，才能写下这样一份纯真。《九十述怀》
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表
达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情。

细细阅读，可略见其创作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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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身处校园，却情系世界。他的社会活动，足迹遍世界。他在
《九十述怀》中写道：“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
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既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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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的散文是反映时代风云的镜子，也
是抒发人们心声的画卷。读着它，能亲近领悟到老人的人生
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佩他那“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
我如浮云”的精神世界。季先生的散文，是他在一生的拼搏
中，从心灵里流出的潺潺清泉，字里行间饱含着真实情感，
在朴实文笔中蕴含着优美。

就是这样一位长者，有一天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带给
人们的感动，是润物细无声的，正如高雅的音乐对人们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我静静地翻阅着这本《季羡林散文》，如
水一样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