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简介 

季羡林（1911 年 8 月 6 日—2009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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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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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曾

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2009 年 7 月 11 日 11 时 10 分，季羡林逝世。 

二、学术成就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 10 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

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 和-u 的转化》、《使

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

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

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



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

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

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

法，1948 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

释，1980 年又就 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 A《弥勒

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

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

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

《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

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 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 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

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 1996 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

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

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

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 9万余行，季羡林

经过 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 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

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

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 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

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 50O 余种、8OO 余

册，预计 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 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 80

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 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

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

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 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

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 21 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

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三、人物生平 

1911 年 8 月 6 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

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 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

《千字文》、《四书》等。 

1918 年、1920 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

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

《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

文。 

1926 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

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 年-1929 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

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

《益世报》上发表。 

1929 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 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

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

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 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

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

取。同年 9 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

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

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 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 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



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学习经历： 

1946 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

任职任至 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

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 10 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

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

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

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

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 年 2 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 年、1959 年、1964 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

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

的残酷迫害。 

1978 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

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 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80 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1 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

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 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 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

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 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 年 7 月 11 日 11 时 10 分 27秒，季羡林逝世。 

四、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