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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名为《回忆录》的自传，撰成于1916年，正当他五十五岁的壮年。
    这部书只记录他从出生到二十四岁这一时期的生活与理想。
二十五岁时他已是同代诗人中成果卓著、出类拔萃的抒情诗人。
    他的父亲是宗教哲学家、宗教改革家以及梵社主要活动家，二十岁祖父病逝时曾发出“人生如此荒
凉，世界犹如墓地”的感慨。
他在一个充满智慧、才能、激情与自由精神的家庭中长大。
他的母亲育有十五个儿女，管理着一个四世同堂、人口上百的大家族，他排行十五、有六个哥哥。
    他二十二岁成婚，由父母包办。
他在这部书里记录了许多与自己相关的人与事、惟独不提自己的婚姻，不描写这位“贤慧的泰戈尔夫
人。
”    本书适合：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家，印度文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诺贝尔文学奖之研究家或爱
好者，诗歌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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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缘起第2章 教育开始第3章 里面和外面第4章 仆役统治第5章 师范学校第6章 做诗第7章 各种学问
第8章 我的第一次出行第9章 练习做诗第10章 斯里干达先生第11章 我们的孟加拉文课结束了第12章 教
授第13章 我的父亲第14章 和父亲一起旅行第15章 在喜马拉雅山上第16章 回家第17章 家庭学习第18章 
我的家庭环境第19章 文字之父第20章 发表第21章 巴努·辛迦第22章 爱国主义第23章 《婆罗蒂》第24
章 艾哈迈达巴德第25章 英吉利第26章 洛肯·帕立特第27章 《破碎的心》第28章 欧洲音乐第29章 《瓦
尔米基的天才》第30章 《晚哥集》第31章 一篇论音乐的文章第32章 河畔第33章 再谈《晚歌集》第34
章 《晨歌集》第35章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第36章 卡尔瓦尔第37章 《自然的报复》第38章 《画与歌》
第39章 一段中间时期第40章 班吉姆·钱德拉第41章 废船第42章 亲人死亡第43章 雨季和秋季第44章 《
升号与降号》附录  一、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二、他是喜马拉雅的山峰（徐志摩）泰戈尔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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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不知道谁在记忆的画本上绘画；但不管他是谁，他所画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
的画笔忠实地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摹了下来。
他是根据他的爱好或添或减。
他把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小的东西画大了。
他毫不在乎地把前面的东西放在背景里，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
总而言之，他是在绘画而不是在写历史。
    这样，在“生活”的外表上，一系列的事情走过了，在内里也画出了一套图画。
这二者是符合的，但不是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工夫去彻底查看我们心中的画室。
其中的一部分常常吸引我们的眼光，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总在黑暗的、看不到的地方。
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家总在绘画；他什么时候可以画完；他的画要在哪个画廊陈列出来——谁能说
出呢?    几年以前，因为有人问起我的往事，我得到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
我以为能为我的传记选出一些材料就可以满意了。
后来我发现，我一打开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的创作。
到处涂抹的五彩斑斓的颜色，不是外面光线的反映，而是出自画家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渲染。
因此在画布上的记录不能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适用。
虽然从记忆的仓库里去收集正确的历史这种尝试是没有结果的，而在重看这些图画时却有一种魅力，
一种对我诱惑的魅力。
    我们走着的旅途，我们憩息的路旁凉亭，在我们走路的时候还不是图画——它们不必需了，太明显
了。
而在进到夜晚的驿舍之前。
我们回顾我们在生命的早晨所走过的城市、田野、江河、山岭，那时，在过去一天的光辉中，它们就
真是一幅一幅的图画。
这样，当我的机会来到，我好好地回顾一下，就热心起来了。
    只为了是我自己的往事而引起我的自然的情感，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吗?这其中当然一定有些个人的情
感，但这些图画本身也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
我的回忆录中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值得永远保存的，但是主题质量不是写记录的惟一理由。
一个人实地感到的事情，只要能使别人也感觉到，对于我们的同类往往也是重要的。
如果在记忆中形成的图画能够用文字写下来，它们在文学上是配占一个地位的。
    我是把我的记忆的图画当做文学材料贡献出来的。
若把它当做一个自传的尝试那就错了。
那样去看的话，这些回忆不但无用，而且也不完全。
P1-3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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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他被视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大众的诗人，他被视为一个习恨黑暗、争取光明的杰出代表
，他被视为“生命之生命”、“生命之泉”，他被视为有一颗“洽流—凄美”的心⋯⋯    他曾为“卑
微生命与渺小痛苦”而歌，曾为贫穷、落后与民族屈辱而哀号，他五十二岁时以自己“至为敏锐、清
新与优美”的诗作《吉檀迦利——饥饿石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
    他被称为“诗圣”、“印度的良心”、“印度的灵魂”。
他代表着正义与人道，他是这充满屠杀与仇恨的混乱世界里，亮着的不灭的一盏油灯⋯⋯    有关他的
传记和回忆录多如牛毛，惟有这部书，连同他晚年所写《我的童年》，是他亲手撰成的。
所有其他的著述，都无法绕过这部书。
这部书曾被译为英文，1917年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文笔优美、境界高迈、不可多得的名著。
    阅读本书之理由：他以其“至为敏锐、清新、优美的诗作”，成为东方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瑞典著名诗人海顿斯坦姆极力称扬他为“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理想诗人”，爱尔兰著名诗人
叶芝认为他的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从中看到了他“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甚至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在他面前“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
披兽皮的野人”⋯⋯    他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同时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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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以其“至为敏锐、清新、优美的诗作”，成为东方作家中第一个诺贝文学奖获得者。
瑞典著名诗人海顿斯坦姆极力称扬他为“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理想诗人”。
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认为他的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从中看到了他“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甚至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在他面前“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
披兽皮的野人”。
    他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同时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泰戈尔。
    有关他的传记和回忆录多如牛毛，惟有这部书，连同他晚年所写《我的童年》，是他亲手撰成的。
所有其他的著述，都无法绕过这部书。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文笔优美、境界高迈、不可多得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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