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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写成，并非一气呵成，有着近十年相对完整的构想。
近十年来，笔者参著了《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一书，参编了汉英双语的《泰戈尔与中国》一书，并
多次开设泰戈尔研究专题课，和选课的学生们一起沉浸于泰戈尔世界的丰富多彩中。
笔者多次到印度和孟加拉国参加纪念泰戈尔的活动并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切身感受到泰戈尔的博大精
深和丰富深刻，一次次地感动于泰戈尔对于孟加拉语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和意义。
    2011年是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热爱泰戈尔的读者和学者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泰戈尔其人其作本
身即是一个充满着神奇魅力，具有多层次深刻矛盾的有机的世界。
不同国界、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学者读者从不同层面试图接近泰戈尔“本体”，以展现泰戈尔的魅
力和自己的发现、阐释和见解。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界人们的广泛而深入的参与下，泰戈尔及其作品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精神
宝藏。
    经过长期的阅读和进一步的研究，本书作者发现：泰戈尔的创作中自觉和不自觉地反复出现一些关
键词：如湿婆、莎士比亚、耶稣基督、民族主义、吉檀迦利、中国⋯⋯最终确定了研究目标并把这些
关键词视为探索泰戈尔精神世界的“顶梁柱”。
在确定了这些关键词后，笔者把泰戈尔著作中与上述关键词相关的内容分别抄录统计，试图通过对泰
戈尔作品的全面梳理，力求在“量”的依据和统计的基础上，深入展开“质”的分析和开掘，试图做
到“准确”、“辩证”、“丰富”，力求接近泰戈尔的原意，努力揭示其精神的丰富，充分辨析其作
品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内在矛盾的多面性，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开掘，力求呈现泰戈尔笔
下最为重要的意象和观念，尤其是主要关键词所蕴含的神话学、民族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
史学和文学的多重内涵。
本书始终贯穿一个自觉的追求——接近泰戈尔本体，再现其心灵的本真面目。
    越了解泰戈尔，越走近泰戈尔的世界，越发现泰戈尔如帕德玛河、印度河和恒河般丰富深邃，泰戈
尔的世界不是笔者的解读，更不是这本书可以穷尽的，但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参与，能够在某
种意义上丰富和发展并接近泰戈尔本体，展现自己对泰戈尔的理解和共鸣，同时也呈现自己作为阐释
主体的真诚和接近泰戈尔本体的努力。
    十余年来，怀着探求的渴望，又担负着精神的重担，笔者一直企图接近泰戈尔，认识泰戈尔，走近
泰戈尔，为此云游了泰戈尔生活过的世界：笔者多次参观访学于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祖屋(乔拉桑科，
现为泰戈尔印度大学的主校园)，抱着朝圣的感情游学于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朋
友的帮助下，还难得有机会游走过泰戈尔一生中与创作与思想都影响极大的东孟加拉(现属孟加拉国)
。
当亲耳聆听着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民间吟游诗人——巴乌尔们激情四射、款款深情地吟唱着巴乌尔歌曲
时，当较深入地了解到巴乌尔和泰戈尔创作的关系，尤其是泰戈尔对巴乌尔的热爱和极力的推介时，
笔者深切感受到泰戈尔的创作和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更深感自己对泰戈尔的了解的不足。
尤其是伫立在西莱达帕德玛河畔，眺望着如大海般气势磅礴，波澜壮阔且一望无际的河面时，笔者更
感觉到泰戈尔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
面对印度和孟加拉国朋友的热情和期待的目光，笔者曾答应他们，要尽自己的努力更多地介绍和研究
泰戈尔。
在纪念泰戈尔150年诞辰的特殊日子里，笔者觉得是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因此斗胆向本书的读者献上此
书，以表达自己对泰戈尔的不尽的敬意，并热切期待“方家法眼”的指正。
    在阅读泰戈尔作品的过程中，常有认同与辨析、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等多种感觉，也常常因为
不能抓住泰戈尔之为泰戈尔的独特性而深陷苦恼。
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读，笔者最终把自己的研究、教学和阅读的目标归结为：尽可能把自己所认识的
泰戈尔的真实的面目展现给读者。
本书笔者自知还不能习得孟加拉语的精妙，在理解泰戈尔的作品时还难免有曲解、误解，过度阐释的
可能，但尽可能把自己所认知的泰戈尔介绍给读者，并期待也相信，将来有能力高于本书作者的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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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研究工作者更深得泰戈尔精神的精髓。
笔者常常鞭策自己，坚持细读泰戈尔作品的各种文本，努力接触有关泰戈尔的相关论述，尽力与泰戈
尔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与互动。
不求本书的永久性的学术价值，但求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会能起到沟通泰戈尔与当代读者心灵的桥梁
作用。
本书只是笔者十余年来研读泰戈尔的一个阶段总结，不可能完全成熟，所能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一些可
供借鉴的信息和线索。
本书也可谓是集体合作的结晶，十余年来，笔者在研究生课程“泰戈尔专题研究”上，有意识地引导
对泰戈尔研究有特别兴趣的学生，结合他们不同的学术背景，指导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选题。
师生达成共识后，分别统计了泰戈尔创作中主要关键词的相关文献，并加以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近十
篇论文。
为了使全书成为首尾一贯，风格统一，文风流畅，血脉相连的整体，作为第一作者，笔者对相关论文
加以筛选，并负责统稿，对入选论文加以增删、核对、修改和润色，力求平正通达，经过反反复复的
打磨，最终成稿。
参与本书资料收集、讨论和写作的学生有：刘潋(神话篇)、谭立辉(阅读篇)、代学田(宗教篇)、王荣
珍(民族篇)、张锦(影响篇)等。
笔者的第一位研究生谭耀智为本书的出版出谋献策，为本书的校对尽心尽力，没有她的专业编辑和出
版经验，本书的出版也许还在“构想”之中。
此外，刘潋、代学田和王荣珍参与了部分书稿的编辑核对，一并致谢。
    本书是笔者和学生们近十年合作和努力的结果，也可谓在北大开设“泰戈尔专题研究”课程的一个
纪念。
我们期待下一本书能收入更多有关泰戈尔创作的关键词研究成果，并希望本书能为中印、中孟友好的
文化大花园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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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哲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重新理解泰戈尔，重新对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做出新的评价，发掘
其中普遍的人性价值，对于了解和重新评价东西方文化，增加中印、中孟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具有重大
意义。
本书通过对泰戈尔作品的全面梳理，力求在“量”的依据和统计的基础上，深入展开“质”的分析和
开掘，试图做到“准确”、
“辩证”、
“丰富”，力求接近泰戈尔的原意，努力揭示其精神的丰富，充分辨析其作品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复
杂性及内在矛盾的多面性，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力求呈现泰戈尔笔下最为重要的意象和观念
，尤其是主要关键词所蕴含的多重内涵。
本书始终贯穿一个自觉的追求——接近泰戈尔本体，再现其心灵的本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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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更是一位思想博大、极具个性的文学评论家。
通过对24卷中译本《泰戈尔全集》的搜集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泰戈尔一生中阅读了东西方众多国家
的文学作品。
其中的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德国、法国、美国、俄国、冰岛
、挪威、意大利等国的文学；东方文学作品包括古代希伯来文学、中古阿拉伯文学、中国以及日本等
国的文学。
在外国作家中，泰戈尔提及莎士比亚的次数最多。
泰戈尔是东方文学杰出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杰出的代表，目前学界尚无专论泰戈尔与莎士比
亚关系的专题研究论文，关于两者关系的论述，只在屈指可数的几部有关泰戈尔的评传和研究著述中
略有提及。
本篇通过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采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以个案分析为基点，深入分析泰戈尔对莎
士比亚的阅读和认知，以期深入探究两位世界文学大师之间的深层联系，以求推进并拓展泰戈尔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
    泰戈尔一生中对莎士比亚的阅读和认知经历了从无限的崇拜到理性的思考的转变。
早期，泰戈尔将莎士比亚视为“文学之神”，尤为赞叹莎士比亚戏剧中激情的力量。
这个时期泰戈尔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崇拜，与英国殖民统治的加强推广英语、兴建剧院、印度文坛对莎
士比亚的推崇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有关。
晚期，从1898年开始，随着印度文化复兴和民族解放思想的日益深入，泰戈尔对莎士比亚的认知进入
理性的思考时期。
在泰戈尔眼里，一方面，莎士比亚作为一位“普通的英国人”，其作品中存在着模仿与独创，体现出
人与自然处在一种不和谐状态的特征；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作为一位“世界诗人”，具有强大的世界
影响力。
此外，在这一时期，泰戈尔运用印度的情味论，对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屈拉》一剧加以解
读，并提出了“历史情味”这一全新的情味种类。
    在搜集、归纳并分析泰戈尔对莎士比亚的阅读和认知后，笔者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深入到泰戈尔
戏剧文本中。
通过文本细读和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泰戈尔的剧作《国王与王后》深受莎士比亚剧作《安东尼与克莉
奥佩屈拉》的影响。
泰戈尔的戏剧创作既有自身独特的创造个性，又是外来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传统碰撞的结果。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更是一位思想博大、极具个性的文学评论家。
他一生著作颇丰，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三部中长篇小说、一百佘部短篇小说、近六十部戏剧，还
有书简、游记、回忆录及有关文学、哲学、宗教、教育等领域的论文和多种著作。
泰戈尔作为东方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特定的身份也是引发全世界学者对其展开研究的
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泰戈尔一直是印度文学和东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人物。
从1913年钱智修的论文《台莪尔氏之人生观》发表至今，泰戈尔研究在中国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
学者们从思想、文学、哲学、宗教、教育、文化等多个角度来研究泰戈尔，成果斐然。
但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并没有完全成熟，甚至有学者指出泰戈尔研究“在方法论上陷入了
困境”。
笔者认为，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泰戈尔研究亟待深挖的必要，泰戈尔研究的视角应当可以更加丰富
、开阔，泰戈尔研究期待更多新的阐释。
    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4卷中译本《泰戈尔全集》(其中诗歌8卷，小说7卷，戏剧3卷，散文6
卷)的出版，为中国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泰戈尔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通过阅读《泰戈尔全集》，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一位真正的世界文学大师——泰戈尔的魅力。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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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泰戈尔全集》，我们可以发现，泰戈尔不仅深谙印度文学，造诣颇深，而且他也提到并评点了
外国许多优秀的作家，其中莎士比亚被提及的次数最多。
这为笔者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泰戈尔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考察目前学界关于泰戈尔与外国作家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些作家涉及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
挪威、比利时、美国、俄国、西班牙、瑞典、尼日利亚、埃及、日本和中国等十四个国家，包括莎士
比亚、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勃朗宁、艾略特、奈保尔、叶芝、歌德、施雷格尔兄弟、雨果、莫泊
桑、易卜生、梅特林克、惠特曼、庞德、契诃夫、吉梅内斯、海登斯坦、马哈福兹、索因卡、松尾芭
蕉、川端康成、孔子、陶渊明、王维、谢灵运、王国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许
地山、徐志摩、王统照、丰子恺、郑振铎、瞿秋白、冰心、沈从文等近四十位。
学者们运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接受美学等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泰戈尔与这些作家的联系。
    20世纪以来，学界有关泰戈尔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泰戈尔作为一位影响的“发送者”，对叶芝、庞德、海登斯坦、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
适、郭沫若、许地山、徐志摩、王统照、郑振铎、瞿秋白、冰心等作家产生了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占
泰戈尔与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研究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很多。
另一方面，泰戈尔作为一位影响的“接受者”，在诗歌创作中受到了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勃朗宁
的影响；在戏剧创作中受到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梅特林克、叶芝、庞德等作家的影响；在诗学方面
受到了以华兹华斯、施雷格尔兄弟、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影响。
泰戈尔思想博大精深，文学创作不拘一格、个性鲜明，要研究泰戈尔具体受到了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
并加以论证，具有一定难度。
因此，泰戈尔作为影响的“接受者”这一部分的研究，学界在有关泰戈尔的一些评传和研究著述中稍
有提及，但并未深入开掘。
    泰戈尔提到次数最多的作家是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由此可见泰戈尔是非常重视莎士比亚的。
但目前学界尚无专论泰戈尔与莎士比亚关系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界还未曾有人做过
这种统计，也就未能发现这一重要线索，但印度和中国的一些研究者已经隐约感到泰戈尔与莎士比亚
之间在文学创作中存在某种联系。
P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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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风在外面刮着，但还是决定出去走走。
    好久没在北京的夜间散步了，尤其是在这个有风无月的深夜。
    北京的风，也像北京的风沙，过于刚烈，没有记忆中南方的风那般温婉柔美。
    在这样有风的夜晚，不能慢慢走着，只好顶着风，好像为了寻找什么，不是锻炼身体，也不是为了
制造幻境，只是和风一起旋转着走，心中的感觉却分外的宁静。
    回想起在印度国际大学的—个又一个画面，回忆着在孟加拉国的一幕又一幕场景，人在此地，心早
已飞到曾经拜访过的泰戈尔生活过的世界了：宁静而略显神秘的印度国际大学，凝重而深透典雅的泰
戈尔印度大学，温润而富于激情的孟加拉国达卡大学，还有泰戈尔生活过十年的明丽清澈、幅员辽阔
的西莱达⋯⋯    在时空的切换中，不禁又回味着自己和泰戈尔世界接触历程中的一个个值得记忆的片
段⋯⋯    为了接近泰戈尔世界的神奇，年近四旬之时，还呀呀学语，开始接触温婉甜软，节奏鲜明，
如诗如歌如画的孟加拉语，当可以用孟加拉语朗读泰戈尔的《金色的孟加拉》时，那份喜悦，那份激
动，那份感慨，现在回想起来还时不时想着应该褒奖自己⋯⋯    1998到2011年问，多次拜访泰戈尔创
办的印度国际大学。
最值得回味的是1998年有幸在去国际大学的火车上邂逅谭中先生，他是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第一
任院长谭云山先生的长子。
之后和先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并一直被谭先生和黄绮淑师母为中印友好所付出的人生感动着，在他
们一次次的鼓励和帮助下，于是有了我1998到2011年间一次次向泰戈尔世界迈进的一步步行程，也有
了和谭先生和黄师母一次又一次难得的见面机会：邀请先生到北京参加北京论坛；力请先生为北大举
办的东方文学暑期学校学子们演讲：自费飞昆明和先生畅谈中印友好的前景；在深圳大学参加先生主
编的新书《理想和现实：中印大同》的首发；和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国际会议上探讨泰戈尔的当下意义
，并参与策划在北大举办“理解泰戈尔：新研究和新视野”的国际研讨会，相约一起编辑中英文双语
版《泰戈尔与中国》一书；在加尔各答，特别感动于先生和师母精心安排我和各界朋友相识，使我在
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泰戈尔与中国》一书的面世，可谓充满“艰辛和坎坷”
，在紧张而艰难的约稿、编辑、联系出版社的非常日子里，在担心书稿“流产”的无奈、忧虑和焦灼
中，谭先生的坚定、坚持和对中印友好的信念，为书的面世所付出的不尽的辛苦，他“湖南牛”般不
屈不挠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耐心让我倍受感动，也使我更进一步理解理想和坚持的力量、治学严谨的
内涵。
书稿付印之际，谭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赐序并予以鼓励。
感激之余，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种鞭策。
惟愿今后更加努力，以勤补拙，不负先生厚望。
    在印度，由泰戈尔的故居改成的泰戈尔印度大学，校长到老师们对泰戈尔的热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校长亲自带我参观泰戈尔故居博物馆，并邀请我参加泰戈尔150年诞辰的相关活动。
泰戈尔印度大学艺术系教授强忍着刚刚失去母亲的剧痛，坚持参加纪念泰戈尔诞辰的歌舞表演⋯⋯这
一切使我希望能为泰戈尔博物馆即将展出的展室“泰戈尔与中国”尽绵薄之力。
在孟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在书市上特意举办“泰戈尔文学在中国”的研讨会，在我其实不尽如人意
的介绍中，听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使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在达卡大学，在创意大学，在孟加
拉文学院、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孟加拉从学者到人民的热隋、友谊和鼓励，让你对“友好”这一概念
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只有在孟加拉地区，无论是不可思议的印度还是激情四射的孟加拉国，你才能
深切地感受到泰戈尔的魅力，正如印度学者所说的，在孟加拉地区：“不追随泰戈尔是不可能的，追
随泰戈尔也是不可能的。
”    深夜，风刮走了城市的喧嚣，独自一人在此回味十余年来阅读泰戈尔作品和追寻泰戈尔世界的历
程，心里涌起一阵阵的感动和陶醉，自然也免不了些许的遗憾和无奈，略有寒意的空气似乎也分外的
清新，心境也格外的平和，觉得此时可以静静地思考，好好地品味，痴痴地享受这只属于自己的心灵
的宁静，也是人生的一种别样的记忆。
    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只有风还在刮着，树还在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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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着路灯下婆娑的树影，轻轻地宽慰自己：路还长，虽然可能越走越难；计划
还多，虽然可能越来越小⋯⋯但总算在努力，终于完成了一个十年前许下的心愿，虽然不很完美——
就在今晚，就在这个有风无月的深夜。
    2011年3月10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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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丽明写的这本《“万世的旅人泰戈尔”——从湿婆、耶稣、莎士比亚到中国》在选题布局上体现了
作者对泰戈尔的全面认识，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梳理出泰戈尔创作世界的主要关键词，从神话到作家
，从宗教到民族，从作品流传到作家的阅读，可谓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地把握住了泰戈尔创作“大厦
”的主要支柱。
    全书在由“神话篇”、“阅读篇”、“宗教篇”、“民族篇”、“影响篇”到“中国篇”组成的六
大篇章中，作者都是以研究个案为立论的出发点，把关键词作为基础文本，在解析文本的基础上得出
自己的结论和思考，向读者展现了泰戈尔创作世界的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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