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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0世纪，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慢慢敞开了大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恢复、丰富起来，拜伦、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威、罗素⋯⋯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
五彩缤纷的世界。
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访问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
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他的来访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焕发活力。
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
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在今天的人看来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上篇翻译介绍　　泰戈尔与中国的这次文化交流，是由他访华前中国文化界对其思想和作品的翻
译介绍拉开序幕的。
这一序幕大致分三个阶段徐徐拉开。
　　（一）　　泰戈尔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开始于“五四”前后，这与他在1913年以英译的诗集《吉
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的获奖，不仅印度人感到欢欣鼓舞，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在为此载歌载舞——这毕竟是亚洲人第
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
　　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欧洲就已经获得了不少赞誉，得奖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
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
而泰戈尔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欧洲和美洲各国巡回演讲，到处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
所到之处，万人称颂，一路鲜花和掌声。
一时间，《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
而英国女王也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锦上添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诗人对欧洲感到了失望，于是转而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
国和日本，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
1914年之后，欧洲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传到了日本。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
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泰戈尔作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必然让作为邻邦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在
翻译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自然也就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是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
号）上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之人生观》。
该文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并说泰戈尔思想的基本核心是
“人类之趋向，由恶而驯至于善而已”。
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一种“献身于理想、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的生活，“台氏所谓
善之生活，即人类全体之生活者”，“泰戈尔属于那种明知快乐而避之者，明知苦痛而求之者”，认
为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较高的价值。
文章盛赞了泰戈尔在生活和创作上那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
文章还附有一幅泰戈尔的像。
而让人欣慰又不解的是，中国这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实际上远远比后来的一些只知道赞扬或批
评的文章更全面，更有价值。
　　从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
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
中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为达噶尔著。
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
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
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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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把文学奖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介绍基本上是中肯的。
　　⋯⋯　　当然，在欢迎或批判的人群里，并非没有对泰戈尔文艺作品的分析与研究。
欢迎者如徐志摩就不用说了，批评者如沈泽民也倾心承认：“台戈尔作为一个文学家是不错的，我们
不能否认他的价值。
他的诗如《园丁集》、《飞鸟集》等，含着温柔舒暇的南方情调；他的文如《人格论》、《人生之实
现》等，证明他是一个最优秀的Stylist（文体家。
——编者注）；他的小说和戏曲，我虽没有仔细读过，可是就我读过的讲，确是值得介绍给中国青年
的一种读物。
”只不过与对泰戈尔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的探讨相比，国内对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关注较少而已。
这并非因为他们无力谈这个问题或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基
本承认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
但也有人对此存在异议，代表者为闻一多。
他在《泰果尔的批评》一文中就深刻地批评了泰戈尔诗的哲理性压倒了艺术性，认为他的诗的最大缺
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泰果尔的诗是清淡，然而太清谈，清淡到
空虚了；泰果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
秀丽到纤弱了”。
但这样针对泰戈尔作品的批评毕竟太少了，大多数注意到泰戈尔作品的人多采取沈泽民的态度：“然
而我们今天不是问这些事情，我们是问台戈尔的思想，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是否要得。
”　　实际上，泰戈尔对中国一直是怀着深情的，他一直是以满腔的同情和亲情在关注着中国。
他反对战争，反对盲目崇拜物质进步的声音，他对中国人民发出的声音是亲切友善的，他希望和伟大
的中国人民一起为迎接新时代的春天而共同努力，就像他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的希冀
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
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
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
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
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
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实际上，泰戈尔不但在访华时是这样说的，他对中国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从这一点上说，当国内一些批判者把那些只有对敌人才说的话都泼到这位慈怀善心的好人身上时，我
们这些后来者也难免感到难为情。
　　泰戈尔的这次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中外文
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
这次论争也是当时国内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论争促进了中印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加深了国人对东、西文化的
理解和认识。
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根本性
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泰戈尔与中国，印度文化、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
这次争论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外文化、文学关系，不失为一个可贵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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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4年5月29日，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泰戈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在上海第一次讲演时就表露无疑：“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
盛业。
”然而，他不断强调的“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调在当时一批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
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
于是，一场围绕泰戈尔的文化大论争在中国文化界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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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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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是我欢喜的日子，我多多地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里，这真是我的难得福
气。
我有几句供认的话对你们讲。
最初我接到你们邀我的信，我心里很踌躇。
我从书本上看到关于你们的宗教与习惯的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不清哪一家的话是对的。
我心里想：“他们要我去究竟存什么盼望，我去时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他们？
”　　年前我心里只是迟疑不决的，屡次展缓我的行期，一半固然为我的身体不健，但是老实说，一
半也为是决断不下。
正在那个时候，春天到了，我们的春天比你们的来得早。
我本来打算坐定一时着手我的演讲，因为用英文讲我是要预备的。
但是春光来了，诗人也有了他的感召。
一天一天的，乐调来到我的心里，自然地形成了新鲜的诗歌，我不由得忘却了我自以为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那时还是满怀的不自在，像这样地白费光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
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但是你们当然也明知道诗人是决不会履行什么职务的。
诗人的职务如其有，也无非是开张着他的乐器，擒拿住太空中生命的秘密的颤动，调谱他的先觉的妙
乐。
是的，诗人的用途，只在生命苏醒的俄顷，他来朗声的布告，虽则人们还不会觉察，河里的坚冰已经
渐次地苏解，严敛的肃杀的冷酷的寒冬已经无形地消隐。
它的无情的冰链曾经封锁住整个的世界，恫吓爱和暖的人群，蛰居在紧闭的户内。
紧闭的门户快开放了，现在春天已经来到。
　　我信托你们一定体谅我的怠惰，体谅我的放弃责任。
那时我心里忽然会悟，也许你们的邀请与春风的感召只是同一的消息，你们自己当年潇洒的诗人还不
是一样地在春风里举杯自醉，他们也何尝记得他们的职务？
我也只得荒废我的职务，我愿意放弃你们的尊敬，取得你们的钟爱与姑息。
在其余的国内，我就不敢想望这样的优容，因为他们从不放松他们严厉的督饬，他们是丝毫不容假借
的，所以我为顾全自己起见，也只得兢兢地尽我的责任，忘怀我的诗神。
　　我方才说过，诗人们的使命是在钩探空中无声的音乐，启示梦境似的微妙的色彩，鼓舞理想的信
仰与努力，像春风似的，带来消息，私语怀疑的人间，不久便有绚烂的花朝。
　　现代的世界上多的是缺乏信仰的人们。
他们不知道信仰是创造的势力，不知道对于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信仰自身就会创造个未来。
没有信仰，你就不认识机会，你就容易错过机会。
有信仰的人们曾经产生过他们伟大的文明。
顾虑与怀疑只是滋生无益的争讧，真文化的建设者只是有信仰的人们，他们有的是不存猜疑的童真，
他们是梦人。
　　这创造的天才，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历史里看出，凭着信仰的真诚永远向前进取，不问阻碍与限度
。
现代所谓怀疑派的批评，恰只能摧毁，不能生产任何的果实。
所以朋友们，来吧，认定我们标准，再不必游移我们的信仰，我们处在一个紧要的时期，这是所有的
民族结合的时期。
现代的流血与苦痛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人类的灵魂在烦恼中想望和平，厌倦了争竞与扰攘的生活。
我们都盼望这件大事的实现，现在有的是可喜的机兆。
你们这次邀我来到中国，便是一个凭证。
在这几百年间来打扰你们平安的门庭的，无非是商人与兵士与种种不讨欢喜的宾客，但你们从不曾想
着到外邦去邀请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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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竟然到了你们的中间。
这不是一件大事吗？
——不是对我个人人格的礼貌，这是遭逢新纪元的春光的敬意。
所以你们更不必问我带来什么消息。
从前的人们曾经用白鸽传递音信，在这争战的世纪的人们，也一般地宝贵他们的羽翼，但他们恰不再
珍异他们云外的翱翔，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增加血流的分量。
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利用诗人们来传布消息。
　　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
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
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
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
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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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泰戈尔优美而富哲理的讲演，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中国文化界的纷扰和论争，为青年人的理想及
“中国之崛起”找寻思想基点。
　　物质文明，虽然负有光圈的表面，但却不如精神生活有活泼自然的愉慰，能给人以真的充实的生
命。
　　每想起风吹着流苏飘动的时候，便使我理想中得着中国文化的很深的印象，以为中国是一个奇异
的浪漫的国家。
早想亲来一游，却到今天才成事实。
　　——泰戈尔　　我们所以加倍地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
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
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皂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
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徐志摩　　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的泰戈尔；
我们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的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
泰戈尔！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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