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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印度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l—1941）诞
辰150周年。
不仅印度，世界各国都在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中国亦不例外，承“逢十过九”之遗风，北京大学在去年就提前主办了“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
值此之际，作者编辑了这部《中国学者论泰戈尔（套装上下册）》。
全书分上下 两卷，含上中下三篇，收录了不同时期的100位学者的100篇文章，寓泰戈尔在中国语境中
已有百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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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泰戈尔·梅兰芳
　　泰戈尔师尊·谭云山
　　访泰戈尔故居·周而复
　　《泰戈尔诗选》译者序·冰 心
　　《戈拉》前言·石 真
　　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常任侠
　　没有什么了，只是我的心·赵朴初
　　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金克木
　　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曾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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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刘国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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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戈尔的短篇名著《喀布尔人》·陶德臻
　　重读《沉船》再议主题·张朝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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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泰戈尔的《飞鸟集》·彭端智
　　飞鸟国魂·吴文辉
　　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何乃英
　　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倪培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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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还有：
《中国学者论泰戈尔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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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欲抛弃自我的束缚，有当以“爱”来表现灵魂的真意义。
人是灵的存在者，虽然肉体消灭，物质损失，都不足以影响灵魂的本体。
所以我们必须先除去意识的蒙昧，复返于灵。
这蒙昧能使灵魂沉睡不醒，不能洞察四周的最高实在。
譬如：小鸡啄破蛋壳，才知道深闭不许它外出的硬壳，实在不是它生命的一部分。
这硬壳不过是一种死物，不再生长，不能由此透视在壳外的广大前途的任何事物。
物质的蒙昧也像是蛋壳一样，无论眼前如何快活圆满，都必须要打破，才可以取得外界的日光和空气
。
我们人类的历史，无非求解脱这蒙昧罢了。
因此，我们必须抑制物质的种种欲望，求得灵魂的中心。
譬如：“地球起始的不过是星云，其中的碎片，热力膨胀，四处飞去。
这是地球还未成固定的形体，无所谓美，也无目的，只有热与运动而已。
以后渐渐将这纠纷争乱的物质，都——支配于唯一的中心，成为一个圆满的形体，就在太阳系中占有
一个适宜的位置，像是绿翡翠悬在金刚钻的颈环中一样。
”人的灵魂亦如是。
当灵魂困惑于肉体的热和盲目的冲动时，我们不能有所予，也不能有所受。
以后借自制的力，发现灵魂的中心；就把各种相争夺的要素，成为调和，一切孤立的意见也成为智慧
。
《大经典》云：“你们认识唯一——就是灵魂。
这是引入不朽的桥梁。
” “寻得在人里的唯一，是人的最后目的；这唯一是人的‘真’也是人的灵魂，可用做钥匙，以开精
神生活——天国的门。
人的欲望是众多的，且这些欲望狂追世界上的各种物质，因为在那里这些欲望有生命与满足。
但是在人心中的唯一是永远去探求合一——在知识里的合一，在爱里和在意志的目的里的合一；其最
高欢乐是当这唯一在永久的合一里达到无限之时。
”所以《大经典》中说：“除了那心灵沉静的人并没有别人能够在他们的灵魂中，去实现那显示一种
本质于众生相里的神，因而获得常存的欢乐。
” 总之，自我近于物质，常被物质困诱。
欲求解脱蒙昧，使得自我逃出狭隘的界限，只有认识自己的灵魂，把灵魂的幕揭开，才能仰观天日。
《大经典》云：“在宇宙活动中显示它自身的神圣，是常住在人的心中，常做至高灵魂。
那些由心的直接知觉去实现这灵魂的人可以达到不灭。
”由此可知，我们探求自然的真理，是由分析和科学的方法得来的，而我们理会灵魂的真理，是由直
觉来的。
泰戈尔所谓直觉是“爱力”，他以为知识是部分的，不能由之达到最高的灵魂，唯意识的爱是全体的
，可以借为求真理的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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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者论泰戈尔(套装共2册)》讲述了今年是印度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宾
德拉纳特·泰戈尔（186l—1941）诞辰150周年。
不仅印度，世界各国都在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中国亦不例外，承“逢十过九”之遗风，北京大学在去年就提前主办了“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
值此之际，姜景奎等编辑了这部书。
全书分上下两卷，含上中下三篇，收录了不同时期的100位学者的100篇文章，寓泰戈尔在中国语境中
已有百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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