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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ꎮ２０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ꎬ东方的知

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ꎬ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ꎮ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

基人ꎮ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ꎬ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ꎮ他是

在２０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ꎬ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ꎮ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

有自己的思考ꎬ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

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ꎮ他创办的“国际大学”ꎬ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ꎬ培
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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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作为研究东方历史、现实文化的学科群ꎬ产生于近代的西方ꎬ是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

的世界格局中和东方学者缺席的背景下产生ꎬ自然带上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ꎮ对此ꎬ爱德华萨义德等

学者对产生于西方的“东方学”做出了系统的清理和反思ꎮ
１９世纪以来ꎬ东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ꎬ作为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全球扩散压力

的回应ꎬ开始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ꎬ睁眼看世界ꎮ在民族救亡的现实使命驱动下ꎬ一批民族精英审视民

族传统ꎬ在东西方关系整体的世界格局中探寻东方文化复兴和现代转型的可能性与路向ꎮ２０世纪初ꎬ
具有自觉东方意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学”在东方产生ꎮ泰戈尔是其重要的奠基人ꎮ

一、东方首获“诺奖”的文化象征

１９１３年ꎬ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ꎮ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ꎬ而且是

此后半个多世纪唯一获此奖项的东方作家ꎮ将这一现象摆在２０世纪世界格局和东西方关系中看ꎬ无疑

是一个文化象征:泰戈尔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的代表ꎬ泰戈尔成为西方世界发现东方、认识东

方的一个符号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获奖前后ꎬ在西方世界引起的“泰戈尔热”得到说明ꎮ
１９１２年春ꎬ泰戈尔计划去英国旅行ꎬ但出发前病了ꎮ他到风光宜人的帕德玛河畔什拉依德赫养病ꎬ

在那里尝试将自己的孟加拉文诗作译成英语ꎮ泰戈尔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形:“微风吹拂着我的身心ꎬ从
那里迸发出悦耳的音乐ꎬ然而我又没有力量和决心ꎬ坐下来写任何新的东西ꎮ因此ꎬ我捡起«吉檀迦利»
的诗歌ꎬ一首一首翻译ꎬ聊以自慰” [１]２５９ꎮ五月里泰戈尔恢复了健康ꎬ践约英国之行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

航行中ꎬ继续翻译«吉檀迦利»ꎮ到伦敦后ꎬ泰戈尔将译稿交给英国画家、文学爱好者威廉罗森斯坦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ｔｈｅｎｓｔｅｉｎ)ꎬ罗森斯坦和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朋友读到诗作都非常兴奋ꎬ为诗歌的清新优

美、深邃睿智和东方式的神秘色彩所打动ꎬ他们的共同感受是“看来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

间”ꎮ英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威廉巴特勒叶芝(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ｕｔｌｅｒ Ｙｅａｔｓ)对
泰戈尔的诗作也极为推崇ꎮ罗森斯坦邀请英美的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在府邸举行泰戈尔诗歌朗诵

会ꎬ由叶芝担任主诵ꎮ参加者都被泰戈尔的诗歌艺术所折服ꎮ英国著名女诗人、小说家梅辛克莱(Ｍａｙ
Ｓｉｎｃｌａｌｒ)在朗诵会后写信给泰戈尔:“不管我是否能再次听到那些优美诗歌的朗诵ꎬ而那些诗歌给我留

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ꎮ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诗具有绝对的美———诗的完美ꎬ而且还因为它们把我

只是偶然瞥见ꎬ往往在痛苦和令人捉摸不定的感觉下才能见到的神圣东西变成了现实ꎮ你用如此尽善

尽美的东西(即在英语或其他西欧语言已无望见到的那些优美的东西)丰富了明澈的英语” [１]２６６ꎮ英美

意象派领袖埃兹拉庞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说得更直接:“大约一个月以前ꎬ当我去叶芝先生那儿时ꎬ发现

他为一位伟大的诗人ꎬ‘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ꎮ当我向泰

戈尔先生告别时ꎬ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ꎬ身披兽皮的野人ꎮ总之ꎬ我在这些

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感情ꎬ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中、在城市的喧嚣中、在粗制滥造

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ꎬ以及在广告的漩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 [１]２６７－２６８ꎮ
在罗森斯坦、叶芝和庞德等人的努力下ꎬ１９１２年１１月伦敦印度学会出版了泰戈尔的英文版诗集

«吉檀迦利»ꎬ叶芝为它作序ꎮ叶芝在序中写道:“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ꎬ我
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ꎬ掩住自己的脸ꎬ以免不相识的人见到我是如何激动ꎮ我的印度朋友指出ꎬ这些诗

的原文充满着优美的旋律ꎬ柔和的色彩和新颖的韵律ꎮ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ꎮ
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 [１]２６４ꎮ

英文版«吉檀迦利»出版后ꎬ引起西方文坛的震动ꎮ随后ꎬ泰戈尔自己英译的诗集«新月集»«园丁

集»和剧本«齐德拉»相继在英国出版ꎬ由别人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孟加拉生活管窥»和剧本«邮局»也
在英国出版或演出ꎮ虽然西方世界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亚洲诗人缺乏了解ꎬ对他的诗创作价值也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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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的声音ꎬ但文坛和主流媒体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ꎮ英国的«时代文学增刊»载文认为:“我们读了这

些诗歌后感到ꎬ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心灵的珍品ꎬ而且它们也是一个缪斯的预言:如果我们的诗

人能够达到情感与思想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ꎬ这类诗在英国也是能够被写出来的ꎮ在我们的国家里宗

教和哲学分离ꎬ它说明我们在这两者间没有获得成功” [１]２７６ꎮ
１９１２年底和１９１３年初ꎬ泰戈尔去美国旅行ꎬ会见了美国文学艺术界、思想界的一些著名人物ꎬ参加

了宗教自由大会ꎬ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机构作了系列演讲ꎬ向西方世界介绍印度和谐统一的传

统宗教哲学思想ꎬ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诗学、美学观念ꎬ将“泰戈尔热”从欧洲带到大洋彼岸ꎮ正是英美之

行激发的“泰戈尔热”ꎬ为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ꎮ获奖后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进一步升级ꎮ
印度学者克里巴拉尼在«泰戈尔传»中叙述当时西方的“泰戈尔热”时写道:“他在各地受到了盛

大的奇迹般的欢迎ꎮ这种欢迎把罗宾德拉纳特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偶像———曾被西方忽视的亚洲人

性潜在觉醒的象征ꎮ罗宾德拉纳特是第一个把它的清晰印记ꎬ铭刻在西方睿智人士心上的诗人———眼

前发生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亚洲的‘心灵’是活生生的ꎬ它绝不是像博物馆里展览

的标本ꎬ而应列入有生命的形象中去” [１]２８４ꎮ泰戈尔本人对于瑞典文学院将奖项授予东方人的他ꎬ其文

化象征意义也有清楚的认识ꎮ他１９１６年在美国演讲时说:“当诺贝尔奖从瑞典授予我时作为个人

价值的认可ꎬ它无疑对我很珍贵ꎻ然而ꎬ这还是一种承认ꎬ东方为文化的共同储备贡献它的财富时是西

方各大洲的一名合作者ꎬ这是当代的主要意义ꎮ它意味着ꎬ大洋两边人类世界的两大领域像同志般地

携起手来了” [２]ꎮ
泰戈尔以其富于东方特色的创作ꎬ以他深邃的东方智慧ꎬ以他宁静、纯真、优雅的人格魅力ꎬ向西

方诠释了东方精神ꎬ为一战前夕喧嚣混乱的西方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ꎮ无形中ꎬ泰戈尔不是用理

论形态ꎬ而是以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的方式在建构“东方学”ꎮ

二、东方整体意识与弘扬东方精神

泰戈尔是在２０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ꎬ具有东方整体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ꎮ他把复兴东方文化、促
进人类文化和谐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ꎬ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ꎬ以东方各国的团结合作ꎬ携手共进ꎬ
甚至人类(包括西方)爱与和谐为目标ꎮ

(一) 近现代“东方”是命运共同体

泰戈尔非常清醒地认识到ꎬ近现代的世界史就是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的历史ꎬ东方各国处于同样

的历史命运中ꎮ东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滞后ꎬ面临着生存危机ꎬ泰戈尔访华演讲中说“亚洲曾经将世界

从蒙昧中拯救出来ꎮ然而ꎬ黑暗却来临了ꎬ我不知道到底为何ꎮ当我们因为敲门声而从迷梦中惊醒时ꎬ
我们并没有准备好面对强大而充满智慧的骄傲的欧洲ꎮ西方人来了ꎬ并没有给予我们它们最好的东

西ꎬ也没有帮助我们寻求我们最好的东西ꎬ而是来剥削我们的物质财富ꎮ他们甚至闯入我们的家中掠

夺我们ꎮ欧洲就是如此征服亚洲的” [３]５０ꎮ
泰戈尔充分认识东方残酷严峻的现实ꎬ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ꎬ加剧了东方社会的危机ꎮ东方不

可能依赖西方获得发展ꎬ因为西方不是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东方ꎬ理解东西之间的差异ꎮ声称“人人平

等”的欧洲文明来到东方ꎬ东方民众期待着“平等”ꎮ“但这时候ꎬ高尚的教师却合上他们的圣经说:东
西方的不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洲没有怀着尊重东方的感情ꎬ耐心地去设法理解这一差异ꎬ因为

他们自恃有实力” [４]１２７－１２８ꎮ面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和不平等关系ꎬ东方遭遇一样ꎬ是命运共同体ꎮ
东方怎样才能摆脱危机、得到拯救?出路在东方自身ꎬ应从东方传统中发掘资源ꎬ重塑东方“自

我”ꎬ树立文化自信ꎮ泰戈尔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方民众必须从迷梦中醒来ꎬ东方不应该向西方乞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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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从自身传统中寻求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ꎬ将其发扬光大ꎬ这样ꎬ东方才能得到救赎ꎬ甚至用东方的

精神文明去拯救全人类ꎮ不能寄希望于西方ꎬ东方需要找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ꎮ

(二) 东方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既然东方社会是命运共同体ꎬ东方各国、各民族就应该团结协作ꎬ相互支持ꎬ在人类文化现代转型

中让东方依然霞光万道ꎬ旭日冉冉ꎮ１９２４年访华时ꎬ泰戈尔在演讲中号召亚洲团结起来:“在亚洲ꎬ我们

要获得力量ꎬ就必须团结ꎬ必须对正义抱持不可动摇的信念ꎬ在亚洲ꎬ我们必须团结一致ꎮ这种团结并

不是通过某种机械的组织方法ꎬ而是通过一种真正的同情心” [３]４７ꎮ
泰戈尔不仅从现实层面强调东方各国团结合作的意义ꎬ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ꎬ看待东方文化“团

结合作”的传统和本质ꎮ泰戈尔曾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满怀深情地回忆:历史上随着佛教的传播ꎬ当时

整个亚洲ꎬ从缅甸到日本都用友谊的纽带同印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这是在慈悲和爱的诉求中的自然

纽带ꎮ人们不用互相害怕ꎬ不必为了互相提防而束缚自己ꎻ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自私自利、互相探究和勾

心斗角的关系ꎬ而是敞开心胸交流思想和理想ꎬ互相馈赠崇高的爱的礼物ꎻ不会因为语言和风俗的不同

而妨碍人们相互之间的心灵沟通ꎬ没有种族高尚与卑下的区别ꎬ文学艺术在佛光普照下开花结果ꎮ不同国

家、不同语言、不同历史的种族ꎬ相聚在崇高的人类团结和亲密的爱的原则之中ꎬ彼此紧密联系ꎮ
这种历史传统的回顾ꎬ目的在唤起东方各民族的整体意识ꎮ古代东方传统是定居农耕文明ꎬ这种

文明形态注重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ꎬ彼此合作ꎬ在互信互敬中携手发展ꎮ

(三) 不遗余力传播、弘扬东方文化

泰戈尔以自己的声望和影响ꎬ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东方文化ꎬ弘扬东方精神ꎮ他多次到东南亚的印

尼、泰国、马来西亚、缅甸ꎬ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和东亚的日本、中国以及欧洲和美洲访问游历ꎬ一方面

实地考察研究东方文化和艺术ꎬ一方面为传播东方文化ꎬ推动东方复兴而奔走呼号ꎮ在各地的演讲中ꎬ
泰戈尔经常将东方和西方文化加以对比ꎬ“搜刮和剥削ꎬ使西方道德沦丧ꎮ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力量ꎬ
我们有坚定的信念ꎬ我们必须藉此为战ꎮ我们东方人从不敬仰与死亡打交道的将军ꎬ也不敬仰巧舌如

簧的外交家ꎬ我们只敬重精神领袖” [５]ꎮ泰戈尔虽然不否定西方的科学技术ꎬ甚至接受西方思想的某些

要素ꎬ但必须看到ꎬ他是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上理解西方ꎬ将西方文化纳入东方轨道ꎬ是以东化西ꎮ
印度学者维希瓦纳特Ｓ纳拉万认为:“他是重新发现印度同远东及东南亚国家古已有之的联系

的第一人ꎬ他第一个指出印度必须将眼光从欧洲转向世界的其他地区ꎮ在信函、回忆录里ꎬ他描绘了他

对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访问ꎬ这些访问就是为了提醒人们理解亚洲文化的统一

性” [６]ꎮ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ꎬ倡导复活东方精神文化ꎬ目的在于唤起西方殖民统治下ꎬ
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豪ꎮ

三、 “东方学”相关课题的思考

泰戈尔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ꎮ他对东方主要传统的哲学、宗教、社会制度、文学

艺术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ꎬ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ꎮ他对历史上东方各

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ꎬ东方文化作为差异性整体的存在ꎬ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

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ꎮ

(一) 东方文化精神实质的精辟论述

泰戈尔认为ꎬ印度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人类关系的文明ꎬ是调整相互间义务的文化ꎮ它深深植根

于人类精神生活ꎮ它的准则是合作不是竞争ꎮ他认为ꎬ我们东方人的主要特点是ꎬ不过分看重通过占有

优势而获得成功ꎬ却高度评价通过实现自己的“达摩”ꎬ即理想而获得的自我实现ꎮ他论述东方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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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东方艺术的伟大与瑰丽ꎬ特别是在日本与中国ꎬ就在于ꎬ在那里艺术家看到了事物的灵魂ꎬ并且

相信它ꎮ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ꎬ然而它并不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ꎮ这是东方的信仰ꎮ东方对人类的全

部精神贡献都充满了这一观念ꎮ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宇宙灵魂ꎬ我们东方人知道ꎬ真、力、美ꎬ在于朴

素———在朴素之中ꎬ宇宙灵魂才显豁易见ꎬ事物才不妨碍内在的视力” [７]ꎮ
泰戈尔的东方论述ꎬ往往是在与西方的参照中认识东方的整体性ꎮ泰戈尔强调东西方之间存在许

多差异ꎮ他认为ꎬ西方世界把目光主要对准外部力量的领域ꎬ倾向于视域的开阔ꎬ试图放弃内心深处的

终极王国ꎮ而东方民族与之相反ꎬ注重内在自省ꎬ明心见性ꎬ倾向于思想的深邃ꎮ
１９０４年英国殖民当局计划分割孟加拉国ꎬ引起印度抗议ꎮ泰戈尔在抗议活动中有一篇题为«本国

社会»的演讲ꎬ演讲中对比印度(东方的代表)和英国(西方的代表):印度看重的是人与人密切联系的

社会和社会自治ꎬ英国看重的是用规约管理的政府和权力运作ꎻ印度传统是通过欢乐的宗教节日、庙
会来运转社会ꎬ英国是以政府官员、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ꎮ说到底ꎬ亲密关系和利害关系是东西文化中

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区别ꎮ泰戈尔强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ꎬ一向是印度长期以来的主要努

力ꎮ我们不论同谁有着现实的关系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属ꎮ所以ꎬ在任何情况下ꎬ我们不把别人

当作是完成自己工作有用的机器或这机器的一部分ꎮ这一点好坏两方面都会有ꎬ但这是我们本国的传

统———不只是印度的ꎬ它是整个东方的传统” [８]ꎮ正是基于对东方文化精神的这种理解ꎬ直到２５年后的

１９２９年ꎬ在题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中ꎬ提出了“东方性”的概念ꎮ“‘东方性’何在?其东方性在于

接受了双方中间的亲切关系” [９]ꎮ当年殖民政府在德里设置宫廷议会ꎬ泰戈尔极力反对ꎮ因为在他看

来ꎬ宫廷会议是东方的传统ꎬ建立在彼此亲密的关系基础上ꎬ而模仿西方的议会ꎬ殖民官员是“用大刀

的力量联系起来的关系”ꎬ以相似的形式包裹不同的实质ꎬ只会危害社会ꎮ
泰戈尔有着诗人的敏锐ꎬ加上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开阔视野ꎬ使他在观察审视东方文化

时ꎬ也看到东方传统中闭塞保守的一面ꎬ主要表现为容易迷信权威和自我人格的迷失ꎮ“在我们东方ꎬ
每个人都坐在强大自然的脚下ꎬ觉得自己无能而渺小ꎮ所以ꎬ一旦伟人出现ꎬ就把他推到人类之外ꎬ给
予他神的地位” [１０]ꎮ这位权威人物说的每句话ꎬ都成为信条ꎬ不越雷池一步ꎬ否则视为大逆不道ꎮ

(二) 东西互补的文化建设策略

泰戈尔从世界为“一”的哲学观念出发ꎬ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互补ꎮ泰戈尔先后写过«东方与西方»
«东方和西方»«论东方和西方»几篇标题近似的文章或讲演辞ꎬ其基本主题就是从东西方现实关系出

发ꎬ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ꎬ寻求双方彼此的互补与融合ꎬ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ꎮ
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有过很多论述ꎮ他认为西方关注的重点是世界的外部ꎬ以功利原则和科技

手段谋求物质财富ꎬ追求个体的舒适享乐和价值实现ꎻ东方关注的重点是人的内在精神ꎬ人与人之间

的群体和谐、亲情友爱ꎮ面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ꎬ泰戈尔表现出文化人类学家的开放视野ꎬ他用诗意

化的语言写道:“我们要打开长期以来一直紧闭的窗户ꎬ让外面的风吹进来ꎬ让东方或西方的阳光照进

来ꎮ腐朽的习俗污染了我们室内的空气ꎬ或者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ꎬ思想的电光照射进去ꎬ焚烧其中

的糟粕ꎬ使剩余的部分得到新生” [１１]２３３ꎮ“我能断定ꎬ如果伟大的文化之光在欧洲熄灭ꎬ我们东方的地

平线将在黑暗中感到痛心” [１２]２５０ꎮ
如何实现东西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泰戈尔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我们植根于古老的典籍ꎬ为了抵

御外来文化的侵蚀ꎬ我们应当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ꎻ另一种是“借助骤然而至的外来文化的力

量ꎬ我们像点燃的爆竹一样ꎬ瞬息之间离开了印度大地ꎬ飞到遥远发达的星球上去” [１１]２３３ꎮ前者是固守

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ꎬ后者是民族虚无、盲目崇信外来文化的西化倾向ꎮ泰戈尔认为两

者都不可取ꎬ而应该是确立真正的民族自我ꎬ在立足民族传统的基础上ꎬ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先进

元素ꎬ与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加以整合ꎬ给民族传统注入新的活力ꎬ既弘扬传统ꎬ又革新传统ꎬ推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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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繁荣ꎮ
对于保守倾向的故步自封ꎬ担心吸收西方文化会导致传统的破坏ꎬ泰戈尔的回答是:第一ꎬ西方文

化已经来到了东方ꎬ在猛烈地撞击东方古老的传统ꎬ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ꎬ只知道按祖训行事ꎬ凡
事不敢越雷池一步ꎬ恪守祖辈传下来的信仰和习俗ꎬ拒绝接受现代文明ꎬ就会落后于时代ꎬ走向灭亡ꎻ
第二ꎬ西方与东方的碰撞ꎬ是东方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ꎬ是“现代最有意义的事实”ꎬ“是一次人类的重

要接触” [１２]２５０ꎬ只要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牢牢地扎根于东方大地ꎬ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ꎬ“在我们四周

像雨水一样降落ꎬ河水一般流淌ꎬ我们不得不接受ꎮ时不时响起一两声惊雷ꎬ不但会下雨ꎬ而且有时落

下冰雹ꎬ可我们怎能躲避得了!此外我们还应明白ꎬ雨季的一场新雨ꎬ正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地中养育

着新生命” [１１]２３３ꎮ
对于盲目崇信西方文化的西化倾向ꎬ泰戈尔从印度传统哲学的角度做出分析ꎮ印度哲学认为冲突

亦是联合的一个层面ꎮ印度教经典、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十首王罗波那与天神作对ꎬ最终得到解脱ꎮ其
寓意表明:栽倒在真理面前ꎬ才会深刻地理解真理ꎮ如果毫无冲突ꎬ没有歧见ꎬ毫不怀疑ꎬ十分轻易地接

受了真理ꎬ这个真理不会得到人们的充分尊重ꎮ科学理论都是在怀疑ꎬ经过极其艰苦的实验ꎬ最终才被

人们认识和接受ꎮ“我们曾经盲目地崇拜欧洲ꎬ惟欧洲是从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ꎬ本着这样一种

态度是不可能真正学到东西的ꎮ凡是别人送上门的东西ꎬ我们是不能真正得到它的” [１３]１４７ꎮ外来的

文化ꎬ只有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ꎬ选择性地吸收ꎬ不能全盘拿来照单全收ꎮ“欧洲有它的过去ꎮ因此欧洲

的力量蕴藏在它的历史当中ꎮ我们在印度必须下定决心ꎬ不能抄袭别人的历史ꎬ如果我们窒息自己的

历史ꎬ那将是自杀ꎮ在你剽窃不属于你的生命的东西时ꎬ这些东西只会毁坏你的生命” [１４]５６ꎮ
作为东西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ꎬ泰戈尔特别推崇印度近代的几位杰出人物:启蒙思想家拉姆

莫亨罗易(Ｒａｍ Ｍｏｈａｎ Ｒｏｙ)、南方学者拉纳德、哲学家辩喜(Ｓｗａｍｉ Ｖｉｖｅｋａｎａｎｄａ)、作家般吉姆钱德

拉查特吉(Ｂａｎｋｉｍ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ꎮ泰戈尔赞赏他们的共同特点:“在现代印度ꎬ凡是充分展

现人的高尚情操ꎬ善于创造新世纪的人ꎬ他们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博大胸怀ꎬ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东西

方互相对立的迹象ꎬ东西方之间地结合在他们当中得到充分体现” [１３]１４６ꎮ

(三) 质疑西方的“东方学”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ꎬ产生于近代西方ꎮ世界近代史ꎬ就是西方殖民统治东方的历史ꎮ因而西方

的东方学ꎬ难以避免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ꎮ２０世纪后期ꎬ以萨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东方

学”做出反思性批判ꎬ认为“东方学”是西方“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ꎬ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

威裁断ꎬ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ꎬ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

以控制、重建２０世纪后期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１５]ꎮ也就是说ꎬ西方的“东方学”成为西方出于自身需要

来言说东方的一种方式ꎬ一些殖民官员、诗人、作家、学者表述的东方ꎬ并不是真正的东方ꎮ泰戈尔在２０世
纪上半期大量接触与“东方学”相关的人员及其著述ꎬ从东方的立场质疑他们对东方的描述与分析ꎮ

写于１９０１年的«社会差别»ꎬ是泰戈尔回应英国传教士迪龙牧师写的一篇名为«中国虎与欧洲羊»
的文章ꎮ迪龙在文章中指责中国人攻击基督教传教士ꎮ泰戈尔明确表明:这是欧洲对亚洲的偏见ꎬ“欧
洲一向为自己的所谓与人为善的文明感到自豪ꎬ总是千方百计地贬低亚洲亚洲人的禀性总的来

说是严酷、残忍和冷漠的ꎬ在欧洲社会ꎬ这就像格言一般留在人们的印象中” [４]１２７ꎮ在文中泰戈尔认为ꎬ
是基督教传教士攻击中国的信仰ꎬ而中国不是依靠武器来管理ꎬ是依靠信仰准则来管理的ꎬ在中国无论君

主和朝代如何更替ꎬ社会的各阶层都遵循着社会信仰的准则ꎮ所以当信仰准则遭到攻击时ꎬ整个国家都会

起来反抗ꎮ西方漠视东方文化ꎬ以自己的社会模式理解东方ꎬ难免各种偏见和成见ꎮ泰戈尔呼吁:应该承认

东西社会、文化的差异ꎬ平等地互相尊重和理解ꎬ只有这样ꎬ才能避免冲突和攻击ꎬ实现真正的文明ꎮ“什么

是真正的文明?文明人应当无所不知ꎬ了解所有的人ꎬ与所有的人交流并与他们打成一片” [４]１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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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年泰戈尔访问日本ꎬ演讲中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功利性和贪婪性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ꎬ也谈到

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评议ꎮ西方有论者认为东方社会的理想是强调内在修炼、追求静态和谐ꎬ因而往往

漠视外部事物ꎬ缺乏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ꎮ泰戈尔认为ꎬ这些论者只是看到肤浅的表面现象ꎬ并没有真

正理解东方社会和文化ꎬ“对一个西方观察家来说ꎬ我们的文明似乎全是形而上学ꎬ就像对一个聋人来

说ꎬ弹钢琴看来只是单纯的手指运动而不是音乐ꎮ他不能想象ꎬ我们已经找到某种深厚的实在基础ꎬ在这

个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各种制度” [１４]３３ꎮ泰戈尔形象地论证:什么是前进?火车呼啸着高速奔向目的地ꎬ这
当然是前进ꎻ但一棵树的生长ꎬ没有火车的轰轰烈烈ꎬ然而是生命内部的前进ꎬ它扎根土壤吸收养分ꎬ伸展

枝叶化合阳光ꎬ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运动ꎮ火车呢?有生命吗?它只是人为的机械ꎬ只是便利人的生活的工

具ꎮ泰戈尔这里用作比喻的快速火车和参天大树ꎬ大概可以作为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的象征符号ꎮ

四、 “国际大学”:东方研究的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ꎬ使之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ꎬ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

和研究者ꎮ这无疑是泰戈尔对“东方学”的卓越贡献ꎮ
１９２０年泰戈尔出游美国时ꎬ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拜见了他ꎬ两人就东、西文化展开讨论ꎬ其中

谈到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打算:
我们亚洲文明ꎬ可分为两派ꎬ东亚洲中国、印度、日本为一派ꎬ西亚洲波斯ꎬ亚拉伯等为一

派ꎬ今但说东亚洲ꎮ中国印度的哲学ꎬ虽不无小异ꎬ而大同之处很多ꎮ西洋文明ꎬ所以盛者ꎬ因
为他的势力ꎬ是集中的ꎮ试到伦敦巴黎一看ꎬ西洋文明全体ꎬ可以一目了然ꎻ即美国哈佛大学ꎬ
也有此气象ꎮ我们东方诸国ꎬ却如一盘散沙ꎬ不互相研究ꎬ不互相团结ꎬ所以东方文明ꎬ一天衰

败一天了ꎮ我此次来美就是想募款ꎬ建一大学ꎬ把东方文明ꎬ聚在一处来研究ꎮ什么该存ꎬ什么

该废ꎬ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研究ꎮ来决定ꎻ不可听西人模糊影响的话[１６]ꎮ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几个关节点和逻辑思路:第一ꎬ东方(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整一性不同ꎬ

呈多元状态ꎬ东亚和西亚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ꎻ第二ꎬ近代以来东方文化之所以“衰败”ꎬ就是各文化之

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ꎬ封闭自己ꎻ第三ꎬ因而非常必要创办一所大学ꎬ将整个东方文明“聚在一处来

研究”ꎬ打破各自的壁垒ꎬ增进互识ꎻ第四ꎬ在东方文化的研究中ꎬ应立足于东方自身的立场和视角ꎬ继
承批判ꎬ不能盲目听信西方的说法ꎮ

就在为创办“国际大学”募集款项的美国之行ꎬ泰戈尔做了一次题为«一所东方大学»的演讲ꎬ对
创办大学的背景、宗旨、办学理念与思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ꎮ

创办大学的背景ꎬ一方面是“亚洲的觉醒”ꎬ一方面是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中形成的居高临下态

势ꎬ“两半球之间长期疏远引起的消沉作用影响人类的情绪使之更卑劣———一方是骄傲、贪婪、虚伪ꎬ
另一方是惧怕、多疑、阿谀奉承———这种消沉作用一直发展ꎬ并向我们预示会有世界性的精神上的不

幸” [１７]２８０ꎮ因此必须有一个平台ꎬ让西方了解东方ꎬ让东方充分展示自己ꎬ以求东、西世界的平等对话、
交流与合作ꎮ但在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合作之前ꎬ东方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整合性研究ꎬ摸清家

底ꎬ确立起真正的自我ꎮ只有这样ꎬ东方才能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自信ꎬ才会坚持自己的理想ꎬ不会妄自

菲薄ꎬ不至盲目地崇拜西方ꎬ鹦鹉学舌地人云亦云ꎬ以东方文化的特色ꎬ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ꎮ“作为促

进东西方之间互相了解最佳的方法之一ꎬ在印度开始创办一所国际大学ꎮ根据我心里的计划ꎬ这所大

学将邀请西方的大学生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不同体系ꎬ鼓励他们与已

从事这一任务的学者们合作ꎬ继续研究我的愿望是单纯地在业务上渐渐扩大这所大学的范围ꎬ直
到它包括东方文化的全部领域———雅利安语族、闪语族、蒙古语族等等ꎮ其目的是向全世界显示东方

精神” [１７]２８１－２８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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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学的创办和教育实践ꎬ体现了泰戈尔的教育理念ꎮ首先是自由发展和探索真理的教育思

想ꎮ在讲演中他谈到自己的希望:“它将帮助印度有才智的人全神贯注于工作ꎬ并充分明白自己ꎻ自由

地探索真理ꎬ不论在哪里发现真理ꎬ就要使它成为他们自己的ꎬ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评价ꎬ表达他们自

己的创作天才ꎬ并把他们的知识给予世界各地前来的客人” [１７]２８５ꎮ泰戈尔还特别强调ꎬ“将不断追求真

理作为它的目标”ꎬ学校不是禁锢个性的死气沉沉的囚笼ꎬ而是让充满活力的师生一起ꎬ在快乐中追求

真理、传授真理ꎬ在愉悦中接受真理、弘扬真理ꎮ
其次ꎬ泰戈尔推崇印度古代传统的静修林教育模式ꎬ反对从西方传来的机械教条ꎬ缺乏生气与创

造力的应试教育ꎮ他曾不无诗意地描绘印度古代的森林学校ꎬ“在印度ꎬ森林学校像莲花一样怒放ꎬ在
日光星辉的清净天空下绚丽多彩ꎮ印度的气候常常邀请人们到露天去ꎻ她的巨川大江的奔流声是庄严

的赞歌ꎻ她无限宽广的平原以超世的寂寞围绕着我们的家园ꎻ在那儿ꎬ太阳从绿色大地的边际升起ꎬ像
是那看不见的供奉者送给未知的供品ꎬ黄昏时它降落到西方ꎬ又像是自然向永恒敬礼的华美礼

仪” [１８]ꎮ因而泰戈尔注重教育中的自然启悟与自然感化ꎬ追求灵魂的全面发展和自由ꎮ他提出:“大学

决不能成为收集和散布知识的缺乏独创性的机构” [１７]２８４ꎮ为了让学生充分接触自然ꎬ国际大学的教室

就是一个自然园林ꎬ青天是顶ꎬ绿树是墙ꎬ小黑板挂在树上ꎬ教师、学生各自带上一块毛毯ꎬ盘腿围坐成

圆弧ꎬ或者辩论ꎬ或者诵读ꎬ读书声鸟鸣声相互应和ꎮ
当时国际大学教授、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对国际大学的记述ꎬ印证了泰戈尔的办学宗旨和思路ꎮ

国际大学分为研究院、大学部、学校部三大部ꎮ研究院的学习没有固定的科目与年限ꎬ哲学、文学、艺
术、佛学、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各种学术文字等ꎬ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加以选择ꎬ选择某一领域的专

家合作研究ꎬ在研究中增长知识和生命体悟ꎻ也可以根据时间和精力ꎬ同时进行几个领域的研究ꎬ自由

灵活地安排ꎮ同学相互兼任教授ꎬ如中国学生初学梵文ꎬ则由印度同学教ꎻ学习之外ꎬ中国学生兼教中

文ꎮ大学部分初、高两级ꎬ修业年限各两年ꎮ其科目均为三种:(１)随意研究不考试科目ꎬ初级设有文明

史、普通艺术、普通科学等ꎻ高级设有文化史、近代思想、普通文学与艺术等ꎮ(２)必修考试科目ꎬ初级设

有梵文、孟加拉文或其他印度文字、英文、伦理、数理等ꎻ高级设有任一种语言文学、印度古代文化、印
度哲学与宗教、普通哲学、普通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ꎮ(３)选修科目ꎬ设有希腊文、拉丁文、印度方

言等ꎬ各科目都有专任教授ꎮ学校部是基础教育ꎬ分初、高两部ꎬ相当于中学的初、高中教育程度ꎮ此外ꎬ
还有女子部和实业部ꎮ女生平时上课与男生一样ꎬ这里专为女生练习女工、家政并可以住宿ꎬ还有为女生

举行的种种游艺与集会ꎬ她们比之男生更加快乐ꎮ实业部距圣地尼克坦一里半ꎬ主要目的是帮助附近村民

解决实际问题ꎬ内设织工ꎬ木工ꎬ种植ꎬ养鸡ꎬ饲蚕等ꎬ也是国际大学师生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基地ꎮ
这样的部类建制、科目设置和教学方式ꎬ确实落实了国际大学“向全世界显示东方精神”的办学宗

旨ꎮ而且学生和教师来自世界各地ꎮ在国际大学任教的有来自西方的东方学家ꎬ东方一些国家的学者ꎮ
法国东方学家西尔万列维、德国东方学家莫利兹温特尼兹、俄国东方学家 Ｌ鲍格达诺夫、爱尔兰学

者亚瑟盖迪斯、美国学者斯坦利琼斯和格莱琴格林、犹太裔学者 Ｓ法劳姆等都曾在国际大学任教ꎮ
人才培养方面ꎬ以中国为例ꎬ不少东方学家是在国际大学的培养和熏陶中从事东方研究ꎬ如:谭云

山、曾圣提、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常任侠等ꎻ印度研究中国学的专家ꎬ如印度的中国学学者克提漠

亨沈、师觉月(ＰＣＢａｇｃｈｉ)等ꎮ也培养了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Ｓａｔｙａｊｉｔ Ｒａｙ)、著名经

济学家阿马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这样的杰出人才ꎮ
总之ꎬ泰戈尔把成立于１９２２年的国际大学当作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ꎬ也是体现泰戈尔人类走向

“共同体”的具体象征ꎮ泰戈尔曾有诗句:“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ꎬ这正是泰戈尔创办“国际大

学”①理想的诗意表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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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东方观”有几个特点:(１)他是诗人ꎬ他的许多表述是诗性的ꎬ往往带上情感化和理想

化的色彩ꎻ(２)有意识将东西方进行比较ꎬ在互为参照中认识东方精神的独特性和价值ꎻ(３)强调东方

文化中内在精神、人伦道德的普遍意义ꎻ(４)对东方文化发展的未来充满自信和乐观ꎮ泰戈尔的“东方

观”对当代东方学的发展和完善仍然具有启发意义ꎮ虽然泰戈尔没有专门论述“东方学”的著作ꎬ甚至

没有提到“东方学”这个概念ꎬ但在他的文学创作、游记、演讲和论文中有大量关于东方历史、社会、文
化描述、阐释和探讨ꎬ从而为“东方学”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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