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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主要是泰戈尔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集，实质上是泰戈尔向西方人介绍印度古文明与文化
的文集。
在书中，泰戈尔用朴素而又优美的语言，向世人描绘印度文明的诞生，印度人眼中的自然哲学、生命
哲学和生活哲学，并对人生必须要面对的几个基本问题——世界观、灵魂、善恶、自我、爱、美、行
动、无限等进行了充满灵性的描述。
这本书聚集了他的灵魂体验和对生命的证悟，是一本影响了东西方世界的信仰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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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年5月7日 ～1941年8月7日 ）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诗人、作家，也是印度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一生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
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
学识涉猎文、史、哲、艺、政、经等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

　　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采果集》《萨达那：生命的证悟》《我
的回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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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爱的别名就是“理解一切”?
印度文明发源于森林，正是这一起源和环境，让印度文明拥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环绕其四周的，为其
提供衣食住行的，在各方面与其保持最密切最频繁联系的，都是生机勃勃的茫茫大自然。

第二章 要到户外寻找自己?
我们的一切利己冲动，我们的一切私欲，都会模糊灵魂的真正眼界，因为它们只表现狭窄的自我。
倘若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灵魂，就会洞察到那个超越自我并与万物具有更深联系的内在之人。

第三章 不完美正是完美的体现?
生命深处的不完美，正是完美的体现；会欣赏音乐之人可以领悟一首歌曲的完美，其实，他只不过是
在倾听一连串的音符而选Ｈ死嘁丫?⑾终庖晃按蟮你Ｂ郏罕幌拗浦?铮?涫挡⒎潜唤?烙谄浣缦拗?冢凰?涝
对谠硕??渴泵靠潭荚诎谕延邢蕖?br
/&gt; 第四章 唯有为爱做事才是自由的?
因此，我们在完美之爱中，会发现自我的自由。
唯有为爱做事才是自由的，无论这会导致多少痛苦。
所以说，为爱工作，在行动上是自由的。
这就是《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工作的意义。

第五章 爱是最自由的?
花，对自然界的蜜蜂而言，只知道色泽与气味以及显示花蜜踪迹的标记或者地点；而对于人类心灵而
言，是不受需求限制的美与喜。
它们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是用五彩墨水书写的情书。

第六章 万物由欢乐而创造?
啊，那神情恍惚的流浪者，那游历四方的托钵僧，畅饮着自我陶醉的美酒，难道你没听到人类灵魂沿
着穿越人性广阔田野的道路前进的歌声吗？
难道没听到它那注定要摆脱阻止其向宇宙扩展、束缚它的成功车轮滚滚向前的轰鸣声吗？

第七章 直抵心灵的美之语言?
昨夜，在寂静弥漫的黑暗之中，我茕然独立，倾听着歌手歌唱的永恒旋律。
在入睡时，我闭上双眼，脑中最后想的是：即使我在熟睡之中毫无意识，可是，生命之舞，依旧会在
我沉睡身体的这个寂静舞台上继续进行下去，与日月星辰保持同步。

第八章 欢愉之中寻找无限?
在溪流奔腾的音乐之中，响起了充满自信的欢乐之歌：“我将变成大海。
”这不是虚妄的自负，而是真正的谦卑，因为那是真理。

附录 泰戈尔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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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爱的别名就是“理解一切”古希腊文明孕育于城墙之内。
其实，一切现代文明都起源于灰泥与砖所堆砌的摇篮之中。
那些城墙，在人类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给我们确立了一套“分而治之”的思维理论。
这套理论，让我们养成了这么一种惯性：要确保征服成果，就得防范、分化征服对象。
因此，我们将人分为不同的国家民族，将知识分门别类，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开。
结果是，我们作茧自缚，对外界任何事物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认识任何东西都要经历一番艰苦努力
。
第一批雅利安人入侵时，印度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地带，他们迅即加以利用。
森林为他们躲避酷热的炎炎骄阳和肆虐的热带风暴提供了庇护场所，为牛羊牲畜提供了牧场，为祭祀
之火提供了燃料，为建造农舍提供了木材。
不同的雅利安族群，在其族长的带领下，定居在不同的森林地带。
这些地方，都能够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所赐予的天然保护各具优势。
所以说，印度文明是发源于森林的。
正是这一起源和环境，让印度文明拥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环绕其四周的，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在各方面与其保持最密切最频繁联系的，都是生机勃勃的茫茫
大自然。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此降低水准的生活方式，会愚钝人类心智，会削弱其发展动力。
可是，我们发现，古印度的林中生活环境，除调整人之发展方向外，并未抑制其思想，并未削弱其活
力。
人的思想，在摆脱了企图在所获取之物周围竖起界墙以扩大控制范围的欲望后，通过不断接触生生不
息的大自然，变得自由自在。
人的追求，不再是获取，而是通过融入周围环境并与之共同发展，去感悟与提升自身意识。
他意识到，真理是全方位的，没有绝对的孤立存在，而且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与一切客体互为
交融。
古代印度圣贤隐居山林的修行之举，就是为了在精神上实现天人合一的伟大和谐。
后来，那些原始森林让位于农田，四面八方都兴起富庶的城镇，几个强大王国得以建立并与世上所有
大国都有所交往。
不过，即使在其物产丰饶的鼎盛时期，印度人仍然以崇敬之心，回望远古时代艰辛自悟的早期理想和
隐居山林的简朴生活风骨，并从其所蕴涵的智慧中，汲取最佳灵感。
然而，西方世界对其正在进行的征服自然行为，似乎是引以为荣的。
那里的人们，好像是生活于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
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都得从心有不甘的异己手中夺取过来。
这种情感，就是在城墙内所养成的习惯，就是在城墙内所受思维训练的产物。
究其原因，乃生活于城市的人们，必定是只把其眼界聚焦于自身的工作与生活，结果在人本身与其所
依偎的大自然怀抱之间，人为地制造了隔阂。
印度的看法则不同，认为伟大的真理就是，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
印度强调个体与宇宙的和谐相处，并认为倘若周围环境与我们人类毫不相关，我们就不可能与之发生
任何联系。
人之所以抱怨大自然，就是因为他不得不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取大部分生活必需品。
当然，人类的努力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是每天都有收获的。
这表明，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合理联系，否则，我们就始终无法将与我们没有任何真正联系的东
西据为己有。
对于同一条道路，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视角予以看待：一种是将它视为把我们与我们的目标隔开之物
。
在这种视角下，征程之中的每一步，都被我们看作是直面障碍时以强力所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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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将它视为引领我们奔向目的地的道路。
在这种视角下，道路本身就是目标的组成部分。
它是我们已有成就的起点。
历经这趟旅程，我们能够收获的只是它本身所赐予我们的东西。
后一种视角，就是印度对大自然的看法。
她认为，伟大的事实是：我们与自然是和谐的；人之所以能够思考，是因为其思想与环境是和谐的；
人之所以能够利用自然界的力量，只是因为人的力量与宇宙的力量是和谐的；从长远来看，人的意图
绝对不能与自然界的意图相抵触。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自然界只属于野兽与无生命之物，人类的诞生，始于一场无法解释的突变。
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低人一等之物都只能属于自然界，而任何在智力或者在道德上拥有完美标记之物
，皆归属于人类。
这就好比是把花蕾与花朵分为两种不同类别之物从而把其优美归功于两种不同而对立的原理一样。
印度人的观点则不同，他们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承认，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人类与万物
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印度人看来，天地万物之间的根本统一，并非纯粹的哲学思辨，因为用心用行动去感悟这种伟大和
谐是其人生目标。
他们通过冥想和祭拜，通过调整自身的生活，培养了这么一种意识：万事万物皆有灵性。
大地、水和阳光、花儿和果实，不只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的自然之物，而且都是实现完美理想的
不可或缺之物，就如每一个音符对于交响乐而言都不可或缺一样。
印度人敏锐地感觉到，世界的本质对我们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与之建立自觉联系；我们不能仅仅受科学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
于贪恋物质利益的考虑，去认识它，而应当以愉悦平和的伟大情怀，抱着同情心，去领悟它。
科学家认为，世界不仅仅是我们所感知的那个模样。
例如，他们认为，大地与水其实是力之作用的结果——当然，它们呈现的状态是地与水，这是我们能
够而且只能部分理解的状态。
同样地，一直张开心眼之人认为，大地与水的终极真相，取决于我们对永恒意志的理解，而这种永恒
意志迟早会起作用，并会以我们所能感悟之力的形式予以呈现。
这不是如科学那样的纯粹知识，而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感知。
它不像知识那样给予我们力量，而是给予我们欢乐，这正是血脉相连的结果。
对世界的了解不及在科学引导下了解世界之深之人，永远无法理解能够洞察精神世界之人透过自然现
象得到的发现。
水，不仅可以洗涤人的四肢，还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因为它可以触及人之灵魂；大地，不仅可以支撑
人的身体，还可以让人精神愉悦，因为与大地的接触，不只是物理接触，还是一种生存方式。
倘若未认识到自身与世界的血缘关系，人就会困于连墙壁都充满敌意的牢房里。
倘若能够认识万物之中的永恒精神，人就会得到解放，因为自此以后，他就会发现他所降生的这个世
界最重要，就会发现自己身处最高真理之中并与万物建立和谐关系。
在印度，人们所受教导是让其完全认识到，他们与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存
在最密切的联系；应当亲近朝阳、流水、硕果累累的大地，正如它们将人类置于其怀抱之中的表现一
样。
因此，我们每天冥想的，就是《圣诗》，即人们认为浓缩了一切吠陀的经文。
在它的帮助下，我们竭力去感悟人的意识灵魂与世界的根本统一；我们学会去感知这种统一系由那种
永恒精神所维系的。
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创造了大地、天空和日月星辰，而且凭借存在并运动于与外部世界不可分割的统
一之中的意识之光，照耀了我们的心灵。
印度人绝不会忽略不同事物的不同价值，因为他们知道，倘若如此，就会无法生存。
印度人也认为，人类在万物等级中处于优势地位。
但是，印度人这种人类优于万物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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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人类优于万物之处，不在于拥有占有之力，而在于拥有联合之力。
因此，印度人选择的朝圣之地，无论位于何处，都必定是特别庄严或者美丽之地，故而印度人的心灵
能够摆脱狭窄的生活必需品世界，从而在无限之中认识自身的地位。
曾经是肉食民族的印度人，为培养对生命的普世同情心，能够抛弃肉食习惯，此乃人类历史上罕见之
举，其原因就在这里。
印度人知道，由于受制于精神与肉体的障碍，我们与自然界无穷无尽的生命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由
于只是人，而不是宇宙之人，我们不但制造出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难题，而且还割断解决这些难题的
自然资源，导致我们虽然穷尽了一切人为的解决方法，但收获的却是无休无止的困难。
当人离开其在宇宙大自然中的栖息之地而行走于单一的人类之绳时，就意味着身体会摇晃或者摔倒，
就得每走一步都不停地绷紧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努力保持身体平衡，而且在疲惫的休息间隙，每
当想到自己受到万物不公正的对待，都会诅咒上天，并自以为很了不起，自以为很是得意。
但是，上述情形是无法永续的。
人类必须认识自己生存的周围一切，认识自身在无限世界之中的地位；人类必须明白，无论自身多么
努力，永远也无法在自身聚居的那些小小的房间里酿出蜂蜜。
这是因为，年年岁岁为人类生存而提供的食物，都在墙壁之外。
人类必须明白，倘若隔断自身与纯洁而生机勃勃的无限世界的联系，而把休养生息只寄望于自身，就
会把自身逼疯，就会把自身撕为碎片，就会导致人吃人。
失去了周围一切这个环境后，人类的贫困，就不再具有简朴这个伟大的品质，而会变得卑鄙无耻；人
类的财富，就不再体现为慷慨大方，而只体现为穷奢极欲；人类的欲望，不会臣服于人生，不会固守
人生之目的，而会成为欲望本身之目的，并玩火自焚，在熊熊烈火中弹琴取乐。
于是，在自我表现中，我们企图恐吓他人，而不是吸引他人；在艺术上，我们求新求异，而忘却了万
古常新的求真精神；在文学上，我们不能全面理解人：人是伟大而单纯的，但却看似存在心理问题，
或者感情问题。
这种感情，由于很不正常并展现在人为的强光灯下，而显得极其激烈。
倘若人的意识只局限于人自身，人性的根基再深也找不到永久的土壤，人之心灵就会濒临饥饿的边缘
，人就会用大量的刺激代替健康的力量。
于是，人就会丧失内心的洞察力，用数量而不是与无限世界充满活力的联系来衡量自身的伟大，用自
己的活动而不是完美的宁静——这种宁静，存在于星罗密布的天空，存在于万事万物永恒而富有韵律
的舞动之中——判断自身的行为。
首批入侵印度之人堪比侵入美洲的欧洲移民，面对的也是原始森林，也与土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抗
。
但是，发生在美洲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对抗，持续到最后，双方之间都未取得妥协与让步
。
在印度，当地蛮人栖身的森林成为贤哲的圣地，而在美洲，那些充满生机的自然大圣堂却对人类没有
更深的意义：它们给那里的人带去财富和权力，也许还不时带去美的享受，激发孤独诗人的灵感，可
是，它们在那里的人们心中，永远没有获得神圣的联想，没有把它们视为伟大的人类灵魂与宇宙灵魂
相结合的精神和谐之地。
我丝毫没有认为，上述情况本来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倘若历史在每一个场合都以同样的方式重现，就是十足地浪费良机。
处于不同之地的人们，将各自不同但对他人而言是必需以及构成互补的产品带到市场上销售，是最好
的精神交往。
我想说的是，印度在其历史开始之际，就遇到并非没有对其发生作用的特殊环境。
印度人循着自己的机遇，沉思过，奋斗过，受过苦，受过难，探究过生命的深度，取得过一些成就—
—这些成就，对于历史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的民族而言，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
人的完美发展，离不开构成复杂生命的一切生存要素。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食物要在不同之地栽种并取自不同之处的缘故。
文明，是各国按照自己的最好理想，忙于为其国民打造的一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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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机构，一切法律，一切奖惩标准，一切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教义，都指向这一目标。
西方的现代文明，正通过一切有组织的努力，试图在德、智、体方面培养完美之人。
因此，他们动用巨大的国家资源，把人之力量扩展到人之周围，人们协同发挥各种才干去占有、利用
能够得到的东西，并扫除征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们一直在训练自己，为的是斗天地斗异族；他们
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他们的机械设备、组织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
毫无疑问，这是杰出的成就，这是不知障碍为何物并把人类超越万物视为目标的人类主宰力的精彩展
示。
印度的古代文明，对于完美，拥有自己的理想，并朝着这个理想作出了努力。
其目的不是获得权力，无意把人之能力开发至极致，无意为获取财富、政治军事优势地位以及防御进
攻而组织人们。
印度人努力实现的理想，引导着其最优秀的儿女过着与世隔绝的冥想生活；印度人通过参悟神秘的现
实而为人类获取的宝贵财富，让其在世俗成就领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然而，这也是非凡的成就，这是除领悟无限世界外别无他求的、无穷无尽的人类抱负的极致表现。
在印度，有贤人、有哲人、有勇士，有政客、有贵族、有国王。
在所有这一切阶层人士中，印度人所敬仰的是谁？
印度人所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谁？
是圣贤。
何为圣贤？
圣贤，是指在知识上获得最高灵魂而充满智慧、发现自己与最高灵魂融为一体而与内在自我完美和谐
之人；是指在精神上认识了自我而摆脱了各种私欲、历经尘世间的一切而心如止水之人；是指在各方
面领悟最高之神从而找到永恒宁静、与万物融为一体已进入宇宙生命之人。
（详见《蒙达迦奥义书》Ⅲ）因此，领悟我们与万物之关系、通过与神之结合而进入万物的状态，在
印度被认为是人生最高目的和最高成就。
人可以摧毁与掠夺财物，可以创造和积聚财富，可以发现和发明东西，但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灵
魂可以理解一切。
倘若人把自己的灵魂封闭于僵化习惯的无生命气息的硬壳中，倘若人处于像沙尘暴漩涡般的狂热、盲
目而忙得团团转的工作氛围之中而无法放眼远处，就会是一场可怕的毁灭性灾难：这实际上是扼杀人
之真正精神，即理解一切的精神。
本质上，人，既不是自己的奴隶，也不是尘世的奴隶，而是爱者。
人之自由与成就，就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理解一切”。
由于具有这种理解能力，具有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人之灵魂就能与无处不在的此种精神——这也是人
之灵魂的气息——融为一体。
倘若一个人企图通过搞垮他人而达致出人头地之目的，企图鹤立鸡群而傲视他人，就是背离了这种精
神。
这正是《奥义书》把达致人生目标之人称为“宁静之人”和“与神合一之人”的原因，此乃意味着他
们实现了与人以及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故而能够不受干扰地与神合为一体。
在耶稣的教诲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同样的真理。
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易于富人升入天堂。
”此语意味着：我们为自己敛取的任何财物，都会让我们脱离他人；我们的财富，就是我们的局限。
热衷于积聚财富之人，由于不断地自我膨胀，无法进入参悟精神世界——即完全和谐之境——的大门
，只能封闭于其有限的获取之物的狭窄围墙之内。
因此，《奥义书》经文的精神就是：为了寻找神，就得拥抱一切。
追求财富的行为，实际上放弃的是获取新鲜事物的一切机会，此乃非达致完美之神的道路。
欧洲有些现代哲学家，尽管直接或者间接受益于《奥义书》，但是，他们不但根本没有认识其所受的
恩泽，而且还坚称，印度的梵只是一种抽象之物，是对尘世上一切东西的否定。
总之，他们认为，这种无限之神只能在玄学之中找到。
在我的部分同胞中，这种观点也曾经很流行而且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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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肯定与印度人的主流思想精神相悖。
领悟并肯定万物之无限存在的习俗，一直是印度生生不息的灵感。
我们所受的教诲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任何之物，都被神所包围。
”（详见《伊沙奥义书》Ⅰ）“我再三朝拜存在于水与火之中的神、存在于年年岁岁的作物与林木之
中的神、遍布于全世界的神。
”（详见《白骡奥义书》Ⅱ）这哪能是从世界中抽象出来的神？
相反，这意味着不仅能够在万物之中看见他，而且可以通过世上的万物向他致敬。
《奥义书》中具有神之意识的人，对于宇宙的态度，是抱有深深的崇拜之情的。
他所崇拜的对象，随处可见。
正是这种活生生的真理，让一切现实真真切切。
这种真理，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信仰。
“南无南无”——无论在何处，我们都朝拜他，一再朝拜。
这种真理，是在圣贤突然迸发的感悟中认识的。
他在不期而至的狂喜中向全世界宣布：“听我说，永恒之神的子孙们，居住于天国的人们，我已经认
识了超人，他的光辉穿透黑暗照亮了前方。
”（详见《白骡奥义书》Ⅱ、Ⅲ）难道我们没有过在没有任何迷糊或者盲从的直接而积极的经历中发
现狂喜的体会吗？
佛陀从实践层面发展了《奥义书》经文。
他在宣讲同样的教义要点时说：对于上下、远近、可见与不可见的万物，都应该保持无限热爱之情，
不得产生任何怨恨，不得产生杀生之欲。
无论是站着还是走着、坐着还是躺着睡着，都要生活在这种意识之中，这就是四梵住行，换言之，就
是在梵之精神中，生活、迁徙并享受人生之乐。
何谓梵之精神？
《奥义书》曰：“实质上，就是万物之光、万物之命、宇宙之意识，就是梵天。
”（详见《广林奥义书》Ⅱ）感知一切，认识一切，这就是梵之精神。
在肉体和灵魂上，都沉浸于梵的意识之中。
太阳吸引地球，就是通过梵之意识的；光波在星际的传送，也就是通过梵之精神的。
这种生命与光芒，这种感知一切者，不仅存在于宇宙空间，也存在于人之灵魂。
他是宇宙或者说广袤世界的全知全觉者，他是灵魂深处或者说内心世界的全知全觉者。
因此，欲想获得宇宙之意识，我们就得把我们的感情与这种无处不在的无限之情联接起来。
事实上，人类真正的唯一进步，就是与这种情感范围的扩展同步发生的。
我们的诗歌、哲学、科学、艺术和宗教，都有助于我们的意识向更高更广的领域发展。
人类并不是通过占领更广的空间也不是通过外在行为而获取权利的，只是其意识范围扩展到哪里，他
的真实存在和现实世界就在哪里，他的权利就扩展到哪里。
无论如何，若想达致意识自由的境界，我们就必须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就是抛弃自我。
唯有通过否定自我，我们的灵魂才能真正领悟自我。
《奥义书》言：“你们应该舍而得，你们不得贪婪。
”（详见《伊沙奥义书》Ⅰ）《薄伽梵歌》教导我们，要无私地工作，要为成功而抛弃一切欲望。
许多局外人凭这些教义就断言，把世界视为虚幻的观念，就建立于在印度宣讲的这种无私无欲的根基
上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
醉心于发迹之人，会低估其他任何东西；与其自我相比，他会认为世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虚幻的。
因此，若想完全意识万物的真实存在，就必须从个人私欲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为承担社会义务，即为分担人类的负担，就必须进行这种修炼。
为获取更广阔生活领域的每一次努力，都要求人们“舍而得，不得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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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逐渐扩展个体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意识，是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
印度人说的无限，并非飘渺的虚无，也非空洞的无物。
印度圣贤强调的是：“在此生中认识他，就是真实的；此生未认识他，就是孤寂之死。
”（详见《由谁奥义书》Ⅱ）那么，该如何认识他呢？
“在个体与整体之中，去领悟他。
”（详见《由谁奥义书》Ⅱ）无论是对于大自然，还是对于国家、社会、家庭，我们领悟的宇宙意识
越多越好。
倘若不能领悟他的存在，我们就会濒临毁灭的境地。
在我领悟到，远古时代，我们的先知诗人就已经站在印度天空的灿烂阳光下，以愉悦的血缘之情向宇
宙致意时，对于人类的未来，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欢欣、鼓舞和希望。
这并非拟人化的幻想，这并非把人看成反射在各处的荒诞而夸张的映像，这并非目睹人类戏剧在闪烁
着光和影的大自然剧场的巨大舞台上的上演。
相反，这意味着跨越了个体的界限，成为了高于人之人，成为了与整体合一之人。
这不是想象的戏剧，而是意识从神秘而夸大的自我之中得到的解放。
那些古代的先知们，他们在安详的内心深处感受到，那种颤动而转化为这个世界的无限形式的活力，
以意识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而且彼此之间是连为一体的，未曾中断。
那些先知们在完美上的洞见，并不存在分歧。
他们从未认为，死亡本身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挖出的深坑。
他们认为：“人之沉思，既是死亡，也是不朽。
”（详见《尼理心诃奥义书》Ⅱ）他们不认为，生与死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
他们极其自信地断言：“生就是死。
”（详见《阿闼婆吠陀》Ⅻ）他们以同样平静的喜悦之情接受这么一种观点：“生，既有显现之时，
也有隐没之时。
”换言之，“生中所隐藏的，既是过去，也是未来”。
（详见《阿闼婆吠陀》Ⅺ、Ⅻ）他们明白，显现或者消失，都只是像海浪一样浮在表面的现象，而唯
有生，才是不腐不灭的永恒之物。
“万物均源自不朽之生，与生共舞”（详见（《羯塔奥义书》Ⅱ）,“因为生是无限的”（详见《阿闼
婆吠陀》Ⅺ）。
这种最高意识自由的理想，是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留待我们予以继承并成为我们的理想。
它不只是理智或者感情的根基，还是伦理的根基，必须转化为行动。
《奥义书》曰：“至圣之人无处不在，故乃万物内在之善。
”（详见《白骡奥义书》Ⅲ）在知识、爱和奉献之中与万物结为一体，在无处不在的梵之中领悟自我
，是善之本质，而这就是《奥义书》经文的主旨：生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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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萨达那:生命的证悟》聚集了他的灵魂体验和对生命的证悟，是一本影响了东西方世界的信仰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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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人之自由与成就，就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理解一切”。
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泰戈尔正是（印度文明）沐浴在这样一种善良的、仁慈的、积极的、热爱真理与自由、给予而不
是索取的哲学文化下，人们才会拥有如此平静的充实的生活，让所有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身心疲惫的
人们由衷的羡慕；像甘地、泰戈尔这样的“贤者”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对现世对后世，对
整个印度乃至世界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网友 antstory他（泰戈尔）以朝拜者的心灵对待最高神，他以朝拜者的心灵对待人生，他也以朝拜
者的心灵对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带着爱去朝拜，带着信仰去朝拜，带着谦卑去朝拜，带着惊叹去朝拜，向遍布于全世界的神朝拜。
——易周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萨达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