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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他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以生活豪华而又乐善好施闻名，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
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他最小的儿子。
这小儿子八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以后经常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些诗句，总要朗诵给长辈们听，“像
长出新角的牝鹿，到处用头去碰撞一样。
”“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
罗宾十一岁时，“大仙”把孩子也带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给，孩子“总担心，别把
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
罗宾十四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诗《野花》，长达一千六百行，便是以
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
一八八O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
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欢，觉得收获不大。
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学成才的。
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泛舟漫游，同佃户有些接触，因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
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
为此，一九。
一年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
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
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时，便退隐了。
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一五年结识甘地。
一九一九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
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
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他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谴责法
西斯主义的猖獗。
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
。
同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
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
从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吉檀迦利
》。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
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
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
。
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
”这段夫子自道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要懂得泰戈尔的诗，诗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点儿泰戈尔
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
，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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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
“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
人与“梵”也是统一体。
“‘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
⋯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
”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
“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
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
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
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
”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
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
爱，是互信和互助”。
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
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
“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
，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
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
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
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
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
金钥匙。
”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大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止，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前期。
那时泰戈尔是个深情的爱国者，思想明朗，情绪饱满，以诗歌、小说鼓舞人民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
印度社会的种性制度、宗教偏见、封建礼教以及其他愚昧落后的现象。
后来，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群众斗争，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净化，这就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中期。
那时泰戈尔陷入孤独、痛苦、忧愁、矛盾之中，思想是复杂的，爱国主义、宗教观念、人道主义是诗
人思想上的三根弦，三弦谱成了中期的乐章。
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诗人逝世，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后期，重新面向世界和斗争。
那时，他走访世界各国，热情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帝、反殖的情绪更加明朗、强烈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俄国的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一般都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和
他的思想发展同步的，因此相应地把他的诗歌创作也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前期是泰戈尔一生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那时他风华正茂，思想敏捷活跃，感
觉丰富多采，写下了不少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耐读的诗篇。
后期，泰戈尔在思想上更上一层楼，作品的战斗性更强了，因而博得了不少称赞。
中期的诗歌比较复杂，有的也比较费解，因此评论家们往往见仁见智，有的甚至颇有微辞。
我是赞同周尔琨先生的观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泰戈尔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准备继续战
斗；作为‘爱’的宗教崇奉者，他爱人，爱神，追求‘梵’‘我’合一。
在他表面平静的思想的海洋里，潜伏着通向现实生活的、压抑不住的激流。
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泛神论的宗教中，成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
这也就构成了他后期思想飞跃的基础。
”正如转变过程中的泰戈尔思想及其发展需要分析研究，相应地对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宜简单化
，同样需要仔细研究和品味。
　　泰戈尔从英国读书回来写了不少抒情诗，一八八二年集为《暮歌》出版，这部诗集展示了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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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和独创性，但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晨歌》（1883年）的情调迥异，表现了青春活力和欢快心情。
《画与歌》（1884年）开始从个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脱出来，色彩斑斓。
诗人自己也承认，早期的诗篇“梦幻多于现实”。
《刚与柔》（1886年）的题材多样化了，标志着诗人开始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他已经走完了他
的诗歌创作的序幕阶段。
　　《思绪集》（1890年）是泰戈尔第一部成熟的诗集。
内容大致可分五类：爱情诗，自然风景诗，社会题材的诗歌，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借自然现象、
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阐明哲理的诗歌。
这五类也是泰戈尔后来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诗集表现了质的飞跃，表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
格。
思想的广度、优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严厉的批评家折服，也认为“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
泰戈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诗歌创作
上，连年都有硕果丰收，计有：《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
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
年）。
从《思绪集》起的这八个诗集中，除《碎玉集》为格言诗、《故事诗集》为叙事诗外，其余六部都是
优美的抒情诗。
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春是“抒情诗的最好时期”，那时泰戈尔风华正茂，他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
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写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个人特色的抒
情诗篇，往往譬喻新颖，意境深远，魅力奇幻，耐人寻味。
据说泰戈尔前期的诗歌大多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格律严谨，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难以从英译本
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乐美。
感谢诗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问世后，又回过过头去陆续把他前期的诗歌译成英文，一一编集出
版，如《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
刘建先生在他的论文《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中指出：“这些英文诗集与孟加拉文原作的关系，
可以《园丁集》为例。
《园丁集》中大部分诗歌译自《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缤纷集》等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的孟加拉文诗集。
《飞鸟集》除了有些是诗人一九一六年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外，相当一部分选译自《碎玉集》。
《游思集》的情况也差不多。
”据此，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所收前期诗歌，多从上述各英译本选译，以《园丁集》的人生和爱
情的抒情诗为重点，兼顾《飞鸟集》这样的哲理小诗，并有意识地从《采果集》中选译了一些故事诗
，也就是叙事诗，借一斑以窥泰戈尔前期诗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
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写的《泰戈尔传》里说：“以乐观开朗的王子身份开始自己生活的罗宾德
拉纳特，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忍受了内外的种种痛苦和折磨，离别和侮辱，斗争和打击。
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纯化在那些抒清诗歌里，这些诗歌于一九。
九——一九一。
年从他压抑和完美的心灵中喷泻出来，一九一。
年收在题为《吉檀迦利》的诗集中出版了。
他后来从这一百五十七首诗中选择了五十一首放进英译本《吉檀迦利》，从此扬名四海。
”这个译本是泰戈尔亲自一首又一首地译成英文的，他自己说：“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起了心中
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
”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
有的学者认为英译本有时有所浓缩或删节，弄得支离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这种评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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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儿道理，可是失之过分。
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
地严守形式的移植。
却说诗人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经过罗森斯坦，送到了叶芝手里。
叶芝一读这部诗稿就着迷了。
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
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
”叶芝对译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润饰。
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初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地给诗集写了“序”，尽管初版只印
了750册。
大诗人E.庞德曾在七月间参加叶芝家里诗人和作家们的一次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发现
叶芝“为一位伟大的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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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
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
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
”“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
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
“如果这些诗有什么瑕疵一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一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
”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
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
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
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
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
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
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
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
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
”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
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
深处。
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
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
影响。
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
”尽管我国是在东方，我国最初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时的情况，倒是有点儿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似
。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
量较多，比重较大。
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
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
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
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
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
”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
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
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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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
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
，所以也选译了一些。
《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
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
《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鹪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
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
是什么模样的。
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
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艨胧晦涩之至。
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
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
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
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
待的、不平静的感情。
⋯⋯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
⋯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
⋯⋯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
⋯⋯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
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
明正在破晓。
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
”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
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
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
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
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
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
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
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
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
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
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
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
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1—57首（1886-一1914年）；（二）58
—87首（1916—1927年）；（三）88～112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
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
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
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
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
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治抒情诗，
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
译之不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泰戈尔抒情诗选>>

《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
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
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
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
上都译了。
　　泰戈尔晚年周游各国，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最为激赏的是苏联的教育
制度。
倦游归来，他喜欢在特地盖起来的茅屋里写作，有个诗集叫（《茅庐集》，收的都是他在一九三六年
写的诗篇，从中也酌译了几篇抒情诗或抒情味较重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叙事诗，其中有一首《琼浆玉
液》反映了诗人从苏联归来后思想上的变化和进步⋯⋯一九三七年九月间诗人生了一场大病，真是九
死一生，奇迹似地救活了。
但他从此一直是病恹恹的，始终没有完全康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朋友们为他庆祝了八十岁生日；同年八月七日，诗人便溘然长逝了。
博斯译的《死亡之翼》，均选译自《边缘集》、《在病床上》、《康复集》、《最后的诗》等，也就
是诗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生病期间写的诗。
我从《死亡之翼》这个英译本里选译了若干篇，以反映泰戈尔晚年对人与宇宙、生与死的思考及其新
的理解。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
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也去世了，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
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
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
他的天才是抒情的”。
我颇有同感，因而选译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
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资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赏、理解、采择和表达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
性，都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尽管主观上自以为是艺苑掇英，很可能实际上却把偌大花园的好些
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
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致歉的。
好在泰戈尔许多诗集的一个又一个的全译本，仿佛一个又一个的花园，我们国内有的是单行本。
例如，我的老师和前辈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生、我的老同事汤永宽同志，
都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篇。
有的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有的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益，我至今还是很感激的。
　　这部抒情诗选，许多是新译的，旧译选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订正，最后定稿时又得到译文出版社
老编辑的认真校订，谨致衷心的感谢之情。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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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泰戈尔的诗如歌、如梦，会让人感动。
放在枕边，睡觉前翻开，细细品读，时而荡气回肠，时而氤氲婉约，让人不能自拔。
　　《泰戈尔抒情诗选》最主要的看点还是译者的功底，很到位。
另外可以看得出译者在这本诗集的编排上下了功夫，不像一些诗集因投读者所好，只出最著名的几个
集；或只因译者个人所好而编排。
这部诗集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早期的作品到晚期，或激情、或抒情，拿捏得恰到好处。
让我们欣赏到的都是每部著作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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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自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便从自己的孟加拉文诗歌中挑选出他最
喜欢最得意的诗篇，经过再体验和再创作，译成洗净铅华的，清新、自然、隽永的散文诗，陆续结集
奉献给全世界的读者：《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情人的礼物》等。
本书从这些诗集中精选了最脍炙人口的篇目，是泰戈尔抒情诗的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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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诗《园丁集》（选译40首）《游思集》（选译19首）《新月集》（选译20首）《飞鸟集》（选译51
首）《采果集》（选译23首）《吉檀迦利》（选译43首，附初版本叶芝序）《情人的礼物》（选译23
首）《渡》（选译20首）《鸿鹄集》（选译21首）《流萤集》（选译42首）K·克里巴拉尼编选：《
诗集》（选译34首）《茅庐集》（选译8首）《死亡之翼》（选译15首）《断想钩沉》（10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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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臣仆　　我后，垂怜你的仆人吧！
　　皇后　　会议结束了，我的臣子们都散了。
你为什么在这样晚的时刻才来呢？
　　臣仆　　当你处理完了别人的事，这就挨到我了。
　　我来要求的，就是留给你最后一个仆人做的事情。
　　皇后　　时候已经太晚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臣仆　　委派我做你花园里的园丁吧。
　　皇后　　这是什么傻劲儿呀？
　　臣仆　　我决意放弃我的其他职务。
　　我把我的剑与矛委弃在尘土之中。
不要派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嘱咐我从事新的征伐。
但要委派我做你花园里的园丁。
　　皇后　　那么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臣仆　　侍奉你悠闲的时日。
　　我要使你清晨散步的花径永远鲜妍，你的双足，将步步受到甘心合命的繁花礼赞相迎。
　　我要摇荡在七叶树间荡秋千的你，傍晚的月亮将竭力透过树叶来吻你的衣裙。
　　我要以香油添满那燃点在你床头的灯，我要以凉鞋、以番红花浆所作的奇妙的图案，装饰你的足
凳。
　　皇后　　你要求什么作你的酬报呢？
　　臣仆　　容我握起你柔嫩如莲花蓓蕾一般的纤手，把花环轻轻地套在你的腕上；容我以无忧树花
瓣的红汁，染你的脚踱，而且吻掉那偶或滞留在脚绩上的一星尘土。
　　皇后　　我赐你如愿以偿，我的仆人，你将作我花园里的园丁。
　　二　　“啊，诗人，黄昏渐近，你的头发在花白了。
　　“在你孤寂的冥想中，你可听到来世的消息？
”　　“是黄昏了，”诗人说，“而我正在谛听，也许村子里有人呼唤，虽然天色已经晚了。
　　“我留神年轻而失散的心是否已经相聚，两对渴慕的眼睛是否在祈求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替
他们诉说衷情。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么，有谁来编制他们的热情的歌呢？
　　“早升的黄昏星消失了。
　　“火葬堆的火光在寂静的河畔慢慢地熄灭了。
　　“在残月的光华下，豺狼从荒屋的院子里齐声嗥叫。
　　“如果有什么流浪者，离家来到这儿，通宵无眠，低头听黑暗的喃喃自语，如果我关上大门，竟
想摆脱尘世的羁绊i那么。
有谁来把人生的秘密悄悄地送进他的耳朵呢？
　　“我的头发在花白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永远跟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跟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
　　“有的人微笑，甜蜜而且单纯，有的人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有的人大白天日里泪如泉涌，有的人黑夜里掩泣垂泪。
　　“他们大家都需要我，我无暇思索来世。
　　“我跟每一个人是同年的，如果我的头发花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　　五　　我心绪不宁。
我渴望遥远的事物。
　　我心不在焉，热望着抚摸那昏暗的远方的边缘。
　　啊，伟大的远方，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没有飞翔的翅膀，我永远束缚在这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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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焦灼，我失眠，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您吹送给我的气息，悄声微语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希望。
　　我的心领会您的言语，就像领会自己的言语一样。
　　啊，我所求索的远方，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不认识路，我没有飞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流浪汉。
　　在慵倦的时刻，烟雾朦胧的阳光下，在天空的一片蔚蓝里，出现了你的何等浩瀚的幻影啊！
　　啊，遥远的天涯海角，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在我那独自居住的房子里，门户处处是关着的啊！
　　七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今天早晨我怎么能干我的活儿呢？
　　教给我怎样编我的辫子，告诉我穿什么衣裳。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不会抬头看一眼我的窗子，我明白他在转瞬之间就会走得看不见人影；只有逐渐
消失的笛声，会从远方呜呜咽咽地传到我的耳旁。
　　可是年轻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我要在这一刻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早晨的太阳从他的马车上闪射出光芒。
　　我从我脸上掠开面纱，我从我颈子上摘下红宝石的项链，我把项链投在他经过的路径上。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并不捡起我的项链；我知道：项链碾碎在他的车轮下，只剩一块红斑留在尘土上
，而我的礼物是什么，我把它送给什么人，却谁也不知道。
　　可是年轻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我把我胸口的珠宝投到了他要经过的道路上。
　　九　　当我在夜间独自去赴幽会的时候，鸟也不唱了，风也不动了，房子默默地站在街道的两旁
。
　　一步响似一步的是我自己的脚镯，它使我感觉害羞。
　　当我坐在露台上谛听他的足音的时候，林间的叶子寂静无声，河里的流水也凝然不动，正如那睡
熟了的哨兵膝上的利剑。
　　狂野地跳动的是我自己的心——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平静。
　　当我的爱人来了，来坐在我的身旁，当我的身体颤抖，我的眼帘下垂的时候，夜黑起来了，风把
灯吹灭了，而云给繁星笼上了面纱。
　　闪烁发光的是我自己胸前的珠宝。
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掩。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如果你的辫子松了，如果你的头路分得不直，如果你胸衣上的缎带没有结好，你都不用介意。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如果你脚上的赭石因露水而脱色了，如果你脚上的铃铛圈儿松弛了，如果你项链上的珍珠脱落了
，你都不用介意。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成群的白鹤从远处河岸向上飞冲，灌木丛生的荒原上奔腾着一阵阵方向不定的狂风。
　　焦急的牛群向村子里的牛栏直奔。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一灯在风中摇曳熄灭了。
　　谁能知道你的眼皮上没有抹上灯煤呢？
因为你的眼睛是比雨云还要乌黑的啊！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灯熄灭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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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花环没有编好，谁在意呢；如果腕上的链子没有接好，那就随它去吧。
　　天空布满云霾——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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