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尔的言辞! 徐志摩的诗人气质
和翻译! 成为中英双语最美修
辞的双壁! 让清华师生大饱眼
福和耳福"

我的年轻的朋友! 我眼看

着你们年轻的面目! 闪烁着聪

明与诚恳的志趣! 但是我们的

中间却是隔着年岁的距离" 我

已经到了黄昏的海边! 你们远

远地站在那日出的家乡"

我的心伸展到你们的心 !

你们有我的祝福 " 我羡慕你

们" 我做小孩的时候! 那时仿

佛是东方不曾露白" 宇宙暗森

森的! 我们不曾充分的明白我

们自己已经出世在一个伟大的

时期里"

那时期的意义与消息已经

显露在今朝"

我相信现在在世界上有的

是人们! 他们已经听着这时期

的感召"

你们正可以自负! 同时也

应得知道你们的责任! 如今你

们生长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一个时期里" 我们从我们的苦

恼与痛楚的火焰里隐隐的辨认

出这时代的伟大! 这苦痛是普

遍的! 我们还不十分知道前途

是何等的光景"

诗一般的语句! 从长髯白
发的诗人口中缓缓流淌而出 !

听者莫不沉浸其中"

泰戈尔号召青年们拿出
自己的光亮 ! 去 #参加世界
文化的展览 $% 他说自己不相
信一些人的说法 ! 认为中国
人都是实利主义的 & 唯物主
义的 ' 他不相信 (任何的民
族同时可以伟大而是物质主
义的)*我以为凡是亚洲的
民族决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
的支配 $' (人类的文明正等
着一个伟大的圆满 ! 等着他
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 % 这是
你们的责任 ! 你们应得在这
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 他
劝告青年们要坚持生活的美
的原则 ! 不要被物质主义的
毒素玷污了自己本来纯洁的
灵魂 ! (不要错走路 ! 不要
惶惑$% 诗人满怀深情地说+

我是倦了 ! 我年纪也大

了 " 我也许再不能会见你们

了"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

集会"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

们不要错走路! 不要惶惑! 不

要忘记你们的天职! 千万不要

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 诞

妄的巨体的叫唤! 拥积的时尚

与无意识 ! 无目的的营利的

诱惑"

保持那凡事必求完美的理

想" 你们一切的工作! 一切的

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唯一的

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

体的事物! 你们的精神还是无

伤的! 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

来给人间! 拿灵魂来给一切的

事物 #泰戈尔 ! "清华讲演 #

之徐志摩附述$%

泰戈尔的演讲是即兴的 !

但他的内心就好像有始终畅流
不息的泉水 ! 只要有一个出
口 ! 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所以他的演讲就像是在把一棵
小树苗在听众面前慢慢催长成
一棵参天大树那样神秘! 而听
众也就在他变魔术一样的语言
的急流中沉醉于这棵大树的绿
荫的阴凉! 忘记了自己周围喧
闹的世界% 实际上! 他的很多
作品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他
不是像一些作家那样在开始创
作之前都有很详细的规划! 至
少要打好腹稿! 而是至多抓住
一点点灵魂的火花! 或心灵里
一朵云彩飘过时投下的阴影 !

他就可以用诗神给他的 (灵
感 $! 变幻术般变出一首小诗
或一段故事或一出戏剧 % 担
任他的翻译的徐志摩有一次奇
怪地问他+ (你这样永远受创
作的冲动的驱使究竟是苦还是
乐 ,$ 听徐志摩这样问 ! 老诗
人笑着反问道+ (你去问那夜
莺 ! 他呕尽他的心血还要唱 !

他究竟是苦还是乐, 你再去问
问那深山的瀑布! 他终年把他
洁白的身体向深谷里摔个粉
碎 ! 他 究 竟 是 苦 还 是 乐 , $

-同前.

与以前的演讲相比! 泰戈

尔在这次演讲中不再像以前那
样对中国的物质主义进行直接
的批评! 而是非常婉转地予以
讽刺! 而且语气里多了一点惆
怅& 一点无奈& 一点欲言又止
的伤心% 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责
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他认为丑恶
的东西! 虽然他那如炬的目光

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这
种态度与语气的改变! 与他听
在耳里的一些不和谐的反对的
声音有关+ 这对抱着满腔热情
而来的诗人来说! 未免让他感
到伤心了 -同前.%

诗人把 !真实 " 留

给了清华

诗圣莅临! 清华师生 #不
独争欲观其风采! 且以能与彼
接谈为快 $% 因此 ! 经学校协
调 ! 并经泰戈尔许可 !

!

月
"

日 &

#

日两天下午五点至六
点! 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 一
天傍晚! 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
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 泰戈
尔背着栏外的荷花池! 同学们
则环坐席上% 同学们首先询问
如何解决西方文明 #迫成之饥
窘问题 $! 泰戈尔表示 ! 自己
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 所
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
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 同学们
还问了其他问题! 如+ #他所
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
的上帝有分别 ,$ #人们的生
存在世! 是不是特幸,$ #/自
由0 与 /爱0 之确凿的界说及
其相互的关系$ )) (太氏温
蔼可亲! 且善为青年劝导% 是
以 聆 其 谈 话 者 莫 不 叹 佩 % $

-"哲人谈话 $ % &清华周刊 $

第
!"!

期 %

"#$%

年
&

月
#

日 .

不知不觉! 已是
$

点半! 比约
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 同学们
恐老诗人太辛苦! 遂道谢告别
而去%

!

月
%

日! 有 (中国的泰
戈尔$ 之称的辜鸿铭! 专程从
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 两
人具体谈了什么 ! 不得详知 !

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 %

&

日! 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
鸿铭! 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
识! 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
表印度文化! (然其知中国之

事少! 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
弊' 盖其理想太高! 太谷尔其
犹龙乎 $1 辜鸿铭将泰戈尔比
作中国的老子 ! 并且感叹说
(堂堂乎太谷尔也$ -梁朝威!

&与 '中国的太谷尔 ( 谈话

记 $ % "清华周刊 $ % 第
!"!

期 %

"#'%

年
&

月
#

日 . 1 此
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
气 ! 同年

'

月
%(

日 ! 他在法
国 2辩论报3 上撰文! 则直接
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
#谬误和混乱$! #让他不要来
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

日晚! 学生会开全体学
生大会欢迎泰戈尔% 这次欢迎
会原定

)*

日举行 ! 因为泰戈
尔原定在清华园驻留

%&

天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但因
泰戈尔 #不日离校! 恐不克亲
受欢迎 $! 所以才提前至

&

日
-泰戈尔在清华园的实际停留
时间为

$

夜
!

天.%

晚餐时分! 清华附属高中
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 饭
前高唱中英文校歌! #精神为
之大壮 $% 饭毕 ! 同赴新礼堂
静候泰戈尔莅临% 不久! #吾
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
容来矣$% 全体同学起立致敬%

泰戈尔落座后! 首先由学生会
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 % 辞毕 !

同学们同唱校歌% 歌毕! 冀朝
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 !

#辞中意气壮巍 ! 道东方之文
献 ' 情意虔恳 ! 言欢迎之热
诚 ! 为该会之最精彩者 $% 会
上 ! 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
剧& 国乐& 昆腔等节目! #皆
极一时之盛 $% 泰戈尔对国乐
表现出浓厚兴趣 ! 一曲完毕
后! 意犹未尽! 请同学们再弹
奏一曲 -"欢迎太戈尔$% "清

华周刊 $% 第
!"!

期 %

"#'%

年

&

月
#

日.%

泰戈尔与清华师生的谈话
非常轻松随意! #谈论人生问
题444自宗教至性恋! 自性恋
至财政 ! 不仅听着的人实惠 !

讲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着实
的愉快$% 泰戈尔觉得很愉快!

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 自
己与学生们很 (投机 $% 徐志
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 +

(听老人的口气 ! 似乎他自己
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
的 %$ 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
场! 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
是否有人记录下来+ (那几番
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
记下否 -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
片 ! 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 . !

如其有! 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
来有机会发表 %$ 不知他后来
是否知道 ! 这些谈话的大致
内 容 发 表 在 2 清 华 周 刊 3

-第
!"!

期%

"#'%

年
&

月
#

日.

上了%

泰戈尔在清华期间! 正值
(燕草碧绿! 秦桑绿枝时节!水
木清华的清华园已成了姹紫嫣
红 !鸟语花香的乐国 $!泰戈尔
此时 (/驻锡 0于此 $!与清华美
景 (互相辉映 !点缀一时 !水木
清华的清华园! 益呈霭祥可爱
之象$% 清华师生(居此霭祥可
爱之乐国! 得聆此诗哲环琦之
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
无事不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

-梁朝威!"与 '中国太谷尔)谈

话记#.%

!

月
!

日! 泰戈尔告别清
华师生! 返回北京城里! 出席
下午

)

点至
!

点在东城大佛寺
举行的佛教会欢迎会% 清华师
生恋恋不舍% 因为泰戈尔在清
华的一星期! (实在是我们最
引为荣幸! 并且在清华的历史
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 %

虽然以前清华来过很多达官贵
人! 但热闹过后! 他们什么都
没给清华留下 ' 但泰戈尔不
同! 他来清华! 是 (带了一份
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
用% 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
那伟大的人格 $ % 所以 ! 他
(离开了清华之后 ! 他的印象
是曾常时存留在我们的脑筋
里% 他对于我们的行动和思想
是有很大的影响% 他曾使得我
们此次欢迎他的兴趣不但不渐
渐消灭! 并且引导我们到了一
条新辟的大路上! 使得我们心
头上时时刻刻地记着他的话 !

向前进行 $% 这条大路 ! 就是
(建设世界文化的使命$ -&泰戈

尔先生去后 #%&清华周刊 #%第

!"!

期%

"#'%

年
&

月
#

日.%

泰戈尔的美好形象! 就这
样永远留在了清华师生脑中 %

而清华师生的真诚! 也给老诗
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清华精
神与老诗人的灵魂在交融中诞
生了著名的 (清华演讲 $! 至
今都仍在激励着清华人去直面
真实& 直面责任! 为自己& 为
清华 & 为中国 & 为世界 ! 去
担当%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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