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宫 静

里一堵高墙使我和周围的世界完全割断了联系
,

我瞪着盲人般的呆滞的眼神盯住一

堵堵高墙
,

直到下午四点半才离开学校
。

回到家中
,

体操老师 已等在一旁
,

我必

须练完一个小时的双杠
。

接着绘画老师便已抵达
。

直到傍晚在昏暗的气油灯下
,
我

还要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
,

听英文老师教授英语
,

于是这一天的课程大部分在睡梦

中 已被忘却
。

泰戈尔说
,

这种严丝合缝的管教
,

就象贵妇人穿的鞋一样
,

每时每刻都从各个方面束缚着他

的天性
。

一次他在纽约电台发表讲话
,

谈到他为什么要创办学校时
,

阐明 了 同 样 的感 受
。

他

说
 “

因为在我年青时
,
我经受了学习过程的强制压力

,

这是人所犯的最残酷
、

最 浪 费 无

益的错误之一
。 ”
并说

 “一到晚间
,

我的英语教师惯常的就来了
,

我被曳到每天的厄运中
,

在一个非常无情的桌子上
,

一本枯燥无味的教科书
,

包含着课文
,

跟着一行行标有重音的分

隔了的音节
,

象是兵士的刺刀
。 ”

接着泰戈尔风趣地说
 “

至于那个教师
,

我决不原谅他
,

他是如此的过分认真
,

每晚必到
,

似乎从不生病或家中死人
,

还如此准时
,

不近 人情
。

记得

每到晚上我就多么恐惧这引起我注意的讨厌的路边阳台
,

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 ’

他的可怕的



雨伞
—

坏天气从来阻挡不了他按时来临—
,

出现在我们巷口拐弯的地方
。 ” � 可见幼年时

期的学习压力使泰戈尔终身难忘
。

他感到当时的
�

教育
 

已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负担
,

所以他说倘若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绷紧琴弦
,

那 么
,

这琴弦有朝一 日总会崩断
。

这正是罗宾德拉纳特只受过

八年正规教育
,

被迫逃离学校走
�

仁自学道路的原因
,

也正是他想建立一所学校
,

使儿童得 以

解放的原因
。

泰戈尔在批判了旧的教育体制的同时
,

深入细致地观察了儿童的天性
。

他认为孩子们是

热爱生活的
,

这是他们最初的爱
,

生活中的所有色彩和千变万化的美景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的心灵
。

他们最初是通过对生活的热爱而求得知识
,

并不是生来就能接受知识的清规戒律的

约束的
,

然后他们才会脱离生活去求得知识
,

再以后
,

他们才会带着成熟的智慧去重返自己

更为充实的生活
。

泰戈尔强调由体验到知识
,

由知识到已受到启发的体验
,

然后再 回到更加

具体化的知识
,

这就是儿童成长所凭借的自然韵律
。

教育者的职责不是生硬地打 破 这 一 韵

律
,

而是利用这一规律循循诱导
,

启发儿童求知的欲望
。

同时
,

·

儿童的智力和成人不同
,

成

年人深受自己经验教训的束缚
,

他们对周围世界 已失去敏感
,

只拣那些实用的事物接受
,

而

对 自己无关的事物视如未见
,

他们考虑的是功利和社会习俗的需要
。

而儿童却从兴趣出发
,

对周围的一切极为敏感
,

他们没有偏见
,

对遇到的每一件新鲜事物广泛摄取
,

并富有好奇心

和想象力
。

所 以对儿童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充分理解他们的天性
,

让孩子们从课堂回到大自

然
,

回到生活中去
,

使
�

人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
。

泰戈尔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
,

精心选择了校址和教师
,

并改变了旧有的教育制度
。

他说
!

“

我把我创办的学校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

那里远离城市
,

古树成荫
,

四野开阔
,

直望到远处

的地平线
,

儿童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
。 ”
勿 这片森林圣地是泰戈尔的父亲为那些通过

沉思和祈祷而追求宁静和隐居的人们捐赠的
。

泰戈尔将学校建于此地也是他对古代印度传统

教育体制的缅怀
,

他常常赞美那种师生共济的林间修道院式生活
,

他说
! “

在那里学生们的

成长不是处于教与学的气氛中
,

不是处于僧侣隐居的残缺不全的生活中
,

而是处在生活气息

之中
。

他们放牧牛羊
,

拣拾柴火
,

采集果丸 培育对万物的亲切感
。

他们的精神随导师精神

的成长而成长
。 ” ∀ 学生与老师共度一种志向远大的生活以受到教育

,

这一古代的完美教育

典范时刻占据着他的心
,

所 以他选择了森林圣地
。

新的教育体制一反常规
,

改变了那种孩子需要地球却教给他们地理
,

不教他们语言却去

教他们语法
,

他们渴望叙事诗却供给他们编年史的教育状况
。

使孩子们从僵死的课堂回到生

机勃勃的大 自然 中
。

泰戈尔愉快地说
,

从一开始他就使学校形成一种比课堂教学更为重要的

气氛
,

那就是 自然本色美的气氛
。

大自然从远古以来就 以她绚丽多姿的礼物
、

鲜花和水果
,

清晨的欢乐和星夜的宁静在那里等待人们
。

泰戈尔随着不同的季节谱写相应的歌曲
,

他赞美

春天的来临和跟随酷烈的夏 日而来的雨季的谐鸣
。

当大自然亲自送来她的信息时
,

人们理应

接受她的感情邀请
。

当人们周围的树林被雨水轻吻而心 中颤动时
,

女汀果仍然虔诚地全心贯注

于数学
,

那就是背离万有的心灵
。

诗人主张
,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

他要让孩子们完全认识到

他们是 生活在一个存在的系统里
,

在那里
,

树木是实体性的东西
,

它不仅是产生叶绿素并从

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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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摄取二氧化碳的树木
,

而且是活生生的树木
。

他让孩子们头顶青天
,

脚踏大地
,

在树荫

下倾听古老的叙事诗
。

当春天来临时
,

年青的教员把孩子们带入森林
,

在开满鲜花的树丛中
,

给

孩子们朗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布朗宁的作品
,

而从不怀疑孩子们的理解力
,

因为教员是用孟加

拉语解释这些作品的内容的
。

他们启发孩子们对文学的兴趣
,

最初不是通过教科书而是通过情

感丰富的朗诵 , 他们启发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
,

最初不是通过音乐课而是通过音乐对孩子耳

朵的熏陶
。

总之
,

泰戈尔说
 “

在我的学校
,

生命不仅是静思的
,

而且是在活动中觉醒的 , 在那

!∀
, ,

孩子们的心灵不会被强迫去信仰
#
在那儿

,

他们要去将人的世界实现为他们渴望成为其

居民的天国
#
在那儿

,

日出
、

日落和静寂的
、

灿烂的群星
,

每天都受到孩子们的重视
#
在那

儿
,

人们在花儿与果实的盛会中尽情地享受着欢乐 # 在那儿
,

年轻人与老年人
,

教师与学生

围坐同一张桌子
,

共进他们世俗之餐和永恒生命之餐
。 ” �

二
、

改革旧的教育方法使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泰戈尔认为任何教育如果脱离实践都不可能保持 自己的生命力
,

我们所学习的某种课程

如果不是 出于各种人实践的需要
,

这种课程对人类就毫无用处
。

并且认为学校同样是从社会

中汲取养分
,

开花结果
,

如果同社会脱节
,

那么它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枯萎衰竭
。

泰戈尔批评

旧的教学方法
,

指出
,

长期以来
,

我们的学校和生活一直处在内战的状况
,

双方一直竭力设

法激怒对方
,

以致在陈腐的学识和停滞的生活方式之间
,

孟加拉人的生活成为一出闹剧
。

他

说
,

教育和生活脱节
,

就好象一个乞丐
,

他总是在冬天才能有钱买到夏天的衣服
,

在夏天才

能买到冬天的衣服
,

这种学识和生活棍乱的弊端
,

只能在实践中加以纠正
。

泰戈尔说
! “

过

去我们学到的知识就是在家中的 日常生活中也是毫无用处的
,

当我们从办公室回来后
,

我们

就把这种知识象头巾和床单一样叠好放进衣箱里
。 ” + 并说

,

脱离生活实际的教 育 不 是 教

育
,

而是骗局
。

为了纠正教育与实际相脱离的弊病
,

当诗人在圣蒂尼克坦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时
,

他同

时在什利尼克坦创办了一个附属于教育基地的平行机构
,

一
·

农场和工艺中心
,

此后它成为大

规模村社发展的实验中心
。

泰戈尔将这个中心作为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 的 实 践 基

地
,

从而建立起学生与农民之间的联系
。

诗人认为印度是个农业国
,

农民是印度经济和印度

社会的坚固核心
,

知识分子必须和农民结合才能有所作为
,

因此农业教育是教育整体不可分

割的部分
。

他提醒大家
!
我们每天在这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吸取营养

,

而我们有教养的杰出的

人物都在思想的高空里翱翔
,

从这一重要基地中分离出来
,

就象远离大地的浮云一样
,

如果

这些浮云不化成服务和爱的甘霖
,

那么人与大地母亲的关系
,

将永远不会变得真 正 的 有 意

义
。

泰戈尔言行一致
,

他把 自己得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赠给学校
,

并储蓄在农业合作

银行里
,

让学校使用利息
,

农民获取低息贷款
。

他亲自在实验基地帮 助 农 民建 立 一 切 生

产和生活设施
。

更为可贵的是
,

他为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作出了典范
。

尽管他出身于贵族
,

依照上层社会的习惯总是把子女送到英国高等学府学习 然而泰戈尔却冲破贵族枷锁 毅然



把 自己的大儿子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去学农业
,

还把女婿和得意门生送进农大
。

当儿子学

成回国后
,

泰戈尔将他安排到庄园工作
,

他希望落后的印度农业能用美国的先进技术加以改

造
。

除此之外
,

他还建立了实验室及多种手工业作坊
,

组织学生从事各种劳作
。

所以∃
�

克

里 巴拉尼评价说
 “

通过某种形式的劳作和手工业进行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最早发端于圣蒂

尼克坦
。

在这之后
,

圣雄甘地才把这种见解包括在今天印度称之为
‘

基础教育
’

的 制 度 中

建 大学的 基 是与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分 开的 他相信 尽管世界 有

贪婪
、

自私
、

骄横和侵略
,

尽管某些国家打着
“
爱国主 义

”

的招牌却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
,

但是在人类灵 魂的深处仍然存在一种固有的动力
,

这种力量促使他们尽力为善
。

泰戈尔说
!

“

这种信念是我的教育使命中的唯一财产
,

成为我终生的任务
,

并且几乎是无援的单独的走

上我的奋斗道路
。 ”

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

恶只是善的不完全的表现
,

这是泰戈尔办学思



的
,

它是联系不同时代和国家的普遍合作的伟大运动
。 ” � 并说

! “

每一个 民族的职责是
,

保持 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
,

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
。

熄灭任何一盏民 族 的 灯
,

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应有的位置
。 ” + 所以

,

尽管印度在政治命运
.

/遭受挫折
,

但

泰戈尔认为她有责任坚持真理 的事业
。

这些正是促使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思想动力
, 他要

全力以赴地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

想把国际大学办成印度文化中心
,

研究东方学的学院及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阵地
。

他说
,

我希望它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为来 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集会的

场所
,

国际大学将建立在 一切民族精神一致的理想
�

/ 。

于是
,

泰戈尔先后从世界各国请来了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
,

他们 自由地交流思想
,

相互

学习
,

边教学边研究
,

共同过着简朴的世界大家庭的生活
。

这里曾来过为国际大学献出终身

心血的英国安德鲁斯传教士
,

法国学者莱维夫妇
,

德国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温特尼茨
,

查尔斯

大学博士莱斯尼
,

历史学家 和评论家卡朗利什
,

语言学家 0
·

伯诺瓦
,

以及苏联和美国学者

等
。 #∃ )1年中国学院成立后

,

泰戈尔聘请谭云山先生任院长
,

此后中国学者曾先后去国际大

学学习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

其中有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吴晓铃
、

石素真夫妇
,

金 克 木 教

授
,

周达甫教授
,

哲学
、

佛学专家巫白慧教授
、

法舫
、

巴宙和帕庐先生
,

美学专家常任侠教

授
,

以及大批著名的访问学者
,

如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等
。

在中国学院不但有来 自中国的学

者
,

也有许多亚洲其他 国家的学者到这里来学习和工作
,

他们来自斯里兰卡
、

缅甸
、

泰国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印度尼西亚
、

尼泊尔
、

越南和柬埔寨
。

还有少数学者来 自欧洲
、

美洲和

非洲
,

大家共聚一堂
,

学习汉文
、

藏文
、

梵文
,

其他印度语文以及英文
、

德文
、

法文
。

共同

研究佛学以及其他各种宗教
、

哲学
、

历史
、

文学和文化
,

并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梵文
、

巴利



和 自由
。 ” � “

我在渴望扩大人类心灵的气氛中成长
,

在家庭中寻求我们语言能力的 自由
,

文学想象力的 自由
,

宗教信仰的灵魂自由以及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心智的 自由
,

这种机会 已

经在教育的力量中给了我信念
,

它与生命同一
,

惟有它才能赋予我们真正的自由
。 ” “

在我

的言行中我竭力主张 自由是教育的唯一意 义和目的
。 ” +

那么
“

灵魂的全面发展与自由
”

又意味着什么呢 : 泰戈尔回答说
! “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

某个特定的物质目标
,

不是财富
,

不是舒适
,

也不是权力
,

而是对灵魂自由的完全的苏醒
,

即是在神中生活的自由
,

在那里
,

我们不与好斗的人为敌
,

不与聚敛金钱的人 竞 争
,

在 那

里
,

我们超越一切攻击和侮辱
。 ” 2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

!
一

、

灵魂的自由就是生活在神中的

自由
,

也就是自我灵魂与神合一的 自由
, 二

、

要实现灵魂的 自由
,

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培养

学生在世上获得成功的野心
,

而是培养他们对人类
、

对大自然
、

对神的深厚感情
,

对万物充

满了同情和爱心
。

为了达到这一宗旨
,

宗教教育在泰戈尔的学校具有特殊地位
。

他认为宗教不是学校日程表



罗门种姓
,

也有首陀罗出身的子弟
, 既有印度各族青年

,

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

不 同

民族
、

不 同肤色
、

不 同阶层
、

不 同信仰
,

大家同聚在
“

一个鸟巢里
” ,

在诗人
“

精神和谐
”

的感召下
,

演奏出纯真友谊 的乐曲
。

这正象诗人 自己所说
, “

真理的使者曾经携起手来跨过

世纪
,

越过海洋
,

越过历史壁垒
,

帮助建立人类情谊的伟大陆地
。

不 同形式和途径的教育
,

其最终 目的是为 了发展人类思想
,

就好象为了形成 自己永恒统一的中心 而 急 速 旋转多年的

星云成为光 明 的 星 球一样
。

单独一个人
,

无论能力多么有限
,

也无论处在世界哪一部分
,

都要求我们提高觉悟
,

以理解全人类
” � ,

从而建立起全人类的合作
。

这种爱心不仅给予人

类
,

也要给予万物
,

所 以泰戈尔说
,

无情地对 待鸟和树的 世界被认为是残酷的
,

在他们的学

校里决不允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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