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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

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

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

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

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

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

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

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

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

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

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

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

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

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

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

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忱欢迎”；以陈

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

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

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

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

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

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

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

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

印度。

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泰戈尔

泰戈尔中国行 南京遇尴尬

西周时期，
殷人或东渡美洲

在距今4000多年前，我国进入有

文字记载的文明史阶段，我国历史上的

第一个朝代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

元前17世纪初）建立。当时，居住在今

东北的西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的殷族

人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殷族

是擅长航海的民族，属“九夷”中的“东

夷”族人。据《竹书纪年》记载：禹的八

世孙后荒（帝芒）曾“命九夷，狩于海，获

大鱼”。很可能就是夏王命臣属于自己

的东夷族人驾舟船为其捕猎鱼类。据

现在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鲸的甲骨

这一点来看，殷人受命入海捕大鱼的记

载应该是事实。

夏代中后期，殷人开始越渤海南

下，至山东半岛，再进入河北、陕西中原

一带，最后取代夏朝而建立商朝。商朝

以夷族入主中原，仍然保留有航海探险

的传统。商代曾与“海外”有过相当频

繁的往来。所谓“海外”，专家们认为是

今渤海以东的海上诸岛屿，也有的认为

可能是朝鲜半岛。据此可以推测，在商

代，我国北方海域已经存在着众多海上

航路，至少渤海之内，已经可以畅通了。

善于航海的殷商族人，同样在今黄

海的中南部海域有过航海活动。出土

的甲骨卜辞中记载有商纣王征讨胶东

半岛的人方国时，曾两渡淮水至齐国，

然后沿海南下，四处征战。商都殷墟出

土大量的鲸骨、海贝、海龟壳、象牙、蚌

壳等产于我国南海、东海或南洋一带的

海洋物产，更说明殷人与海外各地保持

着贸易往来，航海活动一直在延续，航

路与航线也逐渐从北向南扩展。

至公元前11世纪，商为周所灭，许

多不服周朝统治的殷人便举族逃亡。

商贵族箕子逃亡朝鲜半岛便为典型的

例子。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殷商

灭亡之际，有一支正在山东征讨的殷军

在商亡之后神秘地失踪了。根据殷人

有航海的传统推测，人们认为这支殷军

极有可能从海上出逃，其落脚点在渤

海、黄海以东的岛屿上。到近两个世

纪，国内外都有学者猜测殷人东渡到美

洲大陆，并陆陆续续提出了许多证据。

延至上世纪80年代初，更有学者认为殷

人东渡的目的地就是美洲大陆，而且在

美洲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唐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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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191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深爱中国文化，

曾来到中国作访问，还在南京的高校里作过公开演讲，那天老人和大学生们进行了

“零距离交流”，但是也遇到了尴尬。 李继锋

1924年4月12日，一艘轮船缓缓驶

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有泰戈尔率领的

“国际大学访问团”。这是中国学界期待

已久的访问，发出邀请的是梁启超、蔡元

培这两位中国学界泰斗，他们以北京“讲

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提供路

费。

泰戈尔是东方古国印度的诗人，却

早已获得欧美的承认和尊崇，1913年他

的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这

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

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中国学界充满了

期待、艳羡和好奇。

原本在1923年10月就传言泰戈尔

要来中国，可惜他和儿子得了骨痛热病，

没能成行。此次泰戈尔一行的到来，最

喜出望外的是徐志摩。讲学社请他做印

度诗人的翻译，并照料这位六旬老人。

不过，徐志摩不会说梵文，泰戈尔也不会

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作交流。

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他一直认为诗

一旦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就失去了

它特有的魅力。

南京起初只是泰戈尔准备路过的城

市，但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想放弃这

难得的机会。南高师是现在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在当时则是南

方唯一一所可以与北方的北京大学比肩

的国立大学。

泰戈尔一直以行期匆迫为由婉谢，但最

终却不过南京东道主的盛情，答应在东

大的礼堂作一次公开演说。

泰戈尔来了

在泰戈尔来南京之前，徐志摩专门

托人带信给学校，告知接待泰戈尔的注

意事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泰戈尔很

不喜欢应酬性的集会或宴会，要“能避免

的尽量避免”。

20日凌晨2时，64岁的泰戈尔乘江

裕轮溯江而上，中方随行者有徐志摩、王统

照。上午八九点钟，老诗翁一行乘汽车抵

达东南大学。在参观校园及明孝陵等景点

之后，他们前往鸟语花香的梅庵就餐。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

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不过，泰戈

尔用完餐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个孤亭

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

阶，走到树荫花丛旁，同大学生们说话。

一位叫董凤鸣的学生目睹了这一切并记

录下来。

当时泰戈尔用英文先和大家打招呼，

接着表示：“我很不愿意有人把我当作一

位有名的人物看待，抬我到讲台上去作公

众的演讲。我素来喜欢在露天的花间树

下，像现在情景一样，同你们这般可爱的

少年混在一起，随便提出什么谈话的资

料，随便问，随便答，这样更有趣味。”

与大学生零距离交流

当天下午3点，身着印度民族服装

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大体育馆。校长郭秉

文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

誉，还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

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

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眼光和善而深邃，在讲坛上

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

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当然他还是用英文。演讲结束之

后，徐志摩登台作了翻译。泰戈尔他认

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可补救西方偏重物

质的不足，达成世界和平。

印度诗人的话语，借助中国杰出诗

人的表述，让观众们沉醉了。由于现场

人太多，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正当泰

戈尔讲得痛快淋漓时，忽然场内发出扑

通一声巨响。原来体育馆楼上横板因超

载过多开裂，几乎坍塌。好在，没有人员

受伤，演讲很快就继续进行。

在体育馆作公开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