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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１　　　　

序

为了给 《传世励志经典》写几句话，我翻阅了手边几种常见

的古今中外圣贤大师关于人生的书，大致统计了一下，励志类的

比例，确为首屈一指。其实古往今来，所有的成功者，他们的人

生和他们所激赏的人生，不外是：“有志者，事竟成。”

励志是动宾结构的词，励是磨砺，志是志向，放在一起就是

磨砺志向。所以说，励志不是简单的立志，是要像把刀放在石头

上磨才能锋利一样，这个磨砺，也不是轻而易举地摩擦一下，而

是要下力气的，对刀来说，不仅要把自身的锈磨掉，还要把多余

的部分毫不留情地磨掉，这简直是一场磨难。所有绚丽的人生都

是用艰难磨砺成的，砥砺生命放光华。可见，励志至少有三层

意思：

一是立志。国人都崇拜的一本书叫 《易经》，那里面有一句

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

它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一切圣贤伟人

无不遵循此道。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立什么样的志的问题，孔子

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往今来，凡志士仁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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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天下家国之志。李白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白居易有

诗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二是励志。有了志向不一定就能成事，《礼记》里说：“玉不

琢，不成器。”因为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志向须在现

实的困境中反复历练，不断考验才能变得坚韧弘毅，才能一步一

个脚印地逐步实现。所以拿破仑说：真正之才智乃刚毅之志向。

孟子则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描述得如此艰难困苦。我们看看历代

圣贤，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始人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到孔

夫子、司马迁、孙中山，直至各行各业的精英，哪一个不是历经

磨难终成大业，哪一个不是砥砺生命放射出人生的光芒。

三是守志。无论立志还是励志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的，它贯穿了人的一生，无论生命之火是绚丽还是暗淡，都将到

它熄灭的最后一刻。所以真正的有志者，一方面存矢志不渝之

德，另一方面有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之气。像孟子说的那

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明代有位首辅大

臣叫刘吉，他说过：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这话是很有

道理的。

话说回来，励志并非粘贴在生命上的标签，而是融汇于人生

中一点一滴的气蕴，最后成长为人的格调和气质，成就人生的梦

想。不管你做哪一行，有志不论年少，无志空活百年。

这套 《传世励志经典》共收辑了１００部图书，包括传记、文

集、选辑。为读者满足心灵的渴望，有的像心灵鸡汤，营养而鲜

美；有的就是萝卜白菜或粗茶淡饭，却是生命之必需。无论直接

或间接，先贤们的追求和感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惊喜。

徐　潜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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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和我很亲密的几个同仁在四五年前向我建议写一写我的自

传，我刚开始动笔，第一页还没写完，在孟买发生了暴动，我的

写作工作便停了下来。紧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使我进了耶

罗弗达监狱。与我同狱的还有捷朗达斯先生，他当时让我别考虑

其他事，继续写我的自传。我告诉他，我已经给自己制订了一个

学习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前，我不准备干其他的事。实际上，

如果在那里服满刑期，我的自传可以写完的，因为我在获释后，

还有一年时间可以去完成它。这个时候，史华密·阿南德有提及

写自传的事，而且 《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已经完成，于是

我准备为 《新生活》写我的自传。史华密建议我专门一本书出

版，但我没有时间。每周我总是要给 《新生活》写点东西，这样

的话我每周写一章，这样写下去，内容是我的自传岂不很好？史

华密觉得这样也行，于是我就很忐忑地写了下去。

在我沉默的那些时日，有个朋友对我的做法很怀疑。他说：

“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和做法，你这样做太冒失了。我不知道

哪个东方人写过自传，除非他深受西方的影响。您要写什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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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来您否定了现在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或者改变了现在的打

算，那时候，那些依照您说的或者写的而做事的人岂不会犯错误

码？不写自传这样的东西，至少现在不写，您难道不觉得更

好吗？”

朋友的观点多少影响了我。但是，我的真正意图不在自传。

我只是想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很多经历，原因是我的生平只有这

种体验，没有别的，用自传的形式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合适而且

是真的。我不在意形式，我在乎的是讲的故事都是我的体验。我

相信，把所有这些体验的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必定是有益的，这

种信念让我感到很欣慰。在政治方面，我的体验现在不仅在印

度，而且那些 “文明的”世界，也都知道一些。这些体验为我所

挣得的 “圣雄”荣光，其意义没有多大。 “圣雄”的称号让我时

常痛苦不已，它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得意之处。但是我愿意

讲讲我的精神体验，也只有我自己明白这些体验，而且在政治方

面我做工作时所拥有的力量都来自这些体验。假如这些体验真正

属于精神方面，那就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了。它们让我更加谦虚。

对过去的每次回顾，都让我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三十多年来我

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自我实现，面对神灵，达到 “莫克萨”

（脱离生与死的自由，近似 “解脱”的含义）。我为此而生，也为

此而行，为求得实现而孜孜不倦。我的所说所写和我在政治方面

的所有冒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的；我一直认为，对一个人可能

的事，对所有的人也可能，因此我的体验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公

开进行的；我也不认为这一事实会降低它们的精神价值。有些事

只有一个人和他的造物主才知道，这自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当然我要说的体验不在此列，但它们是精神上的，甚至可以

说是道德上的，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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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包括那些属于宗教的、老少皆能明白的事。在此

我将这些体验平心静气而又谦虚地讲出来，相信其他的很多体验

者会发现他们行动的食粮。我不敢说这些体验已经很完美。但我

敢于宣称的只是像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虽然将实验做得非

常细致，而且颇有远见，但却从不敢说他的结论就是最后的，而

是以一种虚心的态度对待它们。我曾经做过深刻反省，一再检讨

自己，并分析每一种心理状态。但我依然不敢宣称我的结论没有

错误，是最后结论。我干宣称的也只有我所说的这一点。于我而

言，它们绝对正确，暂时好像是最后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

就无法采取行动，我采取行动的每一步骤都是根据它们来判断是

接受或者拒绝，从而决定行动。从理性和良知上讲，只要我的行

动使我感到满足，我就会坚决依据我原来的结论去行动。

假如我仅仅是对一些学院式的原理加以讨论，那我就不应当

写自传。而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原理怎么运用到各种实践上加以

说明。我给要写的篇章拟定了一个标题：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这

些故事当然包括非暴力、独身生活，以及一些被认为与真理不同

的行为的原则。但是对我来讲，真理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包括许

多其他的原则。这个真理不只是指言论真实，也指思想真实，不

只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真理，而是绝对真理，永恒的原理，即神

灵。关于神灵，因为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所以有无数的定义。

这些表现让我感到惊奇和敬畏，曾经一度使我惶恐。然而我仅仅

是把神灵当作真理来崇拜。我依然在寻找追求他。为了这个目标

和愿望，即使牺牲我最珍贵的东西，哪怕是生命，我也在所不

惜。但是只要这个绝对真理我还不能实现，我就必须坚持我所理

解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当然也应该是我的护身符和光辉，

虽然这条道路如何艰险，径直如刀刃般狭窄锐利，对我而言，它

传 世 励 志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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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最为便捷而且容易。我已严于此道，所以就连我所犯的错误像

喜马拉雅山一样，我认为那也很渺小。这条道路使我免于悲愁，

我在按照我心中灯光指引下前行。前行中我常常隐约看见绝对真

理，沐浴神灵的一点光辉，而且只有他是真实的，其他都是不真

实的信念，在心里每天都在成长。让那些愿意的人了解在我心里

这种信念是怎样滋长的；如果可能，就让他们分享我的体验和信

念。更高的信念在我心中一直成长，我有理由说：凡是对我可能

的事情，即使对一个小孩也是可能的事。追求真理的工具看似简

单但却很困难，这对一个高傲自大的人，它们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一个纯洁无瑕的儿童，却完全有可能。追求真理的人当是

谦逊如尘。尘土可以被世人踩在脚下，然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

虚到为尘土所践踏。只有到了这样，他才能瞥真理的光辉。

我在此所写的任何东西如果让读者有骄傲的感觉，那他就应

当肯定我的追求一定有错误，而我看见的也只是海市蜃楼而已。

那就让那些像我这样的人毁灭，让真理盛行吧。

我恳切希望不要把以下几章所讲的当作权威。可以把这里所

讲的一些体验作为一种图解，各人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再参

照它进行试验。我相信仅就这个范围来说，这是有一定帮助的图

解；因为我不想掩饰什么，也不准备少讲那些应当说的不堪之

事。我犯的错误，我准备完全呈现给读者。我的目的不是要说我

多好，而是要讲一讲在非暴力抵抗的科学中我的一些体验。我会

将自己的判断尽力做到真切而严谨，因为我希望别人也这样。拿

这个标准衡量我自己，我必须与首陀罗同声高呼：

如我一样如此邪恶而令人厌恶，

这样的坏人哪里有一个？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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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抛弃了我的神灵，

我没有信仰。

离他还是那么遥远，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我很清楚，我的

生命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受他左右。我明白我的那些不良的感情使

得我离他那么遥远，但是这种感情我还不能完全摆脱。

然而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了。真正的故事只能从下一章开始。

莫·卡·甘地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于沙巴玛第学院

传 世 励 志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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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７章　参加孟买的集会　　 １４２

　　第２８章　在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活动　　 １４５

　　第２９章　离开加尔各答　　 １４７

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三）

　　第１章　第一次带妻儿远航　　 １５０

　　第２章　惨遭隔离　　 １５２

　　第３章　再一次接受考验　　 １５５

　　第４章　风暴以后的平静　　 １５８

　　第５章　我的教育方法　　 １６１

　　第６章　养育后代　　 １６４

　　第７章　关于禁欲 （上）　　 １６６

　　第８章　关于禁欲 （下）　　 １６８

　　第９章　简单朴素的生活　　 １７１

　　第１０章　波耳战争　　 １７３

　　第１１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１７５

　　第１２章　认识那份爱　　 １７７

　　第１３章　大会前的代表和义工　　 １８０

　　第１４章　做文书和听差　　 １８２

　　第１５章　大会上的提案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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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４　　　　

１８６ 　　第１６章　寇松勋爵的觐见礼　　

１８８ 　　第１７章　与戈克利相处的时光１　　

１９０ 　　第１８章　与戈克利相处的时光２　　

１９２ 　　第１９章　与戈克利相处的时光３　　

１９４ 　　第２０章　在贝纳勒斯　　

１９８ 　　第２１章　去孟买定居　　

２００ 　　第２２章　信仰受到了考验　　

２０３ 　　第２３章　再临南非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四）

２０６ 　　第１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２０８ 　　第２章　从亚洲去的专制者　　

２１０ 　　第３章　忍受侮辱　　

２１２ 　　第４章　牺牲精神让人振奋　　

２１３ 　　第５章　反省的结果　　

２１６ 　　第６章　这种牺牲也是一种美德　　

２１８ 　　第７章　体验水疗和土疗　　

２２０ 　　第８章　饮食的试验　　

２２２ 　　第９章　与当权者抗争　　

２２５ 　　第１０章　这样的回忆和忏悔是神圣的　　

２２７ 　　第１１章　与欧洲人的密切交往 （上）　　

２３０ 　　第１２章　与欧洲人的密切交往 （下）　　

２３２ 　　第１３章　创办 《印度舆论》周刊　　

２３５ 　　第１４章　“苦力区”还是 “隔度”？　　

２３７ 　　第１５章　遭遇黑热病 （上）　　

２３９ 　　第１６章　遭遇黑热病 （下）　　

２４１ 　　第１７章　印度居民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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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５　　　　

　　第１８章　充满魔力的书　　 ２４３

　　第１９章　搬至凤凰村　　 ２４５

　　第２０章　在凤凰村的第一夜　　 ２４７

　　第２１章　让人信赖的波拉克　　 ２４９

　　第２２章　神灵护佑的人　　 ２５１

　　第２３章　家务点滴　　 ２５４

　　第２４章　不实的朱鲁人 “叛乱”　　 ２５６

　　第２５章　心灵的追求　　 ２５８

　　第２６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诞生　　 ２６１

　　第２７章　体验更多的饮食方法　　 ２６２

　　第２８章　很有勇气的嘉斯杜白　　 ２６４

　　第２９章　家庭内部的非暴力抵抗　　 ２６７

　　第３０章　自　制　　 ２６９

　　第３１章　绝食的目的是自制　　 ２７１

　　第３２章　农场的教育问题　　 ２７３

　　第３３章　农场里的文化训练　　 ２７５

　　第３４章　农场里的精神训练　　 ２７７

　　第３５章　好坏之分　　 ２７９

　　第３６章　以绝食进行忏悔　　 ２８０

　　第３７章　前往伦敦　　 ２８２

　　第３８章　在大战期间我所做的努力　　 ２８４

　　第３９章　精神关隘　　 ２８６

　　第４０章　轻微的非暴力抵抗　　 ２８８

　　第４１章　仁爱的戈克利　　 ２９１

　　第４２章　治疗肋膜炎　　 ２９３

　　第４３章　阔别十载重回祖国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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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６　　　　

２９６ 　　第４４章　回忆做律师时的时光　　

２９８ 　　第４５章　是欺诈吗？　　

３００ 　　第４６章　当事人变成同事　　

３０１ 　　第４７章　如何解救当事人　　
第五部　我为真理祈祷

３０４ 　　第１章　初次体验　　

３０６ 　　第２章　会见戈克利　　

３０８ 　　第３章　这是威胁吗？　　

３１１ 　　第４章　前往圣提尼克坦　　

３１３ 　　第５章　经历三等乘客的疾苦　　

３１５ 　　第６章　在追求中更加明白　　

３１６ 　　第７章　参加坎巴庙会　　

３２０ 　　第８章　拉克斯曼·朱拉桥　　

３２４ 　　第９章　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３２５ 　　第１０章　讨　论　　

３２８ 　　第１１章　废除契约移民制度　　

３３２ 　　第１２章　靛青的污渍　　

３３４ 　　第１３章　优雅的比哈尔人　　

３３７ 　　第１４章　面对着 “非暴力”　　

３４０ 　　第１５章　撤销控告　　

３４３ 　　第１６章　调整工作方法　　

３４５ 　　第１７章　同伴们　　

３４７ 　　第１８章　到农村去　　

３４９ 　　第１９章　好省长　　

３５１ 　　第２０章　接触劳工　　

３５３ 　　第２１章　学院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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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７　　　　

　　第２２章　绝　食　　 ３５５

　　第２３章　凯达的非暴力的抵抗　　 ３５８

　　第２４章　洋葱贼　　 ３６０

　　第２５章　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　　 ３６２

　　第２６章　热爱团结　　 ３６４

　　第２７章　招兵运动　　 ３６７

　　第２８章　濒于死亡　　 ３７３

　　第２９章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３７７

　　第３０章　惊人的壮观　　 ３８０

　　第３１章　难忘的一周！（上）　　 ３８２

　　第３２章　难忘的一周！（下）　　 ３８７

　　第３３章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３９０

　　第３４章　《新生活》和 《青年印度》　　 ３９２

　　第３５章　在旁遮普　　 ３９５

　　第３６章　反对在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提出护牛问题　　 ３９７

　　第３７章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４０１

　　第３８章　国大党的入党礼　　 ４０４

　　第３９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４０６

　　第４０章　终于找到了！　　 ４０８

　　第４１章　一场有启发性的对话　　 ４１０

　　第４２章　土布运动的兴起　　 ４１２

　　第４３章　在拿格埔　　 ４１５

　　告　别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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