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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萌萌

11月24日，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逝世。叶嘉莹毕生致力于传承中华诗词，精妙地阐释其中的

文化精神与人生智慧，把诗词的种子播撒到五洲四海。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创作、研究和教育上成就斐然，《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

论诗丛稿》等著作见解独到、底蕴深厚。她倡导的“以诗为教”特色鲜明，发挥了中华诗词的独特感召力，唤起了人们对高

尚品格、不屈意志和真善美的追求，激发了无数人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本期《读周刊》05版，让我们从书中了解“诗词的

女儿”叶嘉莹，感受她一生“只为一件事而来”的执着与热爱。

叶嘉莹曾说，“我平生志
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
下一代人。”她一生都在传承、
传播中华古典诗词。自 20 世纪
40 年代在北京开始从教至今，
已近 80 年，诗词早已成为她的
信仰。1979 年，首次回到阔别
已久的祖国讲学之时，她挥笔
写下了“书生报国成何计，难
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就是
要将诗词之美讲给更多人听。

上世纪 80 年代，中华书局
出版了叶嘉莹的 《迦陵论诗丛
稿》，后又陆续出版《叶嘉莹说
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阮籍咏
怀诗》《迦陵讲赋》 等 10 余部
著作。今年，中华书局将叶嘉
莹历年在该社出版的 10 余部作
品 重 加 校 订 ， 汇 为 “ 迦 陵 书

系”（百岁典藏版）。该书系包
含《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
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
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叶嘉莹
说杜甫诗》《叶嘉莹说初盛唐
诗》《叶嘉莹说中晚唐诗》《叶
嘉莹说诗讲稿》《迦陵诗词稿》

《迦陵讲赋》《唐诗应该这样
读》 等。这套丛书不是对旧作
的简单重印，而是全面修订和
升级，补入了叶嘉莹近年的创
作，更新了“迦陵年表”，不仅
涵盖她的学术论著、教学讲义
和个人诗词作品，还有专门为
青少年所写的普及读物，可以
说是叶嘉莹一生学术造诣、教
学生涯、人生体悟的全面展现。

该书系中，多种图书为演讲
记录稿，是叶嘉莹在讲坛上的即

兴发挥，读者还可以通过扫码听
到当年课堂的录音。

在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的讲
坛上，叶嘉莹不仅研究深入，
讲得精彩，还创作了许多令人
动容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她
对中华传统文化那份发自内心
的 热 情 ， 感 染 着 无 数 人 。 在
《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
版社） 中，叶嘉莹以全新的视
角，对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重新进行了解析，可以说，实现
了两代诗词研究大家隔空对话。
她用讲稿方式呈现出来的解读，
既有对经典的敏锐洞察，也有对
东西方批评理论的融会贯通，更
包含着她数十年的研究和感悟，
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与赏析开
拓了全新视野。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古诗词
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意味着什
么？从叶嘉莹身上能找到答案。
她诗心早慧，一世多艰。正是诗
歌照亮了她生命中的灰暗时刻，
又如一叶轻舟，渡她涉过生命的
长河。

对叶嘉莹而言，诗词并不只
是爱好、慰藉，更是理想、信
仰。她用一生研究古典诗词，希
望能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
人接引到里面来”。这位才情横
溢的诗人，也是通向古典诗词海
洋的摆渡人。

“我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
个是把自己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
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一
个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传给后
世。”《古诗词课》（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正是接续了叶嘉
莹的第一个心愿。全书共三十六
课：上编二十课，是关于诗的介
绍，始于《诗》《骚》，终于晚唐
之李商隐；下编十六课，是关于

词的介绍，始于花间词人温庭
筠，终于南宋末之王沂孙。每堂
课后，均附有叶嘉莹亲自注释、
简析的“诗词选注”，精解中国
最重要的诗人和诗歌。通过这三
十六课，读者可以掌握中国古典
诗词的发展、演进脉络，获得一
窥古典诗歌殿堂的钥匙，在诗词
的兴发中体悟生命。

在 《叶嘉莹说诗词之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书中，
有她讲评辛弃疾、王国维、温庭
筠、欧阳修等诗词大家的作品和
人生得失，让读者与伟大的灵魂
相遇，产生精神共鸣，真切地感
受诗词是怎样激发人的斗志，又
是怎样抚平人的创伤和生活中那
些不如意的。

在叶嘉莹的愿景中，不仅成
年人要读诗，孩子也应该尽早地
读诗。阅读诗词，借用诗人的眼
睛重新感受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大
千世界。她在《给孩子的古诗
词》（中信出版集团）中说：“小

孩子记忆力强，即使他不能理解
内容，只要先背下来，等将来理
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
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
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
源。”除了讲授之外，叶嘉莹也
强调对诗词的吟诵。“写诗的时
候，字从音出，字从韵出，文字
是跟着声音出来的，所以要吟诵
得很熟。”

叶嘉莹不仅亲自吟诵、讲解
218首古典诗词，还精心为孩子
们挑选适合的作品。“当时我初
选了近300首古典诗词，供叶先
生拣选。没想到第一轮讨论时，
叶先生就把李商隐的《天涯》给
删了。叶先生跟我说，《天涯》
是首好诗，但不能让孩子们刚开
始 读 诗 就 读 这 么 悲 哀 伤 感 的
诗。”这个细节，给陪伴了叶嘉
莹 20 多年的学生和助手，南开
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副所长、文学院教授张静留下了
深刻印象。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叶 嘉 莹 ， 是 “ 诗 词 的 女
儿”、风雅的先生，她用一生书
写了一部关于热爱、关于坚持、
关于传承的壮丽诗篇。《为有荷
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由南开大
学文学院原院长沈立岩教授主
编，叶嘉莹亲自审定，还有多方
收集的百余张珍贵照片，集文
学、史料、学术价值于一体。书
中首次勾勒了叶嘉莹在南开园诗
教传薪、延续古典文脉的感人事
迹，完整梳理了叶嘉莹南开情缘
的脉络渊源，生动展现了师生间
跨世纪、逾骨肉的情谊，并收录
了叶嘉莹手书诗词作品，每篇章
第一页是叶嘉莹为此书重新题写
的旧作诗词。值得一提的是，叶
嘉莹对一些文章中所引用诗词的
错误给予了纠正，对有的诗句平
仄不当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对
有的文章还做了批注。

诗词，是一种力量，给予叶
嘉莹在浮世坎坷中强韧的生命

力。“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
人，他们的理想、志意、持守、
道德时常感动着我。”如果从陶
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
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
养，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和希
望。“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
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
的，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
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
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
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
地传下去。”在叶嘉莹的自传
《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
（中华书局） 中，有她面对苦难
的忍而不发、怨而不怒，有她以
诗词为寄托，渡过了人生苦海中
一次又一次的劫波。这本书是她
的演讲实录，听她讲述诗词人
生，让我们从个体生命与诗词的
对话中，获得穿越时空的智慧与
慰藉。

在近 80 年的诗词教育生涯
中，叶嘉莹分享对古典诗词的体

悟，感动、影响了几代人，让越
来越多的人跟随她的脚步，成为
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传承者。

“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心灯，我也
希望能不负师恩，把这一点火焰
继续传递下去。”张静在《诗词
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从弟
子的角度，为读者讲述了叶嘉莹
的为师之道、诗教之路、诗教理
念，书中还有最新的“迦陵年
表”，以及数十张叶嘉莹不同时
期的照片。“这本小书也是我对
自己追随叶先生 20 多年的成长
历程的一次回望。叶先生用她的
百岁人生，展示了一个人若是长
期浸润在中华古典诗词里，生命
会增添怎样的色彩，灵魂会迸发
怎样的光彩。作为叶先生的学
生、中华诗教传承队伍的一员，
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叶先生的精
神风骨。有叶先生这样的人生导
师，我只觉得‘精进无有息时，
树人唯恐或倦’。”张静说。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本期关注：纪念叶嘉莹先生

一 个 朋 友 来 做 一 个 访
谈，我忽然间觉悟：诗是

“有诸中，形于外”，“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因此，诗常常
是不知不觉的，是你自己的
本质、潜意识的一种流露。
我小时候，老家的四合院能
看到的景物就是：窗前的秋
竹、大的荷花缸、菊花，
然后看到花开的时候有很
多蝴蝶、萤火虫在翩跹起
舞。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理
想，也从来没有想过我
要做一个诗人。一个小
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诗。
诗歌不止要背，还要吟
诵。吟诵久了，你不
用学平仄、押韵，自
然 就 学 会 合 辙 押 韵
了。作诗不是很难，
就像唱歌一样吟唱，
吟唱的时候，那个声
调跑到你的头脑、心
灵里，你随着声调
就写出来了，诗的
感情是伴随着声调
出来的。卢沟桥事
变以后，我遭遇的
第一个打击是我母
亲的去世。在国
仇家难中，我的
诗歌脱离了少女
的情怀，而有了
比 较 深 的 层 次 。
抗战时期，北平

沦陷后，老师教我们的诗
词，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
的思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写了一首小词，其中有一句

“小红楼外万重山”，表面上
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那个

“万重山”代表的是什么？就
是杜甫说的“国破山河在”。
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黄河
尚有澄清日”，黄河就是千年
一清，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
日子，“不信相逢尔许难”，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
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这
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抗
战进入第七年，我写过一首
诗：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
落日总堪伤。高丘望断悲无
女，沧海波澄好种桑。人去
三春花似锦，堂空十载燕巢
梁。经秋不动思归念，直把
他乡作故乡。我在诗中说：
屈原要为这个世界找一个理
想的归宿，一个理想的救赎
之策，他找到了吗？虽然他
没找到，但何妨从现在做
起，等到沧海变成桑田，要
等到哪一年呢？现在就试一
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
我就是要在沧海之中种出桑
田来……

《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
人生》（中华书局）序言节选。

镜中人影
□叶嘉莹

龙榆生先生曾
经给他的学生题写
过一首 《浣溪沙》
的 小 词 ， 下 半 阕
说：“文字因缘逾
骨肉，匡扶志业托
讴吟，只应不负岁
寒心。”我曾把他
这 几 句 改 写 了 一
下，变成“师弟因
缘逾骨肉，书生志
意托讴吟，只应不
负岁寒心”。老师与
学生之间的这种情
谊，有时甚至比骨肉
更亲近。因为骨肉是
天生来的，是血缘的
关系，而不在于个人
精神、思想上有没有
一种自我的选择，而
师生的情谊，则是他
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
种传承。所以，很多人
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是更
为可贵的，这是“师弟
因缘逾骨肉”。“书生志
意托讴吟”——我们讲授
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
志意都是寄托在诗歌里边
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
想和志意，我们还透过古
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
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
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
学生。

2015年10月，南开大学
迦陵学舍落成。我的学生就
集了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
字，把“师弟因缘逾骨肉，
书生志意托讴吟”两句刻在
黄花梨木上，挂在了迦陵学
舍的迦陵讲堂内。我觉得，
师生之间，确实是讲缘分
的。张静先是跟我从事博士
后研究，出站后就留在我身
边工作，我们之间“携手日

同行”的日子算来已有20多
年了。这期间，我见证了她
各方面的不断成长，而她作
为我晚年重要的学术助手，
更是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从
课题研究到图书出版，从活
动组织到对外联络，很多事
情我都是在她的大力协助下
完成的。特别是我晚年归国
定居、在南开设立“迦陵基
金”、筹建迦陵学舍、拍摄文
学纪录电影 《掬水月在手》
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与执行，
可以说，都与张静密不可
分。她为人正直，做事讲原
则，我对她十分倚重。

借此机会，我还想向张
静的先生白峰表达一下感
谢。这么多年，张静能跟着
我各地奔波，整日忙碌，如
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是很难
实现的。

陶渊明曾说“吁嗟身后
名，于我若浮烟”。作为一位
百岁老人，我知道自己少不
了会被人评说。而这本张静
写我的书，除了学生对老师
的溢美情辞我愧不敢当，内
容都是可信的。其实我了解
张静，书中字里行间流露
的，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感
情，更是对中华诗教当代传
承的一份深情。

最后，我想用自己的一
首小诗，作为这篇序文的
结束：

天外从知别有天，
人生虽短愿无边。
枝头秋老蝉遗蜕，
水上歌传火内莲。

百岁老人叶嘉莹
2024年4月于天津

《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
诗教人生》（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书生志意托讴吟
□叶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