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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宇

行中华诗教

中国是诗的国度，蕴美育德，
培文铸魂，莫过于诗。古典诗词数
千年来深刻参与了中华文化核心
价值的生成与民族品格的塑造，
被誉为中华文明的“芯片”，通过
这个芯片，可以积累、传导、开启
人们的生存智慧。

7月6日晚，天津地标天塔点
亮璀璨灯光，致敬一位诗词的女
儿、白发的先生。当天，恰逢中华
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讲席教
授叶嘉莹的农历百岁生日。南开
大学在迦陵学舍举办“诗话人生”
线上直播活动，文化界、教育界知
名人士齐聚一堂，畅谈“诗话人
生”。百岁高龄的叶嘉莹也通过直
播寄语广大中华古典诗词爱好
者。

今年是叶嘉莹归国执教45周
年。在近八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叶
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以及
她在中华诗教传承中的卓越贡
献，感染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的学
子。

叶嘉莹从自身的经历认识
到，童年、少年时的熏陶，对人一
生的品格修养、人生境界至关重
要。于是，她多次到幼儿园、小学
给儿童少年讲授古典诗词、示范
吟诵。她曾大力倡议“振兴传统
文化，提高国民品质，要从幼儿园
和中小学做起”，也曾提议为孩子
们开设古诗唱游课，并参与编写
一本儿童古诗选《与古诗交朋
友》。

叶嘉莹一生热爱教育事业。
即使到了八九十岁高龄，仍在讲
台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全情
投入地讲诗谈词。诲人不倦，这是
她生命历程中最动人的内容。

关于教学思想，她曾总结说：
“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
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
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
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
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
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
要做的，就是透过诗人的作品，
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再
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
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
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
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
息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
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
的乐趣。”

白先勇是叶嘉莹任教台湾大
学时的学生，他说叶嘉莹是引导
他进入中国古典诗词殿堂的人，
认为自己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广昆
曲，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就
是受了当年叶嘉莹诗教的影响。
他回顾自己听叶嘉莹讲课的情
景：“虽然我中学时就背了不少唐
诗宋词，但真正点醒我的人是叶
先生。她不光讲诗本身，还把背后
的社会变迁、诗人襟怀一一道来，
让我一下子对诗词的境界有了感
受……叶先生讲诗，身上带着中
国传统文化里博大精深的风度和
派头。她讲唐诗，我觉得她本人简
直是把那种盛唐的精神带到课堂
上来了。这种有形或无形的气场
和启发，对学生来说最为重要。”

叶嘉莹的高足、台湾淡江大
学教授施淑回顾说：“不管是在何
处，不管是哪一代学生，大家都这
么入迷地听叶老师的课，我想，这
是因为叶老师带来的是一个纯粹

古典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始终
没有被世俗污染，没有被政治涉
入。”

女诗人席慕蓉多次听过叶嘉
莹的古典诗词讲座，她将叶嘉莹
的教学比喻为“心灵的飨宴”。席
慕蓉总结说：“这是一种以生命相
融合、相感发的活动，而能带引我
们、激发我们去探索这种融合与
感发的叶老师，她所具备的能量
是何等的强大与饱满，而她自己
的生命的质地，又是何等的强韧
与深微啊！”

师者无他，榜样而已。毕生热
爱教育事业的叶嘉莹，为我们示
范了什么是有生命的课堂，以及
什么样的教师是好的教师。叶嘉
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什么
是生命教育。在与古典诗词交往
的过程中，她成就了诗意的人生。
通过中国古典诗词，叶嘉莹与古
今作者和读者进行心灵上的沟
通；通过中国古典诗词，叶嘉莹感
发她的学生和读者。叶嘉莹把得
自古圣先贤的感发之力传递了下
来，让一代代人因为有了诗而青
春不老、生机盎然。

叶嘉莹93岁的时候曾感慨
说：“我一生，70年从事教学，我觉
得这真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
作。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
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如果人
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
然要教古典诗词。”

发人所未发

作为学者，叶嘉莹对从先秦
到清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及理论，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读。在研究
方法方面，叶嘉莹一直坚持立足
于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主要采用
文本细读、连类比较等方法，把每
首诗词独具的艺术特征和文学价
值一一分辨出来。在此基础上，进
行观点概括和理论总结，从具体
上升到普遍，最终将诗心、词心和
艺术审美规律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
菲，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觉
得叶嘉莹对她影响很大。“一方面
要细读文本，一方面也要广泛阅
读传统典籍，另一方面还要拓宽
理论视野，这是叶嘉莹的治学方
式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

文本的解读，看起来很容易，
其实特别见功夫。把古典诗词里
面最精微之处讲出来，打动别人
的心，这是叶嘉莹的本领。田晓菲
还总结说：“我希望每一代学者都
能在叶老师的学术精神里找到自
己新的东西。在前辈所做的学术
基础上起步，同时又能够继承前
辈非常开放的精神，我觉得这是
叶先生馈赠给我们的一个无比珍
贵的礼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内
外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叶嘉莹的

多种学术著作，其中《迦陵谈诗》
《迦陵谈词》《迦陵论词丛稿》《唐
宋词十七讲》等一版再版，经久不
衰，这样的盛况在学术界实不多
见。

一些出版社还为她专门出版
了丛书，例如《迦陵文集》10种，是
在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
版；《叶嘉莹作品集》4辑18种共24
册，是在2000年由台湾桂冠图书
出版公司出版。在这之后，从2007
年到2008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
了《迦陵说诗》8种；从2007年开
始，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迦陵讲演集》和《迦陵著作集》，
前者7种，后者8种。著作之畅销，
说明叶嘉莹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广
泛的认可。

叶嘉莹拥有对于学者来说最
为宝贵的独立思考品格。她对杜
甫《赠李白》一诗及王国维、吴文
英、王沂孙的研究，都是发人所未
发，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从叶嘉
莹1956年发表论文《说静安词〈浣
溪沙〉一首》算起，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由于时间的无情淘洗，不计
其数的文艺理论专著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而她的著作却成为学术
界和出版界的常青树。

叶嘉莹曾在《论纳兰性德词：
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
阶段谈起》一文中，以一首小诗来
表达自己的撰作思想，诗云：“我
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
吟。”

我诗写我心

早在读大二时，叶嘉莹把一
些旧作录呈老师顾随批改，老师
的评语是：“作诗是诗，填词是词，
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
自护持，勉之，勉之。”叶嘉莹听从
老师的教诲，一生虔诚地护持自
己的诗心，创作出堪称当代诗词
典范的迦陵诗词。

2017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
了叶嘉莹回顾自己诗词创作之路
的《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
在这本书中，叶嘉莹将自己的诗
词比作“镜中人影”，因为许多诗
词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已经
有了历史的距离。此刻，她是作为
78年后的一个读者，来看自己15
岁时所写的诗篇。镜子中映现的
那个影子，好像是她，又好像不是
她。

《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
是叶嘉莹始终遵循的创作宗旨。
她说：“从我开始写诗词，我的伯
父、我的大学老师，从来没有明确
告诉我，是要学唐诗还是宋诗，是
要学苏黄还是李杜。‘言为心声’，
我就写自己的见闻、感受，俗语说

‘大言而无实’，如果都是说大话，
就没有一点真实的感情。他们教
导我说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话……
我写的诗都非常朴实。”

缪钺曾在写给叶嘉莹的一首
七律中，赞赏迦陵词曰：“词方漱
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陈
洪也曾高度赞美叶嘉莹的诗词创
作：“诗坛李杜千年后，一缕妙音
起迦陵。”

中国古典诗词是叶嘉莹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伙伴。她开心
时写，痛苦时也写；工作时写，闲
暇时也写；欢聚时写，离别时也
写。特别是每当痛苦或愁烦时，叶
嘉莹就会以写诗填词自解。

卢沟桥事变后的1941年，叶
嘉莹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打
击——— 母亲病逝。《哭母诗》八首，
就是在巨大悲痛中写就的。其七
曰：“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
夜漏长。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
展旧衣裳。”

1976年3月24日，叶嘉莹的长
女和女婿因车祸同时罹难，她写
了十首《哭女诗》，其八曰：“历劫
还家泪满衣，春光依旧事全非。门
前又见樱花发，可信吾儿竟不
归。”

2004年失去心爱的旧居，叶
嘉莹写了一首诗：“故宅难全毁已
平，余年老去更心惊。天偏怜我教
身健，江海犹能自在行。”

叶嘉莹是在用生命来创作诗
歌，用诗歌来表达生命。读叶嘉莹
的诗歌，能够感受到她生命中，那
股因为直面苦难而生发出来的顽
强力量；也能够感受到她在面对
白色恐怖时，表现出来的不屈不
挠和对光明快快到来的期盼。

“我平常喜欢古典诗词，这就
是说天生来性情相近，古典诗词
里有很多美好的意思，我觉得古
典诗词给我很多鼓励。我像一个
蚕———‘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
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
天孙织锦成。’我们一定会看到，
我们中国爱好诗词的人这么多，
我想中国也一向有这样一个传
统。祝大家学习诗词快乐，人生有
成。”这是百岁生日时，叶嘉莹直
播的寄语，也是她诗词人生的真
情流露。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刚刚过去的7月6日(农历六月初一)，叶嘉莹迎来了她的100岁生日。
“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

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这是“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物”栏目组给叶嘉莹的颁奖词。虽然历经忧患，却一生以诗词为伴，并用整个生命传承古
典诗词、传播传统文化。叶嘉莹曾说：“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学者，最后才是诗人。”

叶嘉莹的“诗话人生”

《沧海波澄：

我的诗词与人生》

叶嘉莹 著

中华书局

《与古诗交朋友》

田师善 编著

叶嘉莹 校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迦陵谈诗》

叶嘉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叶叶嘉嘉莹莹在在南南开开大大学学迦迦陵陵学学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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