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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将迈入百岁
为活动录制视频谈的都是诗

1924年农历六月，叶嘉莹出生于北

京察院胡同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号迦陵。

近百岁人生，诗教绵长。如今将迈进

百岁寿辰的叶先生已极少公开亮相，但她

为活动录制了开篇视频，分享自己童蒙时

期的学诗经历和从事诗教事业的感悟。

围着粉红披肩的叶先生声音依然

清脆，在镜头前，她说，“我这一生过的

生活，都是教师的生活。而我所讲的内

容，大概都是中国古人的诗词，所以我

是专门从事诗词教学的。可是事实上，

我受到诗词的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就

开始了。我是1924年出生的人，马上

就100岁了。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有着

古老（传统）的家庭。我从小就是在一

个诗教的家庭里边长大的。其实也没

有很多人跟我讲诗，可是我从小就喜欢

自己拿一本书翻看。我还记得翻看的

第一本书，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拿到

的一本讲诗的书，就是《唐诗三百首》。

那个时候，伯母发现我很喜欢诗词，就

跟我说，‘你拿一本《唐诗三百首》，我来

教你读吧’。当时她拿的那本《唐诗三

百首》是按照诗歌体例来编选的。所以

一开头就是五言古诗。可是小时候的

我，喜欢的不是古诗。古诗都是讲的一

些个道理。我当时喜欢的是唐朝的七

言绝句。七言比五言多两个字，多一些

声调上的曲折和变化……”

王蒙许倬云白先勇施一公……
与叶嘉莹共叙“诗教”情缘

“诗不远人话迦陵”活动自发起以

来，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社会各界诗词

爱好者的广泛响应，已累计收到数百条

投稿视频。这些参与视频拍摄的人中既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牙牙学语的孩

童；既有国内外知名学者，也有一线教师

和在校学生；既有叶嘉莹先生的朋友弟

子，也有与叶先生素未谋面的读者听众。

其中，作家、学者王蒙，历史学者许倬

云，作家白先勇，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等各界名家纷纷

发来视频，畅谈对叶嘉莹先生及她所倡导

的中华诗教事业的情怀，分享自身关于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及做法。

王蒙先生在视频中说：“尊敬的叶

嘉莹先生，她的坚强，她的勇敢，她的学

问，她的教养，她的为师、为学、为人，她

所克服的种种困难，她所获得的尊敬，

都是无与伦比的。她永远是我的师友，

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王蒙也送

上祝福：“感谢上苍，仁者必寿。”

白先勇在视频里特别向叶先生表

示感谢：“从我听了您的古典诗词课程

以后，把我带进了中国古文化的殿堂，

您的诗词美学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

生。我现在衷心地感谢，谢谢您。”中国

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曾经在2016年3月

的一次颁奖典礼上见过叶嘉莹先生，他

在视频中说：“尊敬的叶先生，您好，一

直特别遗憾，没有机会现场聆听您的讲

课，但即便是通过一些音视频，通过

2016年3月在清华园您接受影响世界

华人终身成就奖时短暂的接触，我已经

能够深刻感受到听您诵诗讲学该是一

种多么美好的享受。我虽然从事的是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却始终对中国传

统文化心怀敬畏。”施一公还表示：“叶

先生，您也是我的老师，您对中国古典

文学的深厚研究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

深深地激励着我和一大批同道在自然

科学领域永无止境地探索下去。”

“诗不远人话迦陵”视频从12月6

日起在“诗教中国”抖音号每日推出，引

发热烈反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2

月22日冬至，“南开大学”“诗教中国”

“抖音唐诗三百首”等官方抖音账号发

起了“冬至宜读诗”话题，并以“他们眼

中的叶嘉莹”为主题，对许倬云、王蒙、

白先勇、张伯礼、郑宇民、施一公六位名

家的系列活动视频进行了集中发布，迅

速成为抖音热点话题。

封面新闻加入活动
为叶先生送上生日祝福

今年10月15日，南开大学主楼小

礼堂星光璀璨、诗意盎然，“中华诗教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来自

海内外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话“中华诗教”的理论、历史与实践，

共襄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盛举，以此庆贺叶嘉莹先生华诞。叶嘉

莹先生身着菡萏色长袍，在全场的注目

下缓缓进入会场。即将步入期颐之年

的她，精神矍铄，优雅从容，讲起话来，

声音依然洪亮有力。

12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南开大学迦陵学舍，开启一场

寻诗之旅。考虑到天气严寒，叶先生年

事已高，正在静养，我们没有前去打扰。

在探访迦陵学舍期间，叶嘉莹先生

的助手张静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诗

不远人话迦陵”活动的来龙去脉和意

义。在张静教授的邀请下，记者采访小

分队当即决定在学舍现场录制一段视

频，为叶先生送上百岁生日祝福，“我们

封面新闻和广大读者也要加入‘诗不远

人话迦陵’活动，为您的百岁华诞送上祝

福，用诗歌滋养自己，滋养一颗诗心。”

奇妙的是，记者从北京赶至天津，

恰逢冬至之后第一天。冬至是北半球

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冬至后，白昼

时间日渐增长。极寒之后将迎来温暖

的春天。叶先生与她的恩师、古典诗词

大家顾随先生曾在课堂上借雪莱《西风

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的诗意写下“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

是春寒了”的字句，以此诗与同学互相

慰勉。后来，叶先生以老师的这句诗为

基础，创作了一首完整的诗词，成为师

生诗歌情谊的一桩佳话。

在视频结尾，记者隔空对叶嘉莹先

生说，“看到校园里的皑皑白雪，空气也

非常凛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来年春

天，这里便是姹紫嫣红温暖的春景。期

待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在这里遇见叶先

生。我们会像您一样，对祖国的文化传

承抱有坚定的信心。只有把小我融入大

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叶先生，我们

想念您，爱您哦。”几个小时后，这段视频

就在“诗教中国”抖音号上发表，引来众

多点赞和点评，有人说：“好真诚的记者

朋友们啊！”“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

叶先生深夜回话：
“感谢你们送我的熊猫，非常可爱”

24日下午，记者又参加了“红炉飞

雪”读书会。该读书会由传统文化爱好

者发起。本期读书会的主题是“叶嘉莹

先生诗词鉴赏会”。来自金融、教育等

多个行业的诗词爱好者分享了各自阅

读叶嘉莹先生作品的感受，说到深情

处，有的甚至热泪盈眶。读书会结束

后，张静教授前往探望叶先生，记者也

请她代为送上来自四川的祝福，并转交

一只代表四川的熊猫玩偶。

当天深夜11点刚过，张静教授给

记者发来一段微信语音，令人欣喜的

是，语音竟然是叶先生的声音：“谢谢你

（们），今天我们学校的张静老师到我这

里来，带来你（们）送给我的一个熊猫，非

常可爱。感谢你（们），走这么远的路赶

来，（感谢）你（们）还想念着我，还带来这

么多礼物，感谢，感谢。”叶先生的声音，

在寒冷的冬夜听来非常亲切。

目前，“诗不远人话迦陵”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欢迎广大读者参加，如果

你有想对叶先生说的话，有和叶先生其

人其书相遇的故事，以及有对诗词、人

生的感悟，都可以录成短视频，积极参

与到活动之中。录制的视频可以发送

到“诗教中国”抖音号上对外公开的电

子邮箱地址sjzggflx@126.com。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荀超周彬 摄影报道

叶嘉莹先生将迎百岁寿辰
封面新闻记者赴迦陵学舍寻诗

2024年新年将至，享誉海内外的诗词教育大家、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

莹先生也将迎来期颐大寿。为庆祝叶先生的寿辰，近日，南
开大学文学院与浙江人文经济研究院在抖音平台联合发起

“诗不远人话迦陵”活动，邀请关注热爱古典诗词的各界友
人，分享读诗、学诗、用诗的心得感受，用短视频的形式，与
叶先生隔空线上交流，也与自己展开一场诗的对话。

12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天津参加了
“诗不远人话迦陵”活动，为叶嘉莹先生送上祝福，并委托叶
嘉莹先生的助手、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
所长张静教授向叶先生转达我们的祝福。令人惊喜的是，
如唱和一般，12月24日晚，叶先生通过张静教授给记者发
来语音，叶先生的声音，让人倍感亲切。

“红炉飞雪”读书会上，传统文化爱好者集体为叶先生读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委托
叶嘉莹先生的助手张静教授（右）向
叶先生转达我们的祝福。

“他们眼中的叶嘉莹”海报。（图据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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