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嘉莹在南开大
学迦陵学舍内。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70年代，叶
嘉莹在美国哈佛大
学燕京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结
缘

1月24日，成都迎来了一场罕见
的漫天飞雪，这是蓉城这个冬天的初
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学术研究
部的工作人员在雪中参加了“诗不远
人话迦陵”活动。在视频中，除了向
今年将迎来百岁生日的叶嘉莹先生
送上祝福外，还向先生展示了草堂飞
雪以及怒放的红梅。该视频经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转发到叶先生
助手、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教授那
里，叶嘉莹先生看到“草堂飞雪”视频
后，当日深夜发来微信语音：“我真没
见过草堂下雪。我去草堂开会的时
候都是春夏之交，所以我还没有看过

（草堂）的雪，谢谢，多谢。”
叶先生与成都有一段深深的诗

缘。这份诗缘是40多年前在杜甫草
堂结下的。1981年4月，在海外执教
中国传统诗词的叶嘉莹，在接到杜甫
学会首届年会的邀请函后欣然应允。
她回忆，“那时正值加拿大温哥华的春
天，而我却一心向往草堂的春天。”当
时叶嘉莹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任教。由于不是假期，很钦仰杜甫
的她匆匆请假飞到成都。当时她在飞
机上还口占一首绝句，其中两句是“作
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

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曾回
忆这场盛会。“那是暮春天气，景色宜
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
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有幸受邀参
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老学
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
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
开扬、金启华，以及从海外归来的叶
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
叶嘉莹教授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
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
潸然泪下。”他说。

在这次会议期间，叶嘉莹与缪钺
先生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对中国古
典诗词有相同的挚爱，对诗词中的精
美品质有共同的体认，对古典诗词的
传承有同样的关怀。两人交流学术，
以文会友，结下深厚友谊。

叶嘉莹也曾回忆在草堂开会的
这段美好经历，“开完会后，大家一同
漫步草堂，杜甫诗中所叙写过的景物
情事，会同时涌现在每个与会人士的
脑海中。以至于随便任何一个人吟
诵起杜甫的诗句，都可以引发其他同
游者的共鸣。仿佛当年写诗的杜甫，
也就正行走在大家的身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
杰吴德玉荀超 周彬

对
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吴德玉荀超 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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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
的“诗教润乡土”示范单位交流会在
浙江杭州举办，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受邀参加。

作为叶嘉莹的助理，南开大学文
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
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现在的工作
很大一部分是完成叶先生托付的事
情。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张静谈到最多的是叶先生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人心不死，
中国的古典诗词就不会灭亡。”她也
一直在为之践行着。

记者：叶先生那一代人特别纯
真，您跟她近距离接触，觉得她身上
那种清澈、那种纯真，是什么感受？

张静：对，我觉得先生是特别真
诚的一个人。诗词里所讲的不失赤子
之心，只有有赤子之心的人才可能写
出好诗，才能作出好词，所以一个人真
诚是最重要的，对事业和理想的那份
执着和坚守也同样重要。叶先生用她
一生的践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如果
你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住自己的理
想，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不在于外界的

冷暖，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份春
暖花开。所以我有的时候想想，先生
不仅是我学问、学术上的良师，也是我
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记者：叶嘉莹先生桃李满天下，
您作为她的学生，在诗教方面，最深
的感受是什么？

张静：为什么说诗有让人心不死
的力量？当一个人“修辞立其诚 ”，
说最真诚的话才能最打动别人。诗
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打开心
扉，真切表述自己的感受。也许言语
中我们用词可能是幼稚的，但当我们
在解读诗词时，也是与千载以上的古
圣先贤的智慧胸襟、理想襟抱相碰撞
的那一刻。当年他们创作时候的真情
实感，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同样的
感动，我想这就是诗让人心不死的力
量，诗心传续的动力所在。因为有叶
先生的引领，因为我们也在不断地希
望自己能像叶先生那样强调心发感
动，去解读古典诗词，所以在这个过
程中，我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德玉张杰荀超

曾有人问叶嘉莹，传统文化对她一生
有何影响？她首先提到《论语》。这是她幼
年开蒙之书，之后一生对其营养涵咏不尽，
受益良多。比如《论语》中说，“躬自厚而薄
责于人”，意思是厚责自己，薄责别人。

一生坎坷、与诗词为伴的叶嘉莹，将自
己的感悟总结为“弱德之美”，即在逆境之
中仍然坚守的定力。她强调，“弱德之美”
不是叫你软弱，而是说你在无论多么艰难
困苦的环境中，都要持守自己的原则，尽到
自己的责任，不与别人争抢。“我一生不是
很顺利，所以我觉得我有‘弱德’，但我并不
是一个弱者。”她说。

叶嘉莹提倡的“弱德”，也可以从她解
读陶渊明的诗所说的一段话中得到阐释，

“世界上，有的人是勇于进的，可是有些人
是勇于退的。勇于退的人不是说他没有进
过，只是他进的时候碰到一些挫折，认识到
周围的环境无法改变，于是就失去了不顾
一切向前冲的’进’的精神和勇气。陶渊明
正是由进不得才转成‘退’的。更值得注意
的是陶渊明有一种关爱。虽然隐居在乡
下，但对于国家、人民、世界和整个人世，他
都有一种关爱。所以你看他的诗里面写了
他对和他不相干的人，如田夫野老、儿童稚
子的感情，那真是天性使然，并不是说因为
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才爱他的……陶渊明的
诗里包含了一份仁者的爱心和对宇宙万物
的关怀。”

中华诗词道路
有待继起者不断拓展

诗词教育大家叶嘉莹：
2015年10月17日，迦陵学舍落成典

礼在南开大学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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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所长叶嘉莹也由此正式定居南开
园。该学舍以叶嘉莹先生的号定名，是一
座四合院式的中式书院，集教学、科研、藏
书、居住于一体，并开辟文史资料藏室，专
门陈列叶嘉莹先生带回的大量宝贵文史
资料，供研究者使用。

“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
延不已、感发之生命的长流。”叶嘉莹希
望，一定要有青少年不断加入，“来一同沐
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
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道路
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
宝藏的诗词道路，正有待于继起者不断开
发和拓展。至于我，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
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
而已。”她说。

投注生命带来的，是生命的鸣
和。作为一个师者，叶嘉莹称得上
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在江
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的黄晓丹是
叶嘉莹的博士生。在文章《春日忆
迦陵师》中，黄晓丹写道：“叶先生
影响了我的人生，使我选择了古典
文学专业。但在网络还不发达的
2001年，我甚至不能确定叶先生
是否与我同在一个时代，更不论身
处何方。后来在南开大学，我认识
了很多被叶先生的讲座打动而立
志学词的同学。我想，我们都是在
先生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可能——
通过全然投身于古典文学，服从它
的训诫，接受它的磨砺，从而躲避
时光的衰朽，抵御尘世的侵袭。当
我们在台下仰望，先生身上体现出
的从容、有力、清明和优雅，足以使
我们相信，跟随先生，就不会在人
生的风雨飘摇中失去方向。”

2023年8月，第五届“迦陵杯·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
赛在浙江金华举行。叶嘉莹向大
赛发来视频祝贺。她说：“诗可以
使人心不死。我虽已是将近百岁
的老人，仍愿用很诚恳的心，对本
次活动的举办表示赞赏，希望年轻
人能培养出对人类宇宙万物的关

心，彼此之间感动交流，互相亲爱、
关心的一种感情。”

有人问过叶先生，如何看待人
类开发机器智能去写诗？“先生认
为，如果掌握一个技术手段去作诗，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要作诗。重要的是，人要培养自
己有一颗活泼的诗心，以及对诗的
鉴别能力。”叶先生嫡系弟子、南开
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
所长、文学院教授张静说。

叶嘉莹晚年向南开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款3568万元，曾引发一些人
的关注。张静记得老师的回答，“叶
先生的回答大意就是说，人世间有
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母
子关系、父子关系，这些都是上天定
的，无法改变。但还有一些关系往
往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寻才缔
结的，比如师生之间薪火承传的关
系。在叶先生看来，因着共同的理
想和追寻才走到一起的师生关系，
是超越骨肉亲情的。正如迦陵学舍
的迦陵讲堂内，叶先生的一句联语
——‘师弟因缘逾骨肉，书生志意托
讴吟’。叶先生还说，作为一介书
生，我们如何报效自己的祖国？她
认为，一介书生在谈诗论词中，也可
以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

叶嘉莹对诗词的评说和赏析，
既不同于一般学者从知识学问方面
所作的纯学术研究，也不同于一般
文士将古人作品演化为一篇美丽的
散文所作的纯美铺叙。她的古典文
学修养深厚，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也很熟悉，能看到西方文论和中国
古典文学相互连通的地方，并和谐
地结合在一起分析。做研究仅仅投
入感性和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敏
锐的头脑和理性的分析。这正是叶
先生不同寻常的地方。她既有对诗
歌的热情，还有细读文本的敏锐和
详尽分析的严谨。她会从西方文论
与中国诗学去谈李商隐的诗的诠释
与接受。叶先生提到她在美国哈佛
大学远东学系讲课，在墙上看到一副
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
自同”。她很认同，世界的文化、文
明、新旧能够相生相长，相互切磋，
相互观摩。虽然不同地方的历史不
同、生活习惯不同，但生而为人，基
本的感情有很多还是相同的。”

以叶嘉莹的聪颖勤奋，她完全
可以成为一个专注在书斋里写专
著、论文、著作的学者。但她却花费
很大精力，去促进诗词与现代社会
日常、普通人的链接。在《我的诗词
道路》的前言中，她曾写过这样一段

话来剖析自己的心路：“在创作的道
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
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
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
条道路上，都未能做出全心的投
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我纵然
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
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大部分
的生命。”

曾有朋友给叶嘉莹开玩笑，说
她“好为人师”，并且“不知老之已
至”。“其实他们殊不知，我正是由于
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于想把自
己所得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体会传
给年轻人。”对此，在《迦陵杂文集》
中，叶嘉莹坦露心声给予回应。

叶嘉莹曾在《诗馨篇》的序中写
道：“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
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
流。”她希望，一定要有青少年不断
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
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
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道路总
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
珍贵宝藏的诗词道路，正有待于继
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
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
劳 动 过 的 一 个 渺 小 的 工 作者而
已。”她说。

弱德不是弱者
乃有仁者之爱

知老之已至
急于想把体会传给年轻人

在谈诗论词中
书生也可实现报国之志

只要人心不死
古典诗词就不会灭亡

张静教授（右
二）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

吴德玉 摄

叶先生助手

张静：

叶嘉莹与成都的诗缘
40多年前结缘于杜甫草堂

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道路，正
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
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叶嘉莹

诗可以使人心不死。我虽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仍愿用很诚恳的心，对本次
活动的举办表示赞赏，希望年轻人能培养出对人类宇宙万物的关心，彼此之
间感动交流，互相亲爱、关心的一种感情。”

——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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