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不是炫技
而是生命的内在需求

封面新闻：“诗不远人话迦
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看
到大家透过视频谈诗词，谈读
您的作品的感受，您有什么话
给大家说吗？

叶嘉莹：看到大家讲述与
诗词的故事，这么喜爱诗词，而
且还惦记着我，我内心很感动，
特别感谢大家。

封面新闻：跟很多古典诗
词学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您
不光讲解诗词，还创作诗词，尤
其是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诗词教
育教学上，而不是成为埋头在屋
里做研究的书斋型学者。是怎
样的初衷让您作出这样的选择？

叶嘉莹：可能是因为，当我
在讲解诗词的时候，我自己有
更真切的代入感。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诗词
教育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提
升文化自信方面所能发挥的独
特作用是怎样的？

叶嘉莹：在我看来，诗词不
是知识，不是学问，而是一种感

发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的
精神不死。

封面新闻：您所在的南开
大学文学院做的诗词传播的活
动，跟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合作，
效果非常好。您如何看待现在
的新媒体技术，对诗词在大众
群体中的传播、传承方面起的
作用？

叶嘉莹：我不太懂新媒体
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但我认为，
多一些有效方式、渠道去传播、
推广诗词，是一件好事情。

封面新闻：随着传统文化
越来越受到各层面的重视，当下
很多年轻人也开始主动学习欣
赏、阅读甚至创作古典诗词。但
学习古典诗词是有方法的。您
有怎样的感受和学习建议？

叶嘉莹：年轻人喜欢诗词
肯定是个好事情。但是有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要撇除一种心
态——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储
备或者才华而生出炫耀的态
度。不要把诗词视为一种炫于
人前的技能。我们学习诗词不
是为了展示自己比别人多优
秀，而应该是生命的内在需求。

进入诗词之境
获取战胜焦虑之力

封面新闻：当下社会节奏
快，不少年轻人都觉得压力大，
容易有迷茫和焦虑的情绪。请
您给年轻人说几句话，给他们
带去一些鼓励和建议。

叶嘉莹：我个人有一个体
会和一点见解就是，如果能够多
读好书，多读些古典诗词，进入
到诗词里的感情境界之中，让内
心少一些功利的挣扎，多一些自
由和平静，应该会获得不少超越
现实种种问题的有效力量。

封面新闻：今年农历六月
初一，您将步入百岁人生。回
顾过往，如果问您最大的感受
或者收获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叶嘉莹：最大的感受或者
收获就是，能够与诗词交朋友，
这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
常常感觉杜甫、李白就像我的
朋友一样。我从小就是发自内
心喜爱诗词，没有用功利的心
来对待诗词。在我遭遇人生艰
难的时刻，通过诗词我获得的
力量，极大地帮助了我。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王浩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特别报道

叶嘉莹先生注重诗词传
承，除了自己欣赏诗词、从诗
词中获得力量之外，还致力于
推广古典诗词教育。2017年
她在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
金”并完成前期捐助3568万
元，志在全球弘扬中华诗教。
她曾说，“我是一生一世都以
教书为工作、为事业的人，所
以我的心目之中，只是要把古
人诗词里面那些美好的感情，
传给年轻人。”

为庆祝叶先生的寿辰，同
时也是践行其诗教精神，叶先
生所在的南开大学文学院与浙
江人文经济研究院202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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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自发起以
来，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社会
各界诗词爱好者的广泛响应。
参与视频拍摄的既有白发苍苍
的老者，也有牙牙学语的孩童；
既有像王蒙、施一公这样的知
名人士，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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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春天，在海外执教中国传统
诗词的叶嘉莹，接到杜甫学会
首届年会邀请，来到草堂参会，
留下一段佳话。2024年1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
进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录制
草堂飞雪视频，参加“诗不远人
话迦陵”活动，表达对叶先生百
岁华诞的祝福。远在天津的叶
先生，通过视频很高兴地给记

者发来语音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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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叶先生，声音清
澈活泼，令人欣喜。

据张静教授透露，就在刚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她多次去
医院看望先生，“先生身体状态
不错。”

目前，“诗不远人话迦陵”
活动还在进行中。如果您有想
对叶先生说的话，有和叶先生
其人其书相遇的故事，以及您
有对诗词、人生的感悟，都可以
录成短视频参与。录制的视频
可以发送到“诗教中国”官方抖
音号上所留的电邮地址。

2024年1月29日，农历腊
月十九日，苏东坡987岁生日
之际，封面新闻正式推出“大道
——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首期
重磅人物就是叶嘉莹。2023
年岁末，记者前往北京、天津，
跟随叶先生走过的足迹，一路
来到南开大学迦陵学舍，进行
了一场深度探访的诗之旅。由
于当时天气严寒，考虑到叶先
生高龄且在医院住院，我们没
有打扰她本人。

2024年2月，春天来了，在
其助手、嫡系弟子张静教授的
帮助下，身体状况良好的叶先
生回复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的采访问题。

从明眸皓齿的少女到白发
苍苍的百岁老者，叶嘉莹的生
命是被诗词之美沉浸、滋养
的。如今传统诗词在不少年轻
人群体中深受欢迎，她有何感
想，又有怎样的建议？对于百
岁人生，她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她都一一给予了回答。“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之叶嘉莹先生。海报设计 姚海涛

张静与恩师叶嘉莹。张静供图

对话

专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

走过百岁人生，最大收获是与诗词为友

2024年7月6日（农历六月
初一），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
将迎来百岁期颐大寿。

为向这位毕生传递诗词
之美的“风雅先生”致敬，从
2024年2月22日开始至2月27
日，连续6天，每日中午12时，
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连
续播出节目《诗词大先生》。6
期节目中，由叶先生嫡系弟
子、南开大学教授张静用精炼
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
向大众全面、深入讲述叶嘉莹
的诗词人生。

从深厚的国学根底、古今
之间的融通、深刻的生命体
验，到对古典诗词的“兴发感
动”，诗教绵绵传嗣响，在张静
的讲述下，叶嘉莹的诗词世
界，带人们沉浸在丰饶美好的
文化世界里。

这个节目也得到很多观众
的好评。有人在网上留言说，

“叶嘉莹先生的故事太感人了，
百家讲坛《诗词大先生1·未应
磨染是初心》我连看两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张静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央视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