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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叶嘉莹叶嘉莹：：读诗词让心灵更有力量
日前，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40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

大学召开。
曾有人这样介绍叶嘉莹：“她是白发的先生，她是诗词的女儿，她是中国

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也是很多人通往诗词国度的路标和灯塔”“她的
文雅、博学与诲人不倦的长者之风，让她成就了令人敬仰的、崇高的师德”。
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众多光环和头衔中，她总说：“教师是我最看重的身份。”

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什么是
诗？”叶嘉莹反问：“你的心会走路
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嘉
莹笑了笑，问男孩：“你的故乡在哪
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男孩回
答：“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
奶。”叶嘉莹点头说：“对了，想念就
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
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诗’
就是心在走路。”

上叶嘉莹的诗歌课，没有教材、
直抒胸臆，学生们却常听到不肯下
课。“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
成痴”，一时传为佳话。

她的课，为何如此神奇？因为，
其中藏着人生起伏、藏着精深学养。

叶嘉莹生于 1924 年，在诗书之
家的熏陶下，她幼时便已熟练掌握平
仄声韵。1937 年“七七事变”爆
发，打碎了她平静的生活。当时叶嘉
莹的父亲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上海
沦陷后，他音讯全无，母亲忧劳长
逝，那一年叶嘉莹 17 岁。1948 年
冬，叶嘉莹随丈夫抵达台湾。1949
年，丈夫因白色恐怖被逮捕，叶嘉莹
的生活再次跌入谷底。

国破家碎，亲人四散。一连串打
击，在最难挨的时光里，是诗词支撑
叶嘉莹继续面对生活。“植本出蓬
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
渡苍生。”动荡不安的祖国大地上，
叶嘉莹写下一首《咏莲》，她说：“我
平生经过离乱，个人的悲苦微不足
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
人格、品性，是污秽中的一点光
明。”没有哪些悲剧是古代的诗人词
人没有经历过的，诗词能抚慰受伤的
灵魂。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
失物无数，但在海外寄居多年的教学
资料、录音录像、笔记等，一本、一
件都未曾丢弃。在叶嘉莹眼中，那些
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明月的万顷光
华，照亮她所有绝望与灰暗的时刻，
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

“诗”就是心在走路

1974 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
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坐在飞机上的叶
嘉莹俯瞰北京城，不由得流了眼泪。“我
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会
不会是西长安街呢？是我当年每天都走
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回国
后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
字，其中有一段写道：卅年离家几万
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
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1976 年，叶嘉莹的长女与女婿在一
场车祸中同时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嘉
莹终日哭泣，她突然领悟到，“把一切建
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
的追求和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
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
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
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1978 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欧美等发达
国家派遣留学生，揭开了新时期教育对
外开放的序幕。叶嘉莹借此机会，向中
国政府申请回国讲学，1979 年她收到了
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
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
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
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
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
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
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
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
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回国时，叶嘉莹特意在香港的国货
商店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蓝色女干
部服。同年3月，55岁的叶嘉莹受邀来到
南开大学，主讲汉魏南北朝诗。授课
时，在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台阶

上、窗户上坐满了学生。叶嘉莹为能用
母语教课而深感幸福，“不管是在台湾，
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
哪里就是哪里。”

1991 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
“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
典文化研究所”。1993年，她担任该研究
所所长，捐献出自己的一半退休金，约
合人民币 90 万元，设立“驼庵奖学金”
和“永言学术基金”。今年叶嘉莹再向南
开大学捐赠 1711 万元，目前她已累计捐
赠3568万元，用于古典文化的研究传承。

40 年来，叶嘉莹不仅在南开大学教
课，还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巡回讲
学，举行古典诗词专题讲演数百场。在
演讲中，叶嘉莹不断用诗词来表达报国
之情：“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
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定居南开后，叶嘉莹有一种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
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
文。她的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
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她增加自己在祖国各地讲座讲学的
频率。她说，“我要做的就是打开一扇门，
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我平生志
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现在，叶嘉莹依旧坚持站立讲课。
每每讲起诗词，这位素衣华发的老人便
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她在 《给孩子的
古诗词》一书里这样说：“有人问我，以
后还会有人喜欢古诗吗欢古诗吗？？我说我说，，只要古只要古
诗存在诗存在，，一定有人喜爱它一定有人喜爱它。。诗歌里有生诗歌里有生
命命，，你不会知道千年后还有人读了你的你不会知道千年后还有人读了你的
诗歌诗歌，，会感动会感动。。诗词有生命，读诗词能
让人有心灵的力量。” 晚综

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的滋养中振作起
来，20世纪60年代，她赴北美讲学，从
此，打开了一扇将中国诗词之美介绍给
世界的窗。

“我每天要查生字，然后第二
天去上课，用最笨的英文连比带画
地讲给学生。即便是这样，听课的
学生从十六七个一下子增加到六七
十个。我过了两年一天到晚查生字
的生活，英文进步了很多。”虽然
语言受限，但叶嘉莹依然能将中国

古典诗词讲得生动有趣、细致入微，她
学习的潜能也在实际教学中被激发出
来。因为常在图书馆到半夜，哈佛大学
图书管理员交给她一把钥匙方便查阅资
料。

过了语言关，叶嘉莹有了更多可以
支配的时间。“我不但听西方人讲英文诗
的课，还听文学理论的课。”叶嘉莹在海
外的那段时间正是西方文学理论风起云
涌的时代。“我把所学到的文学理论都用

来分析我们中国的诗词，我可以把诗词
的好处都讲出来。”在西方从事教学工
作，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
研究，是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
重要贡献，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
教书仅半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就史无前例地授予叶嘉莹终身教授的
称号。1990 年，叶嘉莹被授予加拿大皇
家学会院士的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
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有学者评价说：叶嘉莹衔接了传统
与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
与现代出现割裂，许多青年学生已经读
不懂历史上众多伟人的经典诗篇。叶嘉
莹为诗歌教学带来审美体验，数十年笔
耕不辍，通过再度诠释，为古诗词接续
新的生命。

精深学养，给学生们美的享受和对
知识的热爱；人生态度，让学生们学到
豁达坚韧、百折不挠。从叶嘉莹的课堂
中，走出了白先勇、席慕容等作家。

将中国诗词之美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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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叶嘉莹

《迦陵著作集》

《迦陵著作集》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再版发行，该书是叶嘉莹从事诗
词教育70年来的成果荟萃，涵盖了
其对历史上诗词名家重要作品的独
到解读，以及用现代理论对传统诗
词的科学总结，展现出叶嘉莹深厚
的传统文化功底与西方理论学养。

《灵谿词说正续编》

《灵谿词说正续编》首次完整辑
录著名文史学家缪钺先生与叶嘉莹
先生十年合作撰写的论词绝句86首
及词论58篇。这部深受广大古典诗
词爱好者赞赏的词学经典，将论词
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写
作体式贯通融合，纵论晚唐迄晚清如
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
姜夔、元好问、纳兰性德、王国维等名
家词人及其词论，颇具词史意义。

《人间词话七讲》

本书是叶先生对王国维及 《人
间词话》 的演绎。对经典的敏锐洞
察，对东西方批评理论的融会贯
通，植根于深厚底蕴的独到见解使
得本书文字典雅、情致生动，古今
中外旁征博引、通达自如，为中国
古典诗词的研究与赏析开拓了全新
的视野。本书获得“2014中国好书”。

《唐宋词十七讲》

《唐宋词十七讲》是叶嘉莹教授
应辅仁大学校友会之邀所做的唐宋
词系列讲座的合集，详尽介绍了从晚
唐五代温庭筠到南宋王祈孙等16位
词人的生平和作品，结合他们的历史
背景、生平经历、性格学养、写作艺术
等，追寻唐宋词的演变与发展轨迹。

叶嘉莹的书，《汉魏六朝诗讲
录》《南宋名家词选讲》等也是诗词
爱好者不错的选择。 晚综

读读叶嘉莹的这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