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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追思会挚友弟子细数先生故事

“以一灯燃百千灯”精神激励后来者

不向人间怨不平
相期浴火凤凰生

几十年来，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和叶嘉莹有
着密切的交集，他回忆起 1979 年叶
嘉莹初来南开的情景，“当时我还在
读研二，那时候为了听叶先生的课，
同学们拥进南开的阶梯教室，需要在
门外维持秩序，叶先生的授课在南开
掀起一阵清风。”

为什么大家爱听叶嘉莹讲诗
歌？南开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文学院
中文系主任沈立岩教授表示，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叶嘉莹强大的感
悟力：“听先生讲诗我总有一个幻觉，
不觉得她在讲诗，而是诗在讲自己。
我们看来可能平平无奇的诗句，经她
讲来丝丝入扣，这是种梦往神游的同
情力。”

对于叶嘉莹讲课的特点，陈洪解
读了叶先生口中的“跑野马”：“什么
叫跑野马？不是说循规蹈矩地拿着
讲稿去念，而是把诗词的美好结合自
己的体验融合在一起，由此及彼，最
后还能‘回来’，这是非常难了！”叶嘉
莹在大半个世纪中都坚持“站着讲
课”，陈洪还提及一个小细节：“她讲
一小时也罢，两小时也罢，绝对不会
歇会儿喝点儿水，就是站着一直讲，
这是她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
作为一个教师和学者，能达到这样的
高度是非常少见的。”

叶嘉莹的一生与诗词为伴，她的
人生经历也融入了诗词。听闻叶先
生辞世的消息，沈立岩教授表示自己
在昨日上午的一次发言中潸然泪
下。想起与叶先生接触的种种，让沈
教授感受最深的就是她的人生态度，

“人生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叶先生
前半生曾遭遇磨难，但是她始终保持
了一个真正的人应有的品格。正如
叶先生的诗中写道：不向人间怨不
平，相期浴火凤凰生。她从不和人提
及自己烈火焚身般的苦难，不在火焰
中化为灰烬，而是在火焰中升华，获
得新生，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结缘卅载在南开
为有荷花唤我来

“我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中华
传统的古典文化。我很高兴生在这
个时代，看到我们国家的振兴，非常
感谢，谢谢大家！”追思会上，叶嘉莹
助手、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
所副所长张静教授用手机播放了叶
嘉莹先生生前的这段话，忍不住泪
流满面。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
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
里心。”叶嘉莹1979年回国在南开大
学执教，千万国人因她的诗词讲授而
受益匪浅。在张静看来，贯通中西文
脉的深厚学养；心怀爱国之情，践行
报国之志，一生择一事，一事守一生，

不遗余力推动中华古典诗词在海内
外的传播；从人性中的共通之处来解
读古典诗词，在古典诗词与现代文明
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张静回忆起叶嘉莹曾对她说，
“我走了这么多学校，如果说有一个
人长远的学术视野，善于发掘人才、
呵护人才，又注重梯队的建设，就是
陈洪先生，”而在陈洪看来，南开大学
与叶嘉莹几十年来互相成就，“叶先
生在南开的日子，就是她人生绽放的
时期。”。

“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
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
无乖。”对于为南开所写下的诗句，叶
嘉莹曾解读：“永无乖”，就我而言包
含了三重意愿，其一自然是表示我将
长久以此为家而不再远离；其次则也
暗喻着我将以湖中荷花的君子之德
自相惕励，永无乖违；其三则我还有
更深一层的意喻，那就是我在前引诗
文中之所说的“莲实有心应不死”“千
春犹待发华滋”的对于继起青年学子
们的祝愿。

莲实有心应不死
千春犹待发华滋

对于叶嘉莹先生的成就，陈洪
教授表示：“她提出了前人没有的观
点，比如说弱德之美，它涉及到了文
学研究的尊体问题；还有就是‘兴发
感动’，叶先生的兴发感动有自己的
生命体验，将这些细微的体验融入
到诗词当中。她把中国的诗词，好
的传统文化带出去，然后把海外的

可以借鉴的理论方法带进来，这是
非常了不起的。”

沈立岩说：“叶先生作为一位诗
人、学者，或者是一位教师，她的精神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是，我们现
在往往越来越不需要所谓独一性，但
我们需要文学，需要诗词的独一无
二，将这种独一无二的感悟表达出来
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从这点说，叶先
生传达的中国诗词的文化是不死的，
文学艺术是不死的。”

斯人已去，诗词永存。如何继承
叶嘉莹先生的思想，将古典文学优秀
文化传承下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卢桢表示：“一方面是在今后的
教学和科研当中，延续并发展叶先生
所建立的，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叶
氏解诗学研究范式；二是进一步整理
叶先生的个人创作，以及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文献，包括将
她大量的磁带录音资料进行数字化
整理、研究，这不仅是属于南开大学
的文学财富，也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研究提供珍贵的一手资料。”

卢桢教授表示，更重要的是继
承叶嘉莹的精神，将她的中华诗教
的理念推行下去：“如今，中华诗教
精神也浸润于文学院参与的南开大
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建设之
中，学院正在全面推进的‘诗教润乡
土’行动，就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让诗词文化触达基
层。以此展现南开声音，传承叶嘉
莹先生的诗教精神。”

文/摄新报记者王轶斐单炜炜

叶嘉莹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学

术界，也是全球学术界和文化界

的巨大损失。昨天下午，叶嘉莹

先生的生前挚友、同事、弟子和学

生在南开大学接受媒体采访，讲

述他们与叶先生交往的故事，叶

嘉莹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生活细

节。现场有追忆的泪水，也有继

承的决心，叶嘉莹先生的精神将

继续激励后来者，将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

很多人说，叶嘉莹将一生献给了
诗词文化、诗词教育，但生活中的她
兴趣广泛，童心未泯。叶先生的朋友
和学生回忆起她生前的小事，又在感
怀中获得了很多慰藉。

鼠年拍个大合影

“除了诗词，叶先生还对文化历
史，甚至于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都有
兴趣。”陈洪教授“爆料”，叶先生在住
院期间和朋友聊天，还在聊美国大
选，中东局势，“她对美国两党的评价
可以说非常精辟、到位。”

叶先生的童心也意趣十足。陈洪
回忆：“叶先生属鼠，她知道我也属鼠，
在鼠年的时候，她又叫上自己学生里三
个属鼠的，换上红衣服，拍了一张‘五鼠
合照’。中秋夜，她也会叫上学生，大家
一起浩浩荡荡地去广场赏月。”

年过九旬每天仍坚持锻炼，睡觉
前要做八段锦。陈洪感慨：“叶先生
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她把人生体验和
对诗词的追求实现了很好地交融，这
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学生跳街舞她全程鼓掌

卢桢教授也在现场和大家分享
了一个小故事，“10年前，文学院举办
了一次迎新年晚会，这样的活动，叶
先生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都会来参
加。那次晚会上，90岁的叶先生本来
是致辞，但是她却连讲了将近一小
时，大家都非常惊讶和欣喜。先生年
事已高，我们本来还安排了学生拿着
椅子，随时给先生坐下休息，但先生
全程站着讲了近1个小时。”

一场晚会，上演着学生的街舞、
说唱等“新事物”，叶先生看着学生的
表演，特意要来鼓掌的道具为大家加
油。“我想，那些节目对于先生来说确
实有代沟，她不见得非常喜欢，但她
对我们的爱，对于青年人的包容、理
解和支持，在那些鼓掌的动作里‘尽
在不言中’。在那个比今天还要寒冷
的一个冬夜，我们的内心是暖洋洋、
热乎乎的。”卢桢说。

新报记者王轶斐单炜炜

先生二三事
有童趣更有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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