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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先

生度过百岁华诞。南开大学为此举办了“诗话人生”线上直播

活动，各年龄段的嘉宾依次走进直播间，分别就自己关注思考

的问题以及从诗词中获得的感悟进行分享。他们以这样的形

式向终身从事诗教工作的叶嘉莹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叶嘉

莹先生1979年开始到南开大学讲学，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她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教育，不但广播诗词文化的种子，滋

养公众的心灵，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学者，为中华诗教在新的传

播环境中发扬光大不懈努力着。

南开大学中华诗

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副所长张静主持“诗

话人生”直播活动。

物理学家陈涌海

弹唱摇滚版《将进酒》。

中国戏剧家

协会主席濮存昕

吟诵苏轼的《定

风波》。

美国哈佛大学

张元昕（左）和美国

东北大学张元明

（右）分享了叶先生

的《绝句二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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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遗音沧海如能会

便是千秋共此时

陈涌海是长期从事半导体材料物
理研究的科学家，就职于中科院，他在
网络上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绰号——
摇滚博导。在“诗话人生”活动现场，陈
涌海再次演唱了摇滚版《将进酒》。时
隔多年，他的歌声少了不惑之年的豪放
恣意，却更多了一些“知天命”的人生沉
淀。十几年前，他与著名雕塑家钱绍武
先生等几位朋友聚会，酒至微醺、兴之
所至，陈涌海抱起吉他以自己谱写的旋
律演唱了李白的《将进酒》。陈涌海的
友人将这个片段拍摄下来并发布到网
络上，视频迅速走红。有网友表示，“唱
出了我心中《将进酒》的狂放不羁”“借
着酒和音乐，千年前的感情在今朝‘重
现’，真是跨越时空的共鸣”。

陈涌海说：“人们需要抒发自己情
感的手段。诗歌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无
论是阅读、朗诵、歌唱还是创作，都可以
舒缓压力。有些人将古诗词改编为各
种曲风的现代歌曲，有些人用古琴伴奏
唱诗，都很好。我读过叶嘉莹先生的
书，看过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听
过她的吟诵，也非常喜欢。我不会吟
诵、不会弹古琴，只会弹吉他。如果我
想唱诗，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现，我
也只有这个能力。”
《文汇报》首席记者江胜信称自己

是受叶嘉莹先生引领，对诗词逐渐产生
感情的人。十年前，她第一次走进叶先
生的家，听她讲诗。“我第一次听先生讲
诗就入了迷。”江胜信说，“叶先生能营
造一种魔法般的磁场，她讲述的内容纵
横上下千年，声音柔婉顿挫，非常吸引
人。她可以将不懂诗的人吸引过去，实
现有教无类，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
讲诗方法。她了解诗词的好处，希望能
将年轻人接引到诗词这座宝山中。”听
叶嘉莹先生讲诗、追随叶先生学诗，逐
渐让江胜信萌生了为叶先生写传记的
想法。因此，她进一步深入采访叶先生
的弟子，并多次和叶先生进行深入交
谈，最终完成了这部名为《讲诗的女先
生——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的故
事》的书。通过写作这部书，江胜信不
但对叶嘉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
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了更深的认识。她
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很功利，人们常
常觉得无论学什么，一定要有什么用才
会去学。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诗是无用
的，但是真正去学诗，你会发现人们是
可以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就像树苗
一样，如果它有底肥，肯定可以长得更
茁壮。诗就是我们人生的‘底肥’。”

26岁的张元昕是哈佛大学东亚系
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这个生长
在美国的华裔姑娘从2009年开始跟随
叶嘉莹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张元
昕说，孟子说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一种是“有如时雨化之者”。在叶先
生身边，就经常能够感受到这种“时雨
之化”，你会不知不觉地被她的品格、她
的学问、她的温柔敦厚所熏陶。张元昕
曾经问过叶先生一个问题：“如果我这
一生没有经过什么动荡，也没有经过什
么离乱，我怎么能够去体会古人经过的
离乱？”叶先生回答：“‘人禀七情，应物
斯感’。无论古今中外，人心永远是一
样的。只要人心不改变，中国的诗词就
能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只要人心
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就能作用于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十几年的诗词学习让张元昕深刻
地认识到，诗教不是几天之内就能见效
的，而是一种长时期的熏陶，它与生命
一起生发成长，随着人生的阅历而变得
越来越深厚。通过学诗能学到做人，我
们能在诗中与古人交流，向他们学习，
甚至能做他们的知己、做他们的学生。
如叶先生所说，一个诗人的感情越深
厚，他所作的诗歌，兴发感动之力量就
越强，对后人的感动也就越深厚。张元
昕说：“哈佛东亚系一楼有一间大教室，
我们经常在那里举办讲座之类的活
动。那里挂着一副对联——文明新旧
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我想，到了
最高的境界，中西文化是有相通之处
的。我曾当过一年级中文课的助教。
在课堂上，我们尝试着加入中国文化的

内容，学生也很愿意听。我们去年三月
举办了中国诗词朗诵大赛。来自各个
国家和族裔的学生背诵了自己喜欢的
诗词。当时一位白人女同学穿唐装背
了王维的《终南别业》，一位黑人同学声
情并茂地演唱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印度同学则
用各种道具展示了李清照《如梦令·昨
夜雨疏风骤》的绿肥红瘦……那场景很
让人难忘。”

潺湲一脉灵谿水

要共词心证古今

“赓绍中华诗教，百年一人”，这是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
副校长陈洪对叶嘉莹先生的称赞。陈
洪教授说，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有很多，
诗词的研究者有很多，在当代进行古
典诗词创作的也不在少数，在讲台上
能够进行很好的知识讲授的老师也很
多，在社会上进行这方面公益讲座推
广的也很多。但是，把这些集于一身
的只有叶嘉莹先生这一个人。她用自
己一生的经历来做这个事，没有任何
功利性的考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叶嘉莹先
生在北京给部级干部开讲座，她在天津
到幼儿园、中小学开讲座。她做这些事
情，有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用诗词文
化来感发人心，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得到
很好的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这就是一
个广义的中华诗教。有人说她是‘诗词
的女儿’，我想，如果这个诗词可以泛指
我们民族的诗词文化的话，是没有问题
的。她是我们民族诗词文化的最好的
一个女儿。”陈洪说。

在今天，叶嘉莹先生从事的诗教
的意义和价值何在？陈洪教授表示：
“任何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既
有大家的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又有一
个竞争的关系。我们的文化认同感是
我们民族向心力的一种核心要素。如
果没有一种文化认同，那就是‘一盘散
沙’。文化认同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是
文化传统是分层次的。比如有雅有
俗，有高端一些的有低端一些的，有精
美一些的有粗糙一些的，甚至于文化
传统里也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不可
否认，现在随着社会变化，文化下沉的
趋势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对于我们文化
传统里那些高雅的、精致的东西，要特
别地爱惜。这种情况下，叶先生她就
是一个特别好的、有代表性的形象，无
论她所做的工作、达到的水平，还有她
个人的安身立命的作为，都在文化建
设方面有独到的价值。”

陈洪教授说，中华诗教，它有狭义
和广义之分。狭义来说，那就是儒家思
想文化的一部分，“不学诗 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是讲诗的社会功能。但大家不能完
全咬文嚼字地限制在这里面。这有两
个原因，一个是即使在古代，它也有广
义狭义之分；另一个，时移世易，中国的
文化传统不是一个放在手里把玩的古
董，而是要让它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起
作用的。所以，人们要向它最有生命力

的部分灌注一些“营养液”，让它抽枝、
散叶、开花，发扬光大，对今天具有价
值。具体来说，它有核心部分有边缘部
分。核心部分就是以诗词文化为切入
点，在教育中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可
以在中小学教育中融入比较多的诗词
文化，让孩子们在语言表达上能够更雅
致一些，对于自己思想的把握更细腻一
些，让自己的情感更丰富一些。另外，
在诗教中，人们可以选择古典诗词中一

些积极性更突出的作品，其中比如家国
情怀、人与自然，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还有人格的自信、
人格的培养等等。在教育体系中，把诗
词作为一个内容，通过媒体的宣传对整
个社会民众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诗教还有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因为这个
“教”，未见得就只是教育、教书，诗词或
者说诗词文化，它内容中蕴含的价值取
向对社会有一种浸润的作用。“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整个社会环境
中、文化空气中，至少，它对于那种粗鄙
文化、网络粗鄙语言有一定程度的抵
制。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诗教在当下
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正如陈洪教授所言，叶嘉莹先生
在南开大学执教以来，她对南开大学
所做的贡献，除了捐设“迦陵基金”、创
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培养了大批
学生之外，同时也搭建了平台、带出了
队伍。可以说，叶嘉莹先生对南开大
学的学科建设、学科特色培养，也作出
了贡献。“直到三年前，叶先生讲课还
坚持站着讲、讲课不喝水。这些本身
就是一个示范、是一种人格的感召。
在教师中起到示范作用，带动了一种
风气。”陈洪教授说。

今年暑假刚开始，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立岩提交了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
他所带领的团队申报的课题是“中华诗
教文献集成与理论研究”。“当小我融入
大我，你就获得了力量”，这不但是沈立
岩教授在长期教学和研究中得到的感
悟，更是他多年来在叶嘉莹教授的言传
身教中得到的启发，“你看叶先生说‘不
向人间怨不平’，她接受命运给她的所
有磨难，把诗词当作精神支柱。她真正
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古典诗词中绵延
不绝的精神生命打通了。”2019 年至
2023年，沈立岩教授了参与教育部、国
家语委主办的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第一至第五
届竞赛的承办工作，并任评审专家组组
长。2021年起参与教育部语用司“诗教
润乡土”活动，先后赴四川泸州、广东东
莞、浙江桐庐等地宣讲《中华诗教的源
流、特质与当代意义》，他主讲的慕课
《中华诗教概论》2023年8月在智慧树
平台上线，借助互联网平台，中华诗教
走出了高等学府的教室，更多的人可以
在大学围墙之外，聆听专家的讲授。
2020年6月浙江财经大学邀请沈立岩
做了一次题为《诗经中的爱情》的线上
讲座。虽然无法与听众进行面对面交
流，但云端直播使讲座的受益面更广
了，此次讲座有3762人参与，直播点赞
量达30.5万。这个数字着实让沈教授
见识了互联网传播的巨大威力。

闭门觅句非诗法

只是征行自有诗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
所副所长张静给叶嘉莹先生做了多年
的学术助手。她说，叶先生的老师顾随
先生说过“我们心要更静、手要更脏”。
这是说人们追求和向往心灵是高洁的，
但做事情，必须要脚踏实地，扑下身子，
接地气。这样才能真正让古典诗词在
今天焕发生命力。秉持这样的理念，张
静教授不但在校园内讲授诗词篇章，更
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了面向更广大人群
进行诗词文化普及的工作。
在B站上，张静教授于2023年10月

份上线了《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古诗词
课》，播放量近16万；在智慧树平台，她
所开设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
养》和《掬水月在手——古典诗词与现代
人生》两门课程，累计选课人数54万余
人；在系列微纪录影片《征行有诗》中，她
作为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大邑乡村工
作站推动者，带领学生在成都市大邑县
开展访谈，并拍摄微纪录片，去年在抖音
平台上线当天，播放量即破千万。
《征行有诗》用古典诗词的深刻内

涵解读发生在大邑最真实的“生活小
品”，以“润”代教、以“化”代教、以“渡”
代教，探索出一条“活化”诗词的成功路
径，让古典诗词在大邑的烟火气生活中
再现。通过真实日常与诗词文化的相

互碰撞，纪录片带领观众一同走进诗意
栖居的大美大邑，进而激活自己的诗意
人生之旅。张静教授表示，“我们每一
个人都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都可以用
我们的诗词文化去浸润我们的乡土，并
且从我们的这份乡土中获得养料。”
“诗教润乡土”活动从 2021 年启

动，在浙江桐庐、成都大邑、江西吉州等
地，都设立了相关实践基地。2024年浙
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桐庐百诗》就是
这项活动在桐庐开展所取得的成果之
一。这本书甄选自南北朝至清末民初
的历代桐庐诗词100首，涉及谢灵运、
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李清照、黄公
望、唐寅、袁枚、康有为等诗人九十余
位。除诗词本身，书中还配以由南开大
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团队创
作的专业赏析，加之叶嘉莹先生的亲笔
题词。书籍还配有历代绘画作品插图
及诗词朗诵音频，集诗、画、音于一体，
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诗情画意。今年
这一项目来到江西吉州，希望以诗词赋
能乡村振兴，助推当地文旅发展。

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在张静教
授看来，这是多年来在叶嘉莹先生身边
工作、生活中，被先生倾全力传播诗词
文化精神感召的结果。她说：“叶嘉莹
先生晚年所做的这些推动古典诗词文
化传播的工作，是她一直在坚守初心。
她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无终食
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她的这种执着非常让人感动。”

去年，南开大学和抖音合作推出
“抖音唐诗三百首”，叶嘉莹先生听说后
执意要求亲自讲。毕竟先生年纪太大
了，大家担心她过于劳累，但叶嘉莹先
生说：“没事，我可以分几次录。”丝毫没
有大学者的架子。张静教授说，“因为
在她看来，只要这个事情是传播诗词文
化的，我就去做。”抖音诗词项目组孟小
咸说，“当时，我们联合南开大学和中华
书局发起了一个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
活动，邀请了包括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
在内的23位学者。我们制作了300首
诗的短视频，每首诗分为两条，一首朗
诵，一首解读，共600条。这些视频在
抖音官方账号‘抖音唐诗三百首’播出，
反响非常好。后来因为该系列视频更
新完毕，但是抖音希望继续诗词类的项
目，所以将该账号更名为‘抖音诗词’。
在与南开大学的合作中，在叶嘉莹先生
的带领下，我们团队也逐渐对‘诗教’的
概念清晰起来，我们会发挥抖音平台的
特性，努力将专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更
加通俗的形式进行表达，将更多人引进
古典文学大门。”

从2019年起，迦陵杯中华经典诵
写讲大赛每年举办，包括经典诵读、诗
词讲解、还有篆刻中国、书写中国四个
内容，旨在促进中华优秀诗词的研究、
教学、传播，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不
久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南开大学
联合举办“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
古典诗词讲解短视频征集活动的消息
一经发布，引发了众多诗词爱好者的浓
厚兴趣。张静说，和以前的比赛不同，
这次古典诗词讲解短视频征集不仅面
向教师群体，而是面向公众，就是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用先生这种兴发感动的
方式来讲诗词。“我们为什么愿意听叶
先生的课？因为她讲诗词融入了自己
的生命体验，会格外感动学生。叶先生
这种兴发感动的诗词教育理念，让更多
的人能够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觉得诗
词和我们的生命体验是有关的。学习
古典诗词不仅仅是背诵、是记忆。更是
让人由衷感到这个诗词是我本身需要
的。在人生旅程中有困惑的时候，有两
句诗词能够撑得住我，这才是最重要
的。”张静说。

在当下践行中华诗教，张静认为，
最重要的是要让诗和人互动起来。就
像叶嘉莹先生说的那样“诗会走路”、
“诗有不死的力量”，作为教育工作者，
要努力让古典诗词和当下每个个体碰
撞出力量、产生共鸣。张静说：“我们这
些优秀的诗词作品为什么千百年来能
够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感发人心的力
量。这个不是简单地靠记诵之学就能
感悟理解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能听、
会背，但我们自己没有思考，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和我有关系，就只能如入宝山
空手而还。”
“阅尽人生路窄宽，语林词国两盘

桓。大千忧乐关情处，不作寻常泛梗
看。”叶嘉莹先生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到
中华古典诗词的教育、传播中，她始终
认为，诗词要走大众化道路，不能只是
供奉起来，诗词的受众不能越来越窄。
因此，叶先生的诗歌理论以“兴发感动”
说为旨归，写诗、讲诗，无不融入强烈的
情感，让一代代听众产生共鸣、爱上古
典诗词。
诗教的目的是什么？张静教授认

为，是当你读了这首诗以后，或者听了
诗的讲解以后，觉得自己可以想起某一
个生命瞬间，可以觉得自己也有一种反
思和沉淀，这个时候才是这个石头丢到
湖里面，产生涟漪了。不然就是跟丢在
冰面上一样，“啪”，弹回来了。

而这个时代，我们正欣喜地看到，
中华诗教一波又一波的“涟漪”，越来越
广地荡漾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