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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服务业大会在津举办

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首位博士生迟宝东回忆与恩师的点点滴滴——

传承学术遗产 完成未竟事业

■本报记者 李杨

寒风呜咽，水波含恨。
南开大学的马蹄湖畔，再也等

不来那位赏荷吟诗的老人。
诗词的女儿，风雅的先生，叶嘉

莹先生在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
人物时曾表示，计划将中国古代的
诗、文、词、曲等文学作品吟诵的声音
传下去，把中华民族美好的文化传承
下去。几年过去了，诗词录音工作进
展得怎么样？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
叶先生在南开大学教授的首位博士
生、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主
任迟宝东。他深情回忆了与恩师的
点点滴滴，并表达了自己将如何通过
一系列工作接过先生的未竟事业。
“很悲痛，虽然先生这一年来身

体情况不佳，但接到这个消息的时
候，人还是一下子蒙了。”迟宝东回
忆说，就在今年叶嘉莹先生百岁华
诞之际，他与汪梦川、张静等同门弟
子还共同为老师定制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一幅精美的荷花屏风。
“荷花是先生最喜欢的花卉，”迟宝东
说，“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恰如先生这一生，高洁而优雅。”他们

精心构思，邀请了技艺高超的匠师，将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荷花图案绘刻在屏
风上。“先生看到这份礼物时非常喜
欢，我们能感觉到她的惊喜，我们总盼
着她能好起来，谁想到……”说着说
着，迟宝东的声音有些哽咽。
迟宝东说，叶嘉莹先生不仅是他

学术上的导师，更是他人生中的指路
明灯。回想起在南开大学求学的日
子，他感慨万千：“与‘灌输式’教学方
法不同，叶先生尤其注重启发式教
育，她每堂课都会布置读书题目让我
们自己去准备、去讲解，然后她在课
堂上进行点评。这种学习方式一开
始让我感到很有压力，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益处。
先生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死的知识，
更是如何与诗词作品、诗词作者产生
共鸣，如何在思想层面与古人相通。”
“叶先生的讲课充满了生命力

和感染力，她的声音、语调都有着特

殊的魅力。她常常旁征博引，用她自
己的话说就是‘爱跑野马’，但这种讲
法却让我们对诗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
感悟。”为了传承叶嘉莹先生的学术
遗产，近年来，迟宝东与团队一直在致
力于相关工作。“叶先生非常注重保存
自己的讲课资料，从当年在台湾讲课
的时候就开始录存下来，保存了全部
1600余小时的素材。这些素材非常
宝贵，为了永久保存并方便更多人学
习，我们与母校南开大学合作，将其转
换成了数字格式，并策划了‘聆听叶嘉
莹’这一产品，于去年正式上线推出。”
迟宝东透露，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发了
与音频产品相对应的系列文稿，“今年
已经发行了第一辑，后边还有三辑拟
列入2025年出版计划。相信这种文
字与音频的结合，能帮助读者更好走
进叶先生的诗词世界。”
“我永远记得先生跟我说过的一

句话，她说，古典诗词里有很多生生不

息的感发，我们应该把它准确地传承
下去。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也将成
为我未来工作的动力。”迟宝东表示，
目前，他们正在整理叶嘉莹先生的讲
稿，计划按照时间顺序、文学史的发
展，将讲稿中涉及的文人、作者及其作
品摘出来，形成一份特别的文学史资
料。“这不仅是对叶先生学术贡献的全
面展现，也是一份具有独特学术特点
的文学史资料，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领
域来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谈
及未来规划时，迟宝东坚定地表示：
“我将继续推动先生‘聆听系列’和纸
质图书的出版工作，高水平地完成这
些任务，不辜负恩师的期望。”
“叶先生的离世，无疑是学术界与

教育界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她的学
术精神与教育理念将如同那清雅的荷
花，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绽放，熠熠生
辉，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行。”迟宝东
悲伤的声音中充满力量。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日前，由中国
商业联合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生活服务
业大会在天津召开，全国商贸服务业“巅
峰盛惠 璀璨乐购周”活动在会上宣告启
动。作为大会专题论坛活动之一，天津
市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天津市商业联
合会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也在此期间
举行。

大会期间共举办16场论坛及相关
活动，来自生活服务业企业、相关行业协
会、政府部门的2000余名代表参会，众
多重量级嘉宾围绕数字赋能、产业融合、
提质增效、促进消费等主题发表演讲。
为响应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
月活动，中国商业联合会还启动了全国

商贸服务业“巅峰盛惠 璀璨乐购周”，组
织全国性行业协会、各地商业联合会、商
贸服务业企业等开展为期一周的促消费
活动。
天津市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了

“天津商业优质品牌”“行业带头人”等奖
项，并对天津市商业联合会成立30年来
突出贡献单位和突出贡献人物进行表
彰。自1994年成立以来，天津市商业联
合会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经贸活动，搭建
宣传展示、互联互通、创新发展、会展节
庆、企业家荣誉五大服务平台，目前已拥
有会员企业412家、行业协会53个，涉及
商贸服务、流通等行业领域，成为推动天
津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社会组织。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移动天象
厅、动植物养殖播种、激光雕刻艺术设
计……日前，红桥区科学教育成果展暨
第三届“京津冀”创客教育嘉年华活动在
天津市第三中学举办，来自北京市和河
北雄安新区、邯郸市、任丘市等多地及天
津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的500余名
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分享科学教育亮点、
交流成功经验、探讨未来发展。
本次活动以“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提

升学生科学素养”为主题，全面展现红桥
区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的阶段性成果，
天津市第三中学、耀华中学红桥学校、天
津市第五中学、红桥区教师发展中心附
属小学等多所学校带来了包括3D打印
技术、人形机器人、芦丁鸡养殖等在内的
32个科学研究成果，学生们化身“小科学
家”“小工程师”为观摩嘉宾介绍他们参
与的科学教育活动，畅谈学习感想与收
获。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驻区
科技企业布置了风能发电、农业物联网、
智慧社区机器人等9个科普体验项目，学

生代表们在一项项精彩有趣的活动体验
中激发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在心中
种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种子。

当天，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还与红
桥区教师发展中心及红桥区6所全国科
学教育实验校签订了共建科学教育实训
基地的合作协议。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
副院长李洪国表示，将充分发挥高校科
学教育资源优势，推动大中小学科学教
育共同体的建设，让“智汇红桥”校地人
才合作落地落实。
“近年来，我们研究制定了《加强新时

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成
立了红桥区中小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以
顶层设计推动科学教育区域特色的形成，
高质量做好科学教育工作。”红桥区教育
局局长刘志坚表示，将持续加大科学教育
投入，不断优化科学教育资源配置，创新
科学教育方式方法，让科学教育在实施
“教育兴区”发展举措、培养创新人才中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努力为红桥区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届“京津冀”创客教育嘉年华活动举行

大手拉小手 共筑科学梦

叶嘉莹先生嫡传弟子张静讲述恩师的诗教人生——

百岁迦陵愿 诗心华夏传

■本报记者 仇宇浩

2024年11月24日，有“诗词的
女儿，风雅的先生”之称的叶嘉莹先
生，走完了她的百岁人生。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1924年农

历六月（荷月）初一，乳名“小荷”，南
开园马蹄湖里的荷花将她“唤来”，
她在南开大学执教40多年，幽幽荷
香浸润她的高洁人生。她的一生，
就是遇到诗、成为诗的过程。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

研究所副所长、叶嘉莹先生嫡传弟
子张静，20多年来一直陪伴在叶嘉
莹先生身边。叶嘉莹先生的逝世，
令她悲痛不已。
日前，因为新书《诗词大先生——

叶嘉莹的诗教人生》出版，本报记者
采访了张静，她动情讲述了恩师叶嘉
莹先生的诗教人生。

做古典诗词的摆渡人，

实现中华诗教的当代传承

继2月在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
坛》开讲《诗词大先生》之后，张静又
推出此书致敬叶嘉莹先生：“今年4
月，叶先生专门为这本小书写了序，
并以89岁时写的一首小诗收尾——
‘天外从知别有天，人生虽短愿无
边。枝头秋老蝉遗蜕，水上歌传火
内莲。’落款是‘百岁老人叶嘉莹’。
这个月，这本小书出版了，之前我也
把书送到医院呈给了叶先生。”
叶嘉莹先生在近80年的诗词教

育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解诗学范
式。通过分享自己对古典诗词的体
悟，她在全球感动、影响了几代人，
成为无数人通向古典诗词的摆渡
人。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她的脚步，
成为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传承者。
张静就是被感召的一员：“叶先生点
燃了我的心灯，我也希望能不负师
恩，把这一点火焰继续传递下去。”
说起叶嘉莹先生的诗词故事，

张静如数家珍：“这本小书也是我对
自己追随叶先生20多年的成长历
程的一次回望。叶先生用她的百岁
人生，展示了一个人若是长期浸润
在中华古典诗词里，生命会增添怎
样的色彩，灵魂会迸发怎样的光
彩。作为叶先生的学生、中华诗教
传承队伍的一员，我希望让更多人

了解叶先生的精神风骨。有叶先生
这样的人生导师，我只觉得‘精进无
有息时，树人唯恐或倦’。”
书中，张静从弟子的角度，为读

者讲述了叶嘉莹先生的为师之道、诗
教之路、诗教理念、魅力所在，并附上
截至今年9月的最新迦陵年表，以及
数十张叶嘉莹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
对于书中内容，4月为这本书作序

时，叶嘉莹先生这样描述：“陶渊明曾说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作为一位
百岁老人，我知道自己少不了会被人评
说。这本张静写我的书，除了学生对老
师的溢美情辞我愧不敢当，内容都是可
信的。其实我了解张静，书中字里行间
流露的，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感情，更
是对中华诗教当代传承的一份深情。”
张静动情地说：“‘莫负相逢人

海间’。我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更
加鲜活的、既可敬又可爱的叶先生，
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在叶先生的感召
下，将古典诗词内化于心，以古人的
诗意浸润现代生活，由此真正实现
中华诗教的当代传承。”

以诗启智、以诗润心、以诗化人

生于乱世，少年丧母、父亲音信

全无，婚后受丈夫牵连被捕、被释放后
寄人篱下只能睡客厅地板上，中年丧
女……叶嘉莹先生一生颇多坎坷，可
她始终心向光明，将自己的根深深扎
进中华古典文学这片沃土。古典诗词
既是她的创作工具、教研对象，又是支
撑她走过凄风苦雨的生命能量。张静
说，因为深谙古典诗词之美，所以叶
嘉莹先生就特别想为那些愿意接近
古典诗词又不得其法的人打开一扇
门，接引他们进入古典诗词的美好、
高洁世界。
张静还记得，2015年她协助年过

九旬的叶嘉莹先生编选《给孩子的古
诗词》时的情形，“当时我初选了近
300首古典诗词，供叶先生拣选。没
想到第一轮讨论时，叶先生就把李商
隐的《天涯》给删了。叶先生跟我说：
‘李义山的《天涯》是首好诗，但是我不
能让孩子们刚开始读诗就读这么悲哀
伤感的诗。’”
张静告诉记者，叶嘉莹先生非常

注重传递古典诗词里崇高、美好的思
想、感情、品格、修养，“叶先生讲授古
典诗词，就是希望传递人间温情、彰显
人性光辉，以诗启智、以诗润心、以诗
化人，助力那些迷茫困惑的人，找到人
生的方向和意义。我们今天读古典诗

词，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的心与一颗
颗古圣先贤的诗心‘对话’，以此提升
自己的修为和境界。”
多年来陪伴在叶嘉莹先生身边，张

静最深的感受就是：“叶先生整个人是
沉浸在诗词中的，生活中的一景一物都
可能触发她将那些烂熟于心的佳句名
篇脱口而出。”她回忆起多年前帮叶嘉
莹先生熬药不小心将药锅摔碎的情景，
“当时我很沮丧，但叶先生却马上诵起
了虚云法师的《开悟偈》：‘杯子扑落地，
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
息。’之后，叶先生又给我讲了她当年听
伯父讲孟敏‘甑已破矣，顾之何益’的故
事的感悟。我感觉，叶先生的生命早已
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她的人生，就是
遇到诗、成为诗的过程。”

心怀爱国情，践行报国志

叶嘉莹先生20世纪60年代起就
在北美用英语讲授中华古典诗词，
1979年回国在南开大学执教，从垂髫
孩童到古稀学者，都因她的诗词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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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古今使文明新
旧能相益……都是叶嘉莹先生讲授诗
词格外吸引人、感染人的原因。
张静介绍，由“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南开大学主办的“迦陵杯”中华诗
教大会——古典诗词讲解短视频征集
活动备受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古典诗
词爱好者热情参与，征集截止时间已
延至11月30日，正所谓‘百岁迦陵愿，
诗心华夏传’。”
如今，斯人已去，但是，诗意永存。

阅读叶嘉莹先生的作品、传诵她的故
事、赓续她的精神、完成她未竟的事业，
就是我们对她最好的纪念。倘若叶嘉
莹先生在天上知道有这么多人不断被
古典诗词点亮人生，一生致力于中华古
典诗词传承的她，一定会很欣慰。

（上接第1版）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
范引领作用，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
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对部队
的教育引导，发动官兵共同建设法治、厉
行法治、维护法治，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
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
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要大力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
能力，在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
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
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
治保障。

（上接第1版）

这并非个例。河北区新开河街东明
里小区内外，共享单车乱停放情况也很
严重，甚至还有人把车停进楼道内，堵住
一楼住户家的门。南开区学府街天大四
季村小区，到处是胡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居民们为此多次反映。
有市民提出质疑，究竟是电子围栏

不能精确区分小区内外，还是共享单车
企业设置电子围栏范围过大？记者就此
采访了几家共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表
示，从技术上是可以将小区设为禁停区
而保留小区周边停车点位的。

管理混乱

停车点划在固定车位上

“我在河北区月纬路与五马路交口
租用的车位，不知道被谁划成共享单车
停车点，反映了两年才解决。”这是市民
颜先生的遭遇。因他居住的月桂园小区
停车位有限，为解决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有关部门在便道的空地上设置了停车
位，施划了停车线，还有编号。颜先生租
用了其中一个车位，每月正常交租金。
可有一天下班回家，他发现自己租用的
车位被涂上标志，成了共享单车停车
点。“我为此多次通过天津12345热线反
映问题，一直没解决，谁也不知道这标志
是谁涂上的，只说让我正常停车。车位
上停共享单车我挪开没问题，可经常是
我停车后，好多单车放在车周边，万一磕
碰到我的车，这个损失谁担？”直到最近，
在鸿顺里街道的协调下问题才解决，小
区物业公司出资买来清洗液，将共享单
车停车标志清除。但最终也没弄清楚这
个点位到底是谁施划的。

记者调查

各方形成合力才能管好用好共享单车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我市对于共享
单车是多头管理。中心城区，市交通运
输委为共享单车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共
享单车准入和投放量，共享单车运营企
业负主要管理责任。各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负责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监督管理，
街道辅助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交
管部门则负责共享单车骑行人道路行车
安全。
如此管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如何

呢？市民刘先生曾将共享单车乱停放的

问题反映到属地街道，街道的回复是：
“共享单车企业不在我单位管理范围，我
单位无法联系共享单车企业，请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可这个相关部门究竟是哪
儿，街道没说明，投诉不了了之。
“多头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

管理‘真空’。”这是河北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一位负责共享单车监督管理工作七八
年的工作人员的经验之谈。该工作人员
说，后来河北区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建
立联动机制，包括共享单车企业负责人
在内的所有管理者建立一个工作群，有
问题随时发到群里，各部门同步跟进，效
果明显。
记者多方采访，发现共享单车停车

乱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现有
路面上的停车点不能满足车辆停放需
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区被划入电子
围栏之中的原因。二是共享单车企业
运维人员数量少，把运维重点放在了少
数重点地区，其他地区运维频次不够。
三是部分市民文明素质不高，即便划定
了停车区域，也只想着方便自己，不规
范停放。
如何“破局”？记者在采访了多个管

理部门、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有关专家
后，大家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的同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发
挥主体责任，加强运维，各部门需进一步
联动管理，属地街道则要动员社工和志
愿者规范小区内共享单车的停放。简而
言之，共享单车规范停放、有序发展，是
一道社会课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全员
努力。
本报欢迎市民参与“如何让共享单

车方便不扰民”话题的讨论，您可以通过
《天津日报》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通过
本报热线23602777留下您的宝贵建议。

如何让共享单车方便不扰民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摄

■本报记者 姜凝

初冬的南开园，夜凉如水。叶嘉
莹先生生前常年在此治学的迦陵学舍
门口，一列列扎好的黄菊花和白菊花
花束整齐摆放，还有寓意“平安”的苹
果，一幅大写意荷花图墨迹未干。
这一切，只为追念这位“诗词的女

儿”。11月24日，百岁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安静地去了。

当天晚上10时多，南开大学迦
陵学舍门前，陆续有学生从不同的方
向自发前来，会集于此，献上菊花等
寄托自己哀思的物品后，鞠躬志哀，
静静伫立，向着寒夜中的迦陵学舍，
默默哀悼：“叶先生，一路走好！”
“我虽然没有上过叶先生的课，

但是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了解
她很多，当初报考南开大学就是受到
叶先生的影响。”一名前来悼念的学

生表示，“《感动中国》组委会在授予
叶先生的颁奖词中说：‘你是诗词的
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我觉得这非
常符合她对南开、对中国的贡献。”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大四学生徐子
同是诗词爱好者，他对叶先生的了解始
于高中，后来逐渐了解到叶先生在中国
诗词的创作、研究和教育等方面都取得

了辉煌成就，对叶先生更加尊敬了，“叶
先生曾在诗中写下‘莲实有心应不死’，
她在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心中种下诗
词的种子。我之前就在进行诗词创作，
今后还要继续研读相关经典，把诗词的
魅力传达给更多人。”

今天起，南开大学开设八里台校
区逸夫图书馆作为专门悼念场所，供
各界人士、全校师生有组织地悼念。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2022级学
生鲁奕彤和班上同学负责书写挽联。
“我曾经上过迦陵学舍开设的一门课，
叫‘中华诗教名家谈’，学过写诗。去
年我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志
愿者，当时有幸见到了叶嘉莹先生。
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坚韧、学识渊博
的女性。”鲁奕彤说，叶先生对自己的
学习进步影响很大，“我们接下来也会
以自己的方式，比如绘画、书法作品
等，表达我们的哀思。”

“叶先生，一路走好！”
——南开大学师生迦陵学舍前追念叶嘉莹先生

照片由张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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