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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11月25日晚，“送别叶
嘉莹先生”天塔主题灯光秀举行。在两个小时里，
“掬水月在手，诗径满清芬”“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
千秋共此时”“便在天上吟人间”“诗教永传”等5幅
画面，轮番点亮塔身，寄托浓浓哀思。

■本报记者 李杨

风萧瑟，叶飘零，天地间似有一曲挽歌，
为那位以诗词温暖人心的长者送行。

叶嘉莹先生晚年长居天津，更与天津媒
体人结下不解之缘。今天，记者采访来自海
河传媒中心的三位媒体同行，共同追忆与叶
先生交往的难忘时光，在他们的讲述中，再次
走近这位伟大的学者，感受她的人格魅力与
学术精神。

镜头下的诗魂

“直到今天，我手机里依然珍藏着先生的
许多照片，有幸记录叶先生晚年的时光，那些
瞬间，历历在目。”昨天凌晨3点，夜深寂静，王
晓明却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王晓明曾以今晚
报摄影记者的身份记录下叶先生晚年的多次
重要活动。翻看着这些被他“定格”的旧时
光，他内心犹如波涛般翻滚：“尤其是叶先生
94岁高龄时，仍然坚持站着讲课的背影，像极

了讲座的名字——‘心头一焰’”。
时间倒回2017年，同样是一个冬月，南开大

学田家炳音乐厅，因一位身着菡萏色长袍老人的
到来而沸腾，第二十一届叶氏驼庵奖学金颁奖典
礼上，叶嘉莹先生以《“心中一焰”——我对后学
者的期望》为题，与莘莘学子分享自己的诗词人
生。“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叶先生全程站立，她
就是这样身体力行，为中华文化传承‘站台’。”王
晓明回忆道。

深受触动的王晓明特意绕到叶先生的身
后。“从背影看去，这其实才是先生自己的视角，
她看到的是一群年轻学生的面孔，她像一只不断
吐丝的蚕，不知疲倦地向他们传递精彩的精神世
界。”王晓明说，叶先生神采飞扬，不时借肢体语
言来衬托感染力，“她举起手的动作特别像握着
一把火炬，于是我赶紧摁下快门，留下这样一个
非常有意境的瞬间。”

百岁风雅先生的深情告白

以诗词之美传承文化，以“弱德”之美治愈心

灵。这是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制片人宋东，
初次见到叶先生时的感受。“2019年，我们与市
文明办携手，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举办七夕创
意诗会。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叶嘉莹先生
及其团队深度参与，为诗会增添了无尽魅力。”宋
东说。

也正是那一年，宋东带领团队有幸拍摄了叶
先生在她曾执教数十年的教室中给学生上的公
开“大课”。“中华诗教播瀛寰，李杜高峰许再攀。
喜见旧邦新气象，要挥彩笔写江山……”在那次
授课中，叶先生特意精选了这首自己创作的励志
诗，与学生们共同品读。
“去年10月，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

大学举行，电视文艺频道为大会制作了纪录片——
《风雅的先生》。”宋东后来听先生的助手张静说，那
个时候叶先生已经卧病在床，身体十分虚弱，但她
却坚持要亲自到场感谢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

这位百岁老人深情吟咏了自己多年前创作
的一首小诗：“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
来。”“先生离开了，但她的精神与诗词却永远留
在了我们的心中。”宋东说。

聆听一堂课，受益一辈子

“‘聆听一堂课，受益一辈子’，这是我们那次
拜访叶先生时，大家共同的触动和感受。”2006

年的一个冬日，时任《每日新报》记者的仇宇浩，
跟随学者于丹及出版社工作人员，走进了叶嘉莹
先生位于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家：“尽管当时先生
已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诗词更
是信手拈来。”

2006年，于丹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
语》而一夜爆红。于丹曾坦言，自己上大学时听
过叶先生的课，正是叶先生的引导，让她明白了
诗词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贯穿整个生命的精神追求。当事业取得
成功后，她选择回到起点，向叶先生表达最真挚
的感谢与敬意。

在那个温馨的冬日，仇宇浩就这样静静地坐
在身旁，听她们讲述与诗词的缘分。当时，叶先
生还与在场人员分享了自己小时候读《论语》的
经历，以及这部经典巨著如何在她人生的关键时
刻给予她力量与启示。
“最难忘的莫过于叶先生吟诵古典诗词时，

淋漓尽致展现出来的诗词音韵之美。”叶嘉莹先
生是温润、优雅、纯粹、认真、随和的化身。虽然
时隔多年，但叶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术精神如同
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仇宇浩的心中。
叶先生走了，但她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同冬

日里的暖阳，继续温暖着每一个曾经被她启迪过
的灵魂。

■本报记者 姜凝

昨天下午，南开大学文学院师生代表们吊
唁后聚在一起，共同回忆与叶嘉莹先生交往的
点点滴滴，追念她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和国际
文化交流领域的辉煌成就和为中国古典文学的
研究、传承和发展作出的诸多贡献。

陈洪：从某个角度来说，叶先生可以

说是“一人而已”
“在场的人，估计都没有我跟叶先生的交集

多。”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原常务副校长、文学院
原院长陈洪说，叶嘉莹1979年回到南开大学教
书时，他正在学校读硕士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很
少，所以经常由我来负责她的迎送，并为她组织
教学活动，也曾经帮她打理过行李，她后来送给
我一首诗，还提到了这事。”在陈洪看来，从某个
角度来说，叶嘉莹可以说是“一人而已”，既是诗
词文化的传承者、教育者、研究者，本身又是很好
的诗人，如同一个全能运动员，传统文化、诗词文
化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极致，无人能比。他举例
说，叶嘉莹提出了“弱德之美”等前所未有的一些
观点，构建了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特色鲜明
的诗学体系，以及融通中西的超强表达能力，“听
过叶先生课的人都知道，她能把诗词的美好和
她自己的体验非常精彩地当场发挥出来。”陈洪
认为，叶嘉莹做教师、传扬中华诗教“有一种使命
感”，她倡导中华诗教的对象，上到政府领导，下
到幼儿园小朋友，而且她从来都是站着授课，一
直讲到90岁还是如此，“这说明她对教师这个职
业非常重视。有这样一种精神、做到这样程度
的学者，可能也只有叶先生了。”

陈洪说，虽然叶先生一辈子献给了诗词文
化、诗词教育，其实她的兴趣是很广泛的，“陈
省身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们时不时会在一块聊
天，陈先生还拿自己写的诗词给叶先生看。她
和朋友聊天，文化、历史、政治、经济都会涉
及。我想，她的知识面、她对世界的了解、观
察，其实也是她能做好研究，写好诗词的一个
很重要的背景。”
“叶先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陈洪回忆，

叶嘉莹其实很有童心，她得知陈洪和自己同样

属鼠后，当时正好临近鼠年，她便召集陈洪和她
三个属鼠的学生前来，都换上红衣服，拍了一张
“五鼠”的照片。“叶先生精神生活也很丰富。她
每天都坚持锻炼，睡觉前要做一套类似八段锦
的健身操；中秋节也会带着学生叫上我们几个
老师一起去赏月。她对生命的这种热爱，和对
诗词的情结，以及她的敬业精神，正如讣告中所
说：‘同时实现了诗学探索与人生修行的交融。’
我想，这一点也是叶先生非常了不起的、是我们
应该学习的地方。”

沈立岩：作为一个诗人、学者、教师，

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她能把诗词的精

神讲活

南开大学文学院原院长、中文系系主任沈
立岩表示自己对叶先生感受最深的是她的一首
诗中所写的“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
生”。“我们有时受了委屈会‘不平则怨’，但是叶
先生几乎从来不说这些话题。她虽然经历过种
种痛苦，但不是在火焰中化为灰烬，而是在火焰
中获得新生，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沈立岩说，
叶嘉莹作为一个诗人、学者、教师，她最突出的一
点，就是她能把诗词的精神讲活，“叶先生的伟大
之处就在于她能深深进入到每一首词当中，体
会到其细微处，并通过讲解传递给我们、让人感
同身受，我觉得这种能力特别可贵，我们的教育
事业特别需要这样的好老师。”
“叶先生给南开大学植入了一颗诗词的

‘种子’，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们会珍
惜叶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让‘种子’种在
南开、长在天津，服务中国；我们会弘扬叶先生
倡导的中华诗教理念，以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
古典文化研究所为基点，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
略，大力弘扬古典诗词文化。”南开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卢桢表示，学院会整理叶先生留下的大
量一手音频和学术文献资料，在日后的教学和
科研中，把叶氏解诗学研究范式延续下去，“叶
嘉莹先生已经身体力行、为我们践行了如何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开大学师生将继
续以叶先生为榜样，指引自己的学术道路和人
生方向，努力将叶先生的师者风范和诗教精神
代代传承。”

张静：叶先生走的时候，是平静的、

没有疼痛的，因为她有信念

作为叶嘉莹先生嫡传弟子的南开大学中
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一直在医院守
护着叶先生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在讲述中数
度哽咽。“叶先生走的时候，是平静的、没有疼
痛的，因为她有信念。我们每次去医院看望叶
先生，她问得最多的是：身边又有好学生了
吗？最近学生们又写出什么好诗了吗？虽然
在医院里，但她关心关注的总是这些学生的问

题、诗词怎么传承的问题。有时候，叶先生精神
头好一点，她就会说：你的学生们有没有交作业
的？他们研究的什么话题？听到觉得有意思的，
她还会主动聊一聊。所以你会感觉到，叶先生对
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充满了期待，她走的时候是没有疼痛、带着
希望和信心的。”张静说，叶嘉莹曾表示，诗词不
是她创作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她教研的对象，而
是支撑自己走过苦难的力量，“所以，我们都一
起来读诗吧，让我们也都像叶先生那样，活成一
首诗。”

■本报记者 姜凝

先生远去，诗心长存。为了悼念叶嘉莹先生，
追忆这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的崇高风范，缅
怀其卓越成就，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逸夫图书
馆设立了专门的悼念场所。昨天凌晨，记者来到
悼念现场时，只见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叶
嘉莹先生巨幅遗像悬挂在蓝色的帏帐正中，照片
上方是“沉痛悼念叶嘉莹先生”的黑色横幅，两侧
是鲜花和翠柏相簇。
昨天上午，虽然天空一片阴沉，雨淅淅沥沥地

下，却挡不住前来告慰的人们。大家有序进入悼
念现场，向叶嘉莹先生遗像鞠躬行礼，不少人还献
上鲜花或花篮，表达自己对这位“诗词的女儿”的
敬仰与哀思。

虽已退休近30年，曾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美术
编辑的丁沙铃对叶嘉莹印象颇深，并表示曾帮叶
嘉莹出版的两本书做过封面设计，自己十分荣幸。

叶嘉莹先生的在读博士生、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师闫晓铮，是24日听闻噩耗后，连夜从外地赶回
学校的。“叶先生给了我很多鼓励，在叶先生的鼓励
和支持下，我去年9月正式进入她门下读博士。”闫
晓铮说，“我入学时，叶先生已经住院了，但每次去
医院，叶先生都会问我想要读什么书、有什么问题
就跟她讨论。我总以为还有时间，没想到……”说
到这里，他红了眼圈。
作为南开大学“诗话中国”宣讲团团长，该校

文学院2021级本科生郑光选曾到四川进行诗教
实践活动。“今后我会继续与同学们一起讲好诗
词、传承叶先生的诗教理念，把中华诗教的‘种子’
播撒得更广。”

南开大学文学院同事

深情回忆叶嘉莹

雨中的哀思
——南开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

深切缅怀叶嘉莹先生

以诗绘心，温润岁月长河
——媒体人眼中的叶嘉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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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南开大学

田家炳音乐厅内，时年94

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以

“心中一焰”为题进行演

讲，全程两个多小时始终

站立，手中宛如托举一枚

火炬的瞬间被抓拍下来。

摄影 王晓明

2013年，叶嘉莹先生为学生讲小词。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任永华 吴军辉 宗琪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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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塔点亮 缅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