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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大学教书时，叶嘉莹的课堂
上常常挤满了人。人们既倾慕她的才
华，也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平和气质所
折服。

凝聚人生经验，叶嘉莹自创了“弱
德之美”的概念。“弱德”不是软弱，是
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
支持。

无论是日常还是接受采访，她的确
很少主动向旁人聊起自己曾经经受过
的坎坷。她打扮得体，衣着清新素雅，
外表平和，内心操守从不因外物而变。

她了解古典诗词的价值，终生致力
于传承中华古典诗词文化，曾捐出一半
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
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后来，叶嘉莹将历年稿酬及出售
北京、天津房产的收入计

1857万元捐赠给南开
大学设立迦陵

基金，推动诗词教育，后又于2019年再
次向迦陵基金捐赠1711万元。

许多人惊讶她的慷慨。叶嘉莹淡
然回应道：“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得失利
害而烦恼。我内心有理想、有持守。这
样我就活得内心很平安，也很快乐。”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说过，叶嘉莹先
生是中华诗学的代表，是以中华文
化作为一生之本的人。她非常纯
正，她的立人之本就是中华诗词文化。

2019年9月，叶嘉莹获南开大学教
育教学终身成就奖。2021年2月，她被
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地概
括了叶嘉莹的一生：“转蓬万里，情牵华
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
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
是风雅的先生。”

如今，“诗词的女儿”辞别
尘世，风雅永存人间。

据中国新闻网

叶嘉莹喜欢荷花，亦与诗词有
缘。因为出生在阴历六月，父母说那
是荷花的生日，她的小名便取了十分
诗意的“小荷”。

叶家算得上是书香世家，恪守礼
仪。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
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
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之下，叶
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
语》。父亲是启蒙老师，会拿毛笔与朱
砂在黄裱纸上写字、画圈，教她辨识字
形字音，讲解其中的道理。

或许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的心里
便早早种下了诗词的种子，只待时日，

便可长成参天大树。
然而，好景不长。读初二那年，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叶嘉莹
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冬天去
上学，在巷口拐弯的地方就能看见冻
死饿死的人。”

母亲因病去世，刚考入辅仁大学的
叶嘉莹写下八首《哭母诗》，悲痛不已。

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她仿佛
一叶扁舟，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
1948年，24岁的叶嘉莹在南京结婚，
不久在战乱中随丈夫迁居台湾。

那时，她未曾想过会归期遥遥。
到台湾不久，丈夫因故入狱，一连几年
音信全无，出狱后再没有工作，叶嘉莹

便靠着辛苦教书，承担起养活家中老
小的重担。

才华出众的她在台湾的中学、大学
讲古诗词，很受学生欢迎，更曾被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知
名高校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

叶嘉莹的名气越来越大，可是，她
的心里一直惦念故土，常做“回不去”
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院
子却门窗紧闭，她怎么都进不了门，只
能长久地徘徊于门外。

时间来到上世纪 70 年代，叶嘉
莹看到了回国的希望。1978 年，她
申请自费回国教书，此后受邀来到
南开大学。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叶嘉莹始
终未曾停下研究古典诗词的脚步。

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智慧，支持
叶嘉莹度过了平生种种挫折。数次
经历磨难，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
终将恩师、诗词大师顾随的授课笔记
随身携带。

“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
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
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美

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
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

生活刚一安定，她便将之交付恩
师女儿，并着手整理出版。“我讲课也
从不按照老师的(笔记)，只是觉得，若
老师的思想就这样失传，很可惜。”

“除了文字，做什么都马虎。”曾
有人如此调侃叶嘉莹，她也只是报以
一笑。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叶嘉

莹每天泡在图书馆研究王国维《人间
词话》，早、中、晚三餐不过是各一个三
明治。与诗词一生为伴，她甘之如饴。

她一直在努力教书，想把自己亲
自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
的世界告诉年轻人。

“我所做的不是为了个人的追
求。”叶嘉莹说，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
瑰宝，“我不尽到传承的责任，上对不
起古人，后对不起来者”。

““诗词的女儿诗词的女儿””辞别尘世辞别尘世
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逝世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逝世，，享年享年100100岁岁

“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诗教，我很高兴。”在百岁生日那场直播中，
诗词大家叶嘉莹满头银发，一字一句都流露出对诗词的热爱。

11月24日晚间，南开大学发布讣告：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华诗教与
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国际著名教育家、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4年11月24日15时23分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叶嘉莹是个传奇，一生不算顺遂，却足够
精彩，与诗词结伴的人生，几十年来一直绽放华彩。

她有弱德之美，但从不是一个弱者。出身书香门第，历经坎坷，曾饱
受生存困顿之苦，但始终与诗词相依，从中获取强大的生命力和支撑，并
捐出巨款致力于推动诗词教育。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嘉莹一生挚爱诗词，亦将一
片丹心赋予三尺讲台。

她曾经说，回想一生，自己实在是幸运的。“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
就是在中国。”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我要把
莲子留下来”。把家国情怀、人生
况味都融入中华古典诗词中的叶
嘉莹先生，走过百年人生，留下三
尺讲台与莲子无数，飘然而去。

叶先生的百年人生，见证了国
家从离乱到兴盛的沧桑巨变，经历
了去国怀乡、中年丧女的流离苦
痛。一生如风暴中的竹子与细草，
挺过风雨活得愈发坚韧，也更能品
读出中华古典诗词中的平仄之美。
她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自况，
更显出一位当代士人的俊逸与旷
达。“一世多坚、寸心如水”的“弱德”
精神，是她一生写照。

是什么成就了她？
是她一生向往美、追求美、传递

美的不变信念。叶先生是美的发掘
者与传递者。她拿到了打开中华古
典诗词之门的钥匙，流连于诗经离
骚、唐诗宋词中探寻美。她一生潜
心地研究、动人地吟诵，致力于把中
华古典诗词中的美带给更多的人。
人生半百，叶嘉莹放弃国外优渥的
条件回国，就是为了在中华古典诗
词生长的地方、中国人最多的地方，
把她对传统诗词美的感受传递给更
多人，从而启迪更多人。因而她九
十多岁时，仍旧要颤颤巍巍地站着
讲课；百岁病重之际，仍旧要潜心整
理自己的讲稿。

叶嘉莹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做了
一件事：将中华古典诗词的美带给
世人。

浓厚的家国情怀、勇毅的文化
担当使她超越了“小我”。叶先生所
追求与传递的是一种大美。她带领
青年一代回望历史深处——那里有
李白的故乡明月，也有辛弃疾的灯
火阑珊，赤诚、热血、踌躇与孤寂都
被深情地埋在诗中，成为中国人共
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随时可以回
溯的文化故乡。许多人说，从叶嘉
莹的诗词与她的课堂中，追寻到了
美好的情愫，感受心灵被滋润，拥有
了前行的力量与希望。

中华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中华民
族丰厚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叶嘉莹
先生用大半生的心力，引领人们走
进中华古典诗词的大门，灌溉一片
丰富多彩、斑斓共存、诗意盎然的土
壤，厚植中华民族的思想财富。

“莲实有心应不死”。叶嘉莹先
生常常漫步的南开大学马蹄湖畔的
莲花落了，但只要诗词传到的地方，
必将有新的莲花盛开。 据新华社

别叶嘉莹：
莲实有心应不死

与诗结缘

飘零半生

弱德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