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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推 介

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中国古典诗词研究
专家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教学，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教观。下面，让我们从叶嘉
莹的直接陈述中来了解一下她眼中的“诗教”。

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
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
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
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
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
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
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
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
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
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相感
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
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
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
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节
选自叶嘉莹《红蕖留梦》）

前些年我在大陆讲授古典诗歌时，就曾有
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讲诗的课我们也很爱听，
但我们读这些古典诗歌有什么用呢？”我当时就
回答他们说：“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
们有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节选自叶
嘉莹《诗馨篇》）

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

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
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
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词可以提升人之
心灵品质的功能，这自然是一件极为遗憾的
事。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多
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决意回国教书，而且在
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节选自叶嘉莹《给孩子的古诗词》
序言）

叶嘉莹的诗教观和诗教实践在社会上产生
了巨大反响，很多人因此受益。作家席慕蓉的
感受颇有代表性——

当她开始逐字逐句为我们讲解或吟诵这两
首《水龙吟》之时，却是隐隐间风雷再起，那种
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就仿佛八百多年前的场
景重现，是词人辛弃疾亲身来到我们眼前，亲
口向我们一字一句诉说着他那孤危而又蹉跎
的一生……终篇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刚才，在
叶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进
入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悲笑一生。

…………
叶老师所给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心灵飨

宴，原来就是久已失传的“诗教”。这是一种以
生命相融会、相感发的活动。（节选自席慕蓉《心
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据《光明日报》）

叶嘉莹谈“诗教”

冬天读书，既可以把书当作取暖的柴火，温暖心灵的
每一个角落；也可以把书当作充饥的干粮，滋养思想的每
一寸田野。

冬天可以读雪，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雪不
仅是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是人物命运和情感交织的载
体。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雪被赋予了深邃的象
征意义，与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紧密相连。冬天读雪是一
种富有诗意和意境的阅读体验。它不仅能够让你欣赏到
雪的美妙和冬天的韵味，还能让你在阅读和思考中获得
心灵的滋养和成长。

冬天可以读月，这是一件既浪漫又富有哲理的事
情。月光，在寒冷的冬夜里显得格外清冷而明亮，它像
是一位沉默的诗人，静静地诉说着冬夜的寂静与深
邃。“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
雪。”袁枚通过描绘冬夜月色与雪景的交相辉映，营造
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氛围。诗句中的“月照一天雪”更
是将月光与雪光融为一体，展现出冬夜月色的独特魅
力。在现代文学中，冬天的月亮同样承载着孤独与寂
寞的情感。作家们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月光的清冷与
冬夜的寂静相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使读者仿
佛置身于一个孤寂而宁静的世界中。他们笔下的月
亮，或高悬于夜空，默默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或低
悬于树梢，与寒风中的落叶共舞。这些描绘不仅展现
了月亮的自然之美，更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
孤独与寂寞。

冬天可以读艾略特的《荒原》，这部长诗，在寒冷的季
节里，似乎更能触动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渴望。诗中的冬
天，不仅是自然季节的写照，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
艾略特通过描绘荒原上的枯树、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等意
象，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迷茫与无助。在
冬天读《荒原》，你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氛围。窗外寒风
呼啸，室内灯光昏黄，手中的书页翻动，仿佛自己也置身
于那片荒原之中。

冬天读鲁迅的《故乡》，仿佛能穿越时光的隧道，回
到那个充满乡土气息与深刻社会变革的年代。“我冒
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
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
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
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在寒冷的冬日里，随着
文字的流淌，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渐渐在眼前
铺展开来。那是一片被岁月侵蚀的土地，既有童年的
欢声笑语，也有成年后的沉重与无奈。冬天读鲁迅的

《故乡》，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对社会现
实的深刻反思。

冬天虽寒，书香却暖，它让我们学会了在孤独与寂
寞中寻觅生命的真谛。冬天读书，读的不仅是文字，更
是生活，是自我，是那份在寒冷中依然能够熠熠生辉的
温暖与光明。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唐宝民）

冬天读什么书

咏莲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在抗战中，她的诗深具家国情怀：
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
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
人去三春花似锦，堂空十载燕巢梁。
经秋不动思归念，直把他乡作故乡。

转蓬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其十二）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哭母诗八首（其六）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
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

浣溪沙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

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

犹待发华滋。

鹊踏枝
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

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斫作瑶琴，细把朱弦

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

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

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向晚
其一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其二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本报综合）

叶嘉莹部分诗词

中华文化对于人如
何全方位提升修养、素
质和文明程度，有着丰
富的论述和阐发。本书
作者通过对《尚书》《易
经》《论语》《史记》等20
余部文化经典的解读，
以及对数十位先贤哲人
思想的分析与阐释，总
结国学经典中提升人的
修养的方法，帮助读者
更好了解中华文化、提
升思想境界。

本书以优美深情的
文字抚今追昔，从多个
角度将运河 2500 年的
成长史娓娓道来，展现
文明传承的深厚积淀。

（本报综合）

《中华文化经典课》

★作者：郭继承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运河2500年》

★作者：沈小玲
★绘者：宴鸟
★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
出版社

书 香 人 生

征集线索通告
2014年4月，原河南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洛阳分

社负责人张某因涉嫌诈骗被我单位上网追逃。近
期，张某已抓获归案，现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查
明其所有违法犯罪事实，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有关
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方式：电话64316110
联系人：苗警官
地址：洛阳市涧西区丽春西路9号南昌路派出所

“我是教诗的。我认为，诗歌能
够用它的美丽的韵律、声音传达一
种教化。”喜着紫衣的叶嘉莹曾经常
站着讲诗。

学生们唤她：诗词的女儿，风雅
的先生，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她走了，享年百岁。
叶嘉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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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诗
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4年11月24日在天津
逝世，享年100岁。

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
1954年起，在高校任教。先后被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聘
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1993年，在
南开大学创办“中国文学比较研究
所”（后更名为“中华诗教与古典文
化研究所”），并任所长。

叶嘉莹一生坚持弘扬中
华诗词教育传统、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古典
文学的研究、传承和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曾先后荣获

“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
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感动
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数十项奖项和
荣誉称号。

教育家、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叶嘉莹逝世，享年100岁

诗词的女儿诗词的女儿
风雅的先生风雅的先生

别
了

扫码阅读叶嘉莹的
一生及其最后时光

短网址：http://shouji.
lyd.com.cn/n/1204231

核
心
提
示

●《迦陵著作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包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唐宋词名家论稿》
《清词丛论》《词学新诠》《迦陵杂文集》

●“迦陵书系”（百岁典藏版）中华书局
包括《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

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叶嘉莹说杜甫
诗》《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叶嘉莹说中晚唐诗》《叶嘉
莹说诗讲稿》《迦陵诗词稿》《迦陵讲赋》《唐诗应该这
样读》）

●《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
●《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给孩子的古诗词》中信出版集团

其他相关书籍

●《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主编：沈
立岩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作者：张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报综合）

叶嘉莹主要著作

“我就是一名教师”
40多年前，尚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叶嘉莹决心

归国教书。
自 1979 年开始，她每年回中国大陆讲学。

1993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国文学比较研究
所。2007 年叶嘉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2015年回国定居。南开大学为叶嘉莹兴建了一
座集教学、科研、办公、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取名

“迦陵学舍”。自此，迦陵学舍成为国内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诗词的一方天地。

“叶先生对诗词和讲课都非常投入。”南开大
学原常务副校长、文学院原院长陈洪说，有一次
讲座，他看到叶嘉莹已经讲了两个多小时，就递
了一个条子，希望她休息一下，但她还是继续讲
了下去。

“我就是一名教师。”叶嘉莹上课时，能容纳
300 人的阶梯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讲台
旁、教室门口、窗边也都是听课的学生。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嘉
莹用这句诗表达自己对教书育人的赤诚之心。

“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
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叶嘉莹曾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
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
评》《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呕心沥血撰写的
数十部专著，阐释着中华诗词之美，展示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叶嘉莹看来，诗词传承要走向大众，深入
城市乡村，将传承的种子撒播在广阔的中华大
地上。

2021年，在第三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
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活动中，“诗教润乡土”活动
正式启动；2022年末，南开大学文学院与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的6所小学举办了“好诗
漂流”活动；2023年10月，“中华诗教传承计划”
正式启动；编写“咏探诗心——中华诗教”丛书，
联合中华书局、抖音发起“短视频版《唐诗三百
首》”活动……在叶嘉莹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讲好诗词，深入城市乡村，让“诗教
润乡土”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

“我想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
定位中国传统诗学”

“她以宽正、持中、平和的学术风格，推动中
国学术在古今、中西维度上融合，不断给予后继
学者启发与深思。”有学者这样评价叶嘉莹。

叶嘉莹持之以恒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向世界，让诗词架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我
想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
叶嘉莹说。

2023年10月，南开大学举办了中华诗教国
际学术研讨会，近200名中外学者齐聚一堂，共
话中华诗教的传承与弘扬，以学术研讨交流的方
式向叶嘉莹致敬。

叶嘉莹还为中华诗词在海外传播的正本清
源不遗余力。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旧诗的传
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
一言》，列举了把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进古典
诗歌中产生的各种误读。文中提出“要养成对中
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
反对没有历史根据的联想与结论。

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如今，中华诗
词越传越远。自2019年以来，由教育部和国家
语委联合主办的“‘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
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已有数十万大、中、
小学语文教师及在校大学生（包括留学生）参赛。

“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
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叶嘉莹说。

斯人虽逝，但叶嘉莹弘扬的那份诗词之美，
仍感动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者：武少
民 董山峰 王艺钊）

叶嘉莹叶嘉莹（（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