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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德之美在弱德之美在 风雅永流传风雅永流传
——叶嘉莹先生的诗意人生叶嘉莹先生的诗意人生

笑尘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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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古典诗词学习和创作道路上，除了像

李白杜甫辛弃疾那些灿若星辰的名人巨匠外，叶

嘉莹先生的名字也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之中。虽

然没有机会亲耳聆听先生的课程，但她那些赏析

古典诗词的书籍我读过不少，此刻正静静地立在

我的书柜里。百岁老人的终将离去既在意料之

中，但当真正得知这个噩耗，心里还是有着深深

的哀愁与失落感。这位风雅了一个世纪的文学

大家在这个冬天永远地离去了，就像徐志摩的诗

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 1924年的北京，那是一个

风云变幻的时代，但在世事的喧嚣与动荡中，她

却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寻得一方属于自己的宁

静与美好。家族传承的缘故，她自幼便接触并沉

浸于古典诗词的海洋，醇酒般优美的韵律与意境

仿佛是她与生俱来的小伙伴，陪伴着她度过了无

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青年时的叶嘉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辅仁

大学国文系，从此在古典文学的殿堂里纵情探

索、创作和孜孜追求。大学毕业后，她在多所中

学任教，将诗词的种子播撒在学生们的心田。那

些年，无论是在北平志成中学，还是在其他学校，

她的身影总是充满了热情与执着。从此，她踏上

诗词教学的漫长人生道路。

1948 年，在南京私立中学圣三学校的讲台

上，叶嘉莹先生用她饱含深情的声音，解读诗词

中的韵味与情感。每一个字句，在她的口中都仿

佛有了生命，引领学生们走进古老而又充满魅力

的诗词世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叶嘉莹

先生 1954年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在那里，她的课

堂成为无数学生心灵的栖息之所。她以独特的

视角和深刻的理解，让古老的诗词在现代的课堂

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叶嘉莹先生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台湾。

1966年，她应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任

教，将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带到了大洋彼岸。在

异国的土地上，她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流利的英

语，得以向西方学子讲述东方诗词的婉约与豪

放，让他们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969
年，叶嘉莹先生举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在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凭借卓越的学术造诣，她

很快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但无论身处何地，她

的心始终牵挂着祖国的文化传承。1974年，50岁
的叶嘉莹终于获得批准回国探亲。踏上祖国土

地的那一刻，她的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与思

念，那是阔别已久的故乡啊！1979年春，她正式

回国任教，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讲学。

在南开大学的漫长岁月里，叶嘉莹先生仿佛

终于找到了自己天命中的诗国家园。她倾注了

大量心血，久久为功，为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发展

作出了惊世骇俗的贡献。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古

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教育事业，深知诗词对于

个人心灵滋养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她

出版的《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杜甫秋兴八

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

《迦陵论诗丛稿》等著作数十部，每一部都凝聚着

她多年的研究心血和智慧结晶。这些著作不仅

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也成为广大

诗词爱好者的必读经典。

她的教学方法独特而富有魅力，善于引导学

生从诗词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她常常说：“诗词可以让人

的心灵不死。”在她的眼中，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瑰宝，是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她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爱上诗词，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她自己的诗词作品，则充满了对人生的感

悟和对世界的思考。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内

心的情感世界，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她的喜

怒哀乐。她的诗词，既有女子的温婉柔情，又有

学者的深邃思考，是情感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先生提出并践行的一

个重要美学概念。它强调在困境中坚守道德和

操守，以含蓄、隐忍的方式展现出一个勇者坚韧

不屈的生命力量。这种美，在叶嘉莹先生的人生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在遭遇人生重大

变故面前不退缩，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

和教学工作，不抱怨、不放弃，默默地为文化传承

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的“弱德之美”，不仅是一种

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精神，激励着无数人在

困境中坚守信念，勇往直前。

叶嘉莹先生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她的学术研

究和教学工作，还在于她以一己之力对社会文化

的广泛影响。她曾获得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

2014中华文化人物、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物等众

多荣誉。这些荣誉，是对她一生贡献的肯定和赞

扬，也是对她为文化传承事业不懈努力的肯定与

褒奖。

她曾说：“我愿意把我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

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她的一生，都在为诗词

教育事业奔波忙碌，且乐此不疲。她的学生遍布

世界各地，他们都在叶嘉莹先生的影响下，爱上了

古典诗词，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使者。

叶先生虽然享有一般人无法抵达的百年岁

月，但她一生所经历的无数坎坷与磨难，也是常人

无法想象的，如家庭离散、夫妇入狱、女儿突遭车

祸先她离世……每一件都可能让一个普通人痛不

欲生，瞬间崩溃。但她凭借顽强的意志力都挺了

过来。除了她乐观旷达的性格外，对诗词的由衷

热爱和对文化传承的强烈使命感，也加持着她跌

倒了再站起来，勇毅前行，直到生命的终点。体现

在她身上那种独特的“弱德之美”，绝不是柔弱无

力，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艰难中前行。她以坚韧

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古典诗

词的传承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更难能可贵的是，叶嘉莹先生在生前毅然决

定，将自己毕生所得的 3500万元遗产全部捐赠给

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古典诗词的

研究和教育。这一慨然之举，彰显了她对诗词事

业的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她深知，文化的传承

需要资金的支持，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

力。她用自己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激励

着更多人投身到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叶嘉莹先生的“弱

德之美”和诗意人生，如同一股久违难觅的清流，

滋润着我们焦渴的灵魂。她让我们明白，诗词不

仅仅是文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一种精神的高贵寄

托、一种文化的经典传承。

掬水月在手，谁人续风流。先生虽已远去，

但她的“弱德之美”和满怀的诗意，将在这个风雅

的诗的国度永久流传。

最后用一首七言古诗送上我对叶嘉莹先生

的崇敬与悼念之情：

掬水留痕诗意悠，同宗纳兰韵传流。

风姿卓雅生民国，寿享期颐誉神州。

笔底辞章情切切，台前阐释语稠稠。

深冬驾鹤天堂去，唯留风雅说未休。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