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诗词中的美好情感
更多地传递给年轻人

百岁叶嘉莹昨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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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经 有 幸 于

1982年在南开大学，

亲耳聆听过叶嘉莹

宋词课的辞书出版

社审读室老编辑吴

雅仙回忆，当年，讲

台上的叶先生风度

翩翩，从讲台侧面望

去，她脚蹬一双那时很少见的中跟皮鞋，令人

印象深刻。“只记得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挤满了

来听课的学生。叶先生喜欢崇拜的词人是辛

弃疾、苏轼、柳永。叶先生的翩翩神采与抑扬

顿挫的声音一起飞

扬。”这门课上完，叶嘉

莹与范曾还根据词牌

名，进行了一番唱和。

“叶先生为我打开了一

扇理解宋词的美妙窗

口。”吴雅仙说。

叶嘉莹说：“我是

一生一世都以教书为

工作、为事业的人，所

以我的心目之中，只是要把古人诗词里面，那

些美好的理性、感情，传给下面的年轻人。”

1924年，叶嘉莹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之家，

她是辅仁大学古典文学高才生、加拿大皇家

学会唯一一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从1945

年起，叶嘉莹以一方讲台传授浩瀚的中国古

典诗词，她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等众多高校的邀请，为欧美汉

学研究者讲解中华古典文学。她一生经历与

亲人生离死别、大时代动荡飘零，是诗词支持

她走过苦难。1979年春，她在南开大学开始

了回国讲学的第一课，带领学生踏上了一场

如痴如醉的中国诗词之旅。晚年回归改革开

放的中国，她持续创作、传承教学，以“沧海遗

音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的使命感，复兴

古典诗词命脉。

2020年，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由

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在全

国艺联专线上映。《掬水月在手》以叶嘉莹在

北京察院胡同祖宅为结构概念，由外而内，追

寻叶嘉莹交织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叶嘉莹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教育事业。她将毕

生财产360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南开大学，设

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叶嘉莹的名字曾数次出现在本报。2016

年7月10日的“星期天夜光杯”封面刊登整版

由学者叶国威撰写的《叶嘉莹 欲将修短争天

地》一文，向本报读者娓娓道来与叶嘉莹交往

的细节，令人动容（见图）。2017年，4月16日，

闫晓铮的《重回视野的“朗读者”：叶嘉莹》一文

写了央视《朗读者》栏目的嘉宾叶嘉莹。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古典文学
研究学者、南开
大学讲席教授
叶嘉莹，昨天去
世，享年   岁。

今天，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巴金先生诞辰
120周年。上海大厦是巴金生前常来的地方，他来这里看望曹禺，与之
畅谈，昨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聚上海大厦，以“21世纪如何读巴
金 以巴金作品为中心”为题进行学术研讨，向这位“把心交给读者”的
老人，表达敬意。

新力量 研究后继有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

学馆馆长李敬泽认为，巴金的成就非常

广阔，面对这样一个宽阔的巨人，我们

的研究远远不够。随着时间推移，时代

发展，我们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新的理论

语境下，会不断地发现巴金留下来的问

题具有新的光芒。继承巴金的传统，首

先是对巴金展开深入且与时俱进的学

术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作用于中国

现当代学术的发展，也对推动新时代中

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21世

纪如何读巴金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重新理解巴金、认识巴金，也从巴金身

上获得新的力量。”

让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会会

长陈思和更感动的是一批年轻学者加

入了研究巴金的队伍，他们带来了新

的角度，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研究成

果，他们的到来为巴金研究领域带来

生机勃勃的气象。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

《寒夜》《随想录》等新文学的经典作

品，以及他把心交给读者，为人民创作

的崇高品格，都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

参与出版第一版《巴金全集》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存光提出：

“希望我们的研究往更深的地方去，希望

我们的研究永远后继有人。”

据悉，人民文学出版社调配社里较

强的编辑力量，动员国内外顶尖的巴金

研究专家学术力量，打造了一套全新的

代表新时代巴金研究学术水平的30卷

32册《巴金全集》，将在年底推出。

新境地 年轻人读《随想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回忆起

好几次与巴老的交往，1978年他去采

访巴金，采访记录稿经巴老非常认真

地修改，“因为他的四川话我听得不是

很清楚，把人名都搞错了。”每隔一段

时间，陈子善都会重温《随想录》。因

为在某种程度上，《随想录》是巴金先

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令陈子善最

感到欣慰的是年轻研究者有了很好的

研究成果，他们对巴金思想、巴金文学

的阐述，可能会达到新的境地。

“巴金先生的价值，不仅在于艺

术，更在于思想；不仅在于作品，更在

于人格；不仅在于过去，更在于未

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这样认

为。他回忆起自己首次走进巴金故

居时，想象中巴金应该在宽大的写字

台上写作，但事实上，巴金经常在一

个铺着一块布的缝纫机上写作，更让

他震惊的是，巴金家

里床很多，甚至阳台

上都放着床。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

提出，巴老讲过，他是把《随想录》当作

遗嘱写的，“巴老内在的动力是心里存

在的把心交给读者的求真意志。”

关于《随想录》，陈思和在给学生

上课时总是一篇篇读，一篇篇讨论，每

一次上课都有新的体会，而今天的年

轻人读《随想录》会产生很多问题困惑

不解，因此陈思和一直想编一本《随想

录》的注释本。虽然注释本还没有完

成，但可贵的是，一些90后，00后的学

生已经读巴金读出了自己的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

时安认为，21世纪为什么读《随想

录》？《随想录》有一种对个人生命尊严

的高度尊重，《随想录》里反反复复讲

要让生命开花，如果中国梦能实现，我

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灿烂绽放。“《随

想录》是白焰，温度更高，感情、思想也

更深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小时候，尚是
‘四少爷’的巴金，就得到了母亲爱的教育，包括对

家里仆人的爱；长大了，有了信仰，他更追求人与人

的平等，社会的正义。对于他来讲，这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行动。在这一点上，巴金的确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陆正伟（巴金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冰心说，玫瑰不但
有颜色还有刺，说明有风骨，它与别的花不同，以刺闻名，一

个人没有刺，也就没了风骨。巴金敢于讲真话，是个有风骨

的人。

宋思衡（钢琴家）：我不希望巴老只变成文学史上的一
个名字。巴老最喜与读者交流，这也符合他的愿望以及“把

心交给读者”的理念。我为巴金演奏，也是希望通过更多形

式让经典作品离读者近些，更近些。

丰南颖（丰子恺长孙女）：当年公公和巴金先生是好朋
友。巴金先生在公公去世后，写下了缅怀公公《怀念丰先

生》一文。现在公公和巴金先生在天国相会了，愿他们能在

那儿自由地交往、绘画并创作更多的文

学作品！

韦泱（作家）：我收藏了若干巴金
的珍贵签名本，这是文学前辈的馈

赠，也是友情的印记。这些都是我与

巴金先生，与文化老人的

难忘书缘啊！

沈琦华 整理

从他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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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们如何读巴金？

本报夜光杯“十日谈”邀请巴金生前的工作
人员、与巴金接触过的作家、巴金的研究者、巴金
的读者等，一起怀念巴金，感受巴金的爱。今撷
取部分以飨读者。

相关
链接

今天，在巴金先生诞辰

120周年之际，巴金图书馆

暨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揭幕。巴金图书馆从今天

中午12时起正式对公众开

放，成为巴金先生文学成就

的展示中心、巴金研究的学

术中心和巴金精神的传播

中心。

位于武进路455号的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金”命

名的新型文化空间，承担起

建设中的上海文学馆的文

化交流和服务公众的功能，

以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为主体，面向社会先期开

放。在图书馆的进门处，迎

面而来就是巴老的名言“把

心交给读者”，背后红色的

展墙仿佛是巴老一颗火热

的心。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

甘露参观时深情地说：“对

此，我期待了好多年。”他还

透露：“图书馆以后会有很

多活动，包括展览、教育，还

起到文物收藏研究的作

用。今后，不远处的新楼

里还将有一个剧场，所有与

文学相关的活动都有机会

在此举行。”

另外，青年与文学的未

来——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

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将同期开

展，“巴金在徐汇图片文献

展”也在徐家汇地铁长廊启

幕，向公众展示一位有血有

肉、极富生活气息的作家。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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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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