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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

初识诗歌“气象”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
和背诵诗词了，是母亲最早引领
我走上了读诗和背诗的道路。在
我七八岁的年纪，每个周末，母亲
都要捧着一本《宋词三百首译
评》，带我学习其中的诗词，并要
求我背诵其中的一些名篇佳作。

我出生、成长在河南北部的
一个农村，家中拥有一处宽敞的
小园。园子里没有用水泥硬化地
面，裸露的泥土让人感受到与自
然的一份亲近。这里生长着桃树、
杏树、石榴、月季、迎春花等花草
树木，每年春天，盛开的鲜花都会
将这座小园打扮得姹紫嫣红、五
彩缤纷。

母亲教我的第一首诗词是晏
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时至今日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
背诵这首诗词时的场景。那是一
个春日的午后，院里的桃花已经
枯萎，粉红的花瓣在春风的吹拂
下舞动着身姿洒向地面，空中的
燕子也在叽叽喳喳地抒发内心的
欢畅。片片桃花如同红雨，传递出
落英缤纷的一份浪漫。在如此美
妙的景色里，我捧着书本，口中一
遍遍吟诵着：“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
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燕
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那时的
我并没有很深的领悟力，也无法
理解作者创作作品时的内心情感
和所思所想，但我却被语言本身
的优美深深地吸引了。看着眼前
的景色，念着晏殊的词作，我突然
感觉他所描写的就是我眼前所见
到的场景，原来千百年前的诗词
距离我们竟然是如此近。

本科时我机缘巧合进入了哲
学专业，大二下学期我们有一门
专业课为《中国美学史》，老师推
荐的教材是北大叶朗老师的著作

《中国美学史大纲》，在这本书关
于诗词美学的讨论中，叶朗老师
多次引用了叶嘉莹先生的观点。
叶朗老师在对诗歌美学中的“气
象”概念进行探讨时，引述了叶先
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提
出的观点，叶先生认为，“气象”一
词是指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中之
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精
神风貌。而每一位作者之精神，可
以因其禀赋修养之差异而有种种
之不同，所以其作品中呈现出来
的意象和规模，自然也就会产生
种种不同之“气象”。这是我最初
接触叶先生的理论，由此我认识
了叶先生，并开始阅读叶先生的
诗词赏析著作。

后来，爱逛书店的我在沈阳
的北方图书城漫游，意外发现叶
先生的著作在这个以畅销书为
主的书店里竟占满整整四个书
架。我翻开摆在最前面的《唐宋
词十七讲》，阅读她对唐宋名家
词的赏析，发现她对诗词的阐发
不是知识的搬运，而是把自己的
人生阅历、对生命的体会融入对
诗词的解读之中，所以她的讲解
显得格外动人，我逐渐喜欢上了
她的著作，对诗词的喜爱也越来
越深。

体会“平淡之美”

大三那年暑假，参加人大的
保研面试时，我抽到的一道题目
为解释“平淡之美”,我在阐述完
老子、庄子等哲学家对于这一概
念的基本阐释后，将话题引申到
了诗词的审美风格。我引用陶渊
明的几首诗词来阐述我对平淡这
一风格的理解。牛宏宝老师见我
对诗词非常感兴趣，便问我都读
过哪些诗论方面的著作，我如实
回答说最近看过叶嘉莹先生的一
些著作。

接着牛老师便问我，你觉得
叶先生早期对诗词的阐释和后期
对诗词的阐释有什么不同？我没
想到老师会这么问我，之前也从
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有
些发愣。片刻迟疑后，我做出了这
样的回答：我在阅读她的著作的
时候没有对其早期和晚期的思想
专门进行对比。但我以为，她早期
的诗词阐释思想更多的是从中国
古典文论的角度对诗词文本进行
分析，尤其是受到老师顾随的影
响很大。她的诗词阐释的核心思
想“兴发感动”最早就是在这一时
期逐步确立的。而到了后期，尤其
是她到加拿大、美国以后，她开始
把西方文学理论创新性地引入对
于诗词的分析和阐释当中，开创
了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
有机融合的独特的“叶氏阐释方
法”。比如，她在许多著作中都提
到，她在国外的大学工作时经常
到西方文学的课堂上去听课，尤
其是受到西方阐释学等理论的影
响较大。另外，她人生坎坷，在接
连遭遇了众多人生挫折后，把自
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以及对诗
词的解读有机融合，从诗词文本
中开拓出更加广阔的意义世界，
在人格上也达到了更高级的境
界。回答完后，我看见牛老师先是
朝我点了点头，随后脸上漾开了
和善的笑容。

保研结束后的那段日子，我
的时间变得相对充裕，于是我几
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阅读叶先
生的著作。叶先生著作颇丰，我记

得图书馆四楼东侧的好几个书架
上都是叶先生的作品。那段宝贵
而幸福的时光里，我贪婪地阅读
着叶先生的《美玉生烟：叶嘉莹细
讲李商隐》《红蕖留梦：叶嘉莹谈
诗忆往》《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
的修养与境界》《北宋名家词选
讲》等著作，在阅读中被她的精彩
讲解深深吸引。叶先生对一首诗
词的讲解非常细致，她从语言符
号学、接受美学等角度分析诗词
文本，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赋予
诗词诠释以新意。而且她对诗词
的理解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通
过情感的共鸣深刻地感悟作者创
作时的内心波澜。她将自己对诗
词的感悟和自身阅历紧密结合，
用“弱德之美”来面对人生中接连
而至的挫折和考验，用自己的崇
高人格为我们树立了一代知识分
子的光辉典范。

在图书馆集中阅读叶先生书
籍的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依
然是那么美妙。我跟随叶先生走
近古代伟大诗人们的杰出作品，
在她的带领下逐渐深入诗人们丰
富而广阔的精神世界。叶先生是
博爱的，她喜欢陶渊明、喜欢杜
甫、喜欢李商隐，能在许多风格迥
异的诗人的作品中找到引起自己
共鸣的片片珠玉。她曾常年在海
外的大学执教，对西方文艺理论
了解较深，这种融合中国古典诗
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文学的研究
方法也使得她的阐释新颖而独
特。在她的影响下，我对杜诗有了
更深入的体会，我意识到杜甫的
七言律诗对中国诗歌语言的掌握
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
最喜欢杜诗《秋兴八首》中的一
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
凤凰枝。”这句看似颠倒语序的诗
歌传达出深远悠长的意蕴。

与叶先生“同台”

2017年冬天，我从南开的微
信公众号上得知叶先生要在学
校举办一次公开的讲座，当时就
萌生了要去现场聆听叶先生讲
座的想法。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
机会，我特别迫切地想要见到这
位让我领悟到诗词之美的学术
前辈。但是微信的推送明确说只
有南开的师生才有预约领票的
资格，显然我不符合这一条件。
经过反复的考虑，我还是决定去
试一试。于是我很快购买了从沈
阳前往天津的高铁票，于讲座的
当天到达了南开大学。

尽管事先已经预料到叶先
生的讲座会很火爆，但场面的热
烈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抢
到票的师生们已经陆续入场，而
没有门票的师生在场外排起了

几百米的长队。礼堂中的座位早
已坐满，工作人员便安排我们坐
在观众席中间的台阶上。很快，
台阶上坐满了听众，但还是有许
多人没座位，工作人员竟然让我
们坐在了舞台上的后方，面朝台
下的观众。在这样的位置听讲
座，我这是第一次，也是目前为
止的唯一一次。我看到台下上千
人的观众席中座无虚席，大家正
翘首以盼，期待着叶先生的到
来。我们在舞台上的位置很特
别，这里离演讲台特别近，可以
说我们比观众席中的所有人都
更接近演讲台，没想到我这次竟
然如此幸运。

见到叶先生的那一刻，我心
中无比激动。她满头银发，但头
发依然茂密。她佩戴着一副两边
带有镜链的眼镜，尽管步履有些
蹒跚，但精神矍铄、目光深邃。她
身穿深紫色外套，衣服外面还披
有绣着花纹的淡紫色披巾，雅致
得体，落落大方，举手投足间都
散发着知识分子的那份高贵与
优雅。当时她已经是94岁的高龄，
却依然满怀激情、思维敏捷，她
坚持站着讲课，而且一站就是三
个小时。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
讲自己的诗词作品，也讲自己对
后代的嘱咐和希望。

她说：“我之所以九十多岁
了还要站在讲台上，是因为我真
的热爱诗词，诗词中有那么多美
好的东西，我要是不把它讲给学
生，我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
未来的学者。”她写有《绝句二
首》，其中一首诗云：“不向人间
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
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她能坚强地对待自己人生中的
种种苦难，在诗词中找到心灵的
慰藉。她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
让诗词文化代代相传，让“天孙”
能“织锦成”。

“散作人间照夜灯”

本科毕业以后，带着对诗词
和书画的热爱，我来到了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的美学专业，成为
一名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硕士研究生。研一上学期，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在全
国范围内开启新一季节目的选手
招募。带着对诗词的热爱和在舞
台上展示自己的愿望，我报名参
加了这次招募活动，并精心创作
了41幅诗词飞鸟图，将诗词中常
见的鸟类都描绘了出来。节目组
选手导演对我的诗词飞鸟绘系列
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凭借着
这套国画作品和深厚的诗词功
底，我顺利地通过了电话面试、笔
试、面试等层层选拔，从40多万报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百人团
中的一员。颜芳导演面试我时，我
也谈到了叶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影
响。后来，我又凭借自己出色的表
现，从预备团中进入现场青年团，
在青年团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最终登上了节目的主舞台，答对
了所有的题目，并现场展示了自
己的绘画作品，赢得了主持人和
点评老师们的称赞。

研三时，出于对诗词的热爱
和对魏晋诗歌的浓厚兴趣，我决
定以魏晋时的挽歌作品作为自己
的硕士论文研究题目，通过对挽
歌这一独特的诗歌文体形式的讨
论，分析其中流露出的魏晋文人
死亡意识的动态演变。参加北大
的博士考核面试时，我在自我介
绍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阅读诗词
和后来参加诗词大会的经历。题
库作答和研究计划陈述环节结束
后，进入到自由提问环节。我对诗
词的喜爱和与诗词相关的经历显
然引起了老师们的兴趣，很多老
师就此对我展开了提问。朱良志
老师对我参加诗词大会的经历比
较感兴趣，他让我讲述了从最初
报名到最后冲上主舞台的详细经
历。欧阳霄老师与我探讨诗词创
作的相关问题，另一位老师则为
我推荐了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名
师，告诉我如果有幸被北大录取，
可以去旁听他们的一些课程。从
老师们对我的态度中，我可以感
受到他们对我的欣赏与喜爱，这
也得益于我长年累月在诗词领域
的研究和学习。

我想，诗词带给我的奇特的
人生际遇，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
叶先生对我的影响。因为她，我喜
欢上了诗词，又因为喜欢诗词，我
拥有了独特而珍贵的人生经历，
也拥有了现在的生活。她如一个
燃灯者，让无数人看到了诗词之
美，接引无数人走进诗词殿堂。我
不过是海内外叶先生无数的读者
和粉丝中的普通一员，但她给予
我的影响竟是那样大。我由衷地
感谢叶先生，感谢她以传道者的
身份点亮无数人心中热爱诗词的
火焰。我相信只要这星星之火不
断燃烧，诗词文化就能薪火相传，
优秀传统文化就能生生不息。

在叶先生生前的最后时光
里，她依然在与时间赛跑，她录下
吟诵诗词的声音，校对、整理自己
的讲稿，要在有生之年为诗词传
承作出更多的贡献。“好将一点红
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尽管敬
爱的叶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但她留下的无比丰富的精神
遗产，将永远滋养我们继续勇毅
前行。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
系博士研究生)

诗词带给我的奇特的人生际遇，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叶先生对我的影响。因为她，我喜欢上了诗词，
又因为喜欢诗词，我拥有了独特而珍贵的人生经历。她如一个燃灯者，让无数人看到了诗词之美，接引无
数人走进诗词殿堂。我不过是海内外叶先生无数读者和粉丝中的普通一员，但她给予我的影响竟是那样
大。我由衷地感谢叶先生，感谢她以传道者的身份点亮无数人心中热爱诗词的火焰。我相信只要这星星
之火不断燃烧，诗词文化就能薪火相传，优秀传统文化就能生生不息。

叶嘉莹先生对一位“中国诗词大会”选手的影响：

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