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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詩詞
學泰斗葉嘉瑩先生日前辭世，中華詩詞學會發布唁
電指出，葉嘉瑩先生於2024年11月24日不幸逝
世，學會同仁深感悲痛並表示深切哀悼！葉嘉瑩先
生的逝世是中華詩詞界的重大損失，她對中國古典
文學的貢獻將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葉嘉瑩先生千
古！
唁電指出，「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

魂。」葉嘉瑩先生曾以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書生報國
的理想；「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
葉嘉瑩先生曾用這樣的詩句記錄下她對詩詞教學的
熱愛。葉嘉瑩先生陸續將自己全部財產3,500多萬元
人民幣積蓄捐贈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傳播事
業；葉嘉瑩先生說自己的一生「只為一件事而來」，
那就是中國詩詞的創作、研究和教育。葉嘉瑩先生為
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和推廣作出了重要貢獻。
唁電之後還附有眾多當代詩詞名家所作悼念詩

詞。其中，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周文彰在悼詩中寫
道：「詩星安健萬人牽，噩耗傳來慟九天。一夜

文壇傾巨擘，百年德範結塵緣。群中舊卷思佳
句，網上餘音仰達賢。葉落根深枝更茂，先生遺
夢後生圓。」詩作不僅表達了對這位詩詞學泰斗
辭世的沉痛哀悼，更褒揚了葉先生潛心治學、傾
心詩詞的風範。
中華詩詞學會原常務副會長范詩銀在《疏影．
恭送葉先生走好》中寫道：「遙穹凍淚，為韻星
遠去，停風凝水。太白長庚，路霓橋虹，更有鶴
雲諧美。甘棠采芑離騷客，也淒然、霜殘冰碎。
正聲聲、走好先生，響過蓮珠荷珮。諳憶真情弱
德，是生命、不死詩骨詞蕊。魏晉三唐，兩宋元
明，清晚人間滋味。海棠高唱驚西府，又幾度、
津門依翠。忘不了、九揖難辭，揖揖夢吟心
醉。」
葉嘉瑩先生曾獲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改革開
放40周年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感動中國2020
年度人物、「百歲詩星」等榮譽稱號。她亦被譽
為中華「詩詞的女兒」，是加拿大皇家學會唯一
一位中國古典文學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25日，
中國作家協會發布唁電表示，驚悉著名教育家、詩
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泰斗葉嘉瑩先生辭世，我會
謹表示深切哀悼，並向葉嘉瑩先生親屬表示誠摯慰
問！葉嘉瑩先生的逝世是學術界、教育界和詩歌界
的巨大損失。她的治學精神和崇高品格，我們將永
遠銘記在心，勵志前行！葉嘉瑩先生千古！
唁電指出，葉嘉瑩先生畢生致力於傳承中華詩

詞文化，在古典詩詞創作、研究和教育上成就斐
然，《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王國維及其文學批
評》《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等著作
見解獨到、底蘊深厚，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廣泛

影響。她熱情推動古典詩詞傳播，以富有感染力
的詩詞鑑賞和獨特的人格魅力，激發了無數人對
古典詩詞的熱愛，為中華詩詞文化的世界傳播作
出了重要貢獻。她對中華詩詞文化摯愛之深、用
力之恒令人敬佩，是真正的「詩詞的女兒」。
唁電還表示，葉嘉瑩先生是一位有強烈文化責
任感的愛國學者，她學養深厚、貫通中西、悉心育
人，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執從事詩詞教學，
並捐贈幾乎全部個人財產用於設立學術基金，她用自
己的一生詮釋了中華詩學的精神真諦，用詩詞的力量
溫潤心靈、啟迪智慧、傳承文化，為推動中華詩詞
薪火相傳、增進文化自信自強作出了卓越貢獻。

中國作協：用一生詮釋中華詩學精神真諦

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周文彰作詩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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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清晨，天津迎來了入冬後

的首場寒雨，冷雨淒風，彷彿在訴說

無盡的哀思，與眾人一同悼念這位文學大師的離

去。在南開園的馬蹄湖畔，殘荷在風雨中搖曳，卻

更添幾分堅韌不拔之姿。「葉嘉瑩先生，一路走

好！我們永遠會銘記您！」「文學不死，詩意不

滅」……廣大南開大學師生、校友、文學愛好者不

顧風雨，紛紛來到設置在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園內的

葉嘉瑩先生靈堂，只為送別這位被譽為「詩詞的女

兒」的文學大家，場面令人動容。

南開大學中文系1977級校友王宇建步入靈堂的那

一刻，淚水瞬間決堤。她深情回憶道：「1979年，

葉先生回國講學，我們有幸成為她的首批學生。她

的授課如春風化雨，瞬間在校園內掀起了一場詩詞

風暴。教室被擠得水洩不通，連窗台和走廊都站滿

了人。葉先生不僅傳授了詩詞的精髓，更在我們心

中播下了詩詞的種子，讓它生根發芽。」

南開校友詹先華在弔唁後心情沉重，他感慨地表

示，葉嘉瑩先生以南開為家，致力於古典詩詞文化的

傳播，讓古老的藝術煥發出新的活力。她在詩詞中傳

遞的弱德之美，激勵每一個經歷挫折的人堅守善行

與德行。葉先生的離世是南開的一大損失，但我們南

開人不會因此沉淪，我們將化悲痛為力量，傳承先生

的精神，繼續用詩詞之美來教育年輕一代。

南開大學文學院學生鄒一諾眼含熱淚，深情地說

道，我曾讀過葉老的一句話：你的心在走路，若再

用語言表達，那便是詩。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讓

我對葉先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葉先生以弱德之美

堅守君子之道，用燭光傳播詩詞之美。她是我心中

的女性楷模、文人典範和詩歌的化身。雖然她已經

離去，但她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今天，我來到

這裏送別葉先生，願她的精神永存。

據了解，早在前一天的夜晚，葉嘉瑩先生訃告發

布後的第一時間，南開大學文學院的師生們就開始

連夜手布置葉嘉瑩先生的靈堂。南開大學文學院

2022級學生魯奕彤蘸墨執筆，飽含深情寫下輓聯。

她告訴記者，平時也會去摹寫葉先生的詩，品讀詩

中的意境，但從來沒有想過會親手為葉先生寫下一

副輓聯。這種送別的方式太令人傷感和悲痛。但，

唯有振奮精神，把先生的詩詞吟誦出去，把先生的

精神傳遞下去，這樣才能真正告慰先生的在天之

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憶舊事校友學生淚灑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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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學生在葉嘉瑩先生靈堂前鞠躬。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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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一直關注中國古典詩歌吟誦傳統，並身體力行發
掘、保護和傳承這一傳統。范曾先生回憶在他們第一次見

面的時候，葉嘉瑩先生就曾請他為之吟誦古詩文，並即興寫下
詞作以志欣慨。
11月25日，現年86歲的著名書畫家、詩人范曾先生驚悉詩詞

學泰斗葉嘉瑩先生於24日過世之噩耗，忍痛寫下輓聯——「曾
杜甫留句玉露傷懷凋楓葉，信觀堂有承詩壇感耀仰嘉瑩，葉嘉
瑩先生千古，范曾敬輓」，以表達對這位老朋友的深切哀悼。
鴻雁傳書、詩文唱和，是范曾與葉嘉瑩兩位先生近半個世紀

交往的見證，亦給今天的中華詩教留下了永恒的佳話。香港文
匯報記者獨家專訪范曾，講述他與葉嘉瑩之間的深厚情誼。

半世紀交往見證詩教佳話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歷經艱辛終於回到祖國的葉嘉瑩先生
遊覽香山，驀然看到范曾先生所繪屈原像時，葉先生的喜悅之

情溢於言表，她
當即用《水龍吟．
題屈原圖像》來
表達自己的感
受。
四十餘年前，

葉嘉瑩先生邀請
范曾先生赴溫哥
華講學，二人曾
共登溫哥華洛基
山。而這段往事
也成為日後他們
詩文往來中常常

提到的典故。
2012年，加拿
大阿爾伯塔大學
授予范曾教授名
譽文學博士學
位，葉嘉瑩教授
得知後欣然題詞
《水龍吟》以示
祝賀。
2019年，適逢
南開大學百年校
慶之際，范曾先生將自己創作的七幅南開歷史傑出人物像捐贈
給了南開大學。其中一幅的主人公就是葉嘉瑩先生。在這幅作
品中，范曾先生運用「畫中有畫 畫中有詩」的巧妙構思：葉嘉
瑩先生身淡荷色衣裙端坐於前，一幅畫作懸於葉先生左後上
方，該畫作為杜甫肖像，側書其《秋興八首》中「請看石上藤
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詩句。當時，范曾先生曾表示，南開
園中走出這樣的大師，是百年南開的光榮。
葉先生百歲壽誕之時，范曾先生第一次依照葉先生的家族姓

氏，鄭重寫下「和詩哲葉赫嘉瑩先生依原韻」。詩哲，這是一
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的禮讚，也是對葉先生在當代詩詞學領域
傑出貢獻的概括。
對千古文脈的體認和傳承，兩位先生各有自己的方式。他

們的筆墨往來，既是交往的見證，更是當代中華詩教的生動
寫照。這些往事不僅給今天的學界留下了二位先生博雅的學
養、敏捷的才思、不泯的童心，還有那「有所為、有所不
為」的持守和風骨，更有學人間相互欣賞、相互砥礪的襟懷
和風範。

驚聞文壇巨匠葉嘉瑩先生不幸離世，社會各界沉浸在無盡的悲痛之

中。著名書畫家、詩人范曾先生驚悉噩耗，忍痛寫下「曾杜甫留句玉露

傷懷凋楓葉，信觀堂有承詩壇感耀仰嘉瑩，葉嘉瑩先生千古」的輓

聯；中國作協、中華詩詞學會昨日相繼發唁電，對葉嘉瑩先生的辭世表

示「沉痛哀悼」，將永遠銘記葉嘉瑩先生的詩詞學貢獻、治學精神與高

尚品格；南開大學連夜專闢追悼靈堂，廣大師生及各界民眾紛紛前來弔

唁，送別葉先生，場面令人動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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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生平

出生於北京西城察院胡同的
書香門第。

1924年7月2日

1937年 北平淪陷，開始在淪陷區生活，並用
詩歌記錄時代景象。

1948年 隨丈夫遷往台灣。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在中國台灣多所大學任教，包括
台灣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淡江大學
等。

1969年 遷居加拿大溫哥華，受聘於不列顛哥
倫比亞大學，擔任終身教授。

1973年 前往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申請回國探
親。

1979年 歸國講學申請獲批准，開始每年利用
假期回國講學。

2013年 回國定居於南開大學，並為其建「學
舍」。

1991年 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首位中國古典
文學院士。

2014年 90歲生日時，收到國務院前總理溫家
寶賀信，稱讚她心靈純淨、志向高
尚，詩作給人以力量。同年獲「2014
中華文化人物」稱號。

2018年 將全部房產折價1,857萬元人民幣捐
贈給南開大學，用於設立支持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研究的「迦陵基金」。同
年獲「2018年度最美教師」稱號。

2019年 獲國務院頒發2019年度中國政府友誼
獎。

2020年 被評為「感動中國2020年度人物」。

2024年11月24日 下午於天津不幸辭世，享
年100歲。

●范曾先生所繪葉嘉瑩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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