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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诗词观中的美学探索与批评实践研究
张艳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贵阳 551400

摘要：伴随现代文学批评的演进，叶嘉莹在其诗词观念中巧妙地融合了中西美学思想，凝练出“弱德之美”与“兴发感动”两大
核心理念。她采用富有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手法，打通文学、历史学、哲学及美学等多个领域的隔阂，为古典诗词研究注入了新
的视角与活力。同时，她借鉴了西方读者反应理论，更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应用，凸显了读者在诗词阐释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
促进了诗词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推动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和国际化道路上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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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古典诗词以其别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和博
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在全球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
它既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学宝库
中的珍品。作为当今古典诗词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叶嘉莹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独树一帜的诗词
理念，为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杰出贡献。
她的诗词观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美学精髓与现代批
评理论相融合，在古典诗词的美学探究领域取得
了显著成就，更通过批评实践为诗词研究注入了
新的活力。

一、叶嘉莹诗词观

在诗词鉴赏领域，叶嘉莹特别看重“感发作
用”，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兴
于诗”传统之中。叶嘉莹的这种独到见解，源于
其丰富的家庭教育和大学期间的学术熏陶。她深
受王国维《人间词话》与缪越《诗词散论》的启迪，
这两部杰作不仅引领她走进了古典诗词鉴赏的殿
堂，更锤炼了她对不同风格和体式的韵文及其作
者的精微分析能力 [1]。在鉴赏时，叶嘉莹总是从

自身真切感受出发，深入探索诗词中蕴含的感动
力量，并努力将这种感动传递给读者，以保持其
持久的生命力。

在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叶嘉莹展示了其跨学
科的综合素养。她巧妙融合文学、历史学、哲学
和美学等多学科知识于研究中，深入发掘诗词与
历史的紧密联系，并揭示了诗词作为历史见证的
独特价值 [2]。同时，她将哲学思考融入研究之中，
深刻剖析了诗词背后的深奥哲理与生命智慧。

叶嘉莹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教育，并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她坚信，伟大的诗人是用
生命铸就诗篇的，而教育者则通过诗篇使诗人的
精神得以传承与发扬，为讲述者与聆听者、作者
与读者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她强调诗词教育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滋
润。叶嘉莹期望通过自己的教学激发学生对古典
诗词的热爱之情，进而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与心
灵境界。

叶嘉莹不仅在诗词鉴赏与研究方面卓有成
就，还是一位杰出的创作者。她的诗词作品充满
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对自然的无尽热爱。在创
作过程中，她以真挚情感为基石，精心构建意境
之美，通过诗词传递出内心深处的感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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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嘉莹诗词观的当代价值透视

（一）古典诗词传承的守望者
作为精通古典诗词的学者，叶嘉莹对古典诗

词的传承贡献卓越，不仅因其诗词创作独步天下，
更因她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全身心投入。她将古典
美学与现代教育无缝衔接，借由授课、讲座及学
术著作，向青年传达诗词的深邃内涵。她的诗词
理念，既重视语言的艺术美，又深究内在情感与
思想的流露，为现代青年理解和承继古典文化点
亮了明灯。在诗词创作中，她深怀对传统文化的
敬畏与热爱，这份情怀同样贯穿于她的教学，点
燃了学生们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与认同，让古典诗
词在现代语境中依然绽放生命力。

（二）文学批评领域的革新者
叶嘉莹以她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创新，为当代

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其诗词批评因其独
到的视角与方法论而知名，成功地打破了传统文
学批评的约束。她巧妙地融合了现代美学理论与
心理分析，不仅拓宽了古典诗词批评的视野，也
使其更加贴近现代审美和时代精神。叶嘉莹主张，
批评应聚焦于作品的内在艺术逻辑与表现力，而
非仅关注历史背景或作者生平。这种批评范式的
革新，既助推了古典诗词研究的进步，又为当代
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思维方向。同时，她在批评
标准方面的独特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批评的
理论基础，使人们更深刻地领略到古典诗词的美
学韵味。

（三）中华文化传承的推动者
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叶嘉莹的诗词观独树一

帜，举足轻重。她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播古典诗词，
从而重新点燃了大众对诗词文化价值的热情与关
注。不仅限于国内，叶嘉莹还通过多元文化活动，
积极推动诗词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厚传承，更在
国际学术交流中大放异彩，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
现给全世界 [3]。在她的不懈推动下，古典诗词不
仅在国内重焕生机，更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
的认可与赞誉。叶嘉莹的诗词观极大地增强了我
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她的文化传播活动对于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她的贡献不仅在于传承古典诗词，
更在于通过诗词这一文化载体，推动了中华文化
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

三、叶嘉莹诗词观的美学深度解析

（一）“弱德之美”：古典诗词的美学新诠
“弱德之美”是叶嘉莹解读古典诗词时的独

到见解，她以此重新审视了传统诗词中的柔美与
婉约。通过精析李清照等词人的杰作，她揭示出
这种美是柔弱却充满力量的，是内心情感的深刻
流露。在叶嘉莹看来，李清照的词以婉约之风展
现了女性特有的心境与情感，这种柔中带刚、痛
中含雅的美，恰恰体现了“弱德之美”的精髓。
她通过解读《如梦令》等名篇，挖掘出文字背后
隐藏的文化深意与情感力量。这一理念不仅赞颂

了女性的书写传统，更深入地挖掘了古典诗词中
的独特美学。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的《诗经》，
在唐宋词中逐渐成熟并受词人青睐，形成了古典
诗词特有的艺术韵味。叶嘉莹的诠释为现代人提
供了新的审美观，也为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创新注
入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兴发感动”：诗词生命的源泉探索
“兴发感动”作为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核心审

美理念，旨在通过诗词触发读者的深层情感共鸣
与精神感动。叶嘉莹深入剖析了“兴发感动”的
内在意蕴，揭示其为诗词的生机之源。她追溯至
《诗经》，探寻了“兴发感动说”的根源，并梳
理儒家诗学，深入探讨了该理论在唐宋诗词中的
演变。叶嘉莹着重指出，诗词不仅流露情感，更
通过艺术手法将深沉的生命体验传达给读者，触
动其情感并引发精神震撼。在她的教学和诗词批
评中，通过对王维、杜甫等大家作品的解读，她
展示了如何运用“兴发感动”来领悟诗词的深层
含义。她强调，诗词创作必须植根于真挚与深刻
的情感，而鉴赏则应深入共情与理解诗人的内心
世界。叶嘉莹的理论为当代诗词的创作与研究指
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体系注入了
新的丰富内涵。

（三）中西融合：美学视野的拓展与创新
在构建其诗词观时，叶嘉莹深受中国传统诗

学熏陶，同时积极吸纳西方现代美学精髓。她通
过引入和解读西方文学理论，如浪漫主义美学、
象征主义诗学等，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诗词美学
框架。叶嘉莹格外重视中西美学思想的交融，并
坚信古典诗词的美学内涵可以通过与西方美学的
交流获得新的解读和延伸 [4]。在她的研究中，中
西美学的结合不仅限于理论探讨，更在实际研究
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她在《唐宋词十七讲》
中深刻剖析了唐宋词的艺术特质，更从西方美学
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些作品的审美意义，提出了
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见解。这种中西合璧的美学探
索加深了对古典诗词的领悟，也为现代诗学的研
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叶嘉莹独特的美学视角与创
新实践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
研究成果在学界广受认可与应用，为中西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做出了显著贡献。

四、叶嘉莹诗词观的批评实践探索

（一）细读法与知人论世的融合实践
在诗词批评中，叶嘉莹选择将细读法与知人

论世巧妙结合。细读法，这一源自西方新批评学
派的手法，专注于文本形式的细腻剖析，如语言、
结构、韵律等。在《唐宋词十七讲》中，叶嘉莹
便运用此法深度挖掘了柳永、苏轼等词人作品的
艺术魅力，从语言表达的精湛到结构设计的精巧，
再到韵律的和谐，都进行了详尽解读，不仅展现
了诗词的艺术价值，更带领读者领略了其中的深
刻思想。但叶嘉莹的批评实践并未仅限于此，她
还融入了“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例如，在研
究李清照词作时，她不仅细读其语言和形式，更



114

2024 年，第四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结合了李清照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从而深刻揭示
了其作品背后的情感与体验。这种综合性的批评
方法，展现了叶嘉莹对文本的敏锐洞察，更拓宽
了她的批评视野，为古典诗词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二）批评理论的建构与深化
叶嘉莹在建构批评理论时，融合了感性体验

与理性分析，凸显其独到的批评视角。她坚持诗
词批评应超越形式美的赏析，深潜至诗词的情感
内核，探寻其中蕴藏的思想深度与情感力量。基
于此，叶嘉莹提出了“兴发感动”的批评准则，
强调作品应触动读者的内心情感，这种共鸣是衡
量作品艺术与社会价值的关键。例如，在评价杜
甫诗作时，她既细究了诗歌的形式技巧，又深入
剖析了诗人的情感世界与社会背景，生动诠释了
“兴发感动”的批评理念。叶嘉莹的理论为古典
诗词批评体系注入了新内涵，更为文学批评领域
贡献了新的理论武器，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深远
的启示意义。

（三）批评实践中的独特视角与创新
叶嘉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剖析女词人

的作品，如李清照的词，细腻地揭示了其中复杂
的女性情感及其社会角色，为古典诗词批评注入
了女性主义的新鲜活力。同时，叶嘉莹的批评实
践展现了深厚的跨文化底蕴。她不仅深耕中国古
典诗词，更积极吸纳西方文学理论，巧妙地将中
西诗词的美学思想进行比对，探寻不同文化语境
下诗词的异彩纷呈。此外，她的研究还呈现出鲜
明的跨学科特色，将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
知识融会贯通 [5]。例如，在解读杜甫诗作时，她
挖掘其文学韵味，更从历史背景和哲学思考等多
元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叶嘉莹这种跨学科、跨文
化的创新批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古典诗词研究
的内涵与外延，为其注入了新的学术生命力。

五、叶嘉莹诗词观为古典诗词研究提供的新
视角与新方法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应用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

于，她创新性地融合了文学、历史学、哲学和美
学等多学科知识。她深刻理解到，古典诗词不仅
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文化和思想的结晶。因此，
叶嘉莹巧妙地引入了历史学视角，深入探究了诗
词与历史的紧密联系，从而揭示了诗词作为历史
见证的珍贵价值。以杜甫研究为例，她不仅关注
诗人的社会环境，更从历史角度挖掘了诗作背后
的时代精神。同时，她还将哲学思考融入研究，
深刻剖析了诗词中的哲理与生命智慧。此外，借
助美学理论，她进一步探索了古典诗词在形式与
意境上的美学特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法，不
仅为古典诗词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预示了未
来学术界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的广阔前景。

（二）读者反应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化创新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研究中，引入了西方读者

反应理论，从而凸显了读者在诗词赏析中的核心
地位。此举打破了传统研究仅聚焦于作者意图和

文本结构的局限，更将焦点转向诗词如何触动读
者内心、引发情感共鸣。她提出的“兴发感动”
审美准则，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强调诗词的真正
价值在于其激发读者深层情感和精神共鸣的能
力。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接受过程时，叶嘉莹
深入探索了各历史时期读者对诗词的解读与接纳
方式，揭示了文化背景下诗词的多元意义。例如，
她针对李清照词作的分析，既洞察了词人的情感
表达，也探讨了这些词作如何跨越时空，触动后
世读者的心弦。叶嘉莹的这一创新方法，不仅为
古典诗词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更为我们理解诗词
的现代意义与价值提供了新视角，促进了诗词研
究与当代读者之间的深层互动。

（三）诗词创作与批评的互动模式构建
叶嘉莹在诗词创作与批评中，构建了一种交

融互动的模式。她强调，创作与批评应相辅相成，
而非孤立存在。通过亲身投入诗词创作，叶嘉莹
不仅实践了自己的诗词理念，更在过程中不断磨
砺和精进其批评理论。这种双向互动赋予她在批
评时更能体悟到诗词情感与形式之美的交融，深
入洞悉其内在肌理和情感流动。举例来说，她对
宋词的独到研究，便揭示了其情感表达与艺术构
思的别具一格，为学界贡献了崭新视角。同时，
结合个人创作心得，她在批评著述中提出了维护
诗词意境与艺术价值的实操建议，充实了诗词批
评的理论体系，也为创作者们提供了宝贵指引。
叶嘉莹的这一模式启示我们，批评者若能融入创
作实践，将更深刻地领悟作品精髓，并在批评中
凝练出更为透彻的洞见。

六、结语

叶嘉莹的美学观，以“弱德之美”与“兴发
感动”为支柱，加深了我们对古典诗词内涵的理
解，更推动了文学批评的革新。而在批评实践中，
她巧妙地将细读法与知人论世相结合，实现了感
性与理性的完美融合，同时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手
段，极大地拓宽了诗词研究的广度。叶嘉莹的研
究为古典诗词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女
性主义、跨文化及跨学科批评方面展现出卓越的
创新精神。未来，对叶嘉莹诗词观的持续探索，
可着重关注其美学思想的国际传播、跨学科方法
的进一步运用，以及如何利用诗词艺术在全球文
化交流中推动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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