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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曼先生在其书房



叶曼先生与南怀瑾先生，两位耄耋老者执手相叙



叶曼先生与南怀瑾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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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先生写给叶曼先生的书信



叶曼先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做讲座，主题是“智慧人生”

叶曼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讲座，主题是“中医与儒释道三宝”



叶曼先生为南京某高校题词

叶曼先生在其书房耕读经典



叶曼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大型谈话节目《奋斗》 

叶曼先生做客新浪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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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曼介绍

叶曼本名刘世纶，祖籍湖南湘阴，北京大学经济系（20世

纪30年代——编辑注）毕业。我曾好奇地问她:“你怎么会对

经济发生兴趣？”她说:“在那时，目睹民生凋敝，我以为能把

国家的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俱可迎刃而解，因此选了经济。”

她同时投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北大经济系，另一个是师大

国文系，结果两处都录取了，只是北大的数学只考得二十几

分，原不能取，但胡适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编辑注）

看到她的国文试卷时说:“这学生一定要取！”就取了个“试读

生”，叶曼一见这三个字，非常厌恶，乃舍北大而就师大。在

师大上了十几天课，读的尽是些“目录学”、“版本学”，与原

来的爱好相背驰，正觉大失所望，北大经济系主任遣人前来向

她解释录取经过，并说“试读生”三字，只是表面文章，那

年北大法学院招生，南北两区，都只取了一名女生，而国文

分数，叶曼原是榜头，校方希望她仍能回去注册上课，这才

又欣然回到北大。法学院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三班一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02      智慧人生

余名新生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当时那份紧张，真是让她坐立

难安，幸而她遇见同系的田宝岱先生。他俩原是师大附中同

学，高中时叶曼一度转学青岛，如今久别重逢于“大包围”

的局面下，护驾之职，责无旁贷，又兼田先生品学兼优，每

试都是名列前茅，两位同属“拔尖儿”人物，后来结为幸福

佳偶，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叶曼的先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却让自己的女儿先读家

馆，六岁启蒙，便读《左传》，到了十岁才入高小一年级，她

今日之成就，无疑是得力于这一段家馆时期。我就教育观点叩

问她的意见，她说:“那还得归功于六年中学培植下的基础，

它启发了我的智慧；更应归功于北大学术自由的思想与精神，

使我能以新的眼光去评判旧的事物。若不如此，我顶多是个老

朽罢了！”我想对于一意主张“复古”的先生们，这几句话是

一帖很好的清凉剂。

三十多岁的人，如果幼年比较留心时事，一定还记得在

中国内地有位实业巨子范旭东先生，在渤海之滨一面发展化学

工业，一面培养化学人才，办得有声有色。在他领导之下有四

个机构，即久大精盐公司、永裕盐业公司、永利碱业公司及

黄海化学研究所。永裕在青岛，产品除统销豫鲁江浙，并外

销日本，总经理就是叶曼的先翁刘君曼先生。公司的组织庞

大，设备新颖，经常是友邦人士旅行青岛时必定参观之地。

叶曼那时完全是一位千金小姐派头，身边经常“不名一文”，

上街购物总是签字送货，不料当她正在读高三的那年圣诞节，

父亲忽罹脑溢血症，三天就告别了人间。叶曼虽有长兄，奈已



叶曼介绍     003

结婚成家，自顾不暇，下有四个弱弟，母亲一向养尊处优，深

居简出，这家庭的担子自然而然便落到了大小姐的肩上。她把

父亲的遗产一清理，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一无所有，幸得范旭东

先生和其他朋友为她们姐弟筹得了一笔教育基金，从此家中十

年之久无人生产，而她们竟得稳渡难关，诸弟也都先后完成了

大学教育。叶曼在求学期间，还要持家，她仿佛忽然之间就长

大了，成熟了，曾有朋友对她说:“这个转捩救了你，令尊不

死，你会变成一个废物！”

然而她的父亲只她一女，钟爱逾恒，如今死得这么早又这

么快，使她恍恍惚惚有半年之久，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

到后来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只好慢慢扶柩回到北平，奉母抚

弟，定居下来。

她随田先生出国之前，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在国外，

她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菲律宾。为菲律宾《大中华日报》及

《新闽日报》撰稿约有四年，至今仍在《大中华日报》继续写

专栏，都是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大文章。从以上这些经历看来，

可知叶曼生活变动的幅度与深度都非常大，而且在少女时代便

已面临残酷的生存考验，养成了独立人格。再加上书读得多，

故立论的根基稳如磐石；路走得多，故为文能向远大处落墨；

而她卓越的器识、敏捷的才思，尤非常人所能及。

叶曼有“甜蜜的家庭”，夫妇相敬如宾，家里布置得玲珑

雅洁。一位清廉的外交官太太并不易做，她除了写作，还教授

英文，此外，摄影、烹饪、裁缝，样样都精，并且是个京戏

迷，故与能唱须生的名作家孟瑶女士莫逆于心。女儿已就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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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在师大附中，还有一个缠在脚边的可爱的满儿。但她

自己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纤秀文雅，风姿绰约，笑起来右颊

有一酒窝，甜美又亲切。她的语言和她的文章一样气象万千，

畅论国家大事时，尤其豪迈有丈夫气概。

       钟梅音
※

    1963年圣诞节前夕

※    钟梅音（1922-1984）：散文家，曾任台湾地区《大华晚报》副刊的主编，

    著有散文集《我只追求一个圆》、《冷泉心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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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叶曼与书的一世情

初见先生便被老人全身散发出的气质和魅力所吸引，若

不告诉你她真实的年龄，你永远猜不准。看上去只有七十岁的

先生让人感觉到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先生讲课时，思路清

晰，典故信手拈来，语速不快不慢，古奥经典娓娓道来。有人

介绍说，老人家一辈子走过了大半个世界，一直在演讲，一直

在传授中国文化。

据了解，先生旅居美国多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为传播中国

儒、道、释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70年代，在美

国洛杉矶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

经》、佛教经典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

期待能带动修心向学的风气。

经史启蒙的童年

据了解，叶曼先生的开蒙书是《左传》，童年时每周还要

学对对子。这使她对史书和文字音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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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讲，五岁时，父亲教她读一本当时的幼儿国文，从人、手、

足、刀、尺开始。有一次，当讲到“窗前阶下，红花绿叶”一

课时，幼小的她忽然把它改为“窗前阶下，绿叶红花”，并且

倔强地坚持己见。起初，父亲还温和地指示书本，让她认字。

但幼小的叶曼却坚持说“绿叶红花”。父亲最后发了脾气，抄

起床边的床帚打了她，她依然倔强。适逢叶曼的外祖母来家探

访，看到父怒女啼，护孙心切，责备父亲，把她抱走。叶曼先

生说，至今回想起来，这是她平生唯一挨的一次责打。打过

之后没多久，父亲走过来，小叶曼以为父亲又要打她，所以既

怕又不敢跑。不料父亲抱起小叶曼，让她坐在腿上，还教给她

一首诗，至今印象深刻:“远看一群鹅，扑通跳下河，白毛浮

碧水，红掌踏青波。”幼小的她高兴地说:“好美啊，这么多颜

色！”父亲紧抱着她说:“我的宝贝！”自那之后，每日教她背一

首诗，从五言律诗到歌行体。

几近百岁，至今回想起来，令先生印象深刻的书是《易

经》，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启发了先生对生活的看法——世事

无常，永远在变，使她终身受益。

一生难忘北大情

那个年代，叶曼听过课的北大教授，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的

名家:“钱穆先生讲‘通史’，不但小礼堂挤得满满的，窗台

上都坐满了人，好像北京所有的大学生都去听他讲‘通史’。

钱穆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书，也不写黑板，穿长袍，就这么



国学大师叶曼与书的一世情      007

随口讲。闻一多先生讲‘楚辞’，胡适之先生讲‘中国哲学

史’，还有陶希圣先生讲‘古代社会思想史’，这些都很精

彩。”先生回忆她就学时的北大，是不可想象的自由，那时考

试很少，题目常常出人意料，但是若真正仔细听讲，了解了便

一定会名列前茅。

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几位名师，叶曼先生讲:“胡适先生，是

位蔼蔼君子，讲课慢条斯理，从不哗众取宠。他推崇历史，他说

一切课程教授的都是历史。闻一多先生，才华横溢，是位风雅才

子。讲起屈原、宋玉，仿佛他们再世。他讲书，悲愤又风流。”

南怀瑾先生，则是叶曼先生中年时拜识的一位在家老师。他学富

五车，教学严厉，责备多于奖励。记得第一次上的课，就是《楞

严经》，这令她惊喜得夜不能眠。于是追随他听了一遍半《楞严

经》，又帮助他译成白话文，自此她专心学佛至现在。

不久前，叶曼先生推出她在大陆的首本书《世间情》，书中

文章是从她当《妇女杂志》总编辑时一个名为“叶曼信箱”的

专栏中选出来的，为读者所称颂。专栏持续了二十五年，一直

到该杂志停刊。在《世间情》一书中，叶曼先生为深受世间情

所困的女性朋友指点迷津，句句浓缩了人生处世的精华，一问

一答，亲切自然，对女性朋友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关爱情与职

场、是非与家庭、处事与为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理性的诠释

和实用的建议，为女性朋友提供了识人观事、慎断是非、修炼

自我等处世经验，深入浅出，解惑答疑，慰藉心灵，充满了人

生无价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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