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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月 "#

日凌晨 "时（美国东岸时间 !月 "$

日下午 "时），被称为“像古画中的
仕女”的民国才女张充和在美国去
世，享年 "%&岁。著名的“张家四才
女”遂成绝响。
据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

授白谦慎说，不举办葬礼，只由家人
为其火葬。追思会将在下个月举行。
张充和 "'"(年生于上海，祖籍

合肥，曾祖父为淮军主将、两广总督
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父为苏州教育
家张武龄。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
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
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
和。在苏州园林中长大的闺秀经历
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蜕变，如果
说宋氏三姐妹关联着百年来中国的
政治，张氏四姐妹的一生都情系处
境艰难的中华传统文化。四姐妹的
夫婿皆为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之翘
楚，大姐元和，喜爱文学，夫婿为昆
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语言学
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兆和因为
作家沈从文的追求而名声在外；四
妹充和 )*岁时嫁给了美籍汉学家
傅汉思。
张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

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
“无所不能”的造境？学者余英时分
析：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
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
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
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
话说，她基本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
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

化的教育。进入 &%世纪以后，只有
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
———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
训练。
在父亲的影响下，四姐妹个个

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公数充和为
最。弟弟们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
者、艺术家。张充和在 "'('年随夫
君赴美后，在哈佛、耶鲁等 &%多所
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早年在美国传授昆曲非常艰

难，张充和是“孤军作战，实打实的
一个人战斗”。为了让昆曲在美国传
下去，她还心传口授，精心培养自己

的幼女傅爱玛学习昆曲。傅爱玛 '

岁便登台演出。有时母女俩同时登
台演“双簧”。
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充和在北

美大学校园播下的昆曲的种子已经
萌发。她有四位高足，在促成昆曲被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
了汗马功劳。
美术史论家、书法家白谦慎非常

推崇张充和的书法，并曾于 &%%(年
策划了张充和回国举办书画展。他认
为，张充和的书法中有一种很恬静的
东西。她的字，技法看上去并不是很
复杂，但是你就算学会她所有的技
巧，还是弄不出那个品位。因为你没
有她那种修养和心态。“我如此推崇
张充和艺术的重要原因，就是希望
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变的时
刻，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前辈怎样保
持着中国文人艺术‘聊以自娱’的传
统，看看这种传统下的艺术所具有
的精神境界和品位，看看有哪些东
西值得我们继承。”白谦慎说。
张充和一生沉浸在传统文化的

审美意境中，无意名利，淡泊随和。
她曾戏称，她对自己的作品无刻意
留存。谁有兴趣谁收藏，谁想发表谁
发表，“一切随缘”。她 $%岁时，自书
对联道：“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
茫度此生。”

&%%#年，张充和被发现罹患癌
症。她说：“没有关系了，一个人要死
总是要有个原因的。”

张氏四姐妹皆高寿，允和于
&%%&年离去，元和与兆和于 &%%)

年相继离去，如今，张充和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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