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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永健在散文诗研究上所下的是硬工夫。
他收集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研究散文诗的专著和论文，而且认真研读，吸收了在他看来具有学术价值
的思想和观点，作为自己思考散文诗发展历史与文体演变的基础与参照。
《中国散文诗研究》分为上、下二编，其实就是“史”与“论”两个部分。
该书有一个副标题“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限定了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切入角度，
其关键词是“现代汉语背景”、“新文体”和“理论建构”。
 
    上编分为六章，把中国散文诗分为六个时段（板块）进行了历史的勾勒，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散
文诗；30、40年代的散文诗；50、60年代的散文诗；80、90年代的散文诗；台湾的散文诗；香港的散
文诗。
作者结合历史的演变轨迹，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勾勒，对一些在文
学史关注不多的散文诗作家与作品给予了新的挖掘与评价，比如刘半农、徐玉诺、高长虹、焦菊隐、
李金发、徐志摩等都是他主要关注的诗人，对他们的散文诗的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在中国散文诗发展
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比较求实的分析。
由于作者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诗人联系比较紧密，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诗学材料，他在这一部分论述台
湾、香港散文诗的发展时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对于大陆读者与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史料和艺
术价值。
我在写作《散文诗文体论》的时候，虽然参照了不少中外诗人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更注重“论”
一方面，而对“史”，则主要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轮廓式的勾勒。
也有一个专章论述台港散文诗，不过，由于当时的资料十分有限，只是借用了一些选本和零散的刊物
了解有关信息，所以写得相当单薄，对台港散文诗的艺术特色揭示得不够深入和全面。
黄永健先生对台港散文诗发展的研究，对我的那本小书的有关内容具有很重要的补充作用，对我们更
全面地了解中国散文诗的整体特征，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下编主要探讨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也分为六章，分别论述了：（1），散文诗的本体，作者认为诗的
本体包括情、意、道、思，而现代诗的本体是“跳跃性纵向推进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现代散文
诗的本体是“扩展性发散演绎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2）散文诗的本体形式及其生成；（3）散
文诗的结构，把散文诗的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情感模块的平面组合、立体交*组合和网络状组
合，并指出，“现代自由分行诗和散文诗的本体同为现代性的人类感情情绪状态，因此，只要人类依
然生活在现代性的环境之中，二者将并行不悖同为现代人类表情达意的文体样式，不过从表达效果上
看，散文诗更宜于表现人类现代性的潜意识情景，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具有召唤功能的诗思境层，
情绪流徙不居，意识波荡起伏，意象交相迭措的网络状、立体交*状的心理图式和心理结构以散文诗
进行充分的展开和呈示，更合理，更宜于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达成异质的理想状态”；（4）散
文诗的语言，认为散文诗语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自然流畅、抽象空灵和旋律感、杂沓感；
（5）散文诗的审美功能，包括隐喻性、象征性、反讽性、自审性、批评性等；（6）散文诗的本体地
位，从历时文体学、共时文体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散文诗在文体学发展中的地位，并根据人们当下对
散文诗的关注，认为“散文诗作为当代文坛一个独立文类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散文诗的文体地
位在提升”，对散文诗的未来充满自信：“散文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作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一
个独立的诗体形式与新诗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而且散文诗越是坚持这种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的
审美品格和美学取向，就越能长期地保持自身的文体优势，巩固自己的文体构成要素，在坚守文体本
质性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吸收、同化其它文类的文体构成的次要因素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文体样式，
散文诗有望在现代中国发出更大的声音，出现重要的作品。
”这些论述都是有见地的。
在论述中，作者吸收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台湾、香港诗人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其他一些
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具有比较良好的知识结构，也使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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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散文诗研究》所体现的学风也值得肯定。
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史”与“论”往往是分离的，研究史的著作，往往拘泥于史料，难以获得对
一文体的总体评价，而一些以论为主的著作，又脱离对史的打量，甚至脱离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
现了不少主观、武断的结论，这些对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可能带来弊端。
事实上，诗歌研究（甚至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无法摆脱“史”与“论”的双重制约，前者是诗歌发展
的历史事实，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任何想象、推理都要以此为基础；后者是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
结，是对“史”的提炼与理论升华。
只有将“史”与“论”结合起来，诗歌研究才能实现既求实又创新的学术目标，才能真正推动诗歌与
诗学的进步。
在这方面，黄永健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
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基石，也将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保障。
 
    在当下的各种文体中，散文诗只是一个小文体，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
但因为具有独特的牧歌特色，它也是最适合表达现代人心理渴求的文体之一，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在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人的心理需要，是对现代人给予的人文关怀。
学术界对散文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散文诗发展相比，似乎还
显得不够，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开拓，比如，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系统的散文诗发展史方面的著作；我
们还没有散文诗理论批评史著作；除了对鲁迅《野草》的研究之外，我们还没有专门研究单个散文诗
作家的专著；我们还没有专门对中外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等等。
黄永健先生在散文诗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显示了他的实力，作为同样喜爱散文诗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的同好，我期待他在散文诗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果实，着实推动散文诗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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