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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性主要指散文必须具备的一种美质和独立的品格。
诗性一般来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把握诗性一是靠体验;二是靠感悟。
诗性可分为主体诗性、文化诗性和形式诗性三个层面。
散文的诗性是一种度量，它可以检测散文的整体质量特别是内在质量达到了何种高度。
 这是一部既具原创性、探索性，又有深厚诗学内涵的散文理论专著。
作者以一种自由开放的现代散文研究视野，以学术的执着与生命激情，对诗性散文进行了富于个性化
和学理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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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剑晖，男，广东揭阳人。
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档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鲁
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广东散文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散文文体论》、《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散文》、《文学的星河时代》、《新时
期文学思潮》、《文学本体论》、《海外华文文学史》（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
）等8部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有十多篇被《新华
文摘》转载。
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教育部第四届中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奖”、“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广东省第二届文学评论奖”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及二等奖等十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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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诗性散文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诗性的发生　第一章  散文的诗性之源  　第一节  道、汉字及禅的
诗性资源  　第二节  庄子：以“寓言为广”  　第三节  悟：禅与散文的不解之缘  　第四节  灵：诗性
的归潜与飞扬主体诗性　第二章  散文的精神诗性  　第一节  精神性之于散文的意义  　第二节  独立特
行的思想者——以王小波为例  　第三节  优雅高贵的诗性表达——以筱敏为例  　第四节  恩与诗的契
合　第三章  散文的生命诗性  　第一节  文化哲学史中的生命激流  　第二节  生命诗性的内涵及形态  
　第三节  对生命价值的探询  　第四节  生命的生长性与整体性  　第五节  “融入”与“倾听”：体验
生命的两种形式　第四章  散文的诗性智慧  　第一节  维柯的诗性智慧  　第二节  禅宗式、哲思式乖解
构式的诗性智慧  　第三节  趣与幽默　第五章  散文的诗性想象  　第一节  好想象与坏想象  　第二节  
真实与想象  　第三节  诗性想象的几个层面文化诗性　第六章  散文的文化诗性  　第一节  文化诗性界
说  　第二节  文学阐释中的文化诗性  　第三节  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精神　第七章  文化散文的诗性品
格  　第一节  对存在方式和自由精神的诗性质询  　第二节  再现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  　第三节  对
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  　第四节  文化诗性中的还乡体认与宗教关怀  　第五节  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
形式诗性　第八章  散文的叙述诗性  　第一节  散文叙述观念的革命  　第二节  虚构性与多元的叙述形
态  　第三节  散文叙述中的现代主义因素  　第四节  抒情笔调与叙述氛围　第九章  散文的诗性意象  
　第一节  构成意象内涵诸要素  　第二节  散文意象的四种类型  　第三节  组构创设意象的美学原则　
第十章  散文的诗性意境  　第一节  “文境”与“诗境”的异同  　第二节  诗性散文意境的营构创造  
　第三节  散文意境的误读　第十一章  散文的诗性语言  　第一节  直抵存在与人心的诗质语言  　第二
节  语言的感性化与理性化  　第三节  隐喻性与陌生化  　第四节  音乐性——诗性语言的旨归附录一  
《我与地坛》：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附录二  散文天空中的绚丽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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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散文的诗性之源　　也许我们处于一个缺少诗意的时代，然而我们置身其间的国度却从
来不缺少诗。
我们姑且不论使每个中华子民引以为豪的唐诗宋词，就拿古代那些元典来说，哪一部不是诗、思、史
三位一体?哪一部不是大气磅礴诗性淋漓?不错，我们的先辈没有使用“诗化”、“诗性”之类的字眼
，也没有西方那种体系备全的“诗学”范畴，但他们以其特殊的艺术知觉和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思维，
在文字中注进了情感、智慧与想象，而当这种情感、智慧与想象同写作的硬质使命相结合，自然便产
生了一种特殊的诗性。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悠久、丰饶和深厚的散文传统，也是我要建构新的散文理论的诗性之源。
的确，当现代的散文越来越小，当散文一方面越写越精致；另方面却变得越来越狭隘匠气的时候，现
代散文很有必要回归到古典，回归到产生诗性的元初之处。
现代散文唯有从古代诗性中获取营养，使自己孱弱的身体强健起来，而后才谈得上打点行装、精神饱
满地在新的世纪里进行新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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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剑晖是温和的，但温和中隐含锐利；剑晖是开放的，但开放中不失坚守。
这样，他的中道之论不一定时时炫目哗众，却多见文学大道的厚重与坚实。
　　——韩少功　　剑晖先生的这部学术论著，无论在阐述的命题和方法两个方面，都闪烁着一种鲜
明的创新精神，显示出他在求知探索中的青春活力，他的批评语言也富于诗性与感情，渗透进一种生
命的情调。
　　——林非　　这是一部既具原创性、探索性，又有深厚诗学内涵的散文理论专著。
剑晖先生以一种自由开放的现代散文研究视野，以学术的执著与生命激情，对诗性散文进行了富于个
性化和学理性的阐释。
本书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过去散文研究的藩篱，或许它会成为新世纪散文理论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王充闾　　陈剑晖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散文理论话语的体系性创建。
他的核心范畴“诗性”的内涵十分丰富。
体现出了陈剑晖具有较好的理论阐释能力和驾驭选题的能力，而他的艺术感受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是
值得称许的。
他的“诗性散文”注定要对未来的散文理论产生影响。
　　——孙绍振　　陈剑晖的散文理论建构视野开阔、内容丰厚，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真知灼见，并
且诗意盎然、平正坦然、胸襟阔大，是新世纪散文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
　　——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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