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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散文诗之旅    一    我与散文诗结缘有一点偶然因素，即时代的赐予。
欣逢改革开放之潮兴起，文学处于活跃一时的恢复期，散文诗也呈现复苏迹象。
《诗刊》于1981年组织了一次“散文诗六人谈”，我有幸参与，便算悄然加盟了。
其实那时我对散文诗的认识很肤浅，和许多局外人一样，将其视为一种浅唱低吟式的美文小品。
收在《星星河》、《潮音集》中的作品，现在读来，便觉十分幼稚，使我汗颜。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开始对凝练而又舒展、自由灵动而又有所节制的这一文体，感到如鱼得水的
喜悦，觉得很适合自己的美学气质，便决意以身相投了。
但同时也发现了她在习惯力量尤其是某种误解、误导下形成的某些弊端。
譬如，囿于一种狭隘视野的拘束，使它题材逼仄，矫揉造作、扭捏柔弱的诗风相当突出。
令人不安的是有人竞将其视为当然的常规，不以为憾。
我觉这不利于她的发展。
一种不能或不肯承载厚重内容的文体，难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于是，我开始摸索、探究，在写作中试图有所创新，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    一、我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发展和延伸，是她的一个支脉或变体
。
在我看来，散文诗是格律诗向自由诗过渡后的必然发展，也是现代口语成为诗的主要语言资源后的必
然发展。
根据这一认识，散文在其中如何安排，就有了准则。
那就是，要在保持诗性素质的前提下，适当吸纳散文的某些可以入诗的因素；融入散文诗的肌体，以
增强其舒放灵动的美，丰富它的表现能力。
这是将散文化入散文诗中，而非把散文诗化为了散文。
这个界限要妥予掌控处理，不加节制，便有使散文诗消失于散文之汪洋大海中的危险。
    二、强调散文诗的抒情性是认定她诗性本质的必然结论，但对抒情似亦不能作孤立、片面、绝对化
的理解。
情是什么?情是人与世界即客观事物接触后引发的一种“感应”和“反应”，离开了客观的“事物”，
情便成为无源之虚了。
散文诗若完全离开叙事，搞所谓“纯抒情”，便会出现“功能偏废”的缺点。
因而我倾向诗、史(事实)与思的一体化，以抒情、叙事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综合优势，取代纯抒情文
体的定位。
难点在于结合，不是“抒情+叙事”的外在叠加，而是以抒情手法叙事，将情节、细节、人物等经诗
化处理后，融为一体。
这方面的经验多了，散文诗的艺术表现力，将会得到增强。
    三、形式主义者排斥内容，尤其排斥思想。
过分强调美文性，追求“唯美”的作品，也易忽视作品的思想内涵。
我一直认为，无思想的诗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即使外表华美，也仍是垃圾。
当然，散文诗中的思想，不应是概念化的和盘托出，如所谓“哲理性散文诗”那种写法，也不是以形
象演绎思想的办法。
我的某些作品犯有这种弊端，编集子时多将其删除。
我开始认识，问题不在诗，而在诗人，而在诗人是否是一个“思想者”。
如是，其思想常会融在作品的血液之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生硬地表述，更不是贴标签似的“贴
”上去。
抒情的叙述，语言中的感情色彩，以及诗的调子即音乐韵味之中，思想无所不在。
    四、散文诗写作中有一个虚与实的关系问题，不少散文诗失之于内容的空虚，也有的过于翔实，诗
意淡薄。
我在中国散文诗学会乐山年会的发言中，曾提出过“得之于实，出之以虚”的说法，至今觉得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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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生活基础与艺术表现间的关系，而能否自由地游刃于虚实之间，常关系到一篇作品的成败。
从根本上说，诗是虚构的。
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美文式散文，就其艺术构成而言，也无不是虚构的，但虚构又必须以现实为
依据、为源头。
就诗与散文诗而言，虚构，即艺术的、诗性的升华更是自有诗以来便形成的悠久传统，哪里有什么新
闻报道式的诗会成为名篇?所谓“报道体散文诗”，我所以不敢苟同的根本理由，便在于“报道”不能
成其为诗，它们是两股道上行走的车子。
    五、鲁迅的《野草》，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当代散文诗能
继承这些经典中厚重的现实关怀与沉甸甸思想含量者似不多见。
我曾在《散文诗》刊提过散文诗可不可以“野一点”的倡议，主张适当引入一点杂文因素，以克服某
些散文诗过于矜持和格调单一化的缺点。
后来，又试写“反讽式”散文诗，也是基于同样动机。
忧患带有悲剧色彩，反讽带有喜剧色彩。
对社会上的邪恶事物，站在高处，投以冷峻的观察和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微言相讽，在不动声色中
或能产生点儿讽喻作用。
似乎，散文诗习惯了悲剧性、柔弱性、忧郁性风格，适当引入喜剧性的反讽因素和杂文色彩，或将有
助于她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六、散文诗诞生之初，便受西方影响，适当借鉴是必要的，盲目追随却非所宜。
许淇兄在1981年便提出“我们有我们的”发展主张，壮哉此言。
中国散文诗理应在继承优秀传统，适当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
基于这一认识，我从现代派学了一点儿东西，但并不按现代派理论家规定的条款写作，而是根据作品
内容的需要，吸收融化，为我所用。
诗评家冯国荣先生评论我的散文诗时有段话说：“耿林莽取了一种多维耦合的价值向度，他广涉现代
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适用的审美因子，借鉴当代姐妹艺术的如诗、小说、散文的新的成就，兼
容‘五四’以来新传统以及古典诗、词、歌、曲、小品的丰富传统，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度先锋的表现
形态。
”“适度先锋”的提法是新鲜的，“适度”，不仅学现代派要“适度”，在艺术上，处处都需掌握一
种“度”。
                            二    冯国荣先生看出了我的多维耦合，即“多师”，在我的散文诗写作中，还有一个“
多样”和“多变”。
这“三多”均源自于我对世界多元化的认同与适应。
譬如题材与风格，我都崇尚多元，不拘一格。
从清浅走向厚重，固然是一个好的趋向，但“清浅”也未必便要“剿灭”。
“风花雪月”一直为人诟病，我则认为自然美乃是散文诗永恒的主题之一，因而在这本《散文诗六重
奏》中便有《水岸风景》一辑。
至于风格，我也是在努力追求多样的。
但却又必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主色调”在，即所谓的“个性特色”了。
论者常以“柔美”和“忧郁”来称述。
诗评家王志清先生的评说最具代表性了，他说：“其诗的基调和主调均是忧郁冷凝的不变，而只是越
到后来，则越是有苍茫感和穿透力，即有一种理性气势，给人以凛肌冽骨的战栗感受。
”    这种忧郁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是来自外部世界。
我少年时代所生活的社会，总体上的阴暗色调，和接触到的苦难人生；为我涂写了一幅幅忧郁的画面
；二是来自我自身的性格和心理素质，似乎对于这种画面有着特别的敏感，这样的内外结合，便为我
的美学倾向和情趣设定了基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又增加了一种自觉追踪的理性因素，那便是认识到“为世界喊痛”，即关注现
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悲天悯人的情怀，原是会自然
产生并持续坚守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散文诗六重奏>>

或许，这便是志清所说的那种“理性气势”的由来吧。
他还说：“忧郁的耿林莽在深刻地读懂了生活读懂了时代也读懂了自我的时候，找到了充分表现自我
的站位，找到了‘个人的音调’(屠格涅夫语)，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战栗人心的忧郁美的散文诗文本。
”    当然，就我的全部作品而言，还有“忧郁”所不能涵盖的其他方面，那是“多样”与“多变”带
来的。
我追求凝练，也喜欢舒放、潇洒飘逸，有点随意性，或者冷峻美；我热衷柔美，却又追踪豪迈和奔放
；象征手法，梦幻以及魔幻色彩的迷离恍惚，也颇感兴趣⋯⋯这些，从这本《散文诗六重奏》中均有
迹可寻，不多谈了。
                             三    最后，该说一说这本《散文诗六重奏》了。
    为什么有此意向?我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8部，散文集2部，散文诗品评集1部。
这些书印得不多，许多读者未曾读到，且它们都是阶段性结集。
每部均有佳作，也有一般性作品。
如将其中精华汇在一起，对读者阅读、研究者评说，都较为方便；对自己而言，则可将几十年写作凝
为“结晶”，也是很必要的吧。
    我文学之旅起步早，最早的诗《槐花树下》和小说《赤豆》，1939年发表于抗日游击区泰州的《青
锋》月刊，时年十三。
以前有材料介绍最早作品为1944年发表在上海《文潮》月刊的《小村》，是不准确的。
这些少年时的作品以及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写出的东西，一律未选人此书。
    我的写作步入正轨，当以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散文诗坛为开端，除散文诗外，还写过一些散文和诗
论。
本着从严挑选，力求少而精的原则，最后人集者不过散文诗160题。
挑选时考虑到作品发表后在读者中的影响，更多的是自认为最具风格特色的篇目。
全书中，约有四分之一作品是新作，也有对旧作改写的篇章，但愿它们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气息。
    200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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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文诗六重奏》内容包括水岸风景；城与人；少年心事；冷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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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林莽，1926年生，作家，编审。
原籍江苏如皋，现定居青岛。
1939年起开始写作，曾做文学编辑多年。
1980年起以散文诗写作和研究为主。
已出版散文诗集《草鞋抒情》等9部、散文集《人间有青鸟》等2部、文学评论集《散文诗评品录》，
主编过《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精选》等选本。
2007年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2009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及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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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耿林莽文学年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散文诗六重奏>>

章节摘录

梦江南    江南，你那淡蓝色的，柔和地捧着暖暖阳光的水，将我的梦悄悄托起，又轻轻摇晃，摇晃。
    我听见了一声声河水拍岸的声响；    我闻到了小河边艾蒿和蒲草的香味；    我看见了轻轻摇过去的
小船上喷出来的淡淡的氤氲。
    那将黄昏洒在河面上的氤氲啊，    像萤火虫一闪一闪飘在船头上的灯啊，    将我的梦照得朦胧又透
明。
    我听见鱼儿在汩汩地啮水，把水乡的宁静给咬破了。
    河那岸的小石桥下，一个农夫在濯洗着锄。
    江南的水把泥土和一天的辛苦冲洗干净，任新月反射到锄上，镀一层耀目的银辉。
    岸边的细柳剪碎了春风，一丝丝把我的梦儿吹暖。
    雨花石    寒冷一些，是你。
却遇无情之水，目光凝结了雨。
    石的晶体，眼睛一般。
停泊水中：悲剧的沉船。
    人死之后，骨肉腐烂。
只将几滴血，留于坚贞之石，浓缩历史。
落日的余波，闪闪烁烁，辉煌着茫茫的夜。
    我将这些生命的碎片，置于一杯水中。
似有潺潺之声，释放着圣灵之光，日日生长新的肌肤，幻若云烟。
    而那寒冷的目光，依然射出。
    凝视着什么？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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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散文诗开始复苏，进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耿林莽便是中国散文诗界
最受关注的代表作家之一。
作家选取最具风格特色的篇目，将几十年的写作凝为“结晶”：《散文诗六重奏》。
全书分为六辑，每辑一个主题，分别是：水岸风景、城与人、少年心事、冷暖人间、乡村老照片、梦
与非梦。
本书汇集了耿林莽先生几十年来艺术创作的精品，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诗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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