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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汉语诗学研究的力作。
全书以“音节-顿歇”(“音顿”)来界定汉语诗歌节奏，认为“音顿”即为汉语诗歌的基本节奏单位，
在此意义上，作者全面而系统地依次探究了汉语古诗和新诗的节奏形式，内容涉及《诗经》、《楚辞
》、五七言古诗、杂言诗、词曲、格律诗、自由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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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本益专著的《汉语诗歌的节奏》从酝酿、构思到写成，历时近十年。
最初打算写新诗的格律，后来发觉新诗格律的关键在节奏，而汉语诗歌的节奏是什么，还是一个尚待
探索的问题；一旦那探索有了结果，就应该用探索出的节奏观去分析、总结古代诗歌和现代新诗的各
种主要节奏形式，并验证那种节奏观。
于是就有了本书现在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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