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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攻的散文创作》 
 

后  记 

         

    没有学习之前，对“散文艺术”完全是不求甚解，管它种类、特点、意义，

总觉得好读就是了。我在这两年受到老师们的教导后，发现散文确实是个大学问，

在此感谢泰国崇圣大学与中国华侨大学的诸位老师。 

    特别感谢我的论文辅导老师，倪金华教授不厌其烦的指导批阅我的论文写作，

如果缺少您的帮助，这篇论文也难以顺利完成。 

    感谢散文作家— —司马功先生，感谢您免费地赠送散文集，如果没有您这些

优秀的作品就没有这篇论文了，同时要感谢散文作家— —曾心先生, 您的指导对

于我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能够让我的论文更完整。 

    最后感谢我们班的同学们，在课堂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都耐心地帮助我，

使我能步上硕士毕业的成功大道。 

                                             

                                         黄文强 

 

                                      2009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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