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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稿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有关高密诗派的原始资料进行梳理考证，厘定作者和创作时代。以文化批
评学和传统诗学的方法分析高密派产生的文化基因，高密派诗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意义及现实价值，以
及高密派对儒家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高密派诗学理论的基点是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它体现在高密
派重视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重视诗歌本体抒发性情的清真雅正，和对中国诗学传统兴寄精神的继承
。通过阐述高密派诗学理论，揭示了康乾盛世寒士诗群诗学理论的的另类价值，它“所关一代诗运”
，是在“卿大夫恒以官位胜匹夫”时代，诗坛日益贵族化、缙绅化之时，寒士布衣诗人挣脱羁绊，一
展抒情主体个性精神的反映，是盛世社会面貌的另一种真实记录。

Page 2



《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

作者简介

　　官泉久，山东昌邑人。文学博士，主任记者。1990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军工报社工作
；2000年8月，调至青岛新闻出版局。曾分别担任主编、总编助理等职务。2001年7月，调入青岛大学
工作至今。发表新闻作品100余万字，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清初山左诗歌研究》、《盛世变
徵——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获各类新闻奖二十余项，获山东省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青岛市第二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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