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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左”为明清时期齐鲁之地的别称，以其在太行山之左也。
明清之际，文化中心北移，山左文化再一次呈现出繁荣景象。
清初山左诗歌佳绩尤为世人所瞩目，作为诗国中的“齐鲁大邦”，俊逸纷出，诗什繁盛，叱诧清初诗
坛。
而且在群体的对比上，不仅可与江南诗群相抗衡，且有压倒之势。
著名诗人王士禎、赵执信皆曾自豪地概述这一盛况，“国朝诗人，山左为盛”成为时人共识。
清初山左诗歌的骄人业绩是齐鲁文化史上又一辉煌景观。
然而长期以来，对山左诗歌及其诗群予以整体研究和论述颇为不足，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清初山左诗歌研究》这一硕果，可以说填补了清代文学在诗歌领域的空白，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
肯定和褒扬，它是对齐鲁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和拓展。
　　我不相信命运，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因缘。
二十多年前，我与泉久在祖国的大西北相识。
那时，泉久是风华正茂的学子，我亦年富力强，在宁夏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因为那时学校的研究生人数很少，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给予极大关注。
泉久和同学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刻苦、勤奋、好学、上进，意气风发，充满自信。
泉久研究生毕业后踏上新闻之路，以其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敏锐的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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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初山左诗歌的骄人业绩是齐鲁文化史上又一辉煌景观。
然而长期以来，对山左诗歌及其诗群予以整体研究和论述颇为不足，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清初山左诗歌研究》这一硕果，可以说填补了清代文学在诗歌领域的空白，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
肯定和褒扬，它是对齐鲁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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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泉久山东昌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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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各类新闻奖二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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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文化批评的思维角度来看，清代的诗坛基本上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地
域诗群和流派的强大实力，一改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旧貌，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
格局。
山左诗人群体作为清初文坛的一股强势力量，其诗歌创作在诗界一枝独秀，大放异彩，这一特殊的文
学现象的出现，是与明清之际文化的普及和地域文化的蓬勃发展分不开的。
美国的人类文化学者C.恩伯曾说：“尽管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
们对一定环境的反应却有着严密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些
便构成了文化。
⋯⋯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
”o）“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
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
”②罗伯特所说的“文化区”，亦即我们现在统称的地域文化，对它的自觉认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在中国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边远地区经济的开发，城镇商业的繁荣，使它们与中原
发达地区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
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人们在地域文化的比较中强化了地域文化的自觉体认。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
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
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
北地多陆少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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