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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诗学研究》张健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从分析晚明诗学发展出发，研究了清代诗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然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梳理了清代诗学

发展的脉络。按照历史时期分别评述了各个阶段主要诗学流派的诗歌理论，比较了不同诗学之间的异同，并结合诗歌创作的

实践，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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