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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抗战文学研究

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可喜的是!近年来

抗战文学研究得到了学界一定程度的重视!抗战

文学研究有所升温!出现了一个较好的态势" 在

这种情况下!对近年来的抗战文学研究进行盘点!

无疑具有促进抗战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意义"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的升温!主要表现在研究

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形成%研究成果的充实等

方面"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

伴随着抗战文学研究的升温!形成了一支比

较稳定的抗战文学研究队伍" 近年来抗战文学研

究队伍不但壮大!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结合

刘增杰%苏光文等老学者曾在解放区抗战文

学研究和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不小贡

献!近年仍有新作推出" 张中良2秦弓3%靳明全%

张泉%李建平%李怡%房福贤等中年学者也对抗战

文学研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张中良研究员以其在学界的巨大影响!

实质上充当了抗战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不但

发表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概况与问题0!$评价抗

战文学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回顾抗战文学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之上!指出抗战文学研究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为抗战文学研究指明路

向!而且身体力行!以对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

!

做出了拓展抗战文学研究领域的示范" 张中良先

生还对抗战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进行大力扶持!

比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0!"## 年第 I

期特地组织$抗战文学研究,专栏!重点推出了青

年学者段从学%王学振的/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

文学转型0/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兵役题材0" 四川

大学博士生导师靳明全教授则指导他的研究生团

队!对重庆抗战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先后推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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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文学论稿0/重庆抗战文学理论0/重庆

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0 /重庆抗战文学新论0 /大

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0 /重庆抗战文学区域

性0等著作" 在抗战文学领域!近年还涌现出了

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如刘晓丽%段从学%王学振%

熊辉%张武军等等" 这些青年学者为抗战文学研

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补

订,

-F.

&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教授承担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发表了

一系列关于$文协,的文章-M.

&重庆师范大学王学

振编审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题材研究,和青年

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重庆市社

科规划项目$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研究,等多

种项目!发表抗战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K.

"

"二$国外学者的加盟

在中国学者致力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同时!国

外的一些学者也加入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队伍

中来" 比如日本著名学者岩佐昌賞%杉本达夫就

分别在中国发表了关于抗战文学期刊-%.和大后

方作家生活保障运动-I.的论文!韩国青年学者权

五明也著文探讨了郭沫若历史剧/屈原0在日本

的传播问题-L.

"

"三$不同学科领域的参与

抗战文学在时段上属于现代文学!因此现代

文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研究" 但是现代文

学并不等同于新文学!比如在抗战时期!就有不少

作家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写作!这就为其它领

域的学者开展抗战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重庆师

范大学的陈忻教授!本是一位在唐宋文学研究方

面颇有建树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近年就从抗战

诗词与传统诗词比较等角度进行抗战时期旧体诗

词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

" 应该说这是一

个非常好的现象!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

体系的完备"

二%研究中心的形成

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各个领域

的学术中心一般都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 但

是近年抗战文学研究的活跃!却使得这一领域形

成了北京%上海之外的研究中心#重庆和桂林" 在

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依

托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等单位!

重庆挂牌成立了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中国大

后方抗战历史文献中心等研究机构" 这些研究机

构成立后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有力

推动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比如重庆市抗

战文史研究基地就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

论0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图书馆%

重庆市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多次召开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研讨抗战文学#!""L 年 % 月!$重庆抗战文

化,研讨会召开!来自海内外的 F" 余位专家学者

到会!$会议呼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尤其是文学

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既为矫治空疏的学风!也为奠

定抗战文史研究的坚实始基,!$中日文学关系与

文论比较以及地方性的建构!成为研讨的热

点,

-#".

&!""L 年 #! 月!$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

术研讨会召开!海内外专家学者 L" 余人参会!$就

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

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

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

&!""$ 年 K

月!$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

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的 I" 余名专家出席会议!$探讨了发掘%

整理%甄别%解读等与文学史料研究直接相关的一

系列问题!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

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

报纸杂志%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

&!"#"

年 #! 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K 周年暨

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L" 余

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从抗战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抗战文史

的区域性研究%抗战文学比较和译介及传播%抗战

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

泛而深入的探讨,

-#F.

"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还出版了/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0和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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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抗战文史研究0" 此外!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

基地还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0编辑部合作!在该

刊特辟重点栏目$抗战文史,!该栏目发表了国内

外学者的大批抗战文史研究论文!使该刊成为国

内外发表抗战文学研究论文最为集中的一个刊

物" 桂林也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文化重镇!近年来

桂林的抗战文学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广西壮

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李建平研究员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张中良研究员合作!共同主编了年刊/抗战

文化研究0!目前已出版四辑!发表了不少高质量

研究论文"

三%研究成果的充实

随着抗战文学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

形成!关于抗战文学的论文%著作大量涌现!很好

地充实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成果库" 这些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

成为一种共通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也相应

出现了颇为兴盛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民族主义

文学运动" 近年来!王学振%熊飞宇著文对这一问

题进行研讨-#M.

!李均也成果申报了 !"#! 年度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

文学思潮研究,"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近年

来抗战时期的文艺论争得到重新认识!$民族形

式,论争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成为研究热点"

$民族形式,论争方面!代表性成果当推石凤珍的

专著/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0

-#K.

" 战国策派

研究方面!博士论文就有好几部!其它论文更多!

仅王学振一人就发表了近十篇-#%.

" 这些论文主

要$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

平反,!最近熊飞宇又从抗战语境下国共之争的

角度对批判产生的缘由作出剖析-#I.

!高阿蕊则提

出从哲学%美学角度将战国策派研究推向深

入"

-#L.此外!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I.

%解放

区的新秧歌运动-#$.等也受到关注" 熊辉则以/新

华日报0副刊为例!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

期大后方文艺运动的引导"

-!".

文学史及作家作品" 文学史及作家作品一向

是文学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的抗战文学研究也是

如此"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难以一一陈述!仅

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0 $抗战文史,栏目刊发的

文章为例" 文学史方面!朱丕智探究了抗战爆发

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抗战爆发后阶级论文艺

观让位于民族文学观"

-!#.郝明工分析了陪都重庆

的戏剧和小说!阐释了其文学史意义"

-!!.作家作

品方面!郭沫若-!F.

%老舍-!M.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受

到关注!东北流亡作家如李辉英-!K.

%解放区作家

如周扬-!%.等人的作品也得到了重新阐释"

社团与流派" 抗战时期!既出现了全国性的

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形成了

独具个性的文学流派如七月派%九叶诗派%/野

草0作家群等" 这些社团%流派得到了一如既往

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有所突破的成果"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以前一向被忽略的校园文学社团进

入了研究视野!代表性成果为李光荣%宣淑君合著

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

究0

-!I.

" 李文平%吴阳红等人在这方面也有所贡

献!他们撰文介绍了突兀社-!L.

%中国学生导报

社-!$.等大后方校园文学社团"

传播媒介与抗战文学"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

究界对文学期刊%报纸副刊等传播媒介比较重视!

抗战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大后方文学方面!郝明

工全面剖析了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F".

!刘静阐释

了重庆传媒与抗战诗坛的关系-F#.

!卢洪涛介绍了

/黄河0杂志对西北抗战文学的推动-F!.

!岩佐昌賞

研究了旧体诗杂志/民族诗坛0

-%.

!王学振论析了

/大公报0重庆版和/新华日报0的文艺专刊/星期

文艺0

-FF.

&解放区文学方面!李军分析了解放区最

重要的文艺副刊/解放日报'文艺0和解放区文

艺转折之间的关系-FM.

&沦陷区文学方面!王翠荣%

蒋蕾分别考察了哈尔滨/国际协报0副刊-FK.和伪

满/大同报0副刊-F%.

"

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 由于政治%军事等因

素的作用!抗战文学形成了大后方%解放区%沦陷

区三大板块并存的格局!这就为从区域文化的视

角研究抗战文学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区域文化

与抗战文学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 冯宪光%王维

国%郝明工提出了抗战文学的文学地理学问题!为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抗战文学寻找理论支

点"

-FI.张全之%张武军分析了抗战对中国现代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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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格局的影响!剖析了重庆文学中心形成的原因!

指出重庆作为文学中心不同于北京%上海的特

点"

-FL.靳明全%郝明工%张武军%段美乔%谢廷秋等

人选取典型案例!具体阐释了西南地域文化与抗

战文学的关系"

-F$.

抗战文学的研究方法" 为了推动抗战文学研

究的开拓与创新!有的学者还就抗战文学的研究

方法进行了探讨" 李怡主张在$民国文学史,的

框架下来研究大后方文学-M".

&朱丕智认为$从文

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

意义的学术路子,

-M#.

!同时指出$抗战大后方文学

的研究!应当坚持文学历史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

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达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和

历史整体性下的文学的统一" 其具体内涵则是文

学本位立场%民族文学立场%社会文学立场三者的

辩证融合,

-M!.

"

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是发生于一

定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文化背景中的!因此学者们

在研究抗战文学的同时!也很注意对抗战文化的

研究" 比如张育仁等人探讨了与抗战文学发展紧

密相关的新闻%出版等问题-MF.

!张承凤论析了抗

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MM.

!罗玲则具体分

析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抗战救亡运动-MK.

" 这些研

究看似与抗战文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却

为其提供了背景材料"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抗战文学研究在近年取

得了客观的成绩!也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在今后的

研究中必须加以注意" 其一是抗战文献搜集整理

的基础性工作亟待加强" 抗战文学研究之所以相

对比较薄弱!与文献的缺乏是有很大关系的" 目

前抗战文学研究使用的基本上就是/大后方文学

书系0/解放区文学书系0/沦陷区文学大系0等几

套丛书!事实上这几套丛书容量有限!相对于浩瀚

的抗战文献无异于九牛一毛" 抗战时期的出版条

件非常差!书籍大多字迹模糊!难以辨识!而且经

过数十年的时光流逝!不少文献因纸张磨蚀已经

不堪使用!此时如果再不对抗战文献进行抢救性

整理!是会留下永久性遗憾的" 张中良先生在论

及正面战场文学研究时曾呼吁整理出版/正面战

场文学总集0

-!.

!确为明智之见!当然需要搜集整

理的领域还非常多" 其二是研究视域尚需进一步

拓展" 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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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 但是抗战文学研究还存在不少的盲区!研

究视域必须进一步拓展" 比如日军曾在广州%武

汉%重庆等地实施惨无人道的空中屠杀!广大作家

也留下了大量相关的文学作品!但是迄今为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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