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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洪亮，1983 年生於黑龍江省安達市。2014 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文學博士學位，

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文藝爭鳴》《抗

戰文化研究》《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等刊物發表論文三十餘篇，出版專著兩部、編著一部，兩

度入圍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各一項，參與國家

級、省級項目多項。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國民黨官方文學、抗戰文學。

提    要

本著作的前兩章首先對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做了大致的分析，並簡要回顧了

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官方文學的發展脈絡。

第三章分析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反而落潮的原因，認為這

是國民政府不斷妥協退讓、并嚴格控制反日言論的結果，由此也體現出了「官方民族主義」的

虛偽性。在這之後國民黨官方文學每況愈下，到了 30 年代中期已發展到公然鼓吹法西斯主義

的地步。

第四章重點討論了與國民黨中宣部關係密切的中國文藝社及其刊物《文藝月刊》。該刊呈現

出的姿態相對溫和，也體現了較為明顯的民族主義立場，但是對於「九．一八」事變，刊物的

反應卻極其冷淡，這再次體現了「官方民族主義」在真正的民族危機面前的尷尬。

第五章考察了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的兩個官方文藝機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演變。它們在抗日宣傳方面發揮過巨大作用，然而

在與左翼進步文人的爭奪中，國民黨漸漸失去了對於它們的控制。

第六、七、八章討論了抗戰後期「三民主義文藝政策」的產生背景、提出過程以及相應的

文學創作。著重分析了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保守性與「三民主義文藝政策」的倡導者不得不提

倡「新文學」之間的矛盾，「三民主義文學」既要反映「民生」又要與左翼保持距離的尷尬姿

態，以及三民主義文學借助於民族主義而獲得合法性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