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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的特点是对区域文化和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化，其中郝明
工教授以诗人何其芳为例对文学的区域性、地域性和地方性几个概念的辨析，以及贾玮博士根据梅洛
一庞蒂现象学美学对区域内涵所作的空间学解读均能引人入胜，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2�>>

书籍目录

前言
    区域文化与文学笔谈
“文学地理”：统一与多样的大存在
中国当代文学的统一性与区域性
地域性学派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国家文学大树上的枝和叶——《世纪转型期湖北诗歌研究》写作手记
    区域文化理论与实践
文学的区域性、地域性、地方性——以何其芳诗歌为证
“区域”内涵的空间学解读
保护方言的文化反思
    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
1937—1945：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与上海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文协”在重庆的诗歌活动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革命文化界旗手的确立
抗战时期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论
陪都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学史阅读与考察——对七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病象的思考
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几首佚诗
    区域文化精神与现当代文学
齐鲁文化与山东现代作家
解放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成
多重冲突中的个体与革命现代性的纠葛——论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
《红星照耀中国》的陕北红区叙事及其影响
启蒙视角与蹇先艾乡土小说的审美构成
新诗写作中的地方知识与国家想象——以阿垅战时诗歌书写为例
李劫人小说与“城市”书写
现代神话的讲述者：扎西达娃及其雪域世界
回忆、意象与抒情的三重变奏——柏桦诗歌个人化写作初探
地方性、民族性及史诗性叙述——从《秦腔》看当下乡土社会的生态镜像
    区域视野与文化现象
竹枝词所透露的巴渝历史文化和民族迁徙融合信息
石阡木偶戏渊源新探
从《马前泼水》看当代川剧艺术
“以歌养心”及其困境——从《蝉之歌》管窥黔东南地区侗族大歌的特点
当代歌词与重庆形象建构
性病·妓院·教养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区域空间、身体想象与国家认同
成长、乡愁与认同的焦虑——台湾电影《童年往事》阅读札记
    信息传真
重庆师范大学挂牌成立长江上游文化研究中心
后记
稿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2�>>

章节摘录

　　在&ldquo;大东亚共荣圈&rdquo;思想的鼓动下，日本对华侵略从军事开始，逐步扩展到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1938年7月，日本的五相会议制定的《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中就明确地规定了在文化方面其核
心目的为&ldquo;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武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
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rdquo;。
其中具体规定了有关于文化方面的内容：&ldquo;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
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rdquo;，&ldquo;招抚学者，加以保护，并振
兴儒教&rdquo;，等等。
1940年，日本为了协力侵略战争又提出了&ldquo;大东亚文化建设&rdquo;的口号，期待从制度、法规
层面的规范，以体制性的建设来完成对&ldquo;文化亚洲一体论&rdquo;的推动，并达到政治力量所无
法完成的任务。
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提出：&ldquo;日满支三国相互提携建设新秩序，树立以政治、经济、文化
各层面的相互相助之互动关系为根干，期待在东亚确立国际之正义、共同防共之达成、创造新文化。
&rdquo;　　围绕&ldquo;大东亚共荣圈&rdquo;的论调，日本将侵华战争披上了&ldquo;道义&rdquo;
、&ldquo;德&rdquo;以及解放亚洲&ldquo;弱小&rdquo;、&ldquo;未开化&rdquo;国家的华丽外衣。
认为唯有日本才可以同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抗衡，&ldquo;惟有日本一个国家能够使他们把亚洲的
财富还给亚洲，使亚洲人不再作奴隶&rdquo;，&ldquo;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就可以视为日本为完成使
命而进行的战争&rdquo;。
因此，&ldquo;谁扰乱了东亚的秩序，就必须受到制裁&rdquo;。
这些正是他们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找到的牵强理由，同时，在文化方面，将本国作者大量派往中国成为
战争的协力者&mdash;&mdash;&ldquo;笔部队&rdquo;，这些从军的作家以游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
式宣扬日本的&ldquo;文化精神&rdquo;，炮制出许多所谓的&ldquo;战争文学&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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