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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央日报》副刊《1928-1949》这个动态、立体的话语空间进行全面梳理和生动描述，展
现民国时期官营体制下文艺宣传的历史和基奉特征，探讨左翼、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类型的知
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制约下的言说选择以及心态变迁。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回避了一般的线性描述，根据副刊的实际情况，提炼出『戏剧运动』、『民
族话语』、『党外编者』、『国都书写』等话题，进行专题论述。
这种由点及面、史论结合的结构思路，厘清了国民党对文艺宣传的规划与设计及其衍变，呈现出意识
形态、官营体制与文艺的复杂张力。
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现代报刊研究的思路，也有助于拓宽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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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丽华，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
学，从事出版及相关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为民国思想文化史、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教
育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策划出版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新媒体研究前沿、城市发展战略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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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去首都文艺界的各种活动，都是中国文艺社负着提倡的责任”，“除了常常举行文艺茶话会、
音乐会而外，还举行了多次的文艺演讲和野外旅游”。
张尤其称赞该社对于戏剧的提倡和推动，他特别提到1931年中国文艺社的《茶花女》公演。
1935年，中国文艺社又设置了“文艺俱乐部”，用以招待文艺界人士①，定期举办研讨会和文艺沙龙
，使文艺界人士感到“有家可归”。
政府出面成立这样一个文艺社团，显然是想在文艺上强化自身的“中央”地位。
中宣部希望作家参加中国文艺社，“拥护中央，为中华民族谋解放，不应各自巧立名目，而不能集中
力量”②。
这种带着威胁意味的话语，表明了中国文艺社的官方色彩。
　　文艺社主力成员如王平陵、华林、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周子亚等，也是《中央日报》副刊的
核心撰稿人。
这种“核心”并不是说他们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指他们在副刊的“主人”地位。
《中央日报》自创刊至抗战爆发，王平陵和华林都是副刊的重要编辑，他们编辑的副刊，可以称为中
国文艺社的俱乐部。
当然，中国文艺社的成员比较复杂，不限于党政机关人员，在平时文艺社俱乐部的活动中，徐悲鸿、
吕斯百、商承祖、徐仲年、吴作人等中大的教授也时有参加，在1937年初文艺社的一次聚餐中，参加
者达到一百多人。
就规模而言，中国文艺社堪称京中第一文艺社团，在全国文艺界也有一定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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