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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

内容概要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以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审视抗战时期（1931-1945
）的东北文学。根据作家的活动区域和族属，将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分成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汉
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两类性质不同的创作群。着重比较研究了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
政治语境下的创作走向；对比分析了作为不同民族文化养成者的东北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风格。在中华抗战文学以及多民族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展示了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成就，凸显了东北
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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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庆超，满族，1981年5月生于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2011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博士
学位。现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东北文学、满族文学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论文主要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家》《满族研究》等学术刊物。主持完成吉
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现正承担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东北满族作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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