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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論文的動機在釐清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等權力場域對文學生產的影響。以二二八事件為分界，分析二二八事

件前後報刊、雜誌所形構的文化場域中，兩岸文化人如何各自在其所佔據的

文化「位置」，爭取文化生產的支配權，與國民黨官方的文化宣傳進行意識

形態與文學內部美學的鬥爭。 
    戰後，台灣復歸內戰中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汲取台灣的經濟資源大量投

入內戰，造成台灣社會的貧困化。二二八事變前，文化人面對國民黨的「非

民主化」，本土不分左、右翼的知識份子與傳統仕紳，以及與歸台的進步「半

山」、大陸來台的進步文化人，共同對抗國民黨封建官僚的體制，積極促進

兩岸的文化交流，呼應大陸的民主運動，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政治民主化」

與「經濟民主化」。戰後短短一年半的時間，台灣的文化場域已逐漸形成一

股自主性的力量，足以和官方文化勢力抗詰。這是經過二、三 O 年代以來社

會主義思潮洗禮的台灣文化人，與大陸經過抗日戰爭「文章下鄉」、「文藝大

眾化」經驗的進步文化人，共同合作的結果。兩岸文化人此一「民主化」的

追求，在二二八事件的清鄉鎮壓後，僅能以文學議論的方式介入社會現實的

改革。 
    二二八事件以後，文學場域從「紀念五四」打開了三月鎮壓造成的「緘

默」，重新展開「重建台灣新文學」、「文藝大眾化」的討論。經過近一年的

醞釀，又因 1948 年二二八事件週年前夕發生許壽裳離奇被殺事件，強化了

文化人建立統一文化陣線對抗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決心。在楊逵的呼籲下，

兩岸文化人在「橋」副刊集結，展開以文學議論介入現實的抗爭行動。從 1948
年初到 1949 年四六事件為止的「橋」副刊文學論爭中，從台灣文學與社會

有無特殊性的論辯，又發展出「五四精神」的繼承與否、中國社會性質、新

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與世界觀、理論與實踐等等議題，即反映了兩岸文化人

在國、共內戰兩條政治路線的鬥爭中逐漸偏向「社會主義」的文學「場」的

一端。顯現出兩岸文化人以社會主義的批判精神、統一文化陣線，欲推翻美

國扶持的蔣介石政權的政治傾向。 
戰後初期當時的批判性的文化理念，對今日的仍處於「認同」困擾、並與大

陸有著不同的「政治路線」主張的台灣文化場域，同樣是一種「文化資本」，



值得我們正視它的侷限，以及對我們的啟發。對這些問題的釐清，首先將有

助於理解戰後初期的文化人，在尚未經過後來國民黨官方意識形態壓制時，

他們如何對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台灣文化遺產進行評價，如何思索台灣文化的

主體性與現代性的問題；其次將有助於對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結構性社會因

素有更清楚的認知。筆者希望這對台灣文學的定位，或影響文學史分期的社

會性質問題，能發揮一些澄清紛爭、分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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