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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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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 孙德忠(第 2 期)…………………………………………………………………………

中国古代的尚志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骆郁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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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文化的社会功能 韩美群(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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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 李佃来(第 5 期)……………………………………………………………………

争创和谐: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 李　燕(第 5 期)……………………………………………………………………………

试析阿尔都塞和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的批判 卢昌军(第 5 期)…………………………………………………………………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解读———马克思原始稿与恩格斯修订稿的比较研究 王　东 , 郭丽兰(第 6 期)…………………

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 ———驳《提纲》与《终结》“对立论” 朱子戟(第 6 期)…………………………………

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之探讨 孙代尧(第 6 期)…………………………………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 覃启勋(第 6 期)………………………………………………………………………………………

本体论理解的“元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高新民 , 严景阳(第 6 期)……………………………………………………

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赵士发(第 6 期)…………………………………………………………………

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实践性 邓喜道(第 6 期)………………………………………………………………………………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研究述评 熊　文(第 6 期)……………………………………………………………………………

中外语言文学

南戏体例“输入”说质疑 ———以《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为例 郑传寅(第 1 期)……………………………………………

自由:本无家可归 , 原无路可走 ———现象学视野中的李贽求道之路 王均江(第 1 期)………………………………………

意境产生之缘由考 ———诗的跳跃性意示语言 张炳煊(第 1 期)………………………………………………………………

“论诗诗” :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邓新华(第 1 期)………………………………………………………………

借异写实 ,发抒孤愤:《聊斋志异》的创作笔法与创作主旨 刘　玮(第 1 期)…………………………………………………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霍有明(第 2 期)………………………………………………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探索 王同舟(第 2 期)……………………………………………………………………

《中国文学编年史》抽样分析 鲁小俊(第 2 期)…………………………………………………………………………………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余来明(第 2 期)………………………………………

贵族化审美意识是文学的超越意识 李国春(第 2 期)…………………………………………………………………………

意境———世界共通的美学范畴 车永强(第 2 期)………………………………………………………………………………

从 “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一) 龙　涛 , 杨逢彬(第 3 期)…………………………………

“小”词缀化原因 、词缀化类型的语义学分析 杨爱姣(第 3 期)…………………………………………………………………

杜诗叠音对仗的艺术效果 舒志武(第 3 期)……………………………………………………………………………………

我国高校的专业外语教育与国家竞争力 桂国平(第 3 期)……………………………………………………………………

《诗·采蘋》“有齐季女”新解 张玖青(第 3 期)…………………………………………………………………………………

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张金桐 , 刘雪梅(第 3 期)…………………………………………………………………

智慧与雄心的隐秘追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之“蛇”与“鹰”的隐喻意味 桑大鹏(第 3 期)……………………………

“觉”而未“醒” :解读小说《觉醒》中的“觉醒” 刘红卫(第 3 期)…………………………………………………………………

论中国文学史上的九种流派命名方式 陈文新(第 4 期)………………………………………………………………………

明清散文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疏离 熊礼汇(第 4 期)………………………………………………………………

论宫体诗的审美价值 石观海(第 4 期)…………………………………………………………………………………………

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土禛看沈德潜的“格调说” 王　炜(第 4 期)…………………………………

悼亡深处见真情 ———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 康梅林(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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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影响 汪火焰(第 4 期)…………………………………………………………………………

中式英语的特点与演变 陈毅平(第 4 期)………………………………………………………………………………………

晚明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以声腔剧种的流播为研讨中心 程　芸(第 5 期)…………………………………………

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纪昀评点《玉台新咏》管窥 张　蕾(第 5 期)……………………………………………………

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 张朝富(第 5 期)……………………………………………………………………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黄觉弘(第 5 期)………………………………………………………………………………………

忧国忧民千秋泪 如诉如泣万代笔———析杜甫“三吏” 、“三别”的意旨与魅力 于华东(第 5 期)……………………………

经典化批评的现代性历史元叙事及其悖论———以建国后 17 年文学批评为中心 李　松(第 5 期)………………………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鲍焕然(第 5 期)………………………………………………………………………

咸丰 、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陈水云(第 6 期)……………………………………………………………………………

元杂剧家庭伦理叙事中人物身分的失落与确认 虞江芙(第 6 期)……………………………………………………………

从公案文学的嬗变看元代公案剧的特质 陈建华(第 6 期)……………………………………………………………………

英雄·草原·女性 ———解读邓一光家族小说叙事话语 吴道毅(第 6 期)……………………………………………………

当代文学中的“另类女孩”形象 刘　萌(第 6 期)………………………………………………………………………………

探微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库切作品《耻》真义管窥 毛　颢(第 6 期)……………………………………………………

刻板印象下的华裔女性之自卑 ———谭恩美《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形象 于秀娟(第 6 期)…………………………………

历 史 学

史 、蒋矛盾冲突与美中战时利益分歧 陈国清(第 1 期)…………………………………………………………………………

孙中山社会思想与现代文明 敖文蔚(第 1 期)…………………………………………………………………………………

20 世纪 40 年代鄂西南的婚姻法秩序研究 王艳勤(第 1 期)…………………………………………………………………

美国的“拿来主义”与早期工业革命 王　莹 , 李荣健(第 1 期)…………………………………………………………………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徐建华(第 1 期)………………………………………………

试论近代早期英国妖巫信仰中的“听差精灵” 蒋　焰(第 1 期)………………………………………………………………

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 安晓露(第 1 期)……………………………………………………………………………

论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张德明(第 2 期)………………………………………………………………………

学识与事实:中西会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 周　荣(第 2 期)………………………………………………………

略论德国 1990 年统一以来对外政策的连续性与新特点 黄正柏(第 2 期)……………………………………………………

论 1949—1955 年民主德国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 邓红英(第 2 期)……………………………………………………………

纳粹党的企业代表会政策与德国经济民主的消亡 孟钟捷 , 邓白桦(第 2 期)…………………………………………………

论中国“七·七”抗战的国际影响 韩永利 , 胡德坤(第 3 期)……………………………………………………………………

抵抗运动关于战后欧洲建设的目标与主张 严双伍(第 3 期)…………………………………………………………………

民国时期政府对四川典当业的管理与监督 张　琼(第 3 期)…………………………………………………………………

论东北解放区的税收 何先鹰(第 3 期)…………………………………………………………………………………………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湖北的农村问题与政府对策 万江红(第 3 期)……………………………………………………………

论三国荆州之争———再评诸葛亮 薛国中(第 4 期)……………………………………………………………………………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鲁　力(第 4 期)…………………………………………………………………………………………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社会环境 刘礼堂(第 4 期)……………………………………………………………………………

德国近现代史上的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研究 赵　恒(第 4 期)………………………………………………………………

论德国人与 19 世纪的印刷技术革命 李银波(第 4 期)………………………………………………………………………

李鸿章与中德军火贸易 周建明(第 4 期)………………………………………………………………………………………

二战期间美 、英 、苏围绕德国前途问题的争论 郑　丽(第 4 期)………………………………………………………………

科技考古学概述 李清临(第 5 期)………………………………………………………………………………………………

论钱币与钱币学 徐承泰(第 5 期)………………………………………………………………………………………………

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黄敬刚(第 5 期)………………………………………………………………

试析影响苏美建交的几大障碍 曹广金(第 5 期)………………………………………………………………………………

英国都铎王朝商业发展原因的历史解读 黄　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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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敌”与“世友” ———德 、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许宽华(第 6 期)……………………………………………………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叶晓东 , 吴友法(第 6 期)……………………………………………………

二战后西方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观念变迁略论 王飞麟(第 6 期)………………………………………………………………

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汽车工业与战后“经济奇迹” 罗群芳(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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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现代化 钮　松(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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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前明(第 6 期)……………………………………………………………………………………………………………

试析 20 世纪 60年代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姜淑令 , 褚　浩(第 6 期)…………………………………………………………

新闻传播学

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 余　霞(第 2 期)…………………………………………………………………………

广告产业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刘传红(第 2 期)………………………………………………………………………………

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责任担当 罗以澄 , 陈文高(第 3 期)…………………………………………………………………

“互动性”理论观照下的我国政府网站建设 强月新 , 张明新(第 3 期)………………………………………………………

博客女性主义传播的理想与现实 徐敬宏 , 赵　莉(第 3 期)…………………………………………………………………

论加拿大传播媒介素养教育及其启示 车　英 , 汤　捷(第 5 期)……………………………………………………………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冉　华(第 5 期)………………………………………………………………………………

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 周光明 , 邹文平(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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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兼论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体制改革 冉　华 , 梅明丽(第 6 期)………………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 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 于小川(第 6 期)………………………………………………………

从“民众议程”看媒体政治议程的设置 郑一卉(第 6 期)………………………………………………………………………

图书情报学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纠纷及其救济新探———基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易　成(第 4 期)…………………………………

“图企联合”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初探 尚保安(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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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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