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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总目录

名家专论

胡应姬鼎再释 李学勤(第4期)…………………………………………………………………………………………………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 王 宁(第4期)………………………………………

常态、新常态与非常态:2012-2017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素描 任剑涛(第4期)………………………………………………

在卓越中演进民主———对古代雅典民主的一种价值论思考(上) 何怀宏(第5期)…………………………………………

注意力现象学的基本法则———兼论其在注意力政治学—社会学中的可能应用 倪梁康(第5期)…………………………

论艺术的象征本质———兼论中世纪的艺术和美学 张 盾(第5期)…………………………………………………………

在民主中保持卓越———对古代雅典民主的一种价值论思考(下) 何怀宏(第6期)…………………………………………

乾隆朝诗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蒋 寅(第6期)……………………………………………………………………………

从宋词困境看姜夔在词体词风方面的突破 钱志熙(第6期)…………………………………………………………………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当代中国创建公有资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 杨志臣(第1期)…………………………………………………………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 李维武(第4期)…………………………………………………………………………………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王雨辰 陈富国(第4期)……………………………………………………………

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郭 湛 刘志洪(第6期)…………………………………………………………………………

哲学研究

走向“超越权力”的“自我解放”———反思霍洛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重构 孙 亮(第1期)…………………………

历史唯物主义守护当代现实的思想自律 卢德友(第1期)……………………………………………………………………

齐泽克笔下的资本主义恋物癖 陈 剑(第1期)………………………………………………………………………………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环境哲学理论 郇庆治 徐 越(第2期)…………………………………………………………………

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诉求 张云飞 李 娜(第2期)…………………………………………………………

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与哲学意义

———兼论我国古代学者惠施等人“尺捶”之辩的本体论意义 段德智(第2期)…………………………………………

成熟时期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及其困难 王成军(第2期)…………………………………………………………

永不停止的对话———德里达关于诠释问题与伽达默尔的对话与分歧 邓 刚(第2期)……………………………………

“求同”与“存异”:明清之际儒学社会性格的转变 张 循(第3期)……………………………………………………………

以善说性抑或以性说善———孟子性善说新解 廖晓炜(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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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视、赞同抑或拒绝———古典德性论与社会正义的契约论进路 陈治国(第4期)……………………………………………

金融化视域中的数据幻象与全球经济不平等———重读《21世纪资本论》 宁殿霞(第4期)…………………………………

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 徐 亮(第4期)……………………………………………………

富裕社会的消费政治与国家治理 武中哲(第5期)……………………………………………………………………………

伊壁鸠鲁与近代宗教批判关系疏证———一种施特劳斯主义视角 高山奎(第5期)…………………………………………

历史没有规律吗———驳反历史决定论 韩东屏(第6期)………………………………………………………………………

范畴论数学基础探析 郭贵春 孔祥雯(第6期)………………………………………………………………………………

壮族医学“三道两路”核心理论的建构 李慧敏 刘 兵 章梅芳(第6期)…………………………………………………

基督教灵肉观念的人性论意涵及其解释之争 徐 弢 李思凡(第6期)……………………………………………………

历史学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 胡德坤 邢伟旌(第1期)………………………………………………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 李长莉(第1期)………………………………………………………………………

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 任吉东(第1期)…………………………………………………………………………

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沛霖(第1期)…………………………………………………………………

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徐 斌(第1期)……………………………………………………

儒、法互补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朱汉民 胡长海(第2期)…………………………………………………………………

中国抗战被缺席: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二战与中国 刘文明 彭 鹏(第2期)………………………………………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个性化 张康之(第3期)…………………………………………………………………………………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初庆东(第3期)……………………………………………………………

论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策略的演变 于 展(第3期)……………………………………………………………………

民国教育史学史的小微样本:民国学前教育史学史 朱季康 胡金平(第3期)………………………………………………

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严双伍 吴向荣(第4期)…………………………………………………

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国家建构路径———基于“突尼斯模式”与“也门模式”的比较研究 张楚楚(第4期)………………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曹龙虎(第4期)………………………………………………………………………

西学东渐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 刘 明(第4期)……………………………………………………………………………

精神动员的仪式化现场:抗战时期的国民月会研究 汪效驷 李 飞(第5期)………………………………………………

中国古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变迁研究 刘 良(第5期)………………………………………………………………

二战后日本提供援助与中国放弃赔偿间关系的再探讨 徐显芬(第6期)……………………………………………………

清代直隶口外地区内务府牧厂的管理 陈肖寒(第6期)………………………………………………………………………

文学研究

影响、回应与再创造———1992年以来的“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荣光启(第1期)………………………………

从民族到宗教:新中国的回族文学研究———以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成果为中心的考察 马梅萍(第1期)…………………

当下华语电影生产范式的转变及其文化竞争力 陈林侠(第1期)……………………………………………………………

影像催生的文化记忆转变———以影片《大屠杀》为例 王 琳(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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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共情:“李健现象”折射出的电视音乐传播与社会审美趋向 孙文峥(第1期)……………………………………………

疾病在《魔山》起舞———论托马斯·曼反讽的疾病诗学 涂险峰 黄 艳(第2期)…………………………………………

“宗唐得古”说献疑 ———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魏崇武(第2期)……………………………………………………

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吴光正(第3期)…………………………………………………………

1920年代国语文学史的发生与退场 方长安 邬非非(第3期)………………………………………………………………

“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张文民(第3期)………………………………………………………………………

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韩 晗(第5期)………………………………………………………………

论王蒙与张承志笔下的新疆叙事———以《你好,新疆》《相约来世,心的新疆》为考察中心 袁文卓(第5期)………………

中西诗学对话———德里达与中国文化 曹顺庆 李 斌(第6期)……………………………………………………………

“剧场”不可取代“戏剧”刍议 宫宝荣(第6期)…………………………………………………………………………………

语言经济学的维度及视角 赵世举 葛新宇(第6期)…………………………………………………………………………

语言经济功能再认识 赫 琳 张丽娟(第6期)………………………………………………………………………………

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刘国辉 张卫国(第6期)………………………………………………………

新闻传播学研究

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金恒江 聂静虹(第2期)………………

媒体传播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定量研究 冯 强 石义彬(第2期)…………………………………………………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王 广(第5期)………………………………………………………

小程序与轻应用:基于场景的社会嵌入与群体互动 喻国明 梁 爽(第6期)………………………………………………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模型及其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肖 珺(第6期)…………………………………

跨学科研究

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 李里峰(第1期)…………………………………………………………………………………………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局与评判 陈文胜(第1期)……………………………………………………………………………

乡村社会的螺旋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 邢成举(第1期)……………………………………………………………

失独人群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心理援助 徐晓军 刘炳琴(第2期)………………………………………………………

封闭社区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曹海军 霍伟桦(第2期)………………………………………………………………

城市“小区病”:特征、类型及治理工具 靳永翥 丁照攀(第2期)……………………………………………………………

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 胡鞍钢 张君忆 高宇宁(第3期)……………………………………………

国际论文生产与国家生产力———一个关于中国科学研究悖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尚虎平(第3期)………………………

性别不公:今日中国乡村社会观察的一个新视角 李慧英(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变迁与重构 康金莉(第4期)……………………………………………………………………

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 张祝平(第5期)…………………………………………………………………………

跨地域家庭模式: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 李向振(第5期)…………………………………………………………………

村民小组:乡村治理的最小单元 李永萍 慈勤英(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