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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政治观探析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系统思想方法⋯⋯⋯⋯⋯⋯⋯⋯⋯⋯⋯⋯⋯

试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邓小平的理想观及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论社会主义本质⋯⋯⋯⋯⋯⋯⋯⋯⋯⋯⋯⋯⋯⋯⋯⋯⋯⋯⋯⋯⋯⋯⋯⋯⋯⋯⋯⋯

纪念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zO周年

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论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公有制的含义、类型和实现形式⋯⋯⋯⋯⋯⋯⋯⋯⋯⋯⋯⋯⋯⋯⋯⋯⋯⋯⋯⋯⋯

初级阶段理论与民办教育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向

经济学

论经济不均衡增长问题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探讨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与再就业的思考 ⋯̈·⋯⋯⋯⋯⋯⋯⋯⋯⋯⋯⋯⋯⋯⋯

关于中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建设的思考

1935年 中国币制改革与英美日关系探析

论康德认识主体性理论及其意义

论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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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 促进四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王可植 刁纯志 周雪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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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代谦 (2· 39)

祁晓玲 (3· 14)

钟小敏 (3· 19)

陶 莉(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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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俊杰(2· 25)论人的需要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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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人权保障与刑罚嬗变简论 ⋯̈⋯⋯⋯⋯⋯⋯⋯⋯⋯⋯⋯⋯⋯⋯⋯⋯⋯⋯⋯⋯⋯·田承春(4叫7)

论专有技术保护的法律及策略 ⋯⋯⋯⋯⋯⋯⋯⋯⋯⋯⋯⋯∴⋯⋯⋯⋯⋯⋯⋯⋯·陈恩美(4· 54)

美  学
“
后实践美学

”
:前进还是倒退?

——对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思考 ⋯̈⋯⋯⋯⋯⋯⋯⋯⋯⋯⋯⋯⋯·曾永成(1· 31)

禅净合流与明代禅宗美学思想的走向 ⋯̈⋯·⋯⋯⋯⋯⋯⋯⋯⋯⋯⋯⋯⋯⋯⋯⋯ 皮朝纲(4· 58)

zO世纪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钟仕伦 李天道 (4· 7⑴

文 化 学

礼乐与中和文化观新探 ⋯⋯⋯⋯⋯⋯⋯⋯⋯⋯⋯⋯⋯⋯⋯⋯⋯⋯⋯⋯ 刘文勇 钟 华(3· 25)

文 艺 学

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述的体系问题⋯⋯⋯⋯⋯⋯⋯⋯⋯⋯⋯⋯⋯⋯⋯⋯⋯⋯ 李跃红(1· 39)

以少总多·尚象精神·诗性智慧
——关于

“
比兴

”
说的一个理论评注 ⋯̈⋯⋯⋯⋯⋯⋯⋯⋯⋯⋯⋯⋯⋯⋯⋯·傅勇林(2叫8)

象·意象·大象
——试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

“
象

”
的学说 ⋯⋯⋯⋯⋯⋯⋯⋯⋯⋯⋯⋯⋯⋯·陈晓春 (4· 81)

文  学

谢跳生平及诗文系年考论 ⋯̈⋯⋯⋯⋯⋯⋯⋯⋯⋯⋯⋯·⋯⋯⋯⋯⋯⋯⋯⋯⋯⋯ 关玉林(1叫5)

语境的魅力
——王蒙小说语言谈片 ⋯̈⋯⋯⋯⋯⋯⋯⋯⋯⋯⋯⋯⋯⋯⋯⋯⋯⋯⋯⋯⋯·张 莹(1· 55)

关于悲剧、人道精神与存在主义文学的思考⋯⋯⋯⋯⋯⋯⋯⋯⋯⋯⋯⋯⋯⋯⋯⋯ 杨亦军(1· 6⑴

人性的丧失与回归
——读托妮·莫里森《̀b爱的人》⋯⋯∶·⋯⋯⋯⋯·⋯⋯⋯⋯⋯⋯⋯⋯⋯⋯⋯⋯ 王海燕(1· 71)

苏李诗辩难 ⋯̈⋯⋯⋯⋯⋯⋯⋯⋯⋯⋯⋯⋯⋯⋯⋯⋯⋯⋯⋯∴·⋯⋯⋯⋯⋯⋯⋯·王清淮(2· 55)

新时期的中国杂文探讨 ⋯̈⋯⋯⋯⋯⋯⋯⋯⋯⋯⋯⋯⋯⋯⋯⋯⋯⋯⋯⋯⋯⋯⋯·邓奎金 (2· 61)

荒漠中的恐怖
——评美国现当代哥特式小说的主题思想 ⋯̈·⋯⋯⋯⋯⋯⋯⋯⋯⋯⋯⋯⋯ 何木英(2· 69)

元曲雅俗论 ⋯̈⋯⋯⋯⋯⋯⋯⋯⋯⋯⋯⋯⋯⋯⋯⋯⋯⋯⋯⋯⋯⋯⋯⋯⋯⋯⋯⋯·刘益国(3· 34)

小说的抒情化与语言的本体性变迁 ⋯̈⋯⋯⋯⋯⋯⋯⋯⋯⋯⋯⋯⋯⋯⋯⋯∵⋯·张 忆(3叫 1)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 ⋯̈⋯⋯⋯⋯⋯⋯⋯⋯⋯⋯⋯⋯⋯⋯⋯⋯⋯⋯⋯⋯⋯⋯⋯⋯·肖明翰(3△9)

发掘恶中之美
——论《恶之花》中恶的意象及其审美特征 ⋯̈⋯⋯⋯⋯⋯⋯⋯⋯⋯⋯⋯⋯·张洪学(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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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四家诗》与清朝李调元的《雨村诗话》 [韩国]朴现圭(4· 87)

雷 涛(1· 77)

袁雪梅(3· 66)

沈清淮(3· 71)

康亮芳(4· 93)

蒋晓丽(1· 99)

文刂  爿衣(1· 105)

熊秋良(1刂 1z)

王雪梅 (2· 76)

侯德础 (2· 83)

凌兴珍 (3· 77)

陈 辉 (3· 84)

白 涛(3· 91)

王春淑(4· 99)

李大明(4· 107)

刘蓬春(4△ 14)

刘永康 (1· 83)

张玉堂(1· 89)

刘世民(1· 94)

潘后杰(2· 91)

韦茂荣(2· 99)

郭 英(2△ 05)

李海涛(3· 97)

刘先强(3· 103)

曹正善(4△⒛ )

游永恒(4△⒛ )

语 言 学

《现代汉语》(增订版)若干问题的商榷

试评方以智对
“
讠连语

”
及联绵词的研究

“V得 C” 与
“
能 Vσ的语义、句法比较

从现代汉语疑问句的构成看疑问句句末语气词
“
呢
”

历 史 学

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 ⋯̈⋯⋯·⋯⋯⋯⋯⋯⋯⋯⋯⋯⋯⋯

维新思想家批判
“
中体西用

”
说的力作

——读何启《劝学篇书后》⋯⋯⋯⋯⋯⋯⋯⋯⋯⋯⋯⋯⋯⋯⋯⋯⋯⋯⋯⋯⋯

论民国初年的公司法规⋯⋯⋯⋯⋯⋯⋯⋯⋯⋯⋯⋯⋯⋯⋯⋯⋯⋯⋯⋯⋯⋯⋯⋯

近代中国第一次
“
公司热

”⋯⋯⋯⋯⋯⋯⋯⋯⋯⋯⋯◆⋯⋯⋯⋯⋯⋯⋯⋯⋯⋯⋯⋯

论 1961年 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论魏源的反侵略思想

革命根据地学校历史课程设置与改革述论 ⋯̈⋯⋯⋯⋯⋯⋯⋯⋯⋯⋯⋯⋯⋯⋯◆

试论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导因素 ⋯̈⋯⋯⋯⋯⋯⋯⋯⋯⋯¨⋯⋯◆

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

教 育 学

论对高师生的审美教育

试论教育法学的独立性

论斯宾塞教育目的理论的意义和影响

周恩来教育思想的辩证观述论 李江源

薛建强论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发展与高教体制改革 ⋯̈⋯⋯·⋯⋯⋯⋯⋯⋯⋯

略论个性教育⋯⋯⋯⋯⋯⋯⋯⋯⋯⋯⋯⋯⋯⋯⋯⋯⋯⋯⋯⋯⋯⋯⋯⋯⋯⋯⋯⋯

论转型期高师生教改意识和教研能力的培养 ⋯⋯⋯⋯⋯⋯⋯⋯⋯⋯⋯⋯⋯⋯⋯

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与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林 平

对我国现行基础教育政策的初步分析⋯⋯⋯⋯⋯⋯⋯⋯⋯⋯⋯⋯⋯⋯⋯⋯⋯⋯

应试教育的社会心理调查⋯⋯⋯⋯⋯⋯⋯⋯⋯⋯⋯⋯⋯⋯⋯⋯⋯⋯⋯⋯⋯⋯⋯

巴蜀论丛

陈鉴昌(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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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 王子今(2△ 10)

清修《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考论三篇⋯⋯⋯⋯⋯⋯⋯⋯⋯⋯⋯⋯⋯⋯⋯⋯⋯ 庾光蓉(3△ 11)

抗战时期美国租借物资与西昌的历史联系⋯⋯⋯⋯⋯⋯⋯⋯⋯⋯⋯⋯⋯⋯⋯⋯ 赵先明(3△ 16)

研究生论坛

真与美 :魏晋科学理性精神与文人自然审美意识 ⋯̈⋯⋯⋯⋯⋯⋯⋯⋯⋯⋯⋯·刘 敏 (1· 1笳 )

梁启超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析论⋯⋯⋯⋯⋯⋯⋯⋯⋯⋯⋯⋯⋯⋯⋯⋯⋯⋯⋯ 韩 华(1△m)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 19z9年 《公司法》的实施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 曹成建(2△ 19)

对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农贷政策的几点思考⋯⋯⋯⋯⋯⋯⋯⋯⋯⋯⋯⋯⋯⋯ 刘祯贵(2· 1夕 )

论宪法秩序⋯⋯⋯⋯⋯⋯⋯⋯⋯⋯⋯⋯⋯⋯⋯⋯⋯⋯⋯⋯⋯⋯⋯⋯⋯⋯⋯⋯⋯ 陈 驰(2· 1狃 )

关于审美与宗教的共通性之思考⋯⋯⋯⋯⋯⋯⋯⋯⋯⋯⋯⋯⋯⋯⋯⋯⋯⋯⋯⋯ 张文涛(3△⒛ )

试论中国近代公司法中的责任制⋯⋯⋯⋯⋯⋯⋯⋯⋯⋯⋯⋯⋯⋯⋯⋯⋯⋯⋯⋯ 宋德会 (3· 1m)

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 郭红玲 (4· 1犯 )

中小学文科教学与研⋯

论语文教学中的言语一语言—言语⋯⋯⋯⋯⋯⋯⋯⋯⋯⋯⋯⋯⋯⋯⋯ 熊成钢 梁 歆(1△∞ )

浅论现代课堂教学的新观念⋯⋯⋯⋯⋯⋯⋯⋯⋯⋯⋯⋯⋯⋯⋯⋯⋯⋯⋯⋯⋯⋯ 昊登良(2△硐 )

语文素质教育浅论⋯⋯⋯⋯⋯⋯⋯⋯⋯⋯⋯⋯⋯⋯⋯⋯⋯⋯⋯⋯⋯⋯⋯⋯⋯⋯ 邹炳乾(3△ ss)

文史拾零

《史姓韵编》指误 寒 星(2· 38)

朱积孝(2· 118)

书~讯
钟仕伦《萧绎文学思想论稿》出版 ⋯̈⋯⋯⋯⋯⋯⋯⋯⋯⋯⋯

刘志成《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出版⋯⋯⋯⋯⋯⋯⋯⋯⋯⋯⋯⋯⋯⋯⋯⋯⋯⋯⋯⋯⋯⋯

皮朝纲《中国美学沉思录》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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