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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括号内圆点前为期数,圆点后为页码 )

论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姚定一 (1△ 》

试论相互作用与矛盾范畴的关系⋯⋯⋯⋯⋯⋯⋯⋯⋯⋯⋯⋯⋯⋯⋯⋯⋯⋯⋯徐健仝 (3· 41》

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各忘录⋯⋯⋯⋯⋯⋯⋯⋯⋯⋯⋯⋯⋯⋯⋯⋯⋯⋯⋯高尔泰 (4· 1》

利益、矛盾和动力⋯⋯⋯⋯⋯⋯⋯⋯⋯⋯⋯⋯⋯⋯⋯⋯⋯⋯⋯⋯⋯⋯⋯⋯¨杨黎华 (5△ )

观念是一种思维具体⋯⋯⋯⋯⋯⋯¨⋯⋯⋯⋯⋯⋯⋯⋯⋯⋯⋯⋯⋯王世达 喻先戎 (5· 8)
Ⅱ
过程与状态

”
是一对哲学范畴吗?¨⋯⋯⋯⋯⋯⋯⋯⋯⋯⋯¨⋯⋯⋯⋯⋯·郑 闻 (5· 11》

对夕卜开放与共产主义理想⋯⋯⋯⋯⋯¨⋯⋯⋯⋯⋯⋯⋯⋯⋯⋯⋯⋯⋯⋯⋯⋯王洪楚 (1· 9》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经济实体的原因⋯⋯⋯⋯⋯⋯⋯⋯⋯高林远 (厶 ·53》

怎样理解马列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

一一与薛暮桥同志商榷⋯⋯⋯⋯⋯⋯⋯⋯⋯⋯⋯⋯⋯⋯⋯⋯⋯⋯⋯⋯⋯王洪楚 (6· 38》

对法律基本属性的再认识⋯⋯⋯⋯⋯⋯⋯⋯⋯⋯⋯⋯⋯⋯⋯⋯¨⋯黎国智 吴光辉 (3· 33》

论提名制度⋯⋯⋯⋯⋯⋯⋯⋯··j⋯⋯⋯⋯⋯⋯⋯⋯⋯⋯·J· ⋯⋯⋯⋯杨泉明 孙曙伟 (4· 56》

法与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
——兼与张宗厚同志商榷⋯⋯⋯⋯⋯⋯⋯⋯⋯J● ●⋯⋯⋯⋯∵⋯⋯⋯⋯⋯钮传诚 (6· 厶6》

秦汊族刑、收孥、相坐诸法渊源考释⋯⋯⋯⋯⋯⋯⋯⋯⋯⋯⋯⋯⋯⋯⋯⋯⋯⋯彭 年 (2· 51》

统 战 理 论

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必要性的再认识⋯⋯⋯⋯⋯⋯⋯⋯⋯⋯⋯⋯⋯⋯⋯⋯⋯⋯杨洪茂 (3· 硅9》

文 艺 理 论

含蓄与意境⋯⋯⋯⋯⋯∵⋯⋯⋯⋯⋯⋯⋯⋯¨¨⋯⋯⋯⋯⋯⋯⋯⋯⋯⋯⋯⋯苏 恒 (2· 1)

审美特性
“
初感

”
再思⋯⋯⋯⋯⋯⋯¨¨⋯⋯⋯∴·⋯⋯⋯⋯∴。⋯⋯⋯⋯⋯ 曾̈永成 (2· 9)

梦的神话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1· 。··,,.。 。⋯⋯⋯∴⋯⋯⋯⋯⋯⋯⋯⋯⋯谢 谦 (2· 17》

学哲

济经弘
旧政

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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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熹《诗 》说的两条考辨⋯¨⋯⋯⋯¨⋯⋯⋯⋯··?⋯ ⋯⋯⋯⋯⋯⋯⋯⋯谢 谦 (5· 4o)
陆机《演连珠》中美学观点试探⋯⋯⋯⋯⋯⋯⋯⋯⋯⋯⋯¨⋯⋯⋯⋯⋯⋯⋯詹杭伦 (5· 硅6)
理重于情的创怍理论

∵一茅盾艺术美学观札记¨⋯⋯⋯⋯⋯⋯⋯⋯⋯⋯⋯⋯⋯⋯⋯⋯⋯⋯⋯曹万生 (5· 52)

关于创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考⋯⋯⋯⋯⋯⋯⋯⋯¨⋯⋯⋯⋯⋯⋯⋯⋯⋯皮朝纲 (6· 1)
评李贽的文艺美学息想⋯⋯⋯¨⋯⋯⋯⋯⋯⋯⋯∷·⋯⋯⋯⋯⋯⋯⋯⋯¨⋯¨·彭胜云 (6· 7)
论开发创作潜能的心理机制、

时间阶段、表现形态和特点⋯⋯⋯⋯⋯⋯⋯⋯⋯⋯··r。 ⋯⋯⋯⋯⋯⋯⋯¨李哲良 (6· 13)

写 作 攀

·⋯⋯⋯⋯⋯⋯⋯⋯⋯⋯⋯⋯⋯⋯⋯⋯⋯⋯⋯⋯⋯⋯⋯潘述羊 (5· 59)

语 畜 学

关于词的构成以及复合语素问题⋯⋯⋯⋯⋯⋯⋯¨⋯⋯⋯⋯⋯⋯⋯⋯⋯⋯⋯王朝贵 (6· 53)
“
音

” “
声
”
辨

—— 《老子》
“
音声相和

”
解商榷⋯⋯⋯⋯¨⋯⋯⋯⋯¨⋯⋯⋯⋯⋯⋯诸灵修 (6· 58)

“
束僚

”
我见⋯·

?·
⋯⋯⋯⋯⋯⋯⋯⋯⋯⋯⋯⋯⋯⋯⋯⋯⋯⋯⋯⋯⋯⋯∵⋯⋯罗志田 (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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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
叩文

屈原只忠君不爱国吗?

——与曹大巾同志商榷⋯⋯⋯⋯⋯⋯⋯⋯⋯⋯⋯⋯⋯⋯⋯⋯⋯⋯⋯⋯⋯何明新 (卜 3⒎ )

试论唐人传奇的独创性⋯⋯¨⋯⋯¨⋯⋯··。⋯⋯⋯⋯⋯⋯⋯⋯∵⋯⋯⋯⋯⋯汤积庆 (1· 42)
关于陈子昂及其诗歌创作的评论⋯⋯⋯⋯⋯⋯⋯⋯⋯⋯⋯⋯⋯∵⋯⋯⋯⋯⋯吴明贤 (1· 49)
略论工沂孙词的寄意⋯⋯⋯⋯⋯⋯⋯⋯⋯⋯⋯⋯⋯⋯⋯⋯⋯⋯⋯⋯⋯⋯⋯⋯张莉莉 (2· 扭 )

《〈水浒全传)注 》试笔⋯⋯⋯⋯⋯⋯⋯⋯⋯⋯⋯⋯⋯⋯⋯⋯⋯⋯⋯⋯⋯⋯王利器 (3· 】)

《氵睁东乐府》散论⋯⋯⋯⋯⋯⋯⋯⋯⋯⋯⋯⋯⋯⋯⋯⋯⋯⋯···⋯··?⋯ ⋯⋯⋯田宁真 (3· 7冫

璐论报告文学的政论特征⋯⋯⋯⋯¨⋯⋯⋯⋯⋯⋯¨⋯⋯⋯⋯⋯⋯⋯⋯¨⋯紊文秀 (3· 14)

论散文的意境创造⋯⋯⋯⋯⋯⋯⋯⋯⋯⋯⋯⋯⋯⋯⋯⋯⋯⋯⋯⋯⋯⋯⋯⋯⋯范昌灼 (3· 21)

《茶馆》的语言美学特征⋯⋯⋯⋯⋯⋯⋯⋯⋯⋯⋯⋯⋯⋯⋯⋯⋯⋯⋯⋯⋯⋯胡范铸 (3· 26)

周作入与儿童文学⋯⋯⋯⋯⋯⋯⋯⋯⋯⋯⋯⋯⋯⋯⋯⋯⋯⋯⋯⋯⋯郑光中 范奇龙 (座 ·40)
“
扬韩抑孟”

平议⋯⋯⋯⋯⋯⋯⋯⋯⋯⋯⋯⋯⋯⋯⋯⋯⋯⋯⋯⋯⋯崔炳扬 张天健 (座 ·45)
《东君》新辉⋯⋯⋯¨⋯¨⋯⋯¨⋯⋯⋯⋯⋯⋯⋯⋯⋯⋯⋯⋯⋯⋯⋯⋯⋯⋯李大明 (6· 21)

论王维诗作中的掸趣⋯⋯⋯⋯⋯⋯⋯⋯⋯⋯⋯⋯⋯⋯⋯⋯⋯⋯⋯⋯⋯⋯⋯⋯史双元 (6· 26)
“
太历十才子

”
别解⋯⋯⋯⋯⋯⋯⋯⋯⋯⋯⋯⋯⋯⋯⋯⋯⋯⋯⋯⋯⋯⋯⋯⋯邓元煊 (6· 33)

路况
“
琵琶女”

的三重悲剧意义⋯⋯⋯⋯⋯⋯⋯⋯⋯⋯⋯⋯⋯⋯⋯⋯⋯⋯⋯倪文渊 (6· 35)

论芥丿丨l龙之介的《竹林深处》⋯⋯⋯⋯⋯⋯⋯⋯⋯⋯⋯⋯¨⋯⋯⋯···∵⋯⋯林亚光 (1· 56)

契佛短省小说中的幻灭感⋯⋯⋯⋯⋯⋯⋯⋯⋯⋯⋯⋯⋯⋯⋯⋯⋯⋯⋯⋯⋯⋯敬晓星 (Ⅱ 61)

法国启蒙琰剧理论中的
“
理性主义” ⋯̈⋯⋯⋯⋯⋯⋯⋯⋯⋯¨⋯⋯¨¨⋯·黎 风 (2· 3o)



史历

宋代避亲避籍制度述评⋯⋯⋯⋯⋯⋯⋯¨⋯⋯⋯⋯⋯⋯⋯⋯⋯⋯⋯⋯⋯···⋯张邦炜 (1· 16)

韩愈与永贞革新⋯⋯⋯⋯⋯⋯⋯⋯⋯⋯⋯⋯⋯⋯⋯⋯⋯⋯⋯⋯⋯¨⋯⋯⋯¨何子科 (卜 扭 )

试论明器在丧葬中的作用⋯⋯⋯⋯⋯⋯⋯⋯⋯⋯⋯⋯⋯⋯⋯⋯⋯⋯⋯⋯⋯⋯蔡永华 (卜⒛ )

关内侯食邑考⋯⋯⋯⋯⋯⋯⋯⋯⋯⋯⋯⋯⋯⋯⋯¨⋯⋯⋯⋯⋯¨⋯¨¨¨∴·胡大贵 (卜 34)

陈谏与 《彭城公故事 》⋯⋯⋯⋯⋯⋯⋯⋯⋯⋯⋯⋯⋯⋯⋯⋯⋯⋯⋯⋯⋯⋯⋯卞孝萱 (2· 37)

论秦代工商业的历史性进步⋯⋯⋯⋯⋯⋯⋯⋯⋯¨⋯⋯⋯⋯⋯⋯··:· ⋯⋯⋯ 罗̈开玉 (3· 52)

《
“
公车上书

”
新解 》质疑⋯⋯⋯⋯⋯⋯⋯⋯⋯⋯⋯⋯⋯⋯⋯⋯⋯⋯⋯¨⋯史 斌 (3· 62冫

共产国际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文显 (4· 1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

土i丸革命中的失误⋯⋯⋯⋯⋯⋯⋯⋯⋯⋯⋯⋯⋯⋯⋯⋯⋯⋯⋯乔毅民 刘 琦 (4· 23)

戚同日i期 清朝权力结拘的变化⋯⋯⋯⋯⋯⋯⋯⋯⋯⋯⋯⋯⋯⋯⋯⋯⋯⋯⋯⋯杨天宏 (4· 3o)

共产田际与中国土j也 革命中沟过
“
左”

玫策⋯⋯⋯⋯⋯⋯⋯⋯∵⋯⋯⋯⋯⋯马功成 (5· 扭 )

评罗斯福对美国黑入的玟治态度
——兼与

“
怀柔玟策

”
说商榷⋯⋯⋯⋯⋯⋯⋯⋯⋯⋯⋯⋯⋯⋯⋯⋯⋯⋯刘达永 (2· 妮 )

关于苏联富农的几个问题⋯⋯⋯⋯⋯⋯⋯⋯⋯⋯⋯⋯⋯⋯⋯⋯⋯⋯⋯⋯⋯⋯唐士润 (3· 64)

罗斯福
“
新政

”
与·“恃种萧条

”
问题

——兼议
“‘

新玫
’
破产

”说。·⋯⋯⋯⋯⋯⋯⋯⋯⋯⋯⋯⋯⋯⋯⋯⋯⋯·六刂达永 (5· 32)

对重点中学制度的再认识⋯⋯⋯⋯⋯⋯⋯⋯⋯⋯⋯⋯⋯⋯⋯⋯⋯⋯⋯⋯⋯⋯纪大海 (1· 68)

研究生管埋⊥作特点初探⋯⋯⋯⋯⋯⋯⋯⋯⋯⋯⋯⋯⋯⋯⋯⋯⋯⋯刘方明 崔德童 (2· 60)

把交展师专教育放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先行地位⋯⋯⋯⋯⋯⋯⋯⋯⋯⋯⋯王文肃 (5· 13)

论吝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林昌华 (5· 19)

加强高等学校劳动教育的紧迫性及其途径⋯⋯⋯⋯⋯⋯⋯∴·⋯⋯⋯⋯⋯⋯ 杨̈载林 (6· 碴9)

巴蜀论丛

姚莹与《康轱纪行 》⋯⋯⋯⋯⋯⋯⋯⋯⋯⋯⋯¨¨⋯⋯⋯⋯⋯⋯⋯⋯⋯⋯⋯陈进忠 (l· 钮 )

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贾大泉 (2· 65)

郭沫若史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李向阳 (2· 72)

杨遇春史事辨⋯⋯⋯⋯⋯⋯⋯⋯⋯⋯⋯⋯⋯⋯⋯⋯⋯⋯⋯¨⋯⋯⋯⋯⋯⋯⋯张伯龄 (2· 〃 )

苏舜钦诗中的议论⋯⋯⋯⋯⋯⋯⋯⋯⋯⋯⋯⋯⋯⋯⋯⋯⋯⋯⋯⋯⋯⋯⋯⋯⋯王忠礼 (3· 82)
“
五卅运动

”
在成都⋯⋯⋯⋯⋯⋯⋯⋯⋯⋯⋯¨⋯⋯⋯⋯⋯⋯¨⋯⋯⋯⋯⋯后 云 (3· 89冫

前后蜀宫廷中的音乐歌舞初探⋯⋯⋯⋯⋯⋯⋯⋯⋯⋯⋯⋯⋯⋯⋯⋯杨伟立 胡文和 (4· 弘 )

试论川南红军⋯⋯⋯⋯⋯⋯⋯⋯⋯⋯⋯⋯⋯⋯⋯⋯⋯⋯⋯⋯···⋯¨⋯⋯⋯⋯张家德 (4· 80)

文翁石室的办学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徐敦忠 (5· 66)

黄英《筹蜀符》及其维新思想⋯⋯⋯⋯⋯⋯⋯⋯⋯⋯⋯⋯⋯⋯⋯⋯⋯∶··⋯⋯何一立 (5。 72)

甯教



论魏延⋯⋯⋯⋯¨⋯⋯⋯⋯⋯⋯⋯⋯⋯⋯⋯⋯⋯⋯⋯⋯⋯⋯⋯⋯⋯⋯⋯⋯⋯徐日辉 (5· zs)扌

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曾唯一 (6· 68》

一九三五年成都事件述评⋯⋯¨¨∶,¨¨⋯⋯⋯⋯⋯⋯⋯⋯⋯⋯⋯⋯⋯⋯⋯∶于建章 (6· 乃 )∵

’
研 究 生 论 坛

郭熙美学思想试探⋯⋯⋯⋯⋯⋯⋯⋯⋯¨⋯⋯¨⋯⋯⋯⋯⋯⋯⋯⋯⋯⋯⋯⋯夏述贵 (2· m)
汉碑初探 (首次摘要)⋯⋯¨⋯····⋯⋯⋯⋯⋯⋯⋯⋯⋯⋯⋯⋯⋯⋯⋯⋯⋯⋯施 维 (2· 泓 )

反训研究三题⋯⋯¨⋯⋯⋯⋯¨⋯¨⋯⋯¨⋯⋯⋯⋯⋯⋯⋯⋯⋯⋯⋯⋯⋯⋯华学诚 (3· 71)

清代官员的终养制⋯⋯⋯⋯⋯¨⋯⋯¨⋯⋯⋯⋯¨⋯⋯⋯⋯⋯⋯⋯⋯⋯⋯⋯杨 明 (3· 76》

六朝文学的绮丽与文学观念的转变⋯⋯⋯⋯⋯⋯⋯⋯⋯⋯∶·⋯⋯⋯⋯⋯⋯⋯。钟仕伦 (4· 62)

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庄学君 (4· 66)

老子
“
言
” “

辩
”之美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王 乙 (在 ·71)

中国古典美学的
“
玩味

”说与西方接受美学⋯⋯⋯⋯⋯⋯⋯⋯¨⋯⋯⋯⋯⋯董运庭 (5· 83)

双音词在凝固过程中偏旁的同化现象⋯⋯⋯⋯⋯⋯⋯⋯⋯⋯⋯⋯⋯⋯⋯⋯⋯刘剑三 (5· 89)

西诗汊译词曲体略论⋯⋯⋯⋯⋯⋯⋯⋯⋯⋯⋯⋯⋯⋯⋯⋯⋯⋯⋯⋯⋯⋯⋯⋯辜正坤 (6· 81》

孟子乐舞起源新探⋯⋯⋯⋯⋯¨⋯⋯¨⋯⋯⋯⋯⋯⋯⋯⋯⋯⋯∴。⋯⋯⋯⋯··向万成 (6· 90》

中 学 教 学 研 究

“
导读

”
研究⋯⋯⋯⋯⋯⋯⋯⋯¨⋯⋯¨¨⋯⋯⋯⋯⋯⋯⋯⋯⋯⋯⋯⋯⋯⋯黎见明 (卜 80》

政治理论课启发式教学方法初探⋯⋯∴·⋯⋯⋯¨⋯⋯⋯⋯⋯⋯⋯⋯⋯⋯⋯ 赵̈庆英 (卜 87)

初中语文课本注释商榷¨⋯⋯⋯⋯⋯⋯⋯¨⋯⋯⋯⋯⋯¨⋯⋯⋯⋯⋯⋯¨⋯黄镇华 (2· 86)

浅议初中议论文习作入格⋯⋯⋯⋯¨⋯⋯⋯⋯⋯⋯⋯⋯⋯⋯¨⋯⋯¨⋯⋯⋯魏宗峤 (4·
^85)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最优化初探⋯⋯∵⋯⋯⋯⋯⋯¨⋯⋯¨¨⋯⋯⋯⋯¨李世禄 (茌 ·93》

试论文章与文学的教学
——兼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钟和诚 (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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