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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 年

邓小平民族理论与西部大开发⋯⋯⋯⋯⋯⋯⋯⋯⋯⋯⋯⋯⋯⋯⋯⋯⋯⋯⋯⋯⋯⋯⋯⋯⋯ 郑文杰(4· 5)

刘少奇对经济曾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贡献 ⋯⋯⋯∴·⋯。⋯⋯⋯⋯⋯⋯⋯⋯⋯⋯⋯⋯⋯⋯ 田雪梅(4△ 1)

陆定一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文显(4△ 7)

西部论坛

论西部经济成长中的金融约束及其消除⋯⋯⋯⋯⋯⋯⋯⋯⋯⋯·‘·⋯⋯⋯⋯⋯⋯ 蔡 竞 邱 蓉 (3· 5)

论西部大开发中流动人 口犯罪的防治 ·⋯⋯⋯⋯⋯⋯⋯⋯⋯⋯⋯⋯⋯⋯⋯⋯⋯∵⋯⋯¨ 田承春 (3△ 0)

四川农业市场化程度实证分析 ·⋯⋯⋯⋯⋯⋯⋯⋯⋯⋯⋯⋯⋯⋯⋯⋯⋯⋯⋯⋯⋯⋯⋯⋯ 刁怀宏 (3△ 6)

政治学

我国农业合作化中的四次争论 ·⋯⋯⋯⋯⋯⋯⋯⋯⋯⋯⋯⋯⋯⋯⋯⋯⋯⋯⋯⋯⋯⋯⋯⋯许建文 (3· 23)

哲 学

黑格尔论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试论埃吉狄厄斯的教皇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

论预见性思维的本质、特点及作用⋯⋯⋯⋯⋯⋯⋯⋯⋯⋯⋯⋯⋯⋯⋯⋯⋯⋯⋯⋯⋯⋯⋯

走出与回归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逻辑 ·⋯⋯⋯∴。⋯⋯⋯∵⋯⋯⋯⋯⋯⋯⋯⋯⋯

经济学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缺陷与制度安排 ⋯̈⋯⋯⋯⋯⋯⋯⋯⋯⋯⋯⋯⋯⋯·萧延高

从基础设施投资的竞争性看我国西部开发 ·⋯⋯⋯⋯⋯⋯⋯⋯⋯⋯⋯⋯⋯⋯⋯⋯⋯⋯⋯

金融体制改革中银行面临的问题及思考 ⋯⋯⋯⋯⋯⋯⋯⋯⋯⋯⋯⋯⋯⋯⋯⋯⋯⋯⋯⋯·

论企业的起源

——兼评两种不同的企业起源观⋯⋯⋯⋯⋯⋯⋯⋯⋯⋯⋯⋯⋯⋯⋯⋯⋯⋯⋯⋯⋯⋯

加人 WTo:我 国管理咨询业务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

我国宏观税负探析⋯⋯⋯⋯⋯⋯⋯⋯⋯⋯⋯⋯⋯⋯⋯⋯⋯⋯⋯⋯⋯⋯⋯⋯⋯⋯⋯⋯⋯⋯

“
李约瑟之谜

”
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

——兼谈西部大开发的产权制度建设 ⋯⋯⋯⋯⋯··Ι·⋯⋯⋯⋯⋯⋯⋯⋯⋯ 杨建德

姚定一 (1· 5)

黄 颂 (1△ 9)

沈绍明 (4· 27)

张秀琴 (5△ 7)

唐小我 (1· 25)

袁星侯 (2· 23)

王 冲 (3· 29)

高林远 (5· 5)

卢 通 (5· 12)

杨继瑞 (6· 5)

王云胜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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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产业结构调整态势分析 杨国良(6· 18)

法 学

困境与根源 :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控制⋯⋯⋯⋯⋯∵⋯⋯⋯⋯⋯⋯⋯⋯⋯⋯⋯⋯⋯⋯⋯⋯ 唐稷尧 (1· 32)

劳动法基本原则研究 ·⋯⋯⋯⋯⋯⋯⋯⋯⋯⋯⋯⋯⋯⋯⋯⋯⋯⋯∴⋯⋯⋯⋯⋯⋯⋯⋯⋯饶 艾(1叫⑴

论迁徙 自由 ·⋯⋯⋯⋯⋯⋯⋯⋯⋯⋯⋯⋯⋯⋯⋯⋯⋯⋯⋯⋯⋯⋯⋯⋯⋯⋯⋯⋯··∶⋯⋯¨ 朱福惠 (2· 30)

逻辑学

法律逻辑学教科书中的几大理论缺陷及其解决办法 ·⋯⋯⋯··
:·
⋯⋯⋯⋯⋯⋯⋯⋯⋯⋯·石开贵 (5· 23)

美 学

《潜溪诗眼》美学思想简论 ⋯⋯⋯⋯⋯⋯⋯⋯⋯⋯⋯⋯⋯⋯⋯⋯⋯· 余 虹 (1· 46)

皮朝纲 (2· 38)华严教义与石头系美学思想 ⋯⋯⋯⋯⋯⋯⋯⋯⋯⋯⋯⋯⋯⋯⋯⋯⋯⋯⋯⋯⋯⋯⋯⋯⋯·

畅情求美新潮的感性光辉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感美学观 ⋯⋯⋯⋯⋯· ·⋯·⋯·黄南珊 (2· 47)

中国古代文学

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 ⋯⋯⋯⋯⋯⋯⋯⋯⋯·⋯⋯⋯⋯⋯⋯⋯⋯⋯⋯⋯⋯⋯⋯⋯⋯⋯⋯ 李 胜 (3· 34)

论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题材来源及其价值 ·⋯⋯⋯⋯⋯⋯⋯⋯⋯⋯⋯⋯⋯⋯⋯¨ 谭 伟(3叫3)

《楚辞》
“二湘

”
误读之解释 ⋯⋯⋯⋯⋯⋯⋯⋯·⋯⋯⋯⋯⋯⋯⋯⋯⋯⋯⋯⋯⋯⋯⋯⋯⋯⋯ 熊良智(6· 53)

从
“
士
”
之自觉到

“
人

”
之觉醒 ⋯⋯⋯⋯⋯⋯⋯⋯⋯⋯⋯⋯⋯⋯⋯⋯⋯⋯⋯⋯⋯⋯⋯⋯⋯·张骏翠 (6· 59)

文献学

《曾巩集》志疑 ⋯̈⋯⋯⋯⋯⋯⋯⋯⋯⋯⋯⋯⋯⋯⋯⋯⋯⋯⋯⋯⋯⋯⋯⋯⋯⋯⋯⋯⋯⋯·毕庶春(1· 59)

《元氏长庆集》版本辨析 ⋯⋯⋯⋯⋯⋯⋯⋯⋯⋯⋯⋯⋯⋯⋯⋯⋯⋯⋯⋯⋯⋯⋯⋯⋯⋯⋯·王 珏(5· 28)

中国现当代文学
“
娜拉

”
形象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嬗变 ⋯⋯·⋯⋯⋯⋯⋯⋯⋯⋯⋯⋯⋯⋯⋯⋯⋯⋯⋯⋯

论五四时期创造社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 ⋯⋯⋯⋯⋯⋯⋯⋯⋯⋯⋯⋯⋯⋯⋯⋯⋯⋯⋯⋯

试论沈从文创作中的现实精神 ·⋯⋯⋯⋯⋯⋯⋯⋯⋯⋯⋯⋯⋯⋯⋯⋯⋯⋯⋯⋯⋯⋯⋯⋯

女性 :生存与文化的困境

——黄蜀芹电影作品论 ⋯⋯⋯⋯⋯⋯⋯⋯⋯⋯⋯⋯⋯⋯⋯⋯⋯⋯⋯⋯⋯⋯⋯⋯⋯·

鲁迅小说悲剧形态研究 ·⋯·⋯⋯⋯⋯⋯⋯⋯⋯⋯⋯⋯⋯⋯⋯⋯⋯⋯⋯⋯⋯⋯⋯⋯⋯⋯·

外国文学

新小说中的理性主义 ·⋯⋯·⋯⋯⋯⋯⋯⋯⋯·⋯⋯⋯⋯⋯⋯⋯⋯⋯⋯⋯⋯⋯⋯⋯⋯⋯⋯

霍桑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海丝特·白兰个性上的体现⋯⋯⋯⋯⋯⋯⋯⋯⋯⋯⋯⋯⋯⋯⋯⋯

安德列耶夫与印象主义 ·⋯⋯⋯⋯⋯⋯⋯⋯⋯⋯⋯⋯⋯⋯⋯⋯⋯⋯⋯⋯⋯⋯⋯⋯⋯⋯⋯

哈代小说结构模式初探 ·⋯⋯⋯⋯⋯⋯⋯⋯⋯⋯⋯⋯⋯⋯⋯⋯⋯⋯⋯⋯⋯⋯⋯⋯⋯⋯¨

袁高远 (1· 52)

邓  利 (3· 48)

王文捷 (3· 55)

张 莹 (5· 32)

彭 立 (6· 67)

杨亦军 (3· 62)

程树华 (4· 6⑴

伏飞雄 (4· 65)

丁世忠 (5· 4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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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 ·⋯⋯⋯⋯⋯⋯⋯⋯⋯⋯⋯⋯⋯⋯⋯⋯⋯⋯⋯⋯⋯⋯⋯⋯⋯⋯¨王正蓉(5叫6)

惠特曼《自我之歌》新论 ·⋯⋯⋯⋯⋯¨ ⋯⋯⋯⋯ 朱 华 (6· 74)

语言学

《太平经》中的同素异序词 ·⋯⋯⋯⋯⋯⋯⋯⋯⋯⋯⋯⋯⋯⋯⋯⋯⋯⋯⋯⋯⋯⋯⋯⋯⋯¨

《汉语大词典》疏漏拾零 ⋯⋯⋯⋯⋯⋯⋯·⋯

《元曲选》中动词重叠的格式、语法意义及表达功能⋯⋯⋯⋯⋯⋯⋯⋯⋯⋯⋯⋯⋯⋯⋯⋯

拈连和比拟 ·⋯⋯⋯⋯⋯⋯⋯⋯⋯⋯⋯⋯⋯⋯⋯⋯⋯⋯⋯⋯⋯⋯⋯⋯⋯⋯⋯⋯⋯⋯⋯¨

副词
“
也

”
在主谓谓语句中的位置 ⋯⋯⋯⋯⋯⋯⋯⋯⋯⋯⋯⋯⋯⋯⋯⋯⋯⋯⋯⋯⋯⋯⋯·

zO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
——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 ⋯⋯⋯⋯⋯◆⋯⋯⋯⋯⋯⋯⋯⋯⋯⋯

析现代汉语 NV式状中偏正短语 ⋯̈⋯⋯⋯⋯⋯⋯⋯⋯⋯⋯⋯⋯⋯⋯⋯⋯⋯⋯⋯⋯⋯·

《左传》
“
权

”
、
“
武

”
、
“
达

”
新释 ⋯⋯·⋯⋯⋯⋯⋯⋯⋯⋯⋯⋯⋯⋯⋯∵⋯⋯⋯⋯⋯⋯⋯⋯⋯

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词语考释 ·⋯⋯⋯⋯∶·⋯⋯⋯⋯⋯⋯⋯⋯⋯⋯⋯⋯⋯⋯⋯⋯⋯⋯⋯

历史学

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 ·⋯⋯⋯⋯⋯⋯··?⋯ ⋯⋯⋯⋯⋯⋯⋯⋯⋯⋯⋯⋯⋯⋯⋯⋯⋯⋯⋯¨

梁启超与两次
“
社会主义

”
论争 ·⋯⋯⋯⋯⋯⋯⋯⋯⋯⋯⋯⋯⋯⋯⋯⋯⋯⋯⋯⋯⋯⋯⋯¨

试论抗战时期马寅初的稳定币值理论 ·̈⋯⋯⋯⋯⋯

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

——历史过程重建与政治语境分析⋯⋯⋯⋯⋯⋯⋯⋯⋯⋯⋯⋯⋯⋯⋯⋯⋯⋯⋯⋯⋯ 杨天宏 (2· 5)

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天津教案 ·⋯⋯⋯⋯⋯⋯⋯⋯⋯⋯⋯⋯⋯⋯⋯⋯⋯⋯⋯⋯⋯⋯⋯⋯¨ 孙春芝 (2· 18)

靖康内讧解析 ⋯̈⋯⋯⋯⋯⋯⋯⋯⋯⋯⋯⋯⋯⋯∴·⋯⋯⋯⋯⋯⋯⋯⋯⋯⋯⋯⋯⋯⋯⋯ 张邦炜 (3· 69)

基督教在早期罗马帝国和晚清中国的传教方式比较 ⋯̈⋯⋯⋯⋯⋯⋯⋯⋯⋯⋯⋯⋯⋯·杨大春 (3· 83)

试析 19世纪上半期围绕
“
东方问题

”
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任羽中 陈 斌 (4· 69)

论冯玉祥五原誓师的原因 ·⋯⋯⋯⋯⋯⋯⋯⋯⋯⋯⋯⋯⋯⋯⋯⋯⋯⋯⋯⋯⋯⋯⋯⋯⋯¨ 黎世红 (4· 75)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 杨天宏 (6· 88)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刘菊素 向 勇 (6· 96)

教育学心理学

教学过程本质研究之反思 ·⋯⋯⋯⋯⋯⋯⋯⋯⋯⋯⋯⋯⋯⋯⋯⋯⋯⋯⋯⋯⋯⋯⋯⋯⋯¨潘洪建 (1· 87)

小学新生适应学校生活的状况调查研究 ·⋯⋯⋯⋯⋯⋯⋯⋯⋯⋯⋯⋯⋯⋯⋯⋯⋯⋯⋯¨刘胜琳 (1· 92)

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人文精神 ·⋯⋯⋯⋯⋯⋯⋯⋯⋯⋯⋯⋯⋯⋯⋯⋯⋯⋯⋯⋯⋯⋯⋯¨刘 敏 (2· 64)

素质教育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蒋泓洁 (2· 70)

整体型师资培养模式与深化高师历史教育改革 ·⋯⋯⋯⋯⋯⋯⋯⋯⋯⋯⋯⋯⋯⋯⋯⋯¨ 陈 辉 (2· 76)

论
“
三力

”
教育研究的特色和实施原则 ·⋯⋯⋯⋯⋯⋯⋯⋯⋯⋯⋯⋯⋯⋯⋯⋯⋯⋯⋯⋯¨ 韦茂荣 (3· 88)

学习动力教育与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 ⋯⋯⋯⋯⋯⋯⋯⋯⋯⋯⋯⋯⋯⋯⋯⋯⋯⋯⋯⋯⋯·郭 英 (3· 93)

市场经济形势下学校教育运行的调控⋯⋯⋯⋯⋯⋯⋯⋯⋯⋯⋯⋯⋯⋯⋯⋯⋯⋯⋯⋯⋯ 杜高翔 (3· 100)

论转型时期亲子关系的转变 ⋯⋯⋯⋯⋯⋯⋯⋯⋯⋯⋯⋯⋯⋯⋯⋯⋯⋯⋯⋯⋯⋯⋯⋯⋯·范中杰 (4· 81)

黄建宁 (1· 62)

张能甫 (2· 55)

唐 韵 (4· 32)

周永惠 (4· 38)

王宗联 (4· 43)

周及徐 (4· 47)

李 梅 (5· 53)

王春淑 (6· 80)

王启涛 (6· 84)

张金岭 (1· 67)

韩 华 (1· 71)

赵国忠(1· 8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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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师范院校学生两项资助政策的研究 ·⋯⋯⋯⋯⋯⋯⋯¨ 冒顺安 彭久麒 吴芝祥

有效课堂教学交往特征探析 ⋯⋯⋯⋯⋯⋯⋯⋯⋯⋯⋯⋯⋯⋯⋯⋯⋯⋯⋯⋯⋯⋯⋯⋯⋯·

高校师资岗前培训
“
班导师制度

”
的管理学分析 ⋯⋯¨⋯⋯⋯⋯⋯⋯⋯⋯⋯⋯⋯⋯⋯⋯·

创新型人才培养与人的主体性提升 ⋯⋯⋯⋯⋯⋯·̈ ⋯⋯⋯⋯⋯⋯⋯⋯⋯⋯⋯ 吴定初

21∶ 世纪优良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趋势 ⋯⋯·⋯⋯⋯⋯⋯⋯⋯⋯⋯⋯⋯⋯⋯⋯⋯⋯⋯⋯⋯

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误区 ·⋯⋯⋯⋯⋯⋯⋯⋯⋯¨

交际教学法述评 ⋯⋯⋯⋯⋯⋯⋯⋯⋯⋯⋯⋯⋯⋯·⋯⋯⋯⋯⋯⋯⋯⋯⋯⋯⋯⋯⋯⋯⋯⋯

运动员比赛情绪兴奋性程度及其调节 ·⋯⋯⋯⋯⋯⋯⋯⋯⋯⋯⋯⋯⋯⋯⋯⋯⋯⋯⋯⋯¨

张惠敏 (5· 59)

曹正善 (5· 71)

张晓林 (5· 78)

唐安奎 (6· 25)

曾德琪 (6· 3⑴

谢 谦 (6· 35)

黄泰铨(6叫0)

王 洪 (6· 46)

编辑学

关于高校社科学报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著录问题 ⋯⋯⋯⋯⋯⋯··?⋯ ⋯⋯⋯⋯◆··⋯⋯⋯¨ 凌兴珍 (2· 82)

论高校学报文章的中图分类 ·⋯⋯⋯¨ ⋯⋯⋯⋯⋯⋯⋯⋯⋯·苏雪梅 (2· 90)

出版物标点符号用法疑义释例 ·⋯⋯⋯⋯⋯⋯⋯⋯⋯⋯⋯⋯⋯⋯¨⋯⋯⋯¨⋯⋯⋯⋯¨唐 普 (2· 96)

巴蜀论丛

民族文化、地域人生与世界时潮的交融

,— —关于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走向的思考 ⋯⋯⋯·⋯⋯⋯⋯⋯⋯⋯⋯⋯⋯⋯⋯ 邓经武 (1· 97)

“
自我表现

”
说与

“
自然流露

”
说

——郭沫若的现代诗论⋯⋯⋯⋯⋯⋯ 廖四平(2△01)

房 锐 (4· 88)

黄天华 (4· 95)

李 凯 (5· 83)

曹成建 (5· 89)

邓绍辉 (5· 96)

谢元鲁(6△01)

唐求初探 ·⋯⋯⋯⋯⋯⋯⋯⋯⋯·⋯⋯⋯∵⋯⋯⋯⋯⋯·⋯

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 ·⋯⋯⋯⋯⋯⋯⋯∵⋯⋯⋯⋯⋯∵⋯⋯⋯⋯·
?· ⋯⋯∵

苏氏蜀学文艺思想的巴蜀文化特征 ·⋯⋯⋯⋯⋯⋯⋯⋯⋯⋯⋯⋯⋯⋯⋯⋯⋯⋯⋯⋯⋯¨

试论 20世纪 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

建国以来四川洪涝灾害的特点及对策 ·⋯⋯⋯⋯⋯⋯⋯⋯⋯⋯⋯⋯⋯⋯⋯⋯⋯⋯⋯⋯¨

北宋中后期四川铁钱币值和流通地区的变化⋯⋯⋯⋯⋯⋯⋯⋯⋯⋯⋯⋯⋯⋯⋯⋯⋯⋯

研究生论坛

论朱光潜的移情观⋯⋯⋯⋯⋯⋯⋯⋯⋯⋯⋯⋯⋯⋯⋯⋯⋯⋯⋯⋯⋯⋯⋯⋯⋯⋯⋯⋯∵

现代汉语假设分句末尾的
“卩巴

”
和

“
呢

”·⋯⋯⋯⋯⋯⋯⋯⋯⋯⋯⋯⋯⋯⋯⋯⋯⋯⋯⋯⋯⋯

作为整体的
“
不平则鸣说

”
对中唐文学与风格的影响⋯¨⋯⋯⋯⋯⋯⋯⋯⋯⋯⋯⋯⋯⋯

张良卒年考订⋯⋯⋯⋯⋯⋯⋯⋯⋯⋯⋯⋯⋯⋯⋯⋯⋯⋯⋯⋯⋯⋯⋯⋯⋯⋯⋯⋯⋯⋯⋯

唐诗
“
疑是⋯⋯”

句式别解⋯⋯⋯⋯⋯⋯⋯⋯⋯⋯⋯⋯⋯⋯⋯⋯⋯⋯⋯·
:·
⋯⋯⋯⋯⋯⋯

试论罗易泄密的原因⋯⋯⋯⋯⋯⋯⋯⋯⋯⋯⋯⋯⋯⋯⋯⋯⋯⋯⋯⋯⋯⋯⋯⋯⋯⋯⋯⋯

中小学文科教学与研究

论中学写作教学中的思维建模⋯⋯⋯⋯⋯⋯⋯⋯⋯⋯⋯⋯⋯⋯⋯⋯⋯⋯⋯⋯⋯⋯⋯
:·
·

陈 琰(1△0s)

陈 颖(1△0s)

冯小禄(2△ 0B)

许良越(3△0s)

王兴才(3△09)

罗登华(5△05)

张 伟(4△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