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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情况  

一、著作 

1、《中国医德》周海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ISBN7－220－06031－9 /B·261。 

2、《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与近代伦理思想的演变》周海春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ISBN7－216－03936－X/B·196。 

3、《以德治国论》第六章《家庭伦理与德治》ISBN7－205－05074－X/D·839，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周海春参著。 

4、《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周海春副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近代新学的价值世界》，周海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姚才刚著，2003年10月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7、《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道德（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8、《符号学导论》陈道德（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二、论文 

1、《道德经中“道”的本义》  周海春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界定》  周海春  《内蒙古社会科学》ISSN1003－5281  CN15－1011/C。1996年第3期。 

3、《对现行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几点反思》  周海春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增刊。 

4、《浅释老子的道》  周海春  《内蒙古大学学报》ISSN1000－5218  CN15－1051/C。1998年第4期。 

5、《论孔子的生死关怀》  周海春  《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6、《教育和人生——孔子教育思想随想》  周海春  《内蒙古教育学院报》1998年4月25日。 

7、《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周海春  《前沿》1998年第12期。 

8、《中西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  周海春  《内蒙古社会科学》ISSN1003－5281  CN15－1011/C。1999年第二

期。 

9、《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周海春  （《旗帜在我心中——当代大学生谈邓小平理论学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3版。 

10、《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对历史哲学问题的解决》  周海春  《内蒙古社会科学》ISSN1003－5281  CN15－1011/C。

2001年1期。 

11、《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论》  周海春  《内蒙古大学学报》ISSN1000－5218  CN15－1051/C。2002年1期。人大

复印资  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3期。ISSN1001－2710  CN11－4239/B。 

1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及其现代转生》  周海春  《内蒙古社会科学》ISSN1003－5281  CN15－1011/C。2002年第1

期。 

13、《也谈“和合”文化的现代转生》  周海春  《重庆师院学报》ISSN1001－9936  CN50－5028/C。2002年第1期。   

14、《市场经济中的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的商贾之学》  周海春  《中日价值哲学新探》ISBN7－224－

07130－7/B·215，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5、《中国医德的交互主体性》  周海春  《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4》ISBN7－216－04142－9/B·205。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货币和个性之“秤”与性关系中的两性价值》  周海春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2004》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ISBN7－

80084－635－0/B·98。 

17、《生存方式的价值构建》  周海春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2004》ISBN7－80084－635－0/B·98。金城出版社2004年10月

版。 

18、《价值选择与人类生存》  周海春  《哲学研究》ISSN1000－5218  CN15－1051/C。2004年10期。 

19、《<论语>中“直”的哲学意蕴》  周海春  《中国哲学史》2005第3期ISSN1005－0396  CN11－3042/B；人大复印资料《中国

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20、《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周海春  《内蒙古大学学报》ISSN1000－5218  CN15－1051/C。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

资料：《中国哲学》2005年6期。ISSN1007－6689  CN11－4243/B。 

21、《从个人德性到社会和谐》  周海春  《哲学动态》2005年第3期。ISSN1002－8862  CN11－1141/B。 

22、《行祈者》，  周海春  《优雅生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中国哲学史”的概念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周海春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4期。 



24、《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周海春  《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2期。 

25、《“学”在<论语>中的逻辑地位——兼论孔子的“学”之哲学伦理学》  周海春  《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6、《道德经中的“一”与海德格尔之“同一律”》  周海春  《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7、《考试的诚信与公平》  周海春  《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6月号，下半月。 

28、《领导方式和和谐社会》  周海春  《学习与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9、《道德经中的“德”概念与中国形而上学伦理学》  周海春  《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5期。 

30、《逍遥游：一种人生价值论的解读》  周海春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6期。 

31、《从康德和孟子看中西伦理的超越精神》  周海春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6期。 

32、《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  周海春  《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3、《用和谐思维指导湖北文化建设》  周海春  《湖北和谐文化建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4、《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周海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5、《“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再议——关于中国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周海春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6、《良知与圣人——海德格尔与王阳明》  周海春  《德国哲学》2007年卷。 

37、《<论语>论语》中关于“知”的哲学思想》  周海春  《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 

38、《医患关系的伦理思考》  周海春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9、《建构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  姚才刚  《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4期。 

40、《海峡两岸学者研讨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与伦理学》  姚才刚  《哲学动态》1996年第9期。 

41、《近二十年来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姚才刚  《当代学术信息》1997年3期。 

42、《〈蕺山学派哲学思想〉读后》  姚才刚  《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 

43、《一个“五四后期人物”对传统价值的认同》  姚才刚  《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姚才刚  《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5期。 

45、《传统儒家慎独学说浅议》  姚才刚  《求索》199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1999年第11期全文转摘。 

46、《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姚才刚  《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47、《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姚才刚  《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 

48、《论刘蕺山晚年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  姚才刚  《国际儒学研究》第九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 

49、《“理一分殊”与文化重建》  姚才刚  《哲学动态》，2001年第7期。 

50、《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姚才刚  《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转摘。 

51、《“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姚才刚  《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2、《论刘述先系统哲学思想》  姚才刚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3、《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姚才刚  收入《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54、《论“第三代新儒家”》  姚才刚  收入《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55、《“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姚才刚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6、《“两行之理”与终极关怀》  姚才刚  《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57、《论儒学的超越性与宗教性》  姚才刚  《哲学伦理学评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58、《从中国文化视角驳斥“台独”论调》  姚才刚  《中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59、《试论明末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  姚才刚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23期部分转摘。 

60、《传统礼学精神的现代阐释》  姚才刚  《信息参考》2004年第8期。 

61、《东林与蕺山：晚明儒学的多向度》  姚才刚  收入《宋明儒学与长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62、《刘宗周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总结》  姚才刚  收入《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63、《“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  姚才刚  《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1期。 

64、《从儒家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的关系看哲学之用》  姚才刚  收入《哲学的应用与创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65、《先秦礼学的创新之作》  姚才刚  《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66、《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可否相容》  姚才刚  《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 

67、《略论理学的主要问题意识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姚才刚  《江汉论坛》，2005年第10期。 

68、《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姚才刚  《楚天学术》第七辑，崇文书局2005年。 

69、《略论明末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  姚才刚  《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70、《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特色》  姚才刚  《鹅湖月刊》（台北），2006年第10期。 

71、《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姚才刚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72、《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特色》  姚才刚  收入《儒学、文化与宗教》，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 

73、《论理学的主要问题意识》  姚才刚  《朱子文化》，2007年第3期。 

74、《乡风文明建设刍议》  姚才刚  《党建闻新》，2007年第11辑。 

75、《传统儒家修身学说及其现代价值》  姚才刚  《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6、《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姚才刚  《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 

77、《周礼全先生话语意义理论述评》陈道德 载《逻辑、语言与思维》，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2年7月。 

78、《试论中国价值哲学的地位与特点》   陈道德   载《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2），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79、《墨家“兼相爱 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 陈道德 《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80、《20世纪语言逻辑的发展：世界与中国》    陈道德  《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 

81、《“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 陈道德 《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 

82、《简论周礼全先生的预设理论》  陈道德   《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3、《李先焜语言逻辑思想述评》    陈道德   《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三、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项目与获奖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总

额 

本人承担工

作 

1 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2004004
湖北大学 

教研项目 
2004-2005   第三参加人 

2 经典研读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2007
湖北省教育厅 

教研项目 
2007-2009 0.6万元 主持人 

3
“东方哲学史”之子课题“中国近代哲

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 
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2002   主持子课题 

4 《论语》基本范畴的认识论内涵 2005
湖北省教育厅 

社科研究项目 
2005 0.6万元 主持 

5 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实学思想研究 2005
湖北大学 

社科研究项目 
2005 0.8万元 主持 

6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2004
湖北大学 

社科研究项目 
2004 3万 第四参加人 

7 20世纪语言逻辑发展状况研究 99BZX026 国家社科基金 1999-2001 3万元 主持 

8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

代价值 
2004y001

省教育厅 

社科研究项目 

 

2004-2005 0.5万元 主持 

9 中国符号学思想中的价值取向 A0017
湖北大学 

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2001-2003 1.2万元 主持 

10 湖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2005-036 湖北省社科基金 2004-2006 1万元 第二 

11 社会信用问题研究 2005-035 湖北省社科基金 2004-2006 1万元 第二 

12 湖北省城市社区伦理建设思路研究 2005-113 湖北省社科基金 2004-2006 0.5万元 第三 

13 “逻辑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013-

015305

湖北大学 

社科研究项目 
2004-2006 2万元 主持 

14
逻辑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综合改革

和实践 
2005027

湖北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2005-2006 0.6万元 主持 

15
 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研究  

  

2007y011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

目 
2007-2009   主持 

16  湖北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2007015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子课题 
2007-2008   主持 

17 当代儒学发展最新动向 [2002]090 省社科基金项目 2002-2004   主持 

      获   科   研   奖   励   项   目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授奖部门 奖励名称、时间、等级 排序 



 

  

1
行政管理专业商务公关方向教学内容体

系的探索与研究 

湖北省人民

政府 
省级教学成果奖，2001年9月，一等奖。 第三 

2
试论卦爻符号的起源及《周易》的意义

层面 

中国逻辑学

会 
优秀科研成果奖，2004年4月，三等奖。 唯一 

3 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 
武汉市人民

政府 
武汉市第九次社科成果优秀奖2005年 唯一 

               

 版权所有: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电话：027-88663046 Email:hbwyf@163.com 

地址：武汉市武昌友谊大道 邮编：430062 

 技术支持：武汉峻奇科技  

课程学习推荐站点 名言警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