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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跃峰.“圣库制度”考辨.近代史研究.2005.(2)300-313 

2.马陵合.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多质性_以铁路外债观为考察点.史学理论研究.2005.(2)34-43 

3.房列曙.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38636 

4.庄华峰.要注重研究生态环境史.光明日报.２005年11月29日11版 “理论周刊” 

5.张金俊.社会史与社会学成功嫁接.光明日报.38558 

6.王世华.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学术月刊/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转载.2005.（1）63-69 

7.李琳琦.明清徽商妇教子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23（3）74－79 

8.陈孔祥.大学生就业指导方案设计的层次问题.中国高教研究.2005（1）77－78 

9.房列曙.孙中山与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北大史学.2005（8）312-331 

10.汪效驷.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史学史研究.2005（1） 

11.解光云.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

史》全文复印).2005（1） 

12.解光云.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文体性公共空间与竞技活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6) 

13.方青.手术戒毒：“非常规”医疗探索下的社会视阈.医学与哲学.2005.26（5）32-34 

14.戴卫东.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双重效应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1）40-50 

15.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

全文转载.2005（2 ） 

16.李琳琦.徽商与徽州的学术思想.《历史档案》.2005.（2）54－58 

17.庄华峰.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3）87—94 

18.庄华峰.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10）13—20 

19.陈孔祥.论学术名流与徽州书院的兴盛.历史档案.2005（4）63－66 

20.欧阳跃峰.柏文蔚与二次革命.民国档案.2005.(1)113-119 

21.马陵合.指道 制度 路径——关于《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学术价值.亚洲钱币(新加

坡).2005（2） 

22.马陵合.拉门德远东之行述评.民国档案.2005.(2)68-74 

23.吴晓萍.宋代国信所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5(2)132－136 

24.蒋道霞.买办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兴起.特区经济.2005（11）163-165 

25.刘道胜.论清代徽州方志的编纂成就.中国地方志.2005（7） 

26.刘道胜.正统化的学术活动与地方性的知识积累.历史档案.2005（4） 

27.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明史研究.2005（9） 

28.赵怀娟.大学生就业难及其根源探索.韩国比较政府学报（韩国）.2005.9（1） 

29.鲁可荣.对和谐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未来与发展.2005.（5）2－5 

30.鲁可荣.贫困大学生心理压力和人际交往障碍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5.26（6）495－497 

31.徐彬.论王世贞的史学理论.人大复印历史学.2005.3.29-34 

32.徐彬.论唐代法律史的编纂成就.人大复印法史学.2005.7.83-87 

33.何小刚.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问题（原文为俄文）.2004年阿尔汉格里斯克关于职业教育的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俄罗斯）. 

34.何小刚.中国教育系统的立法等问题的研究（原文为俄文）.2004年莫斯科国立农业工程大学学

报（年刊）（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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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管敬绪.五邑华侨华人与美洲诸国的开发.侨乡文化纵论.2005.10：259-265 

36.杨国宜.喜读《求真集——俞兆鹏史学文选》.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7：30-31 

37.王世华.双子星座：徽商、晋商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6 

38.李琳琦.系统性展示与深层次探索.安徽日报（理论版）.2005.6.13 

39.李琳琦.略论郑玉的教育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3（1）69－72 

40.庄华峰.略论邺下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文学贡献.江淮论坛.200５（2）156        －159 

41.吴晓萍.宋代外交使节的选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5)567－571 

42.周晓光.徽州学术文化理念的历史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论点

摘要”摘录）.2005（3） 

43.刘道胜.论传统方志编纂与官方主流学术的统一.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3） 

44.孙华莹.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33(6)643-

646 

45.孙华莹.从《辽阳海神传》看明代徽商.徽商精神——徽商研究论文选（二）.中国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第167-171页 

46.邢东升.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扬吴越地区经学局面及其成因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3)19-

25 

47.马陵合.张静江与淮南铁路_兼论淮南铁路的经济意义.安徽师大学报.2005.33(1)58-63 

48.马陵合.淮南铁路修建始末.志苑.2005.(5)34-36 

49.马陵合."辛亥革命与长江中下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安徽师大学报.2005.33(5)619-620 

50.马陵合.指道 制度 路径——关于《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学术价值.亚洲钱币.2005（2） 

51.欧阳跃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争与发展.安徽师大学报.2005.33(2) 

52.欧阳跃峰.安徽公学的兴办及其影响.安徽师大学报.2005.33(6) 

53.何小刚.历史不能忘却.时代潮.2005.(8) 

54.王彦章.谬误百出的"正说".中国图书评论.2005.(7) 

55.解光云.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安徽史学.2005（3） 

56.解光云.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商业经济.安徽大学学报.2005（5） 

57.解光云.析论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南都学坛.2005（1） 

58.解光云.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与民主政治.都市文化研究. 

59.傅新球.16-18世纪英国中上阶层的择偶标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33(3)332-335 

60.傅新球.女性参与全色交易的原因浅析.社会学家谈和谐社会.2005.10（202-217）ISBN7-

81093-4/D.17 

61.方青.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促进城乡社会和谐.社会学家谈和谐社会.2005.10（202-217）

ISBN7-81093-4/D.17 

62.方青.和谐安徽与社会保障.安徽日报.2005.5.27（B4） 

63.戴卫东.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绩效与问题.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64.鲁可荣.预警和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开发研究.2005.（5）71－73 

65.鲁可荣.对“和谐社会”的社会分析.社会学家谈和谐社会.2005.10（202-217）ISBN7-

81093-4/D.17 

66.赵怀娟.评唐群英的女权思想.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67.宋标.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2） 

68.王先进.试论各类组织在社会政策行动中的作用.重庆社会工作职业学院学报.2005.（3） 

69.徐彬.洪亮吉的舆地之学.文史知识.2005.6.117-122 

70.吴翠萍.青年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动员.重庆社会科学.2005.12.103-105 

71.吴翠萍.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首届人口学家年会论文集.2005.10.100-103 

72.杨国宜.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合肥学院学报.2005.（3） 

73.杨国宜.中国古代青铜铜源之谜的破解.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2） 

74.杨国宜.史学研究，贵在求真.江西图书馆学刊.2005（3） 

75.管敬绪.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推行的双重标准.华夏纵横.2005（2）：48-51 

76.管敬绪.五邑华侨华人在美洲的历史地位.广州日报.2005.4.12（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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