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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论著索引·（1 9 9 4年）

 

      1 9 9 4   

     1 9 9 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诗经学会编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 6月 6 9 6页  ( 1、继往开来，加强合

作，把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开幕词 ) /夏传才 2、研究诗经宏扬民族文化 /刘秉彦  3、为诗经研究创造新的典范 / (新家坡 )

周颖南 4、近四十年中国大陆诗经研究概况 /赵沛霖 5、中国台湾近四十年诗经研究概况 / (中国台湾 )林庆彰 6、当代韩国

诗经研究概况 / (韩国 )宋昌基 7、现代日本诗经研究概况 / (日本 )田中和夫 8、诗经的俄译和费德林的论著 /李明滨  9、诗

经在国外 /王丽娜 1 0、伊藤仁斋父子的人情诗经说 /王晓平 1 1、论史诗与剧诗 /张松如 1 2、诗经与中国文化 /禇斌杰 

1 3、论语中“诗礼乐歌舞”五者和一说 / (中国台湾 )黄绍祖 1 4、诗经周南召南尚贤思想探微 / (中国台湾 )文幸福 1 5、诗经

中反映的先秦婚俗 /袁梅 1 6、诗经中妇女爱情问题之探讨 / (中国台湾 )朱守亮 1 7、《十月之交》日食及相关历史问题辩析 /

沈长云 1 8、《诗》纪月考略 /周文康 1 9、关于诗经的桃与楚辞的菊 / (日本 )石川三佐男 2 0、诗经对中国语言文化隐喻品性

形成的影响 /王长华  2 1、中国早期认识论和诗经的特点 /王洲明 2 2、商周开国的神话和“神代史”/(日本 )大野圭介 2 3、

诗经的怀归主题及其文化意蕴 /方勇 2 4、论西周末年杰出诗人召伯虎 /  赵逵夫 2 5、关于关雎篇 /  (韩国 )安秉均 2 6、小

雅白驹篇探究 / (中国台湾 )季旭升 2 7、二雅刺诗内容探 /  周东晖   

     2 8、诗经中的怨刺诗与传统忠谏思想 /傅丽英 2 9、从诗经战争诗看周人的厌战及其历史根源 /李山 3 0、诗经中的文学

思想及其他 /  顾易生，雷汉卿 3 1、寓言、象征与诗经 /  (美国 )鲍琳·R·于 3 2、中国表情文学传统的滥觞 /  廖群 

3 3、风诗含蓄美论析 /  蒋立甫  

     3 4、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 (新加坡 )龚道运  3 5、朱子对兴义之解释及其后果 / (中国台湾 )林叶连  3 6、诗经与

汉语词汇 /向熹 3 7、论毛传的贡献和影响  /冯浩菲 3 8、论《毛诗诂训传》集比释义 /赵伯义  3 9、虚声与和声 / (中国香

港 )黄坤尧  4 0、《四库提要·诗类》补正 /崔富章 4 1诗经异文简论 /张树波 4 2、左传季札观乐有关问题的讨论 /  (中国

台湾 )赵制阳  4 3、关于战国“诗三百”的流传 /董治安 4 4、关于诗经的编定的再探讨 /沈玉成 4 5、鲁国与诗经 /杨朝明 

4 6、《盐铁论》与西汉诗经学 /曹道衡 4 7、诗序存废议 / (中国台湾 )陈新雄 4 8、毛诗大序析论 /  刘斯翰，何天杰 4 9、

论汉代诗学的“尚用”特质及其文化根源 /  朱一清，周威兵 5 0、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影响 /张可礼 5 1、诗经与元代科

举 /  张祝平 5 2、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 /  费振刚，钱华 5 3、陈子龙《诗问略》初探 / (中国台湾 )蒋秋华  5 4、崔述诗经

研究简论 /  (中国香港 )左松超 5 5、魏源论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 /何慎怡 5 6、鲁迅论诗经 /潘德延 5 7、钱钟书诗经

研究方法论 /林祥征 5 8、河间诗经村考察报告 /  曹广志 附录： 1、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 ( 1 9 9 3 )会议总结  2、中国诗经学

会章程 3、中国诗经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诗经句法研究》评介 王作新 宜昌师专学报  1 9 9 4年 4期 页 5 2——53   

     神圣的寓意：汉儒解《诗》和西方中世纪解“经”比较  张立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 9 9 4年 1  期页 7 9——83转 4 2  →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 9 9 4年 4期页 6 1——66   

     在《诗经》与《圣经》的色彩言语之下 张婷婷 文艺报 1 9 9 4年 4月 2日 3版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 9 9 4年 5期页 6 6——67   

     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原型蠡测——“荷马史诗”与《诗经》比较研究 倪乐雄 中国文化研究  

     1 9 9 4年冬之卷页 1 1 4——11 9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 9 9 5年 2期页 9 0——95   

     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叶舒宪 湖北人民出版社 1 9 9 4年 6期 6 7 4页   

     《诗经》民俗文化论 周蒙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 9 9 4年 3月 2 7 0页   

     1、存其异迹，赏其奇文——《大雅·生民》宗教观点之艺术表现 2、《大雅·生民》中之民俗文化意蕴——“敏”与

“达”生殖文化密码之破译 3、蜡祭与傩礼 4、人殉和人祭 5、《诗经》与“四灵”6、《诗经》与“酒经”——从《诗经》

看商周之酒文化精神 7、“蝃蝀在东，莫之敢指”说 8、“墓门有梅，有鴞萃止”说 9、“寤言不寐，愿言则嚏”说 1 0、《诗

经》气象先兆民俗举隅 1 1、从天文星象说到牵牛织女 1 2、从人生礼俗说到弄璋弄瓦 1 3、芣苡、萱草、芍药——《诗经》采

药之民俗例说 1 4、《柏舟》：“天”为“父”之民俗称谓说 )   

     评李子伟的《诗经译注》 张启成 甘肃社会科学 1 9 9 4年 3期页 1 2 5——12 7   

     一编在手，诸说杂陈：张树波的《国风集说》评介 黄国良 冀东学刊 1 9 9 4年 1期页 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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