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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论丛》1998年卷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加入时间：2000-12-1 浏览人次：2637 
卷首语 

意识·语言·文化（主体·对象·社会） 
--江天骥教授访谈 …………………………………………………………………………… 朱志方 
中国人文传统论略………………………………………………………………………………冯天瑜 
人文·科学·宗教 
--唐群毅人文思想研究之一 ………………………………………………………………… 单 波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 李工真 
人文精神问题讨论综述………………………………………………………………………… 杨 华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选刊……………………………………………………………程千帆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 
兼对是时"亦非有意为小说"质疑 ………………………………………………………………吴志达 
略论魏晋文风嬗变的文化动因 …………………………………………………………… … 熊礼汇 
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 刘纲纪 
日本五山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引进与传播…………………………………………………… 石观海 
礼乐并重与钗黛合一 
--兼论扬黛抑钗倾向所反映的社会心理……………………………………………… 陈文新 欧阳峰 

"盐神"与"盐宗" …………………………………………………………………………………黄惠贤 
九店日书校读及其相关问题………………………………………………………………………陈 伟 
说《皇诰》……………………………………………………………………………………… 何德章 
《天泉证道纪》之史料价值…………………………………………………………………… 陈 来 
《板桥家书》中的"仁爱"思想…………………………………………………………吴根友 吴礼奇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石 泉 
论黄尊遵宪的日本研究……………………………………………………………………………钟叔河 
五行学说的近代遭遇及现代诠释…………………………………………………………………萧汉明 
内藤湖南的中国行 
--"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钱婉约 
"五四"两大核心命题的前缘………………………………………………………………………昌 切 

近代性，还是现代性 
--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漫议 ………………………………………………………………………龙泉明 
孤独的鲁迅………………………………………………………………………………………… 邓晓芒 
心通九境：唐君毅与道家思想…………………………………………………………………… 李维武 
冯契对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转进………………………………………………………………… 郭齐勇 

康德之道德问题的追问与回应  
--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普世伦理前景展望………………………………………………………… 万俊人 
人为·理性·实践 
--中西哲学的比较与整合（论纲）……………………………………………………………… 刘清平 



  

试论中国古籍整理编撰的特点………………………………………………………………………曹 之 
《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汉晋若干地理补正（之二）…………………………………… ……徐少华 
中华书局点校本正史校勘拾遗……………………………………………………………… ……李步嘉 
《明实录》研究论略……………………………………………………………………………… 谢贵安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撰年之我见 
--兼论《儒林外史》的成书年代………………………………………………………………… 刘良明 
梁启超购读《輏轩语》与《书目答问》二书时间考…………………………………………… 王心裁 
继承文化传统 弘扬藏书精神 
--记"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蓝 村 

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丛刊》总序………………………………………………………陈启云 
汉字内容里所蕴含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 
--《刘赜小学著作》发微之一………………………………………………………………………李开金 
海天廖廓立多时 
--读《古代中国与世界》……………………………………………………………………………邵东方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罗运环 
十年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述评………………………………………………………………………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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