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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研究论文索引·屈原研究

 

      楚辞研究论文索引·屈原研究  

      

     【整理者：王媛】  

      

     1  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 /李金善 / /河北大学学报 9 9 - 2 4（ 1） - 5 4 - 5 7；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

会学术观点综述 /蔡靖泉 / /江汉论坛 9 0 - 8 - 8 0 - 8 1  1 - 5 4；  

     2  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暨贵州古典文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述评 /周建忠 /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9 1 - 1 - 8 6 - 9 5  

1 1 - 5 4；  

     3  屈原评价与屈原研究 /常振国 / /许昌师专学报 9 1 - 2 - 5 1 - 5 5；  

     4  首届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综述 /美文 / /求索 9 1 - 5 - 8 9 - 9 1；  

     5  屈原三题 /张金海 / /江汉论坛 9 1 - 1 - 6 3 - 6 7；  

     6  屈原与湖湘古代文学兼及流放文学现象 /勉中 / /求索 9 1 - 3 - 8 6 - 9 2；  

     7  论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徐志啸 / /云梦学刊 9 1 - 2 - 2 - 6  9 - 5 5；  

     8  屈原与楚辞座谈会纪要 /水工 / /云梦学刊 9 1 - 2 - 1 1 - 1 3；  

     9  历代龙舟竞渡纪念屈原诗词简论 /杨罗生 / /云梦学刊 9 1 - 2 - 7 1 - 7 3， 6 2   

     1 0  论屈原与先秦文化 /郭太豪 / /邵阳师专学报 9 1 - 2 - 5 0 - 5 2， 4 9；  

     1 1  屈原在我国神话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赵沛霖 / /文艺研究 9 1 - 2 - 4 1 - 5 2；  

     1 2  屈原“乘龙”的神话背景与巫术意义 /陈顺智 / /荆州师专学报 9 0 - 4 - 7 9 - 8 3  5 - 9 3；  

     1 3  论屈原作品中南北文化的第二次合流 /束有春 / /东南文化 9 1 - 1 - 1 1 2 - 1 2 1  人大 9 1 - 5 - 5 3；  

     1 4  从屈原想到许穆夫人及其作品 /曹在中 / /中国文学研究 9 1 - 2 - 7 - 9；  

     1 5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周猛志 / /云梦学刊 9 1 - 2 - 6 3 - 6；  

     1 6  屈原生于江陵考辨 /张世春 / /暨南学报 9 1 - 3 - 1 1 5 - 1 1 8  1 2 6   

     1 7  屈原西行考 /廖化津 / /四川大学学报 9 0 - 4 - 6 8 - 7 0  4 - 3 0   

     1 8  屈原未放汉北说法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 /赵逵夫 /中国文学研究 9 0 - 3 - 1 9 - 2 4  1 - 5 7；  

     1 9  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 /廖化津 / /云梦学刊 9 1 - 2 - 7 - 1 0， 6；  

     2 0  屈原不是自杀的 /吴郁芳 / /江汉论坛 9 0 - 1 0 - 7 2 - 7 4  2 - 4 6；  

     2 1  屈骚的意象、手法、风格：屈原艺术个性研究 /戴志钧 / /文艺研究 9 1 - 2 - 5 3 - 6 3；  

     2 2  再说屈原不是自杀的 /吴郁芳 / /江汉论坛 9 1 - 8 - 5 2 - 5 4；  

     2 3  屈原的十二疑家 /俞 (大百百 ) /人民日报 9 1 - 1 - 2 2（ 8） 3 - 2 8；  

     2 4  屈平精神悬日月：“屈原爱国否定论”质疑 /熊熊 / /孝感师专学报 9 0 - 3 - 8 - 1 1  5 - 8 9；  

     2 5  对“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异议的异议 /徐柏青 / /湖北师院学报 9 1 - 1 - 5 0 - 5 3；  

     2 6  对既成的屈原美学思想界定模式之求异性思考 /杨乃乔 / /徐州师院学报 9 1 - 1 - 8 4 - 9 0；  



     2 7  屈原后期思想发展的一个低谷：《悲回风》探微之一 /周秉高 / /职大学报 9 1 - 1 - 1 8 - 2 1；  

     2 8  屈原的爱国主张绝非亲齐 /（台湾）陈东林 / /云梦学刊 9 1 - 1 - 1 1 - 1 5；  

     2 9  先秦美学思想与屈原的审美观点 /郭杰 / /延边大学学报 9 1 - 3 - 5 4 - 5 8；  

     3 0  为人民服务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束有春 / /江苏社会科学 9 1 - 1 - 8 3 - 8 8；  

     3 1  屈赋非扬雄所说“诗人之赋”辩 /曹大中 / /中国文学研究 9 0 - 4 - 1 5 - 1 7  4 - 3 3；  

     3 2  屈原赋和“阿特兰提斯”/萧兵 / /云梦学刊 9 1 - 2 - 1 9 - 2 2；  

     3 3  不妨从目的出发：屈原诗歌民族属性的再考察 /毛庆 / /云梦学刊 9 1 - 2 - 1 4 - 1 8；  

     3 4  论屈原的理性精神 /朱一清，常森 / /安徽大学学报 9 1 - 2 - 6 9 - 7 4；  

     3 5  屈原创作心理探微 /罗田 / /云梦学刊 9 1 - 2 - 3 5 - 3 8；  

     3 6  屈赋中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 /王岩森 / /临沂师专学报 9 1 - 2 - 3 3 - 3 6， 1 3；  

     3 7  略论屈原赋第一人称代词的语法特点 /梁光华 / /贵州师大学报 9 1 - 2 - 6 4 - 6 8；  

     3 8  卓行伟辞辉耀千古：读屈原绝笔《怀沙》 /周建忠 / /古典文学知识 9 1 - 4 - 1 6 - 1 8， 1 5；  

     3 9  《屈原列传》选释 /廖化津 / /河北师大学报 9 1 - 3 - 5 6 - 6 0；  

     4 0  走向通观的新途径：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 _ _屈原与流变》 /施轩 / /中国文学研究 9 1 - 3 - 1 0 2 - 1 0 3， 3 0；  

     4 1  《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序 /羊春秋 / /中国文学研究 9 1 - 3 - 1 0 0 - 1 0 1， 3 9；  

     4 2  屈骚是世界文学宝库的明珠 /李增林 / /是南民族学院学报 9 1 - 1 - 1 1 8 - 1 2 8；  

     4 3  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 /王晓秦 / /内蒙古社会科学 9 0 - 6 - 9 6 - 1 0 4；  

     4 4  屈原创作心理探微：兼评“屈原否定论”之无据 /徐送迎 / /北方论丛 9 0 - 2 - 4 2 - 4 6   

     6 - 1 3   

     6 2  屈原大悲剧：屈原精神形象结构分析 /星舟 / /湖北师院学报 9 0 - 3 - 4 6 - 5 4， 4 5；  

     6 3  人格·美政·文学：论屈原悲剧的内在因素兼及屈原的失败与成功 /何念龙 / /荆州师专学报 9 0 - 2 - 5 6 - 6 1；  

     6 4  屈原反抗精神之我见 /文迟 / /阴山学刊 9 0 - 1 - 6 - 1 0， 5 6；  

     6 5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张宏洪 / /喀什师院学报 9 0 - 2 - 8 7 - 9 4， 8 8；  

     6 6  论屈原的创作意识 /刘国泰 / /江西师大学报 9 0 - 3 - 5 3 - 5 8， 6 3；  

     6 7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黄崇浩 / /云梦学刊 9 0 - 1 - 7 - 9， 9 7；  

     6 8  新议屈原虎图腾 /彭荣德 / /吉首大学学报 9 0 - 2 - 8 1 - 8 5；  

     6 9  试论庄子与屈原的悲剧心态 /李清章 / /辽大学报 9 1 - 3 - 2 2 - 2 4   

     8 - 4 3；  

     7 6  屈原沉江的历史原因 /范正生 / /泰安师专学报 9 1 - 4 - 4 8 - 5 2；  

     7 7  屈原司马迁异同散论 /伏俊连 / /中国文学研究 9 1 - 1 - 1 4 - 1 9；  

     7 8  屈骚研究园地里的一朵新花：评毛庆《屈骚艺术新研》 /林祥征 / /泰安师专学报 9 1 - 4 - 3 6 - 4 2；  

     7 9  务去陈言，力创新说：读《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叶德卫 /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9 1 - 3 - 1 2 2 - 1 2 3；  

     8 0  洪兴祖评价屈原思想的卓识 /马建智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9 1 - 6 - 4 6 - 5 0， 6 9；  

     8 1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兼述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 /周建忠 / /天津社会科学 9 2 - 1 -

7 5 - 7 8；  

     8 2  “吾将从彭成之所居”：屈原悲剧文化背景思考 /何生荣 / /贵州大学学报 9 2 - 1 - 3 3 - 3 7；  

     8 3  关于屈原的美学思想 /赵沛霖 / /广州师院学报 9 1 - 4 - 7 - 1 3；  

     8 4  屈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冯俊杰 / /山西师大学报 9 1 - 3 - 4 6 - 5 2   

     8 5  5 7；  

     6 2．《屈原列传》中“夺稿”问题新解 /李雨昌 / /文史知识 9 1 - 1 1 - 1 1 2 - 1 1 3；  

     8 8  关于屈原的生年月日：兼评蒋南化《屈原生年考辨》 /张闻玉 / /贵州大学学报 9 1 - 3 - 6 1 - 6 4；  



     8 9  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 /廖化津 / /江西大学学报 9 1 - 3 - 5 7 - 6 1；  

     9 0  屈原再次南行考 /廖化津 /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9 1 - 1 - 4 5 - 5 2；  

     9 1  屈原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抽思》新解：与赵逵夫同志商讨 /冀凡 / /中国文学研究 9 1 - 3 - 3 1 - 3 4；  

     9 2  屈原与宋钅开、尹文之研究（上） /韩雪 / /辽宁大学学报 9 1 - 5 - 6 5 - 6 9；  

     9 3  屈原论节的歧误及其文化根源 /贺光速 / /人大 9 0 - 5 - 6 1；  

     9 4  绝望心灵博斗：屈原新论悲剧 /王小舒 / /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9 0 - 2 - 1 - 8；  

     9 5  务去陈言，力创新说：读《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 /叶德卫 /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9 0；  

     9 6  《屈原弄传》的叙事和诗人的“放流”：与叶晨晖先生商榷 /潘啸龙 / /云梦学刊 9 0 - 4 - 2 - 7  3 - 7 6；  

     9 7  屈原论争的歧误及其文化根源 /贺光速 / /湖北大学学报 9 0 - 1 - 8 9 - 9 5  5 - 6 1；  

     9 8  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潘啸龙 / /文学评论 9 0 - 4 - 9 3 - 1 0 2  1 0 - 3 7；  

     9 9  屈原二论 /张正明 / /云梦学刊 9 0 - 1 - 2 - 6；  

     1 0 0  从战国楚历推算屈原的生平 /谢元震 / /东南文化 9 0 - 4 - 8 6 - 9 2；  

     1 0 1  屈原故乡考 /张中一 /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9 0 - 2 - 1 3 - 1 7  0 - 2 0   

     1 0 2  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 /潘啸龙 / /人大 9 0 - 1 - 8 7；  

     1 0 3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胡学常 / /理论与现代化 9 2 - 2 - 4 0 - 4 1， 8；  

     1 0 4  屈原创作心理浅说 /林祥征 / /泰安师专学报 9 2 - 1 - 4 1 - 4 7  6 - 6 2；  

     1 0 5  屈原精神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论屈原精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变异与流失 /廖群 / /天津师大学报 9 2 - 3 - 7 1 -

7 7  1 0 - 6 4；  

     1 0 6  中国当代“屈原研究综述”评议 /周建忠 / /学术研究动态 9 2 - 7 - 1 7 - 2 0；  

     1 0 7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郭杰 / /东北师大学报 9 2 - 3 - 6 7 - 7 1；  

     1 0 8  “屈原情结”简论 /朱海军 / /洛阳师专学报 9 2 - 2 - 2 4 - 2 5， 2 3；  

     1 0 9  屈赋文化精神的历史沉淀 /张兴武 / /甘肃社会科学 9 2 - 4 - 8 1 - 8 4；  

     1 1 0  再论“美政理想是屈原爱国思想的核心”/周东晖 / /新疆师大学报 9 2 - 2 - 6 4 - 7 1；  

     1 1 1  “屈原谋杀之说”纠廖 /邓乐群 / /衡阳师专学报 9 2 - 1 - 2 2 - 2 6  6 - 5 6；  

     1 1 2  屈原晚年行踪理测 /毛庆 / /江汉论坛 9 2 - 6 - 5 1 - 5 6  1 1 - 2 2；  

     1 1 3  屈原放逐行踪续考 /张叶芦 / /浙江师大学报 9 2 - 2 - 4 8 - 5 3；  

     1 1 4  屈原投江新探 /蒋海生 / /社会科学战线 9 2 - 2 - 1 5 2 - 1 6 0  7 - 3 6；  

     1 1 5  论班固评屈 /李诚 / /四川师大学报 9 2 - 2 - 2 2 - 2 9  7 - 4 5；  

     1 1 6  关于屈原生平的两个问题 /叶晨晖 / /南京师大学报 9 2 - 2 - 6 5 - 6 8  8 - 5 3；  

     1 1 7  讲史说文论屈原：评价屈原的两个前提 /王潜生 / /江汉论坛 9 2 - 1 2 - 6 1 - 6 8；  

     1 1 8  屈原的创作心态 /范正声 / /江汉论坛 9 2 - 1 2 - 6 9 - 7 3；  

     1 1 9  论屈原与伍子胥 /朱碧莲 / /汉淮论坛 9 2 - 2 - 1 0 5 - 1 0 9；  

     1 2 0  卓绝一世，彪炳千秋：“屈原精神”试论 /杨炳校 / /荆州师专学报 9 2 - 3 - 5 0 - 5 5；  

     1 2 1  屈原婚姻考：兼评女须女为屈原贱妾说及其他 /廖化津 / /贵州大学学报 9 2 - 4 - 6 7 - 7 0  1 - 6 2；  

     1 2 2  湖北省屈原学会每四届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倩 / /社会科学动态 9 2 - 8 / 9 - 4 6 - 4 8；  

     1 2 3  屈原精神在传统人格建构中的融化与淡化 /何根德 / /山西师大学报 9 2 - 3 - 1 6 - 3 1；  

     1 2 4  屈原精神与楚文化特质 /陈琦 / /江汉大学学报 9 2 - 4 - 2 3 - 2 8；  

     1 2 5  屈原美学思想概述 /程俊 /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9 2 - 3 - 3 0 - 3 4  1 - 6 6；  

     1 2 6  文化哲学与屈原的文学突破 /冯俊杰 / /山西师大学报 9 2 - 3 - 1 - 9  1 - 7 1；  

     1 2 7  屈原的心灵发展及其文化背景 /巩本栋 / /西南师大学报 9 2 - 4 - 6 4 - 6 8  2 - 6 4；  

     1 2 8  论屈原的“内美”心态 /林宏跃 / /山西师大学报 9 2 - 3 - 1 0 - 1 5  2 - 6 9；  

     1 2 9  一次颇具特色的屈学研究会：湖北省屈原学会第四次学术讲座会综述 /张应斌 / /江汉论坛 9 2 - 9 - 7 9 - 8 0；  



     1 3 0  屈原忧国忧民思想简论 /吕立琢 / /盐城师专学报 9 2 - 3 - 7 1 - 7 6；  

     1 3 1  市民文化思潮中的屈原 /熊良智 / /四川师大学报 9 2 - 5 - 2 1 - 2 5， 7 0；  

     1 3 2  《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 <屈原列传 >理惑》 /廖化津 / /河北师大学报 9 2 - 4 - 2 0 - 2 6；  

     1 3 3  庄子与屈原：在文体与主体之间 /何炜 / /四川师大学报 9 2 - 6 - 9 7 - 1 0 2  3 - 3 1；  

     1 3 4  华夏文化血缘谱系与屈原的先祖崇拜意识 /杨乃乔 / /徐州师院学报 9 3 - 1 - 1 1 0 - 1 1 8  8 - 3 6；  

     1 3 5  屈原自沉考：兼评吴郁芳、章培恒、潘啸龙等先生屈原自沉与殉国难无关系说 /廖化津 / /山西师大学报 9 3 - 1 - 6 -

1 4  5 - 6 1；  

     1 3 6  屈原与传统“士”人格的建构 /郝志达 / /辽宁大学学报 9 3 - 1 - 9 0 - 9 3  5 - 7 0；  

     1 3 7  通向屈原研究的更高层次 /姚奠中 / /山西师大学报 9 3 - 1 - 1 - 2；  

     1 3 8  理想主义与死亡焦虑的冲突，屈原为什么自沉 /凤文学 / /安徽师大学报 9 3 - 1 - 5 5 - 6 0  6 - 6 3；  

     1 3 9  屈原故乡考：兼评浦江清先生的秭归非屈原故乡说 /廖化津 / /山西大学学报 9 2 - 5 - 4 6 - 4 9；  

     1 4 0  屈原家庭考：兼评詹安泰先生等的屈原为贵族或没落贵族说 /廖化津 / /山西大学学报 9 3 - 1 - 6 1 - 6 6；  

     1 4 1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潘啸龙 / /中州学刊 9 3 - 1 - 9 3 - 9 6；  

     1 4 2  屈原“怀石”自沉新论 /张中一 / /贵州文史丛刊 9 2 - 4 - 1 2 - 1 6；  

     1 4 3  屈原忧患意识管窥 /龙连荣 / /贵州文史丛刊 9 3 - 1 - 2 2 - 2 5；  

     1 4 4  楚文化的挽联和屈原的悲剧 /杨春时 / /河北学刊 9 3 - 2 - 6 1 - 7 0  7 - 5 8；  

     1 4 5  最近日本的屈原及楚辞研究管见 /（日）新田幸治；胡令远译 / /复旦学报 9 3 - 2 - 9 4 - 9 8  7 - 6 8；  

     1 4 6  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年会述要 /冯俊杰 / /文学遗产 9 3 - 2 - 1 2 2  7 - 5 1   

     1 4 7  屈原被放逐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死亡 /姚大业 / /河北师院学报 9 3 - 1 - 4 3 - 4 7， 5 4  7 - 5 2；  

     1 4 8  略论屈原的叛逆性格 /江立中 / /祁连学刊 9 2 - 4 - 9 6 - 1 0 1；  

     1 4 9  庄屈风格渊源比较片论 /孙克强 / /河南大学学报 9 3 - 2 - 5 2 - 5 7  9 - 5 4；  

     1 5 0  屈原北行考 /廖化津 / /河南大学学报 9 3 - 2 - 5 8 - 6 3；  

     1 5 1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毛庆 /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9 3 - 1 - 1 3 - 1 9；  

     1 5 2  试论屈原的科学思想 /易可君·陈建光 / /云梦学刊 9 2 - 4 - 9 - 1 0；  

     1 5 3  屈原战争思想初探 /廖化津 / /云梦学刊 9 2 - 4 - 6 - 8；  

     1 5 4  浅论《屈原问题考辨》的谬误 /曹晋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9 3 - 3 - 8 0 - 8 3， 9 3；  

     1 5 5  屈原故乡非秭归及其出身考 /龚维英 / /晋阳学刊 9 3 - 4 - 3 6 - 3 7；  

     1 5 6  屈原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王册明 / /文史哲 9 3 - 1 - 6 8 - 7 4  5 - 7 4；  

     1 5 7  汩罗忠魂与栗里遗问：论屈、陶人格、行为及文化效应 /苏涵 / /晋阳学刊 9 3 - 4 - 3 8 - 4 3   

     1 5 8  李白与屈原比较管窥 /白小英 / /广东社会科学 9 2 - 3 - 1 0 3 - 1 0 6， 1 0 2  1 - 1 1 5；  

     1 5 9  屈原疏放研究与文稿献的考订辨伪“屈原研究述评之一 /赵沛霖 / /大庆师专学报 9 3 - 2 - 1 4 - 1 8， 4 0；  

     1 6 0  试论屈原之死 /汤力伟 / /湘潭师院学报 9 4 - 2 - 3 8 - 4 2；  

     1 6 1  端午节与屈原：屈原爱国主义思想新探 /秦文兮 / /湘潭师院学报 9 4 - 2 - 3 3 - 3 7；  

     1 6 2  “惟秦、人年、发生在氵君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 /张俊麟 / /人文

杂志 9 4 - 5 - 1 1 3 - 1 1 5， 1 1 2；  

     1 6 3  新时期湖北屈学研究述评 /河念龙 / /江汉论坛 9 4 - 9 - 8 5 - 8 8；  

     1 6 4  从汉代的拟骚创作看屈原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王洲明 / /山东大学学报 9 3 - 1 - 4 0 - 4 5；  

     1 6 5  屈原与柳宗元之创作思维活动的异同 /陈维谷 / /社会科学家 9 3 - 6 - 3 0 - 3 6；  

     1 6 6  屈原神游西北的地理问题 /张崇琛 / /西北史地 9 3（ 4） - 1 - 4， 6 2；  

     1 6 7  屈原文学思想管窥：兼评游国恩先生“楚辞女性中心说”及其他 /廖化津 / /遇昌大学学报 9 3（ 4） - 5 9 - 6 4；  

     1 6 8  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 /范正声 / /聊城师院学报 9 3（ 4） - 9 6 - 9 9；  

     1 6 9  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清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廖化津 / /湘潭大学学报 9 4 - 1 8（ 1） - 6 1 -



6 5；  

     1 7 0  略评屈原研究中的几种“新说”/潘啸龙 / /云梦学刊 9 4（ 2） - 1 - 7；  

     1 7 1  理想的冲突与悲剧的超越：心态史上的屈原 /蒋寅 / /云梦学刊 9 4 -（ 1） - 1 - 6；  

     1 7 2  “屈原否定论“产生原因试探 /黄刚 / /上海师大学报 9 3 - 3 - 4 9 - 5 0  1 - 1 0 0；  

     1 7 3  屈原“发愤以抒情“新探 /袁定坤 / /华中师大学报 9 3 - 5 - 1 2 1 - 1 2 3  1 - 1 0 7；  

     1 7 4  论屈原的悲剧意识 /刘贵华 / /华中师大学报 9 3 -专辑 - 9 3 - 9 7   

     1 7 5  论屈原的心态发展及与作品相关的几个问题 /罗仲祥 / /毕节师专学报 9 3 - 3 - 1 6 - 2 1；  

     1 7 6  屈原悲剧意识的文化特征 /荆学民 / /学术论丛 9 3 - 5 - 6 4 - 7 0；  

     1 7 7  屈原的爱国精神何以能千古传颂：再读《离骚》 /观言 / /新长征 9 3 - 9 - 6 2 - 6 3；  

     1 7 8  《二湘》《涉江》《哀郢》和屈原疏放逐考述象兼论香草凤凰意象 /黄震云 / /吴中学刊 9 3 - 3 - 2 8 - 3 3；  

     1 7 9  屈原“放逐”说质疑 /郭瑞林 / /求索 9 3 - 6 - 8 5 - 9 0  3 - 7 8   

     1 8 0  屈原塞内加抒情悲怨剧诗 /谢柏梁 / /艺海 9 3 - 2 - 1 6 - 2 0；  

     1 8 1  评屈原研究中的几种“新说”/潘啸龙 / /云梦学刊 9 4 - 2 - 1 - 7；  

     1 8 2  理想的冲突与悲剧的超越：心态史上的屈原 /蒋寅 / /云梦学刊 9 4 - 1 - 1 - 5；  

     1 8 3  南楚古巫学与巫学家屈原 /戴锡琦 / /民族论坛 9 4 - 1 - 5 3 - 5 8；  

     1 8 4  屈原作品考 /魏秀艳 /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9 3 - 3 - 2 6 - 2 7， 4 7；  

     1 8 5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戴锡琦 / /云梦学刊 9 3 - 2 - 1 5；  

     1 8 6  汩罗诗魂—屈原 /骆玉明 / /古典文学知识 9 4 - 1 - 6 1 - 6 4；  

     1 8 7  屈原文学思想管窥：兼评游国恩先生“楚辞女性中心说”及其他 /廖化津 / /南昌大学学报 9 3 - 4 - 5 9 - 6 4；  

     1 8 8  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请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 /廖化津 / /湘潭大学学报 9 4 - 1 - 6 1 - 6 5  4 -

8 5；  

     1 8 9  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 /范正声 / /聊城师院学报 9 3 - 4 - 9 6 - 9 9  4 - 9 0；  

     1 9 0  屈原哲学三题 /涂又光 / /学术月刊 9 4 - 6 - 1 0 3 - 1 0 5  1 0 - 7 9；  

     1 9 1  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关于屈原研究的理论思考 /郭杰 / /东北师大学报 9 4 - 5 - 7 0 - 7 3  1 2 - 4 6；  

     1 9 2  封建时代屈原爱国精神研究的历史走向 /赵沛霖 / /殷都学刊 9 4 - 1 - 4 8 - 5 3， 9 9；  

     1 9 3  论庄子、屈原的自我悲剧 /李清章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9 4 - 1 - 7 5 - 8 1；  

     1 9 4  楚郢未陷，何论“殉国”？：答廖化津先生的屈原殉国“补证”/潘啸龙 / /山西师大学报 9 4 - 1 - 3 6 - 4 2；  

     1 9 5  论屈原“美政”失败的自我原因 /余未迟 / /晋阳学刊 9 4 - 3 - 5 8 - 6 0， 7 3  8 - 1 0 8；  

     1 9 6  屈原生活在湖湘的年代与作品 /张中一 / /贵州社会科学 9 4 - 3 - 6 2 - 6 6；  

     1 9 7  十年辛苦不寻常：中国屈原学会十周年纪念暨第六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晖钰 / /湖北日报 9 4 - 7 - 2（ 8）  

     1 9 8  浪漫主义奠基诗人：屈原 /李增林 /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9 5（ 1） - 1 - 7；  

     1 9 9  并庄屈以为心：试论庄屈对李白的影响： [庄子·屈原 ] /陶新民 / /学术界 9 5 -（ 1） - 5 3 - 5 7；  

     2 0 0  对屈原性格的臆测：读《离骚》笔记 /钟东 / /广东师院学报 9 5 -（ 3） - 1 1 - 1 9；  

     2 0 1  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 /郭瑞林 / /求索 9 5（ 4） - 9 3 - 9 6；  

     2 0 2  屈原的悲剧美学思想探析 /刘贵华 / /湖北师大学报 9 5 - 1 5 -（ 5） - 8 0 - 8 3；  

     2 0 3  屈原理想人格浅谈： [《离骚》 ] /叶新源，钟家莲 / /赣南师院学报 9 5（ 5） - 4 0 - 4 2；  

     2 0 4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王开元 / /新疆大学学报 9 5 - 2 3（ 2） 6 0 - 6 4；  

     2 0 5  论两晋名士对屈原的解读及其意义 /蒋方 / /荆州师专学报 9 4 - 7（ 6） - 6 5 - 7 0；  

     2 0 6  也谈屈原的政治理想 /孟双全 / /渤海学刊 9 4（ 4） - 3 3 - 3 6；  

     2 0 7  论李白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黄震云 /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9 5（ 2） - 7 8 - 8 2；  

     2 0 8  屈原的对内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 /赵逵夫 / /贵州社会科学 9 4（ 6） - 7 7 - 8 2；  

     2 0 9  诗人政治家：屈原悲剧性格分析 /马加、崔铭 / /益阳师专学报 9 4 - 1 5（ 4） - 5 3 - 5 5；  



     2 1 0  中国屈原学会十周年纪念暨第六次学术讲座会综述 /何常生 / /江汉论坛 9 4（ 1 1） - 9 3 - 9 4；  

     2 1 1  从“至今九年而不复”看屈原的人生遭际 /郭瑞林 / /湘潭师院学报 9 5 - 1 6（ 2） - 1 4 - 1 9；  

     2 1 2  屈原究竟被放于何地？ /张朝海 / /中国文学研究 9 5 -（ 3） - 1 4 - 1 8；  

     2 1 3  从忠奸斗争与复仇意识看屈原对伍子胥的理解认同 /王立 / /广西社会科学 9 4 -（ 5） - 1 1 5 - 1 1 8， 1 0 5；  

     2 1 4  新的艺术思维范型：神话、《诗经》、屈原艺术思维异同比较 /冷卫国 / /东方论坛 9 5（ 2） - 4 6 - 5 1；  

     2 1 5  屈原为什么不曾离开楚国 /姚大业 / /河北师院学报 9 5（ 1） - 3 9 - 4 2；  

     2 1 6  世界上最早的爱国抒情诗人：屈原 /李增林 /宁夏社会科学 9 5（ 2） - 8 3 - 8 7；  

     2 1 7  读郭杰的《屈原新论》 /赵敏俐 / /东方论坛 9 5（ 1） - 9 4 - 9 5；  

     2 1 8  屈原的爱国思想 /徐勇 / /历史教学 9 5（ 5） - 4 2；  

     2 1 9  屈原与郢都管见：恋郢哀郢与忧国忧民 /陈中杰 /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9 4 - 1 1 -（ 3） - 4 0 - 4 8；  

     2 2 0  并庄、屈以为心：论李白的浪漫精神 /申启武 /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9 5 - 1 - 4 0 - 4 5；  

     2 2 1  论李白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黄震云 /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9 5 - 2 - 7 8 - 8 0  7 - 1 5 1；  

     2 2 2  论两晋名士对屈原的解读及其意义 /蒋方 / /荆州师专学报 9 4 - 6 - 6 5 - 7 0  ；  

     2 2 3  屈原爱国精神研究与历史理论的发展：屈原研究述评之一 /赵沛霖 / /广州师院学报 9 4 - 3 - 2 8 - 3 3， 4 9；  

     2 2 4  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初探 /赵逵夫 / /西北师大学报 9 5 - 4 - 2 - 6  1 0 - 8 9；  

     2 2 5  清代屈原研究散论 /王延海 / /辽宁大学学报 9 4 - 5 - 8 3 - 8 8；  

     2 2 6   

     2 2 7  翻案必须实事求事：评屈原“被谋杀”之说 /潘生 / /羊城晚报 9 5 - 8 - 2 3（ 6）；  

     2 2 8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王开元 / /新疆大学学报 9 5 - 2 - 6 0 - 6 4；  

     2 2 9  多维观照，力创新意：郭杰《屈原新论》评介 /张庆利 / /绥化师专学报 9 5 - 1 - 3 3 - 3 6；  

     2 3 0  试论屈原的人格悲剧 /沈光明 / /荆州师专学报 9 5 - 3 - 3 3 - 3 8；  

     2 3 1  屈原新论 /郑在瀛 / /韩山师专学报 9 4 - 4 - 6 5 - 7 3；  

     2 3 2  屈原的人格美与其作品的风格美 /魏永贵 / /文科教学 9 4 - 2 - 1 4 - 2 1；  

     2 3 3  屈原的人格精神及其历史评价 /曲家源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9 5 - 1 - 4 7 - 5 2；  

     2 3 4  屈原的人格背景、内容与价值 /郭杰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9 5 - 1 - 5 3 - 5 8；  

     2 3 5  屈原故居“终古”与“州土”/刘信芳 / /荆州师专学报 9 4 - 6 - 6 3 - 6 4；  

     2 3 6  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涉江》《怀沙》的作时 /赵逵夫 /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9 5 - 4 - 1 0 8 - 1 1 4；  

     2 3 7  屈原与重阳节：重阳节起源新说 /程涛平 / /荆州师专学报 9 4 - 4 - 7 0 - 7 3；  

     2 3 8  论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王延海 /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9 4 - 4 - 4 3 - 4 7；  

     2 3 9  中国屈原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何念龙 / /理论月刊 9 4 - 9 - 3 4 - 3 5；  

     2 4 0  屈原究竟被放于何地？ /张朝海 / /中国文学研究 9 5 - 3 - 1 4 - 1 8；  

     2 4 1  是爱国斗士，还是失意的忠臣：屈原研究献疑 /陈同方 / /居巢学刊 9 5 - 1 - 6 1 - 6 4；  

     2 4 2  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 /郭瑞林 / /求索 9 5 - 4 - 9 3 - 9 6；  

     2 4 3  诗意的沉思与哲学的诗化：庄周屈原比较论 /赵明 / /齐鲁学刊 9 6 - 3 - 4 - 1 0， 2 7  1 0 - 9 4；  

     2 4 4  苦涩的恋情：关于屈原型悲剧人格的原型批评 /刘振平 / /艺海 9 5 - 2 - 6 6 - 7 0  3 - 5 6；  

     2 4 5  屈原抒情求美论及其历史影响 /文令 / /中州学刊 9 5 - 5 - 9 3 - 9 7   

     2 4 6  屈原政治思想倾向探源 /车承瑞 / /北方论丛 9 5 - 5 - 7 2 - 7 6；  

     2 4 7  简论屈原的艺术想象及变态心理 /苏昕 / /山西大学学报 9 6 - 2 - 5 3 - 5 7；  

     2 4 8  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 /吴正岚 / /云梦学刊 9 5 - 4 - 1 0 - 1 3， 3 9  4 - 1 2 3；  

     2 4 9  时空意识的体认与超越：庄、屈人生悲剧根源探析 /姜建华 / /湖北电大学刊 9 5 - 1 1 / 1 2 - 1 2 - 1 6；  

     2 5 0  屈原理想人格浅谈 /叶新源，钟家蓬 /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9 5 - 5 - 4 0 - 4 2；  

     2 5 1  屈原创作的情感体验与迷狂心理 /苏昕 / /晋阳学刊 9 5 - 6 - 6 3 - 6 7；  



     2 5 2  屈原在澧、沅踪迹考 /陈致远 / /云梦学刊 9 6 - 2 - 1 4 - 1 6；  

     2 5 3  庄子、屈原浪漫主义比较 /刘瑞武 /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9 6 - 1 - 8 3 - 8 4；  

     2 5 4  郭沫若《屈原研究》的爱国主义内涵 /于树德 / /郭沫若学刊 9 6 - 1 - 2 9 - 3 4；  

     2 5 5  屈原与但丁 /蔡守湘 / /荆州师专学报 9 5 - 6 - 4 8 - 5 1；  

     2 5 6  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和廖化津同志讨论 /黄震云 / /湘潭大学学报 9 5 - 6 - 5 1 - 5 4；  

     2 5 7  屈原的悲剧美学思想探析 /刘贵华 /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9 5 - 5 - 8 0 - 8 3；  

     2 5 8  屈原诗中优美的自然美 /林明化 / /中国文学研究 9 6 - 1 - 1 0 - 1 5；  

     2 5 9  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反思 /张中一 / /中国文学研究 9 6 - 1 - 2 1 - 2 5；  

     2 6 0  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考 /赵逵夫 / /北京社会科学 9 6 - 1 - 3 2 - 3 6  6 - 7 4；  

     2 6 1  屈原卒年新考 /赵奎夫 / /贵州社会科学 9 6 - 2 - 7 5 - 7 8  7 - 6 6；  

     2 6 2  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论屈原的生平及创作 /高学栋 /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9 5 - 6 - 9 5 - 9 7；  

     2 6 3  是爱国斗士还是失意文人：屈原研究献疑 /陈同方 / /阜阳师院学报 9 6 - 2 - 4 1 - 4 4；  

     2 6 4  屈原自杀的文化心理根源 /吴龙辉 / /湖南师大社科学报 9 6 - 4 - 1 0 3 - 1 0 5；  

     2 6 5  目极千里伤春心：屈原山水美学观 /陈望衡 / /风景名胜 9 6 - 7 - 1 8 - 2 0；  

     2 6 6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待续） /赵逵夫 / /甘肃社会科学 9 6 - 2 - 6 5 - 6 8；  

     2 6 7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续） /赵逵夫 / /甘肃社会科学 9 6 - 3 - 5 9 - 6 2；  

     2 6 8  论屈赋香草的象征体系与巫术意识 /柯伦 / /湖北师院学报 9 6 - 2 - 4 1 - 4 6；  

     2 6 9  从屈原与浮士德求索意象比较看中西文化精神异同 /潘立勇 / /东方丛刊 9 6 - 2 - 7 2 - 9 0；  

     2 7 0  屈原文化研讨会综述 /荆荃 / /理论月刊 9 7 -（ 2） - 3 9， 3 8；  

     2 7 1  屈原自我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 /蔡靖泉 / /社会科学动态 9 7（ 2） - 2 5 - 2 7；  

     2 7 2  创“骚”与学“骚”：兼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陈琼光 / /广西社会科学 9 7（ 2） - 1 1 0 - 1 1 4；  

     2 7 3  龙舟竞渡：民族精神的史诗：兼论“纪念屈原说”历史的和心理的成因 /饶学刚 / /殷都学刊 9 6 -（ 4） - 4 5 - 5 0；  

     2 7 4  从儒家思想论屈陶杜苏的相通境界 /胡晓明 / /安徽师大学报 9 7 - 2 5 -（ 1） - 6 0 - 6 8；  

     2 7 5  略论屈原的审美意识：兼论屈原庄子美学观之异同 /蔡靖泉 / /职大学刊 9 7 -（ 1） - 7 - 1 1；  

     2 7 6  史剧《屈原》：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 /陈龙泉 / /郭沫若学刊 9 6（ 4） - 7 7 - 7 9， 8 5；  

     2 7 7  汉代文人与屈原 /柯伦 / /湖北师大学报 9 7 - 1 7 -（ 1） - 1 0 - 1 5；  

     2 7 8  怀沙之我见 /陆天鹤，陆天华 / /云梦学刊 9 7 - 1 8 -（ 1） - 1 - 6；  

     2 7 9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 /崔富章 / /云梦学刊 9 7 - 1 8 -（ 2） - 6 - 9；  

     2 8 0  屈原投江是效法彭咸吗 /宋远陵 /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9 7 -（ 3） - 4 3 - 4 4， 5 0；  

     2 8 1  论梁启超评《屈原》 /肖承罡 / /嘉应大学学报 9 7 - 1 5 -（ 4） - 4 6 - 5 2；  

     2 8 2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戴志钧 / /北方论丛 9 7（ 4） - 6 8 - 7 6；  

     2 8 3  屈原、李白诗歌抒情艺术异同论 /周小龙 / /南京师大学报 9 7（ 3） - 1 2 2 - 1 2 5；  

     2 8 4  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李碧平 / /湛江师院学报 9 7 - 1 8 -（ 3） - 2 3 - 2 8；  

     2 8 5  文化转型时期的屈原赋及其意义 /江林昌 / /民族艺术 9 7 -（ 4） - 2 1 - 3 1；  

     2 8 6  试论历代屈原作品的读者 /陶涛；黄建中 / /华中师大学报 9 7 - 3 6（ 6） - 9 6 - 1 0 1；  

     2 8 7  论屈原的敖游、流浪与庄子的逍遥游 /董远庭 / /重庆师院学报 9 7（ 4） - 3 2 - 4 1；  

     2 8 8  论境界线上的屈原 /邵学海 / /江汉论坛 9 7（ 8） - 5 1 - 5 4， 1 3；  

     2 8 9  从考古资料看屈原在世时的楚国 /张正明 / /贵州文史丛刊 9 8 -（ 5） - 1 - 4；  

     2 9 0  当代屈学考信录： [屈原 ] /周建忠 / /职大学刊 9 8（ 1） - 6 - 9 - 1 1；  

     2 9 1  屈原爱国精神的哲学基础 /蔡靖泉 / /理论月刊 9 8 -（ 2） - 2 9 - 3 2；  

     2 9 2  论屈原晚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三 /戴志钧 / /艺术交流 9 7（ 6） - 1 0 5 - 1 0 9；  

     2 9 3  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 /高扬 / /天中学刊 9 8 - 1 3 -（ 1） - 4 2 - 4 9；  



     2 9 4  屈原的山水之爱 /杨世灿 /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9 7 - 1 9 -（ 4） - 3 8 - 4 1；  

     2 9 5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梅琼林 / /宁夏大学学报 9 8 - 2 0 -（ 1） - 3 0 - 3 2；  

     2 9 6  千古第一知音：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一） /戴志钧 / /云梦学刊 9 8 - 1 9 -（ 2） - 1 - 6；  

     2 9 7  评班固的屈原研究 /孙亭玉 / /长江电力学院学报 9 8 - 1 3 -（ 2） - 9 9 - 1 0 1；  

     2 9 8  屈原氏族考 /屈守元 / /江汉论坛 9 8 -（ 2） - 5 6 - 5 6；  

     2 9 9  读《屈原与他的时代》 /伏俊连 / /社科纵横 9 8 -（ 2） - 7 6 - 7 8；  

     3 0 0  千秋凭吊屈子魂 /孙福枝 / /炎黄纵横 9 8 -（ 3） - 4 3 - 4 4；  

     3 0 1  屈原、荀子人格异同论 /曹晋 / /北京师大学报 9 8（ 2） - 9 8 - 1 0 4；  

     3 0 2  愤发抒情，悲歌长哭：浅谈屈原爱国主义情怀抒发 /余振东 / /吉安师专学报 9 8 - 1 8 -（ 5） - 1 9 - 2 1；  

     3 0 3  屈原、荀子思想异同论 /曹晋 / /江汉论坛 9 8 -（ 2） - 5 1 - 5 5；  

     3 0 4  庄子·屈原之浪漫主义比较 / /檀晶 / /固原师专学报 9 9（ 2） - 1 3 - 1 6；  

     3 0 5  析屈原的怀疑精神 /王倩予 / /涪陵师专学报 9 9 - 1 5 -（ 2） - 6 6 - 6 9；  

     3 0 6  曹植与屈原：历史性距离 /汪大白 / /九江师专学报 9 9（ 2） - 6 1 - 6 4；  

     3 0 7  悲古心灵的不同移情方式：由屈原、郁达夫看殉情文学主题 /刘雁冰 /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9 5（ 5） - 4 5 - 5 0；  

     3 0 8  屈原和庄子：屈庄浪漫主义比较谈 /李明珠 /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9 9 - 1 6 -（ 1） - 3 9 - 4 2；  

     3 0 9  体异而神髓通：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二） /戴志钧 / /北方论丛 9 8（ 5） - 7 1 - 7 8；  

     3 1 0  屈原“士格”与战国时代士文化精神的同异性 /何念龙；刘正国 / /江汉论坛 9 8（ 1 0） - 6 8 - 7 2；  

     3 1 1  太阳意象的契合与悖逆：郭沫若与屈原之比较 /沈光明 / /华中师大学报 9 9 - 3 8 -（ 1） - 8 6 - 9 0， 1 2 0；  

     3 1 2  咸与史、儒及屈原前期思想 /周苇风 / /东方丛刊 9 8（ 3） - 3 0 4 - 3 1 5；  

     3 1 3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压稿事件解 /林家骊 / /杭州大学学报 9 9 - 2 8（ 4） - 7 8 - 7 9；  

     3 1 4  解开《史记·屈原列传》的疙瘩 /丘述尧 / /华南师大学报 9 8（ 5） - 8 4 - 8 7；  

     3 1 5  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屈原和他的时代》述评 /张呆 /郑州大学学报 9 8 - 3 1 -（ 6） - 1 1 9 - 1 2 2；  

     3 1 6  屈原“发愤抒情”论略 /方蕴华 / /西北大学学报 9 9 - 2 9 -（ 1） - 1 3 9 - 1 4 2；  

     3 1 7  论《山带阁注楚辞》 /（韩）林润宣 / /辽大学报 9 8（ 6） - 9 7 - 1 0 1；  

     3 1 8  屈原与《楚辞》对韩国古典文学之影响 /徐在日 / /当代韩国 9 8（ 9） - 7 3 - 7 7；  

     3 1 9  情系《屈原》长梦圆：歌剧《屈原》背后的故事 /王蓼冷 / /歌剧艺术研究 9 8（ 5） - 1 - 5；  

     3 2 0  论屈原的执着意识 /伍大荣 / /船山学刊 9 8（ 2） - 3 1 - 3 5；  

     3 2 1  屈原于生于南阳说 /黄崇浩 / /中州学刊 9 8（ 5） - 1 1 1 - 1 1 3；  

     3 2 2  屈原的教育思想和人才观 /黄玲青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 0 0 0（ 2） - 4 3 - 4 6；  

     3 2 3  新树挺拔硕果香：《屈赋创作论》序 /李庆立 / /聊城师院学报 2 0 0 0（ 3） - 1 0 4 - 1 0 5；  

     3 2 4  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的延伸论略： [屈原 ] /范卫平 / /青海师专学报 2 0 0 0 - 2 0（ 2） - 2 2 - 2 6；  

     3 2 5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杨玲 / /兰州大学学报 0 0， 2 8（ 3） - 1 4 6 - 1 5 0；  

     3 2 6  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兼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 /高正 / /中国哲学史 0 0 -（ 2） - 6 5 - 7 5；  

     3 2 7  苏雪林：从《棘心》到屈赋研究 /阎纯德 / /人物 0 0（ 1） - 1 0 8 - 1 1 5；  

     3 2 8  “上下求索”的民族之魂：看电视连续剧《屈原》 /李约拿 / /文艺报 0 0 - 5 - 1 1  3   

     3 2 9  论终极观视野下的屈原之死 /潘世东 /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0 0 - 1 3（ 1） - 4 3 - 5 0；  

     3 3 0  从屈原作品中体现的历史意识看神话历史化的思想历程 /赵季、曾亚兰 / /中国韵文学刊 9 9（ 1） - 5 9 - 6 7；  

     3 3 1  浅论《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与范卫平同志商榷 /廖贞 / /青海师专学报 0 0 - 2 1（ 1） - 4 9 - 5 2；  

     3 3 2  屈原自卫型爱国精神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罗漫 /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0 0 - 2 0（ 2） - 8 6 - 9 2；  

     3 3 3  浅析屈原的教育观点 /张惠玲 / /青海师专学报 0 0 - 2 0（ 1） - 8 6 - 8 7；  

     3 3 4  共同悲剧命运，异代相连高峰：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三） /戴志钧（哈师大） / /学术交流 0 0 -（ 1） - 1 1 5 -

1 2 1；  



     3 3 5  屈赋与迁谪文学漫议： [屈原 ] /张利玲 / /中国韵文学刊 9 9（ 1） - 9 8 - 1 0 2；  

     3 3 6  屈原为什么要哀郢 /王祖芳 / /湖北三峡学院 9 9 - 2 1 -（ 1） - 7 - 8；  

     3 3 7  论郭沫若与屈原李白之间诗歌传统的传承 /刘中顼 / /郭沫若学刊 9 9（ 4） - 1 8 - 2 5， 3 2；  

     3 3 8  论李纲的荆湘贬谪诗及其对屈原思想的补正 /罗敏中 / /湖南师大社科学报 0 0 - 2 9 -（ 2） - 7 1 - 7 6；  

     3 3 9  苏雪林与武汉大学及其屈赋研究述略 /王庆元 / /武汉大学学报 0 0 - 5 3 -（ 2） - 2 4 3 - 2 5 0；  

     3 4 0  论屈原是舆嬖说 /谢济 / /郭沫若学刊 9 9 -（ 4） - 7 1 - 7 7；  

     3 4 1  屈原爱国情感之我见 /张怀俊；易炜 / /汉中师院学报 0 0 - 1 8（ 1） - 2 1 - 2 5；  

     3 4 2  吊屈咏骚传统与汉晋文人士大夫心态变异 /王连儒 / /聊城师院学报 0 0（ 2） - 9 0 - 9 6；  

     3 4 3  楚文化、楚国音乐与屈原：江汉音乐研究随笔 /钱茸 / /中国音乐 0 0（ 2） - 3 9 - 4 0；  

     3 4 4  四型屈原论 /刘保昌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0 0 - 1 9 -（ 1） - 3 9 - 4 4；  

     3 4 5  论屈原的被疏被放被迁，兼说“曰黄昏以为期“/罗敏中 / /中国文学研究 0 0（ 2） - 5 8 - 6 4；  

     3 4 6  陆游对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坤 / /滨州师专学报 0 0 - 1 6（ 1） - 4 7 - 4 9；  

     3 4 7  屈原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悲剧精神的文化溯源 /邓宇英、郑周明 /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0 0 - 2 1 -（ 1） - 1 5 - 2 0； 

 

     3 4 8  湘楚文化精神内核分析 /李阳春 / /衡阳师专学报 9 9 - 2 0 -（ 5） - 8 2 - 8 7；  

     3 4 9  屈原人格研究述略 /曹晋（南大中文系） / /江汉论坛 9 9（ 1 1） - 7 8 - 8 1；  

     3 5 0  郭沫若与屈原研究 /夏太生；陈建光 / /牡师院学报 9 9（ 4） - 2 2 - 2 4；  

     3 5 1  人格的独立与自我的分裂：屈原创作心态新探 /范正生 / /泰安师专学报 9 9 - 2 1（ 5） - 2 5 - 2 7；  

     3 5 2  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辨相结合的典范：《屈骚探幽》述论 /徐正英（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 /西北师大学报 9 9 -

3 6（ 4） - 1 7 - 2 1；  

     3 5 3  郭沫若与屈原研究 /魏红珊 / /郭沫若学刊 9 9（ 2） - 7 1 - 7 6；  

     3 5 4  浅议屈骚的浪漫主义悲剧美： [屈原 ] /车永强 / /南方论刊 9 9（ 3） - 3 2 - 3 3；  

     3 5 5  试论屈原的人格魅力 /傅腾雷 /深圳大学学报 0 0 - 1 7 -（ 1） - 9 2 - 9 5；  

     3 5 6  屈原悲剧人格的审美价值 /吴淑玲、齐晓茹 / /黄山高等专科学报学报 9 9 - 1（ 4） - 6 0 - 6 2；  

     3 5 7  从《棘心》到屈赋研究（下）：记苏雪林先生 /阎纯德 / /香港文学 9 9（ 9） - 9 0 - 9 4；  

     3 5 8  屈赋命题艺术 /翟振业 / /常熟高专学报 9 9 - 1 3（ 5） - 4 7 - 5 1；  

     3 5 9  从《棘心》到屈赋研究（上）：记苏雪林先生 /阎纯德 / /香港文学 9 9（ 7） - 6 4 - 6 7；  

     3 6 0  上下求索，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 /沈有珠 /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9 9 - 2 0 -（ 5） - 9 5 - 9 7；  

     3 6 1  歌剧《屈原》经典的咏叹 /黄薇 / /文艺报 9 9 - 1 2 - 1 6 - 3；  

     3 6 2  屈原精神与未来 /张道葵 /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9 9 - 2 1 -（ 3） - 1 - 5；  

     3 6 3  跨文化研究的宏篇巨构：论苏雪林教授的《屈赋新探》： [屈学 ] /沈辉 / /安徽大学学报 9 9 - 2 3 -（ 4） - 1 - 8；  

     3 6 4  志洁行廉，守天不阿：试论屈原的反腐倡廉思想 /韩永彪，韩军 / /湖北社会科学 9 9（ 7） - 2 1 - 2 2；  

     3 6 5  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 /葛荃 / /华侨大学学报 9 9（ 1） - 1 0 8 - 1 1 4；  

     3 6 6  论司马迁解读屈原悲剧的文化视角 /陈立强 / /渭南师专学报 9 9 - 1 4 -（ 3） - 9 - 1 3；  

     3 6 7  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近百年来“屈原否定论”与反“否定”研究综述 /王辉斌 / /贵州大学学报 9 9（ 3） - 3 1 -

3 6， 5 2；  

     3 6 8  从《棘心》到屈赋研究（中）：记苏雪林先生 /阎纯德 / /香港文学 9 9（ 8） - 8 2 - 8 3；  

     3 6 9  屈学作品叙述方式刍议 /方铭 / /汕头大学学报 9 9 - 1 5 -（ 1） - 2 5 - 3 2；  

     3 7 0  庄屈浪漫主义风格的共同特色 /钟锡南 /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9 9 - 1 7 -（ 3） - 1 - 4；  

     3 7 1  论发端于屈原的逐臣文学 /陶涛 / /南京大学学报 9 9 - 3 6 -（ 2） - 1 0 5 - 1 1 2；  

     3 7 2  论屈赋中的“ABB”结构及其修辞意义 /陶涛 / /深圳大学学报 9 9 - 1 6 -（ 2） - 5 9 - 6 4；  



     3 7 3  梁启超与屈原 /陶涛 / /北师大学报 9 9（ 5） - 9 1 - 9 5；  

     3 7 4  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张利群 / /社会科学辑刊 9 9（ 2） - 1 2 8 - 1 3 5；  

     3 7 5  原形与象征：论屈辞抒情形象的历史性误读 /梅琼林 / /社会科学研究 9 9（ 1） - 1 2 7 - 1 3 2；  

     3 7 6  屈赋的对话性功能及其潜在文化背景 /梅琼林 / /湖北大学学报 9 8 - 2 5（ 4） - 4 9 - 5 1；  

     3 7 7  两汉士人屈原解读之意义 /黄松毅 / /广西社科 9 9（ 2） - 9 1 - 9 5；  

     3 7 8  屈学沉江的社会心理透视 /范正声 / /聊城师院学报 9 9（ 3） - 9 0 - 9 4；  

     3 7 9  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 /高正 / /光明日报 9 9 - 7 - 2 - 7；  

     3 8 0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吴瑞霞 /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9 9（ 2） - 1 0 0 - 1 0 2；  

     3 8 1  抓住难点，注重方法：《屈原与楚辞》评介 /周建忠 / /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 9 8 - 1 6（ 3） - 2 0 - 2 2；  

     3 8 2  巫术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范正声 / /中文自学指导 9 8（ 6） - 4 5 - 4 8；  

     3 8 3  从南楚文化发展链中看《文子》对屈原思想的影响 /赵红玲 / /内蒙古社会科学 9 9（ 4） - 6 9 - 7 3；  

     3 8 4  略论明清之际屈学研究思想之嬗变与发展：兼及对楚辞学史的贡献 /毛庆 /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 9 9 - 1 9 -（ 5） -

6 5 - 7 0；  

     3 8 5  庄子的浪漫主义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兼读庄屈浪漫主义的区别 /黎远方 / /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 9 8 - 1 2 -

（ 3） - 2 1 - 2 4；  

     3 8 6  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 /曲德来 / /社会科学辑刊 9 8（ 4） - 1 4 4 - 1 4 8；  

     3 8 7  对话式抒情与屈原的内心冲突： [《离骚》，《天问》 ] /涂波 / /浙江学刊 9 9（ 3） - 1 2 2 - 1 2 8；  

     3 8 8  上官大夫和靳尚是两个人 /李伟实 / /零陵师专学报 9 9 - 2 0 -（ 2） - 3 3 - 3 4；  

     3 8 9  远绍屈骚，独标雅韵：论姜白石词的“骚”意 /邓莹辉；韩玺吾 / /荆州师专学报 9 9 - 2 2 -（ 4） - 5 3 - 5 6， 7 7；  

     3 9 0  试论屈原悲剧格局的必然性 /吴全兰 / /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 9 9 - 1 3 -（ 3） - 5 5 - 5 9；  

     3 9 1  1 9 9 9秭归屈原文化研讨会综述 /刘自兵 / /理论月刊 9 9（ 9） - 4 7 - 4 8；  

     3 9 2  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 /徐正英 / /文献 9 9（ 2） - 2 6 2 - 2 7 3；  

     3 9 3  屈原精神与知识经济断想 /张来芳 / /云梦学刊 9 9 - 2 0 -（ 3） - 1 - 3；  

     3 9 4  屈原精神之存在主义阐释 /萧湛 / /贵州社科 9 9（ 3） - 5 0 - 5 6；  

     3 9 5  独立不迂，好修为常：再谈屈原的人格美 /郭诗梦 /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9 9 - 1 5 -（ 2） - 4 1 - 4 3；  

     3 9 6  屈原和李白断想 /任晓勇 /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9 9 - 1 -（ 2） - 4 6 - 4 7；  

     3 9 7  屈原作品的逻辑及其神秘主义 /束有春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9 9 - 2 1 -（ 2） - 9 6 - 1 0 0；  

     3 9 8  屈庄风格浅论 /孙光 / /河北大学学报 9 9 - 2 4 -（ 2） - 2 5 - 2 8；  

     3 9 9  试析屈骚的审美特色及其成因 /张汝山 / /胜利油田师专学报 9 9 - 1 3（ 2） - 9 - 1 2；  

     4 0 0  浅论“橘“与屈原人格形象之关系 /孙曙光 /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9 9（ 4） - 1 2 - 1 4；  

     4 0 1  从《思美人》看屈原的创作心态 /殷光熹 / /云梦学刊 9 8 - 1 9（ 3） - 5 - 7；  

     4 0 2  诗意的沉思与哲学的诗化（庄周、屈原比较论） /赵明 / /人大 9 6 - 1 0 - 9 4；  

     4 0 3  屈庄在澧、沅踪迹考 /陈致远 / /云梦学刊 9 6 - 2 - 1 4 - 1 6；  

     4 0 4  庄子、屈原浪漫主义比较 /刘瑞武 /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9 6 - 1 - 8 3 -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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