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清史论文索引 补编

一
、

政治
、

军事

金明 清三朝官 员的退休年龄 李 万禄 西 部

学坛

清代青宵制度论 略 朱金甫 清史论 丛

贪官多 清官少
—

细说清代州县腐败政权

李映发 历史大观 园

圆 明园八旗营房述略 赵 书 满族研究

旗人及其驻防成都八旗后 裔概述 赵宏枢

△满族文化

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巩富文 巩 勃

历史大观园

清代的直诉制度 巩 富文 巩 勃 历史大

观园

清代注释律学特点 何 敏 法学研 究

山东悬案
“

偿价
”

始末 王安平 文 史杂志

楚勒 罕贡 貂案 兰 殿君 历 史大观 园

《清代典 制》读后 定宜 庄 中国史研 究动态

清代
‘

, 又议
”

载 而不用 吴 吉远 历 史大观园

试论 清初由乱及 治的历史进程 奕 凡 北

方民族

福建省
“

摊丁入地
”

时间补订 陈支平

清史论丛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 华 林 贵

州文史丛刊 玲

从元明清印信论贵州土 司制度 胡 腊芝 贵

州文史丛刊

清代荒政研究 李向军撰 文献  

祭天 乐舞小考 万 依 故宫博物 院院刊

清代国史馆考述 乔治忠 文史 第三十

九辑

英俊天子 痴情君 《顺治帝 》读后 韩 茹 民

族研 究动态

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 王戎笙 清

史论丛  !

康熙帝扶植奖励清官 金铁纯 历史大观 园

清廉勤慎的纳亲为何被乾隆处斩 万樱 一

历史大观 园

洪任辉 事件与乾隆的闭关政策 唐文基 福

建学 刊  币
,

关于清代傲辅地区 内务府纳粮 的若干问题 李

帆 满族研究

清代皇族 的家族结构与财 产分配 赖惠敏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 上

清初皇 室与痘疹防治 许 鳗 故宫博物 院

院刊 一

珍护文献季风范 史档结合树楷模一
试论 陈垣

教授对保存
、

整理和 利用 明清历史档案的 贡

献 韦庆远 陈垣教授诞生 百一十周 年

纪念文集 暨南大学 出版社  !

试论天地 会初期的性质
—

兼与戴逸
、

秦宝琦先 生

商 榷 罗 招 清 史论 丛

叩开地 下社 会的大门 读《中国地下社 会 清前期秘

密社会卷 》 孟 超 宋 军 史学

月刊
西北 回族省治斗争的起源 霍维桃 宁夏社

会科学  

论梁维干起义 吴老生 黔 东南 民族师专学

报

试论林俊 起义 陈文德 历史教学 问题

二
、

经济

论鸦 片战争前中西经济关 系的发展 阶段 兼论 中国

闭关政策的历史作用 李 刚 西 北大

学学报

略论 明至清前期贵州封建经济的发展 范同寿

开发



明清以 降东北亚 区域经济文化研究 会在 哈成立

北 方论 丛 甘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 对 一 世纪 中国历 史

的再认识 薛国 中 武汉大学学 报

明清 时期 水佃制 的发展 及其演变
‘

刘永成

清史论丛

虚幻
·

现实
·

社 会新因素 试论《聊 斋志异 》中商贾

形 象所表现 出来的萌芽状 态的 资本主 义因素

邱思达 蒲松龄研 究 洲

明清 山东盐 碱土 的分布及 其改 良利用 李令 福

中国地理 历史论丛

中国《耕织 图》的历史和现状 周 听 古令

农业

天地 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 生产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研究

清代 闽台地区的农产 品流通 马 彼 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  

清代两广粮食供求的时空差异 周宏 伟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 关于清代粮

食运 输研究之 二 邓亦兵 中国经济史

研究

清代粮食价格间题探轨 黄冕堂 清史

论丛

十九世纪汉 口 商业行 会的发展及 其积极意 义 《汉

口 一 个 中国 城市 的 商业 和 社 会 一

分简介 彭雨新 江 溶 中国

经济史研 究

明末清初 中国帆船与荷兰 东印度公司 的贸易关系

聂德宁 南洋间题研 究

鸦片战争前 中美广州贸易述略 李金 明 南

洋问题研究

浅 析清代粤商 在 内地的拓展 韩小林 嘉 应

大学学报

试析 明清徽州盐商独特的文化 人格现象 于海

根 徽 州社会科学

明清时期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 衰 谢

元鲁 文史研究 驭

明清商人地域编著的学术价值及其特点 杨正

泰 文 博

明清北京宝源 局及钱作 旧址考 李宪章 中

国钱 币 ”

嘉道 年间货币危机 争议 中的社 会理 论 林满红

△ 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

上

清前期 内河航船考略 郭松义 清史论

丛

清代 人 口 西迁与 民变 张景 岳 唐克 敏等

学术季刊

三
、

科举

浅说清代吴地状元 之盛的缘 由 王金 中 无

锡教育学院学 报

清代广东士子赵京 会试主要路线 李绪柏

历史大观园  

明清回族进 士考略 续 杨大业 清史

论丛

《四库全书 分与科举文献 张况平 中国历史

博物馆馆 刊

四
、

民族

一份难得的史料 清中曹长官 司正土司谢天思为钦

奉上 谕事呈文 孙定朝 孙 昊 贵

州社 会科学

《神秘 的清宫萨满祭祀 》序 乌丙 安 满族 研

究

龙 飞御夭歌 》记 东女真 姓氏及部族移动
、

合流研 究

董万卷 黑龙江民族丛刊

高丽末期 的东北女真 蒋秀松 黑龙 江民族

丛刊 伪

明末避 世的辉发那 拉氏 那清绪 △满 族文

化

叶赫逸 史拾零 张 云樵 衣作华 文 史知

识

启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 赵东升 满族研

究

清朝土尔启特外交考释 钟 国发 新疆 师大

学报  

清前期 回族政策 简论 丁万录 西北第二 民

族学 院学报  

 一 一 年新疆的变乱 潘志平 中国

边疆 史地研究

沈 宗赛的《苗民嫁女图》 张双锡 高朝英

故宫博物院院刊

五
、

社会

明清之际士 人的南北 论 赵 园 上海 文化

 



浅 仑明清士商 关系之变化 毛名勇 声 州夫

学学宁任

明清士商渗透 现象探析 上 蒋 文玲 连云

港教育学院学报

清朝严密完备的教化制度 万安中 历 史大

观园

茶 香四溢满红楼《红 楼梦 》与中国茶文化 胡文

彬 红 楼梦学刊

清代宫廷审美风尚初探 樊 美鸽 社 会科学

家

满族 的
“

尚柳
”

习俗 黄 明 北方 民族

满族用石镇宅 习俗探 源 张德玉 满族研 究

试 论避灯祭的实质 庄福林 满族研 究

明清土默特蒙古地 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 肖

瑞玲 内蒙古师大学报

六
、

学术文化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陆振岳 苏

州大学学报

清至 民国时期的维汉 文化交流 黄 建华 新

疆艺术

学术思想
“

清乾嘉学术研 究之 回顾
”
座谈会妃要 童小玲

△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卷 期

窥见清初经学堂奥的力作—评《清初的君经辨伪

学》 王俊义 赵 刚 △中国文哲研

究通讯 卷 期

一 本研究清代学术的入 门书 重读梁启超的《中国

近三 百年学术史》 杜蒸民 史学 史研

究

知 识分子 的拯 世情怀
—

《读通鉴论 》研 究的一个

新视 角 刘 德春 天津师大学 报

 

王 阳明心学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刘辉平

中州学刊

评孙奇逢《易
·

大过 》
“

正君子 处非常之 时能戮力相

与以有为
”

的建功立业 思想 读《读易大 旨》札

记之一 李之鉴 黄淮学刊  
!
∀

八载送寒暑
,

四稿茹艰辛
:
李之鉴教授《孙奇逢哲学

思想靳桥 》一书评介

1994 10

离建立 黄淮学刊

孙奇逢与
“
法天之学以为学,), 思想析思 李 之鉴

1可甫 河范大学学 报 1994 :;。

孙奇逢 的《理学亲传 陈祖武 1994 清 史论

丛 199
‘

1

.

1 艺

章学 诚的
“

成一家之言
”

仓修良 史学史 研

究 1994 :2

论 戴震的理 气观 方 国 根 齐 鲁学 刊

1994 :6

戴震哲学 思想新论 葛荣晋 屈 桂英 甘

肃社 会科学 1994 :5

么史学

宋明清儒家派别争论与《明史》的编篡 〔美〕魏

伟森 杭州大学学报 1994
:l

《明史》补证 二则 杨三 寿 云南师范大学哲

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
:5

3. 文学艺术

顺治时期满族文学发展的背景与条 件 夏 石

满族研究 19 94
:4

明清美学 思想
: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概述》之三

江永源 西 部学坛 1994 :3

清入关前满族宫 廷音乐概说 侈 悦 满族

研 究 2994:峨

¹ 作家与作 品

论满族入关前的文化发展对满族作家文学 的影响

张佳生 满族研 究 19 94
:1

略谈金圣叹的鉴赏理论 杨志明 上海 师范

大学学报 ”94: 2

关于《袁枚全集 》 王英 志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4 :2

阮元 的文笔论 郭明道 扬州师院学报

1994:3

纳兰性 德姓名字号与诗词文集 名考 释 刘德鸿

文献 199终
:3

蒲松龄《聊斋志异 》的思想境界
:
对明清易代之际的

知识分子与文学现象的考察 张春树等著

陈炎译 蒲松龄研究 19 94
:4

蒲松龄创作思想成 因再探 于 钦明 蒲松龄

研 究 2994 :4

对蒲 松龄爱情观的 几点分析与思考 张光 兴

蒲松龄研 究 1994:3

从《聊斋 志异》看蒲 松龄的教育观 林植峰

126



衡阳师专学报 19 94
:l

从《聊 斋志异 》看蒲松龄 的妇女观 何 良玉

中国文学研究 1994 :4

《儒林外史 》结构 艺术新探 楼建平 江西师

范大学学报 19 94
:4

论
“

悼红情 结
” :

从《红
.
楼梦》看曹雪芹著书 目的和感

情激荡与思想悟破 白 盾 海南师院学

报 一9 9 4
:
4

º 诗词

我 读《清代满族诗词十论 》 金 启徐 中国图

书评论 1994:3

评 《清代满族 诗词十论 》 柳 湖 民族文学

研究 1994 :4

清词研 究邹议 林玫仪 △中国文哲研 究通

讯 四卷三期 1994
:9

论清 词在词史 上的地位 饶宗颐 胡晓真 整

理 △中国文哲研 究通讯 四卷 一期

1994
.
3

» 散文

姚绷散 文的文章艺术与时代特征 张家英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1994:2

桐城派和法 国古典 主义 薛夏原 梁 海

学术论坛 1994 :2

论魏源 的《海 国图志 》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曾

长秋 邵阳师专学报 1994 :4

论魏 源杰 出的 反侵略思相 王德泰 西北师

大学报 1994:s

魏 源思想当论 一一 纪念魏源 诞生 200 周年 张

磊 张 苹 学术研 究 1994 :6

魏源 思想评议 张玉玲 邵阳师 专学 校

1994 :4

魏源研 究的历 史和现状 钟觉 民 邵 阳师专

学报 1994 :4

¼ 小说

明清之际 时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及繁盛原 因 刘

成书 甘肃社会科学 1994:3

明清小学 理论 中的
“

发愤
”

论 范道济 黄 冈

师专学报 1994 :3

从 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分的类型

品 位 宁 宗 一 社 会 科学 研 究

1994 :1

关于《聊斋志异》的批 评
、

公论
、

价值与地 位 陈

炳熙 南开学报 19 似
;1

论蒲松龄的婚姻 思想
:《聊斋志异 》婚姻爱情作品初

探 王茂福 蒲松龄研究 ”94
:1

大团圆中的悲剧
:
从中国封建传统文 化探《聊斋

·

促织 》的现 实意义 郑云莲 段崇华

蒲松龄研究 19 94
:3

浅谈《聊斋志异 妙个性化 的人物语言 王永侠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19 94
:4

《聊斋志异 》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 局限 胡渐

逮 益}泪师专学 报 一9 9 4
:
l

孤愤
:
《聊斋 志异》精魂 杜桂萍 蒲松 龄研究

19纱4 :
2

细柳娘
:
《聊斋志异》中一个独特形象 许劲松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94 :4

脱弃陈骸
,

自标灵采
:
论《聊斋志 异

·

续黄梁 》的继

承 与创 新 韩 伟 蒲松 龄研 究

1994 :3

再释《婴宁 》 潘晓声 蒲松龄研 究 1994
:

3

《儒林外史 》
:
一部知识分子的悲剧史 吴广义

阴山学刊 1994:4

《儒林外史 》的理 想人物与理想人 格 吴 波

怀化师专学报 1994 :2

论脂批 形成的年代 吴 国柱 明清小说研究

1994 :1

再论脂批形成的年代 吴国柱 贵 州大学学

报 1994
:2

论《红楼梦》的感伤色 彩
:
兼及《红楼梦》的主题

姜 宇 社会科学战线 1994 :1

王希廉《红楼梦 》评点 的理论贡献 严 云受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94 :1

独树一 帜的红学观
:
评《红楼寻真录 》 马谦卿

甘肃社
.
会科学 1994 :5

论《红 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 突破 毛 自成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19 94
:3

《红楼梦》
:
梦幻文学 的巅峰 韩进廉 河北师

范大学学报 1994:1

论《红楼梦》的群体形象塑造 周书文 赣南

师范学院学报 1994 :4

扬黛抑钗 倾向及其所 反映的社 会文化心理 陈

文新 红楼梦学刊 19 94
:l

自由与困惑
:
论贾宝玉的人生哲学

西部学坛 1994
:3

贾宝玉 的叛逆性格与民族文化传统

陈冬季

伺士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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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民族学院…学报 1094 :3

略论宝黛爱情的悲剧美 缪耘红 宁夏大学

学报 1994 ;2

探春新论 傅玉泉 求索 1994:3

晴雯
:
一个悲剧性的存在 冯文楼 红楼梦学

刊 2994:2

女真原始神话形象的古老文化蕴意 黄任远

满族研究 1994 :3

三部《尼 山萨满》手稿译注 季永海 赵志忠

满语研究 1994 :1

À 图书 目录

汉 文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订误三则 侈佳江

满族研究 1, 94
:
4

《四 库全书总 目》订误十六则 修世平 张兰

俊 山西图书馆学报 19洲 :1

试论《四库全书总 目》的影响 肖 明 山西

图书馆学报 19洲
:2

《姚际恒著作集
·

序》

— 姚际恒及其在近代学术

史上的地位
‘

一

林庆彰 △中国文哲研究

通讯 4 卷 2期 1994
.6

清代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若干问题

米镇波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4 :3

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 一”93)(上) 汪

嘉玲 游均晶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4 卷 l期 1994.3

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 一 1 993 )( 下) 汪

嘉玲 游均晶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4 卷 2期 1994
.6

八
、

历史地理

清康熙年手绘《澎台海图) 王
、

宇等 东南

文化 1994;‘

《皇舆全图》的绘制与完成
一

黄汉平 厉史大

观园 19洲
:
功

‘
之

[ 附录〕
:
乾隆哪学全

、

赵
、

戴三家平以己
—

三家研究

《水经注》独立 同归探讨 胡 适 杭州大

学学报 1994:z

乾隆《避署山庄五福五代堂 记》注释和说明 别

廷峰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1匀9 4 :1

有组深衷
,

一吐为快
:
乾隆御制《避粉山庄后序》(碑

文)赏析 周取芳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一

1 9
9

4

:

1

清政府对豪古
、

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 赵云 田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4 :3

128

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 官美谍 199生清史论

丛 1994
.
12

洁阳厉代方志井修说略 来学斋 薛瑞泽

文史知识 19时:3

道光《遵义府志》五题 翁仲康 贵州文史丛

刊 一99 4
:
6

遵义郑珍望山堂胜迹兴废记 杨担恺 贵州

文史丛刊 1994 :6

从章学诚对康海的批评谈起 单 辉 方志

研究 199如 4

清初四川虎患与环 境复原间题 蓝 勇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19料
:3

元
弓

清两朝对黄河源的勘查 刘 中 高福

堂 李 娜 历史大观 园 19洲
:2

明 清时期的教煌 贾俊霞 史 学 集刊

1994 :2

九
、

科学技术

从科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看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运动 贾敏仁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4 :4

从
“

格致
”

到
“

科学
”

王扬宗 历史大观园

1994:10

十
、

中外关系

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 龙永行 东南亚纵横

1994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带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

及俞玉储心清代中国和琉球贸易初论 》 张

存武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一

18

1 9 9
4

.

9

第二届中国
·

琉球历史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

海 凌 历史档案 19奴
:1

179 3 年马卡特尼访华失败的原因 刘鉴唐

历史大观园 1994
:5

试谈清代中俄东段界牌的勘定 韩宾娜 吉

林师范学院学报
‘

1 9

94

:

4

十一
、

人物

陈垣先生与明清之际岭南僧传研究 姜伯勤

陈垣 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暨

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8

读方文《蠢 山集分

—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

谢正 光 狱 中国 文化研 究所学 报

19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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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申报
、

光绪二 十四年 五月九 日
。

零金梁
:
《四朝佚 闻》

,

《戊戌变法 》四
、

第 222 页
。

, 中国第 一 历史档案馆
:
奕诉遗折

.
光绪二 十四年四 月 仁: 日

。

困《翁文恭公日记 , 光绪二十年十月八 日
。

必《翁文恭公 日记》光绪二十四 年一 月十一
、

十二
、

十五 日
。

½
《翁文恭公 日记

夕
光绪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三 日

。

国《翁文恭公 日记 》光绪二 十四年三月十三 日
。

山《翁文恭 公 日记 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 日
。

(

种《翁文恭公 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 四月七
、

八 日
。

妙《翁文恭公 日记 分光绪二十二年 十二 月二 十四 日
。

卿 《翁文恭公 日记分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
十七年 一 月十七 日

,

十九年七月四 日
.
卜五年一 月八 「1

À 《翁 文恭公 日记 》光绪 二 f
一

四年 四 月二十三 日
。

匆 《翁文恭公 日记
,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 日
。

心《翁文恭公 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 闰三月七 日
。

印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
王鹏运《权奸误国请立予罢斥折 》

,

光绪二十四年四 月十 日
。

@
翁斌 孙

:
《翁同和 列传》

,

转见谢俊美《有关翁同和开缺革职 的三件 史料 》
,

《近代史研究 泥 ”2 年第 3 期
,

卿《翁文恭公 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四 月十 日
。

 

《翁文恭公 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
。

丈多; 之‘义‘; 望 或义‘;硬 二
尔, ; 吧二令之‘硬介义六 魂 ‘℃月丈介望‘夺 匕; 货‘ 泛‘认巴二吧‘泛“吧‘心二叱 ‘吧‘ 泛‘公之‘硬‘介

( 上接第 128 页 、

清开国 史上的三 个巴尔达奇 白 杰 满族 纳兰丛话 (续 ):〔纳兰性德 j 赵 秀亭 承德师

研究 199礴
;
4 专学报 1994 :2

孔 四 贞 研 究 吴 伯娅 功94 清史 论丛 续郑子尹游考 龙先绪 成都大学学 报

1994
.
12 1994:3

刘衡 简论 刘样 力 阜阳沛范学院 学报 郑珍与方 志学 肖先治 张桂江 贵州文

19 94 :4 史丛刊 1994:6

明末清 初书画鉴藏家孙承泽 赵 国英 收藏 纪念郑珍逝 世一百三十周年学 术讨 论 会综述

家 ”94 :4 (总 自 黎 铎 贵州文史丛 刊 ”洲
:6

官 氏与沈宛
:
〔纳兰性 德卫 刘德鸿 承德 民族 关于凌廷堪的 生年 樊克政 文史 二 }

师专学报 1994:4 八 19 94
.
2

李长祥遗事钩沉 马里干 199 4 清 史论丛 重宴鹿鸣
:
清人 谭文藻对大定文化的贡献 杨思

19 94
.
12 民 贵州文史丛刊 1994 :4

张岱年 谱简编 (下 ) 余德徐 绍兴师专学 报 《戴震评 传》
:
求得对于一 代大师的

“ 一

十分之 见
”

1 9 9 4
:

3 郑舍 农 南京社会科学
.

1!) 94:12

《蒙古 游牧
一

记》的作者张穆 梁双成 历 史大 魏源研究的新进展
:
纪念魏源 诞辰 2(}0 周年国际学

观 园 1994 :7 术研讨 会综述 汉林 求索 1994;6

吴敬 梓在南京修先 贤祠再考 李 忠明 明清 注
:
文中有△者 为台湾出版物

,

有狱者 为香港

小说研 究 1994:2 出版物
。

《清史稿 分陆世仪本传 辨证 陈祖武 文史

四 十 1994
4
9 减宇峰 吴玉清 吴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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