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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皇甫誼之高士傳蔡信發 一

2 佛教密宗華藏上師吳公潤江弘法記 餘芹庭 九

3 桓寬鹽鐵論版本初探林平和 二匕

是洛陽伽藍記的作者與成書年代 詹秀車 五

b 老子之道的重監測鄭 琳 六三

6 沈約聲律論發微姚扳黎八

7 日本語η品詞 t~.; 見紅形容詞論 李寬于 九九

8. Bijjnguisme et Timbre Vocal 柯南紹一三四

9 , The ImplJed Author and the CnJmplied Authol 許經田 間凶

10.A Soc lOhnguistic Sludy ofthe Cse ofthe Retroflcx Sounds Jn :Vlandann in 

College Students III Taiwan 林春仲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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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文部首正補釋伊j 蔡信發

2 伊 }II易學舉要之一 胡自逢

1 鹽鐵論之命名與校注書目 林平和 二五

ι 詞體產生之音樂背景 張夢機 四七

5 從二程之當分證宋明理學之三系說 張德麟 七-

6 論孔門交友之道姚振黎 八三

7 現代日本諦。敬語 tt 弓 Hτ。每本知識 李寬于 九九

自 Human Sufferi月 in Words\vorth's Early Poetry 呂秀玲 三六

9 rCXT APOSITJO?\ AND lT SLI\11T ATl O\!S An Explanation of Obscu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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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zra Pound's Poet叮龍應台 四八

10 Rcah stlC Fict lO nal Dreams 許經因 六二

1 ~. The Impact of Fast Speech on the Sy !l able Structure of Taiwallcse 

a吋 ~andarin 林春仲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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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伊川易學舉要之二 胡自逢

2 清初旗民試行井田制之研究 徐興武

3 孟于之禮論 陳飛龍三三

吐鹽鐵論守 l述周島、尚書、毛詩考 林平和 五七

5 關父五權憲法思想的背景 品本碟 匕

6 程明道的天道觀 張德麟 八五

7 研錢於心意初動之時兼論窮通因應之道 姚振黎 九九

日連体語刃構成要素巴閹了?看諸問題 李寬于

9 從受試看法文動詞的分頸 黃景星 一凶二

! 1) La Poetique du Pr的 erbe Chinois 8ronislawa Kordas 四八

Ni 、'"'間， Registres et C0 1l1 petence de Communicat lO 11 Jean Michel Robert 

五八

:2 DCfl 、 atlons L口 lcales du FrancalS Technoscicnt Ifiquc 方勝雄 七二

13 An Evaluation of FCllollosa's "Ars Poetica" 龍應台 一八四

]ll.1he Unc叩nv and Fictional J) reams 許經曰 :(3八

、 5.Teaching Readlng in EFL wllh Partlcular Rcfcrcnce 10 Engl!sh for Scicnce 

and Technology 耕春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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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析諭 蔡信發

')鹽鐵論修辭之探究 林平和 一五

3 方回批社牧詩繹說 張夢機 七九

乙沈約詩之內涵析論 姚振黎 九三

。
「比心、 L山、文」主「是、不 李寬于

6 法文的被動語態 黃景星

九

7 L'Analyse d'Erreurs et la Langue de l'Apprenant ~l順 五六

自 Activit 且 s P~dagogiques pour le Oéveloppement de j'Expression 

Orale en classe de Fran)ais Langue Etranghe 郭伊倫 七二

9.Jeux de Proverbes Fraorais ou du "PRET A PENSER" falt sur mesure 

高達思一九。

IO. LelbnIz et Wa1t er , entre Lingulstlque et Psychanalyse 何貝誠二。二

11 Yank's Search for His Sense of Belongi月 in "The Halfy Ape" 郭章瑞

二~C

12. Jntegrat川 g Theories of Sound Change lnto Language Vaflat lO n 昂思博

二一四

13 Ihe Tell-Tale Slgns of S lInpllfylng Poe 傅雷壘二二四

1 ~. Allegories \Vestern and Chinese 許經田 二四六

《人文學報》第五期

發行人的話 余傳韜

l 中圖文化發展中義理開創的十六詩辯 牟宗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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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調昂首考辨章景明九

3 論知識與德行的相契之道 曾昭旭 二九

之論儒學客觀化的曲成問題 為「一心開二門」進一解 王邦雄 凶-

S 莊于齊物之境的關述 鄭琳 五五

6 小學探義卑溢成六七

7 沈約隱逸思想探原 姚振黎 八七

8 釋「三歸」 陳飛龍

9 五0年代至六0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齊茂古 一一九

10 , The Sayable and The Unsayable in \Vittgens t<:in's Tractatus 朱建民 一六LJ

1 ~ , The 、Veltanschauung III Chlllese Folk Novel A Tenlatlvc Analysis 

陳曉林 六六

12 , Towards A Theo叮 of 0: arrative Structure 林春仲二。六

13 “Allegory" 凹仁 se in the Western Tradit !O n 許經田二二。

14 ,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exicalists-InterpretivislS and the Genera t! ve 

SemantlClstS. A Brief Summary of Its Orig llJ and Development 

Dann R Isbell 

15 , Love and Lone1iness in Carson McCu l1 ers' The Heart Is a Loncly 

Hunter 會安國二四。

16. ;'vlythe de la Créat iO n Dans Vendredl ou les Limbes du Pacif!quc 芳勝雄

二五問

~ 7. "Rendons aux Proverbes ce qui est aux Pr 。可 erbes" ou les Par l! mies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Bron!slawa KORDAS 一式二

一 8 ， Vers une Sémiotique Mauriacienne J de Villette 二七四

19 , Syntagme 、 erbe Objet ou Compos~ Verbe-Objct? U l1 Problême de la 

Ling山 stique Chl l1 0ise Wa l! raud Paul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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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何以遲至來金之際方始成熟 洪惟助

2 說般若思想以及其與魏晉者在學關係的探討 鄭琳

3 論語中的所字式詞組詹秀蔥 二九

4 雜事詩的性質與發展與鵬程 四九

5 中國諺語的對稱和諧協調的詩境 高達思 六九

6 先秦道家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陳飛龍 八

7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齊茂吉 九九

8 ,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Allego f1 cal D1scoursc 許經由 一二七

9 Mortals on the Fringe The Chinese Expatriates 111 America as Re f! ected in 

Pai Hsicn-yung's New Yorkers Series 梁立堅一三九

10 , Failure of Love lD C盯 son McCullers' The 8allad of !he Sad Cafc 曾安國

一五一

11. Vers Cne Seml叫 lque Maunaclenne(suite) 魏蕾特 六一

12. Etude de dâo (到) Introduisant Les Expressionsτemporelles 包華莉 七九

13.-Que Faisiez-Vous 弓 -Qu'avez-Vous Fal刊 Appro 已he Didactique des Temps 

du Passe 郭伊偷一九九

4 Modern Russia and the Chinese RcvolutÎon , 1905-191:: 段昌國二。九

《人文學報》第七期

l 形聲析論 蔡信發-

2 從朱于陽明的心性觀論民主法治的理論根據 王邦雄

3 五經治要導言 紹自逢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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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詩論訊: 雙鵬程 二九

。孔于的教育同意 陳 )1且能 五

6 村鞏散父寫作難，'-'Pj 發微 姚振黎 六)l

法站巾的外來語有了司如M決定陰陽性 黃民主正 八→

自 Rea 可 011. PaSSIOIL and ScntllTICnt in HU ll1 c'~ 1\10ra1 Theorγ 朱建必九4

日 Thc I. nc 'y" Poems and thc l\-1 argllCrltc I'oems A 仁 ompanson 陳東榮 ( ;: I !-. 

。 TJle QU l.: st( 1()n) 0 1' Orlglll. Frcud's Conccptlün of [“c"叮叮 M有延 九

i l Ma弓 s alld Count \'OUll~ in hlghsh 劉碧芬

Th 1ò Tm)' and (Ìrolesqu L:丸 lS]O !1 III Carsoll McCu Il cr~' RcflC C; llOll~ 111 a GoldC Jl 

Evc 宵安固 立三

{Á 文學報》幸事 J、期

論用科 l明白 3有E

:~ ;i I 然其人其事及_J-f ， 10.\想 陳飛龍

1 敦煌10 1 ，:三九、 立二八號情寫本毛詩丘，~;:JII傳授有書後 林'1、和

顏氏家訓思恕探究 論讀書文學、避諱觀姚振黎 三七

1W.你 frI非理 "H 論近代知識份寸的理性精神 與臨科 /、

前論珀爾斯的信念說 朱建以 八百

法語的新制創造 黃岳址 fî_ 

S Dn ]:S! \Yn!Crs Tlllnk I 口 L I or L2 ') 林容(中 )L 

立一
υ 

。 ('()-üC'::llrrcncc of Deter ll1 111Cf, \"lt11 ReQncll 、 c 人 ppo又叫 1\' 1.: Relal 】、 c Clau 'i cs 

111 r:llg1ish 劉碧芬 一七

1D I' reocc Ll í了叫1Ol1 S of thc 1' oel 九 R已 adl l1 g of Gerard Manley HOpkl l1~ 811d 

Seamus Heancy 陳東榮 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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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bjectivity and Be lJ ef: Waltcr Benn :vt ichaeJs' Re-c Irculation of CJassical 

Pragmatism in the Field of LJtera r:y Studies 何春麓一七七

《人文學報》第九期

l 史記合傳析論 蔡信發

2 經與經學胡自逢九

3 禮記學記 f 皮并祭菜」釋義 陳飛龍 一五

4 羅振玉考訂敦煌寫巷之商榷 林平和 四三

5 榔宗元散文思想及其造詣發徵 姚振黎 五七

6 從動勢與詩境分析魏崙的昂首詩(屋頂上有天}

7 九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吳振漢

自珀爾斯科學方法論初探朱建民 三三

金戴熹七九

一(立
)一

9 魏晉前期審美觀的轉化與特色及{人物誌〉的美學意識 蕭振邦 一六一

10 民權主義基本理論之探討 朱春生 一八七

11. Between Stereotypes , Truth and Myths τhe Pred \C ament of CÎvihzation 

Teachers1 高古鶴二。七

12. Closure in Silas Marner 許經田 二二五

13. Another Look at th 巳 Spread of English 何春蘿二三七

14 Exile and Pursuit: A Perspec!Îve on Two Crllces in Joseph Conrad's Lord 

Jim 梁立堅 二五一

15. Dalila and Samson's Despair 呂秀玲二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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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f+付1命哲學的境界 鄭琳

2 計然 l 考陳J1t ~~ 

3 九 八事變以來東北人上的訢tl 直識(下) 吳振漠

4 . Itl管理村學的分際論 ct，關管理哲學之通稱 朱建民 江三

口也n ‘德性與幸福 亞理斯多德倫呵呵?中型們角色的探討 C t) 責接 七五

6 民族l'義與國家幣合 中， 1既是民族國家論之研究劉阿榮丸

7. Gencric Noun P !J ras l.: s in j-<_ngbsll 劉碧芬

8 , rhe Dean'~ Decemb盯 Silul B .õlJ ow's Tale of 1wo Ci tJ e~ 陳W0立

9 Rlchard Rorty ilnd tbc 1 !I l: ra!'y Cu 1t urc 何者哀 四)L

(), Re-tracing The Frame~ ， Borders. Fdgcs and _\largin~ [)f D l.: r r! da's 

DcCOll 5t ructio叫 s) (P 日 rt 1) 方如凡 /、五

《人文學報》第十一期

段注{說丈\ I-Ú文以為某字一之商兌 是言情發

2 敦煌怕 朮 jL -t:八七二號唐寫4:周易土粥注嫂卷古後 林不4日 七

1. \扎當客) ，篇名 l 、 I 作者」寺陳Jllì鬼 九

,1 . 111 說、背書韓壽偷霄與鶯鶯傳 西廂記的傳承關係 駕秀惡

5 月件 社"件與幸福亞~~J斬多德倫理學 '1 '月于主角色的探討 民翟 四七

6 屑君拉先牛的美學觀建構美學試探 蕭扳手;; /、

7 知識/權力們為新科學析學的桐玉思 南路斌八百

5. A CO !l1 par. ,on of Karl l\1 ar 入 ilnd \1ax \\'chcr on So C! al Strat!fiC <l t!on 

T天佑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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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Lo已us of Truth /I deology in the German Oebate. A Reappraisal of 

Lukacs , BenJamm , Brecht and Adorno 1可春藥 二ti

10. Love and Religion in Matthew Arnold's Poetry 郭章瑞一四七

11. Outca~t as Protagonist: The ldentity Problem in Joseph Conrad's Almayer.s 

Folly 梁立堅 六三

12. Re-tracing The Frames , Borders , Edges And M盯gins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s) (Part II) 方如凡一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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