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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旧『草堂』）総目次（二）  

後 藤 秋 正編  

本誌前号では、1981年1月の創刊号から1992年第4期総34期までの『草堂』（『杜  

甫研究学刊』）の目次を掲載した。本稿においては引き続いて、『杜甫研究学刊』（旧  

『草堂』）の2003年第2期総第76期までの目次を掲載する。掲載の要領は前号と同  

様であり、挿頁のかたちで掲載される詩詞や書画、コラム、行事の記録などは省略  

し、研究論文とこれに準ずる文章に限って掲載した。また、本文の表題等の記載が  

目次と異なる場合は原則として本文に従い、簡体字は常用字体に改め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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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研杜楳英  

芽芳俳側解杜、転益多師学杜一衰牧村杜詩学的貢献・…‥……・  

通俗的評説、精探的研究一評清人徐増■《説唐詩》対杜詩的堅賞  

杜甫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啓後的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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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甫的五言古詩（二）  

杜甫襲州詩作述評  

論杜詩中“神”的哲学内滴  

詩有三動不可不言 ‥…‥  

従大自然汲取生機一社甫与自然 …‥‥…‥‥‥‥‥………………・・  

中州一晴育詩聖成長的揺藍一社甫在河南的生活・学習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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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葛
張
周
 
 
 

李白・杜甫相談嘲平議  

杜甫詩中的苛静輪形象  

“南使”考 ‥  

杜位事迩考  阻
明
演
 
済
 
冠
 
明
 
李
陳
李
 
 

杜詩在俄羅斯  

1993年第2期（総第36期）1993年刊  

（1）  杜甫現実主義創作手法質疑  ‥ 黄 坤  

‥ 許永埠  

‥ 牟瑞平  

‥ 錘来菌  

‥ 黄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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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与斉梁作後塵一略論杜甫創作与詩論的関係 …・  

以画法為詩法在社甫山水景物詩中的表現二題・…  

平生憩息地、必種数竿竹一社甫近百首写竹詩雑談  

杜甫和唐代韻書的関係 ……‥‥‥…‥‥…‥‥…・…・  

談杜甫懐念李白的四首五律詩 ‥  

『唐詩類選』選杜詩発徴・…‥‥  

任朝第  

胡可先  

澤文興  

陶瑞芝  

“藩籠”・“疏離”及其他  

杜甫《投簡成華両県諸子≫系年考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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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度”解  黄震雲（49）  

召陀L発（50）  

羊玉祥（52）  

呉明賢（54）  

羅換章（61）  

管道端（66）  

“独恥事干謁’’析誤  

“消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新解  

再論杜甫与陳子昂・…‥…‥…‥  

李調元是窓様学杜詩的？  

≪新安吏》浅析  

托物諷政、為民請命一社詩《枯椋》賞析  … 金 水（69）  

自首放歌須縦酒、青春作伴好還郷一社甫生平第一首快詩所表現的思郷情態 …  曾亜蘭（71）  

夏成淳（74）  

李祥林（76）  

入局詩巻之大結束一読杜甫≪去萄》詩  

為杜詩研究提供一新視界一読《杜詩修辞芸術》  

1993年第3期（総第37期）1993年刊  

論陳簡斎学杜  自敦仁（1）  

倉杭倫（10）  

楊勝寛（15）  

論杜詩対毛沢東詩詞的影響一紀念毛沢東誕辰100周年  
“拙”杜論  

郷愁：杜甫西南帝旅中的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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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生  

牟瑞平  

丁 浩  

ヂ占華  

鄭 文  

杜甫以購入詩新探  

杜甫七古章法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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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律対使的創新性  

由杜甫対唐玄宗粛宗及代宗之評論看其晩期思想有無質変  

杜甫≪鄭新馬池台喜遇鄭広文同飲≫系年考弁 …‥・…・…  

“凍倒新亭濁酒杯”古今注解質疑・‥……・…・……・………・  

… 陶瑞芝（51）  

… 曾代国（55）  

… 黎孟徳（57）  書貴痩硬方通神一論杜甫与書法・‥  

杜陵詩史中李楊秘史的信息来源及其他  錘来園（64）  

察錦芳（73）  

劉友竹（75）  

李実小考  

杜甫乾元間東都之行両組詩浅析  

1993年第4期（総第38期）1993年刊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再弁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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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節漸干詩律細”詳弁一兼論後期杜詩格律之精妙  

杜甫以文為詩実乃以文気入詩論  

杜詩古体叶韻考  

談杜甫的登高詩  

杜甫与劉允済・  

従杜甫的詩看杜甫与仏教之関係  

論杜詩中的仁性倫理思想  軍
瑞
芝
 
 

武
遺
瑞
 
 

戴
管
陶
 
 

評蘇雪林在≪唐詩概論≫中村杜詩的研究 ……‥……‥‥‥‥‥……‥‥‥  

杜甫≪第五弟豊独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寛便寄此二首》系年考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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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文興・楊君昌（65）  談≪将暁二首》的写作時間及地点  

張子開（72）  

花雲高（74）  

藍 荊（75）  

渾天仁（79）  

也談“凍倒新亭濁酒杯”‥‥  

“寒士”岐疑弁   

杜甫筆下的成都  

播天寿先生指墨芸術管窺 ‥‥  

1994年第1期（総第39期）1994年刊  
論杜甫的愛国主義 …・  

論杜甫的文化心態結構  

陶瑞芝（1）  

杜暁勤（9）  

牟瑞平（14）  

詩文興（18）  

許永埠（20）  

謝宇衡（26）  

楊勝寛（32）  

胡可先（37）  

曾亜蘭（45）  

管遺瑞（51）  

楊君昌（56）  

黄玉順（58）  

文 翰（62）  

祁和嘩（64）  

葉 達（73）  

張国滅（74）  

貫 蘭（75）  

杜甫山水景物詩中的情感心態  

杜甫詩中的曲江 ………‥‥…  

杜詩新語十二則  

読杜識小（三則）  

従《河岳英霊集≫不運杜詩説到段播的選詩標準  

沈徳潜杜詩学述略  

清代女子学杜架語  

魯迅著作中的杜詩  

談杜詩≪地隅》《長江二首≫的写作時地  

杜詩仇注“叶昔”考弁  

関干《登楼詩》的作者及其他一与万先生商？…・……‥  

又到人日吟詠時一中華人目節風俗考述 ……‥……‥…  

唱酬風義古、遺翰墨宝香一記徐無間先生書高杜入日詩  
王蓮常与草堂 ‥…‥  

張瑞図杜詩書法賞析  

1994年第2期（総第40期）1994年刊  
仁者与勇者一論杜甫的批判精神 ……‥‥・‥‥‥‥‥‥‥  

偉大的孤独者一為詩人杜甫誕生1282周年作 ‥・…・…  

………・ 劉明華  

………・ 黄玉順  

張志烈・張暁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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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章催 …・……………・…・……‥……‥  

杜甫山水景物詩中的生命意識 ……‥…‥…  

論杜甫詩中的花 ……‥…‥…・‥……・・・……  

杜甫《雀新馬山亭宴集》旧注弁正与系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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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瑞平  

王 飛  

陶瑞芝  

渾文輿  談雲安厳明府与杜甫流寓雲安時的任地  

杜甫母系問題弁説  斌
竜
禅
林
祖
 
 

輝
文
定
玉
 
躍
 
 

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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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東披論杜  

以意道志、尽得性情一評黄生《杜詩説》  

論《随園詩話》評杜詩  

談梁実秋先生“剣外”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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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明賢（65）  

陳子建（67）  

丁 浩（70）  

一曲催人涙下的懐友詩一天末懐李白・…  

平淡自然、含蕗沈探一社甫《江村》賞析  

草堂杜像賞評  

1994年第3期（総第41期）1994年刊  

・・許 総（1）  人性与心態：杜甫詩歌時代性特徴的独特表現  

杜甫与七言律詩 …‥・・  

論杜甫的隠逸思想・…  

論杜甫的芸術審美傾向  

杜詩新話十二則（続）  

許世栄（9）  

劉長束（19）  

王 飛（25）  

許永埠（30）  

陶瑞芝（34）  

貫 蘭（38）  

春花不愁不欄漫一社甫《十二月一日三首》賞析  

読社説梅 ‥…………・・  

唐末社詩刻石考述・…  

元代学杜女詩人鄭允端  

論張之洞《杜甫≫詩・  

李一眠杜集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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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和曙  

曾亜蘭  

遭維融  

肖 玲  

杜詩学研究的新視角一読≪社会良知一杜甫：士人的風範》  

“詩聖若干秋”陳列構想 ‥…‥…・…………‥‥…‥…………  

査洪徳（65）  

丁 浩（68）  

胡正華（74）  草堂留後世、詩聖著千秋  

1994年第4期（総第42期）1994年刊  
四川省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学術年会開幕詞 …・…‥…・  鐘樹梁（1）  

鐘樹梁（3）  

周汝昌（11）  

白敦仁（13）  

謝宇衡（18）  

頼春泉（28）  

胡可先（31）  

毛 慶（39）  

李祥林（45）  

詩論杜甫長安十年詩  

諦杜微音（之一）  

略論≪襲府詠慎一百韻》的立意和行気  

“客居悦遷次”一社甫襲州詩述略之一・  

談《秋興≫八首  

杜甫詠嘉枝詩探幽一兼論古代詠物詩政治内滴  

杜詩用色技巧試析  

杜甫対韓干画馬的批評之我見  

試論杜甫《旅夜書懐》詩的写作時期  〔日本〕松原朗（50）  

論杜甫襲州詩中的”江湖”  
渾文興（54）  

妾襲与杜甫  …‥ 察錦芳（59）  

杜甫・李商隠七律之比較  孫琴安（66）  

林 弘（70）  “巽国夫人両”名考弁  

1995年第1期（総第43期）1995年刊  
濁酵有妙理一論杜甫与中国酒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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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国偉（10）  

呉逢蔵（17）  

虎維鐸（21）  

王道照（24）  

劉明華（27）  

楊君昌（35）  

杜詩中謬理的審美致応  

試論杜甫的民族観一以杜甫有閑唐蕃関係的詩為例  

伝統与創新一杜甫的啓示  

杜甫《詠懐古迩》詩的題義和写作時間・…  

《八哀詩》無房棺考弁 …‥…‥………‥‥‥  

談杜詩中的気候描写  

張天健・雀柄楊（46）  

………  
何錫光（50）  

………・ 
楊勝寛（53）  

独特奇篇一杜甫《飲中人仙歌》試論  

高遠深重、悲壮蒼涼一説杜甫《登高≫詩“無辺落木”二句意蕗  

末代萄人論杜  

倉杭倫（60）  

陳新埠（67）  

和刻本《杜律詩話》叙論 …・  

評胡適的杜詩観  

年会学術組（祁和曙執筆）（72）  四川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術情況総述  

1995年第2期（総第44期）1995年刊  
杜詩柳詞“只是実説”論初探 ‥…‥……………………  周子玲（1）  

撞暁蘭（11）  

田耕宇（17）  

劉文剛（23）  

文自成（28）  

許永埠（30）  

喬長早（36）  

梅新林（39）  

蒋 寅（43）  

曾亜蘭（51）  

宋 舟（59）  

石塊祥（61）  

杜甫山水紀行詩三題・・  

槍漠恨衰謝、朱絨負平生一論杜甫詩的焦灼感  

論小説体政治詩《遭田父泥飲美厳丞》 ……・  

杜詩色彩美窺隅  

杜詩新話十二則（三）…・…‥‥‥……‥……‥……………‥‥  

杜甫与高速李白瀞宋中考弁一兼弁杜李源魯及杜入長安時間  

杜詩偽王注新考  

《杜詩詳注》与古典詩歌注釈学之得失  

従元人学杜詠杜看元代模杜之風  

杜甫与音楽  

杜甫与酒漫談  

李霞鋒・李桂英（66）  

………・ 
倉杭倫（73）  

試析杜詩中的唐代節日民族 ………‥・……‥・…‥‥  

我千古文学、特愛少陵詩一評張忠綱研杜専著二種  

1995年第3期（総第45期）1995年刊  

憂国憂民無巳時一杜甫愛国思想頸談  張忠綱（1）  

何錫光（9）  

挑 罪（13）  

黄玉順（17）  

愈士玲（26）  

杜萌若（30）  

毛 慶（33）  

楊勝寛（36）   

論《兵車行》在杜詩創作歴程中的地位  

杜甫山水詩崇高美管窺 …・  

杜詩疑義五則 ‥…………‥  

杜詩“江蓮揺白羽、天辣蔓青糸”弁  

杜詩《月夜≫銭注発微 ‥………‥  

《望岳》・≪済竜門奉先寺》均非灰韻五律一与周汝昌先生商権  

南宋杜学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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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徳潜及共杜詩論（上）  衰志彬（44）  

唐瑞芝（54）  

陳冠明（59）  

遅乃鵬（65）  

杜甫《喜晴》系年旧注考弁  

李舟行年考  

杜甫≪観公孫大娘弟子舞剣器行≫詩序“梨園二伎坊”考  

在微観考証基礎上建立宏観理論体系的佳作   

一評部小軍≪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  
郁賢暗・査屏球（70）  

1995年第4期（総第46期）1995年刊  
杜詩学論綱  

胡可先（1）  

衷志彬（17）  

劉開揚（27）  

劉明華（33）  

許 総（45）  

劉友竹（55）  

鍾来菌（61）  

庚光蓉（66）  

呉賢哲（71）  

陶瑞芝（77）  

林継中（80）  

沈徳潜及其杜詩論（続）  

《北征≫補箋 ……‥・‥  

困惑与超越一論杜甫的悲劇命運  

論杜詩芸術的創造性及其淵源影響・…‥‥・‥  

李杜晩年何嘗有“隔閏”一社詩郭解商権之一  

再論“下筆如有神”是杜甫贈章見素的詩 ‥…  

論杜甫的愛情詩  

杜甫詩中的春夫自然意象 …‥‥…‥…・………  

園林吟味冠古今一社甫《重過何氏五首≫賞析  

杜詩学一民族的文化詩学  

1996年第1期（総第47期）1996年刊  
“《文選≫理”説  ‥ 屈守元（1）  

‥ 陶道恕（3）  

‥ 牟瑞平（8）  

‥ 王碩杢（13）  

‥ 劉文剛（19）  

少陵一生的自我芸術写照一杜甫《壮諒≫試論  

杜甫山水景物詩中的歴史意識  

論“子美七言以古人律”一社詩拗格試析  

《間山歌》与《間水歌》  

杜子美論書《貴古賎今≫弁析 ‥  李禅林（23）  

許永埠（29）  

郭小軍（35）  

沈時蓉（41）  

劉新生（49）  

房日晰（54）  

杜詩新話十一別（四）  

《諸将》第一首箋証一別  

韓英批校《銭箋杜詩》輯考（上）  

談《唐詩三百首≫所選杜詩 ‥…  

薩都刺与杜甫 ‥  

“詩宗巳上少陵壇”喝一再評陳与義学杜  

杜甫再瀞斉魯和西帰長安考弁 …・・・・・‥  

…‥ 呉忠勝（56）  

…‥ 喬長阜（60）  

…‥ 陶瑞芝（65）  

…‥ 李全民（71）   

杜甫和高適・李白同源宋中在何時一兼与喬長阜同志商権  

杜甫蓬渓之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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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啓華  

… 周達也  

・‥ 冠 松  

杜甫夫人与杜詩成就  

杜子実情多雑説  

丁啓陣  

韓威武  

王駿飛  

侯孝竣  

郭小軍  

王仲舗  

単 芳  

陳冠明  

生命的悲歌一論杜甫詩中有閑生命的悲劇主題 ‥‥  

以空間顕孤微一社詩芸談  

杜甫詩論与創作的推陳出新  

論杜甫的連章律詩  

杜詩箋証四則  

“杜甫無海業詩”弁  

杜甫≪前出塞》是為寄紆翰征吐蕃事而発喝  

厳武行年考  

東
君
飛
 
 

陳
陳
 
王
 
 
耀
尚
 
 

杜甫与案山子  

書読《杜詩避次公先後解輯校》  

何紹基的書法芸術及成都草堂館蔵何書杜詩《丹青引≫  

1996年第3期（総第49期）1996年刊  

四川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墜学術研討会開幕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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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烈  

呉蓬蔵  

呉明賢  

秦紹培  

呉企明  

曾亜蘭  

杜詩与西域文明 ‥‥  

試論杜甫的“狂”  

関千社甫《兵車行》的現代思考  

論杜甫和李賀 ‥‥  

杜甫詩兼察淡風骨  

別様風韻、一様情懐一社詩《寄韓謙譲注》的楚騒遺韻与政治情結 … 王 飛  

劉換陽  

屈守元  

張志烈  

張寅彰  

沈時蓉  

喬長阜  

頼顕栄  

語峻体健、語反意寛一論杜甫詩歌中的倒装手法  

顧炎武和杜甫  

“間丘筆”探実  

史柄《杜詩頸証》中徴引与駁議的趨次公注文  

韓英批校≪銭箋杜詩》輯考（下）  

杜甫二人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一兼弁杜甫応進士試中的両個問題  

関干杜甫来蓬渓与否的史実考証 …・  

四川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学術総述  年会秘書租  

1996年第4期（総第50期）1996年刊  

祁和曙（1）  

許世栄（9）  

劉 芸（14）  

房日晰（22）   

詩聖詩史論  

賦詩独流沸、乱世想賢才一萄乱与杜詩述評  

杜甫辺塞詩新探  

杜詩与賀体一従用備健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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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珪（24）  

任 肘（36）  

遁暁蘭（41）  

察錦芳（48）  

王文才（54）  

廓健行（56）  

周汝昌（62）  

自敦仁（63）  

偉杭倫（66）  

林 弘（70）  

貫 蘭（80）  

杜甫題画詩的法与意 ……・  

杜甫長安十年心路歴程管窺  

四庫館臣与杜詩学  

昏蒼静考論  

読《浣花草堂志》  

唐代洛陽福唐観作進士科試場新議  

李杜文章嵯誇傷 ……・‥‥‥  

“焚灰春杜甫”及其宅 ‥‥…  

李調元六源杜甫草堂詩考述  

杜甫与唐代節令習俗研究・  

≪飲中人仙歌≫詩意画評介   

1997年第1期（総第51期）1997年3月15日刊  

一創刊五十期紀念  

※本号より、刊行期日が記される。  

房日晰（1）  

許永埠（8）  

曾亜蘭（17）  

毛柄身（31）  

安 達（36）  

李 貴（38）  

錘樹梁（45）  

蓼仲安（49）  

李 凱（56）  

劉明華（63）  

胡可先（65）  

管遺瑞（67）  

李禅林（69）  

略論杜詩的細節描写  

杜詩新話十三則（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甫以詩立伝及其史遷風範 ‥‥・‥  

杜詩中的郷情・…‥‥……‥‥‥‥…  

聞手杜甫《兵事行》的現代再思考  

熟早情境中的詩歌意象与詩人心態一論杜甫的苦熱詩 …・…‥…‥‥‥…  

稜契方知稜契心一読≪小平同志来草堂》書感 ‥…‥…‥………‥‥…‥  

記抗戦時期三位熱愛杜詩的現代作家和学者 ……………・…‥‥……‥‥  

江西詩風盛行下的杜甫朝一《韻語陽秋》論杜述評 ‥  

青眼高歌望学刊一我与《杜甫研究学刊》‥……‥‥…・  

我与≪杜甫研究学刊》  

“学刊”是我的良師益友一我与≪杜甫研究学刊≫  

一点感想、一伶祝願  

≪杜甫研究学刊》創刊号至第五十期目録索引（1981年～1996年）……‥ （77）  

1997年第2期（総第52期）1997年6月15日刊  

陳昌渠（1）  

何錫光（5）  

劉明華（15）  

管遺瑞（21）  

王啓涛（26）  

韓暁光（32）  

徐希平（37）   

劉向伝経心事違一解読杜甫的政治情結  

杜甫批評時政詩歌的類型分析  

完善与破棄一対杜甫“拗体的思考”  

浅談杜詩結構的頓挫美  

杜詩疑難詞語考弁 …・  

革論杜甫律詩中的虚詞連用  

≪全唐文≫補輯杜甫蔵敷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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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登高》英訳商権  楊天慶（40）  

胡可先（44）  

莫道才（53）  

劉真倫（58）  

劉友竹（62）  

杜詩史料学論綱  

黄庭堅論杜甫・  

翰林張司馬考  

談杜甫在喩万一帯幾首詩的注釈和系年  

杜甫草堂重建杜甫故居茅屋構想簡説・  丁 浩・劉笑平（65）  

………・ 
張天健（70）  思念襲州  

博山杜詩書法賞析  貫 蘭（72）  

1997年第3期（総第53期）1997年9月15日刊  

杜甫在寮州的生活及其対創作的影響  

文章有神交有道一試論杜甫的交遊詩  

…・李済阻（1）  

劉文剛（7）  

劉 芸（17）  情聖杜甫一再読杜甫的辺塞詩  

論杜甫眼中的武則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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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瑞芝  

単 芳  

曾 明  

牟瑞平  

章 起  

従有閑曲江諸詩看杜甫対唐玄宗的系念  

杜甫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  

杜詩自然意象中的道徳倫理之思  

《離賦》与杜甫的正色立朝 …・  

詩聖・詩史・集大成一杜詩批評学中之誉称述評  

葛立方論学杜一重捷学杜得失的話題 ‥‥・…・…・  

朝鮮李植《纂注杜詩沢風堂批解》底本弁析 ‥・・  

馬承五（51）  

楊勝寛（59）  

左 江（67）  

文正義（72）  杜甫湘行踪迩及其死葬考  

1997年第4期（総第54期）1997年12月15日刊  

杜詩新話人則（六）  許永埠（1）  

劉換陽（9）  詩眼与意義建構一論杜甫詩歌中眼字的運用  

杜甫長江行路図叢談 ‥‥…・………‥………  

杜甫律詩対使的語式変異 …………………・  

曾亜蘭・曾孟雄（15）  

韓暁光（24）  

説“当春乃発生”  
‥・周正挙（30）  

… 喬長阜（33）  杜甫応進士試和壮遊斉趨新探一兼探杜甫初遊呉越的時間  

杜甫貢挙考試問題的再審察・論析和推断 …‥………‥…  
〔香港〕廓健行（38）  

……‥  
毛明文（54）  杜甫間州行踪及創作  

≪浣花草堂志≫作者考略  魚杭倫（61）  

察錦芳（69）  

王 飛（75）   

杜修可考  

由鄭豊隷書説蒙隷伝統一兼析杜甫“痩硬通神”之論  

1998年第1期（総第55期）1998年3月15日刊  

※本号よ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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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甫的拗体七律  金啓華（1）  

丁啓陣（7）  

斎大受（24）  

胡可先（30）  

陳冠明（41）  

張浩遜（49）  

都連泉（55）  

論杜甫詩的悲劇主題  

試論杜甫秦州昧物詩的個性化特色  

論宋末的杜詩学  

房棺行年考 ‥‥  

蘇拭和杜甫  

漫説杜詩対魯迅旧体詩作的影響  

杜甫≪解悶》絶句一社甫自述創作経験的一首詩  

不忘蒼生憂、更激壮士懐  

葉穆堂〔薬玉華〕（60）  

ー簡論杜甫在鳳翔任左拾遺時的送別詩  張智華（64）  

杜詩“粛粛”解読  
劉明華・夏秋権（67）  

漂泊与自由一杜詩中“鴎”的意象  

朝鮮本≪杜詩沢風堂批解≫評介  

蘭香梅（71）  

〔韓国〕閏庚三（78）  

1998年第2期（総第56期）1998年6月15日刊  

杜詩地名使用的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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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徳富  

李一飛  

陳塩欄  

杜詩“詩史”説略評  

杜詩“沈鬱頓挫”風格探微  

儒家理想与杜甫悲劇意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呉賢哲（16）  

李寅生（22）  

許永埠（29）  

莫砺鋒（37）  

陳冠明（48）  

楊勝寛（60）  

杜詩雨詩寓意管窺  

杜詩新話一別  

重論杜甫草子大暦五年冬一与博光先生商権  

房棺行年考（続）  

張戒論詩：尚意与崇杜  

琴参与杜甫  〔日〕鈴木修次著・秦伏男編訳（68）  

杜甫与桃花雑議  張天健（70）  

江忠俊（72）  

張志烈（74）  

貢 蘭（78）  

《花底≫管窺  

懐念蓑斐先生  

杜甫草堂館蔵精品評介  

1998年第3期（総第57期）1998年9月15日刊  

唐詩対宋詞影響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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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雲  

杜甫昧諸葛武侯詩探微・  

杜甫議降公主借回絶申説  

〔台湾〕呉儀鳳  

曾亜蘭・趨 季  

天狗与鳳風  王 飛  

沙先一  試論宋薫対杜甫襲州詩的評価  

論《前出塞九首》主題的復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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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思帰客、乾坤一腐儒一論杜甫晩年的郷関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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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甫与林則徐的愛国詩作及比較研究 ‥…‥‥・  

“騒巻長揮宇宙間”－論杜甫対希紺驚的影響之一  

楊 麗（50）  

劉友竹（58）  

韓威武（62）  

許世栄（67）  

毛 慶（69）  

錘樹梁（71）  

杜甫韓《喜雨≫新論  

杜詩≪黄草≫系年考  

学杜小識：一種特殊的“互文”－“不聞夏段衰、中自誅褒娘”再解  

清弓無窮、激揚靡止一杜詩研究中的一点管見・‥  

杜甫与西域文化研討会墜四川杜甫学会第十届年会学術総述  年会学術組（75）  

1998年第4期（総第58期）1998年12月15日刊  

杜甫詩文中的音楽世界  ）
）
）
）
）
）
）
）
）
）
）
）
）
）
 
 

1
 
8
 
2
0
 
2
6
 
2
9
 
3
4
 
3
8
 
4
8
 
5
2
 
5
7
 
6
1
 
6
4
 
7
4
 
8
0
 
 

（
 
 
（
 
 
（
 
 
（
 
 
（
 
 
（
 
 
（
 
 
（
 
 
（
 
 
（
 
 
（
 
 
（
 
 
（
 
 
（
 
 

烈
寛
芸
 
亜
 
 

志
勝
 
 
徳
 
 

張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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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文学事業与文学理想  
漫譲“老杜”  

杜詩関干漠胡戦争轟測  

杜甫山水詩略論 ……・  

毛沢東為什ム不善杜詩  
平
耀
先
 
 

笑
中
可
 
劉
李
胡
 
 

論≪李白与杜甫》的歴史与政治内滴  

杜田考論・  

“黄四娘”考  

平
陣
浩
賢
蓉
 
 

巧
啓
 
 
明
時
 
 

亮
丁
李
呉
沈
 
 

釈“城南寺杜、去天尺五”－従杜甫≪贈章七賛謄≫談起  

杜甫≪贈花卿》浅解  

≪詞話叢編》中有閑杜甫資料輯証  

≪杜詩評紗》読後記  魚杭倫  

余 庫  杜甫塑像創作随想  

1999年第1期（総第59期）1999年3月15日刊  
論杜詩“工手出相半”  馬徳富（1）  

周興陸（8）  

童 強（14）  

蒋先偉（20）  

紀永貴（27）  

張智華（34）  

黄鎮林（39）  

許建華（42）  

“詩史”之誉和“以史証詩”  

論杜甫秦州詩的特点 …・  

試論杜甫登覧詩  

悲歌同調不同声一論杜甫与曹雪芹  

従《古今絶句≫看杜甫与王安石絶句之比較一兼論比較詩学的一些問題  

善隣時事、同声相応一従文天祥《集杜詩≫看杜詩対後世的影響  

杜甫李商隠昧史詩之比較  

杜詩中“胡”的多重内滴一兼論杜甫的民族意識  … 劉明華（49）  

… 白俊杢（54）  杜甫喩・襲州詩之“烏蛮”考論 …・  

暮雲愁色渦中原一社甫的洛陽情結  蒔瑞沢・董紅光（60）  

杜甫与清江 ‥…‥…  

襲斐与他的杜甫研究  

趨長松（65）  

張息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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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懐憂国憂民情一杜甫草堂館蔵徐悲鴻杜甫桑川詩意画浅議 …………  石塊祥（77）  

1999年第2期（総第60期）1999年6月15日刊  

杜甫与道家及道教関係再探討一兼与錘来歯先生商権 ‥‥‥…・  … 徐希平（1）  

… 劉文剛（9）  

… 段海蓉（13）  

… 韓暁光（18）  

≪登岳陽楼》与≪臨洞庭》‥‥………・・…  

従《秋興人首》所表現的杜甫心態説開去  

杜甫絶句“別間異径”管窺 ‥‥  

従“連章組詩”的視点看銭謙益   

対杜甫≪秋興人首≫的接受与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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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長谷部剛文・李寅生訳  

晴代詩歌評点的熟点之一：杜詩  孫琴安  

説仇兆贅以楚辞注杜詩  曾亜蘭・趨 季  

銭鍾書与杜甫  … 錘来菌  

関干《秋興≫八首英訳等値的思考  

韓国学者李陣光《芝峰類説≫中解杜諸条挙偶析評 …………‥  

朝鮮李植≪杜詩批解≫的産生背景 ‥…・……・…‥………‥‥‥‥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杜甫研究概況   

（附表一：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出版之杜甫研究著作目録）   

（附表二：一九四九年以後在香港発表之杜甫研究論文目録）   

（附表三：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各  

大学有閑杜甫研究之博士・碩士・学士論文）  陳少芳（66）  

1999年第3期（総第61期）1999年9月15日刊  
百年歌苦、知音代殊一論重新評価杜甫 …‥…・・…・………・…・  

… 丁啓陣（1）  

… 劉換陽（7）  

… 李禅林（14）  

… 何劉新（24）  

… 劉 進（27）  

表情、達意、伝神一論杜甫近体詩中虚字的運用  

論杜甫的書法美学思想  

明妃思郷涙、詩聖憂国情一社詩≪詠懐古逆・明妃村》再解析  

杜詩中的鷹・馬意象・  

陳善論杜：重韻与重格  楊勝寛（33）  

“放翁前身少陵老”嶋一論陸源学杜  呉中勝・鍾峰華（42）  

毛沢東対杜甫詩井未妄加抑揚  … 呉直雄（51）  

… 黄玉順（60）  杜詩五首弁疑  

杜甫与花卿一杜甫《贈花卿≫《戯作花卿歌》解釈商喝  

〔日〕戸崎智彦著・陸建林訳・莫道才審校（66）  

談謝無量先生的書法芸術及成都杜甫草堂館蔵謝書珍品  王 飛（76）  

1999年第4期（総第62期）1999年12月15日刊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図≫等三詩受主探実  張志烈（1）  

胡可先（10）   唐代杜詩伝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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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仇兆贅以詩経注杜詩  曾亜蘭・題 季（22）  

簡論≪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幾個問題   

一附関干《銭注杜詩≫和呉若本  〔日〕長谷部剛文・李寅生訳（31）  

……………………‥  岳 珍（39）  

……………………‥  沈時蓉（40）  

……………………‥  
喬長阜（46）  

“呉若本”≪杜工部集》刻工考  

曹学位《局中広記》中有閑杜甫詩評論考述  

杜甫《江亭》等写作時間新探 ……‥‥……  

杜甫与孟浩然  

杜甫与白帝城  

劉文剛（50）  

蒋先倖（53）  

王麗群（58）  

陳 阜（62）  

郡達泉（66）  

陶瑞芝（69）  

子細徴処見真情一従杜甫成都生活詩看其性格与其創作的関係  

説杜甫《望岳》詩“会当”両旬的意薩  

且説戴望静《雨巷≫与杜甫《丁香》的淵源  

開国元勲喜杜臆説  

不容忽視的歴史真実一談撞相田先生≪飢餓的詩人≫一文中的失誤 … 文 情（72）  

杜甫与嚢陽学術研討会墜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三次年会  葛景春（74）  

2000年第1期（総第63期）2000年3月刊  

※本号より、「中国社科核心期刊」となる。発行日は記されない。  

杜詩虚実結合的表現芸術 ………‥‥…・…・………‥……・・…‥‥‥…‥‥・  

長使英雄涙滴襟一論杜甫対諸葛亮的賛頒 ………‥‥・……‥…‥…・…‥   

馬徳富（1）  

莫砺鋒（7）  

驚心動塊之英一論杜甫詩的反諷芸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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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啓陣  

李宇林  

陳桂華  

張京霞  

韓暁光  

周汝昌  

試論杜甫秦州代箋詩的芸術特徴 …  

情義交戦下的征人故事一兼論杜甫≪前出塞≫九首的叙事特点  

杜甫“三別”的審美特徴 ……・  

杜甫律詩尾聯的語式特徴浅析  

文宋風流今尚存一説杜甫≪丹青引贈曹将軍覇≫（外一篇）  

感時思君不相見一説敦誠≪寄懐曹雪芹≫…………………………… 〔筆者不詳〕  

杜文札記一別一杜甫《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画太乙天尊図文≫試解・…‥ 徐希平  

《箋注杜詩》中的詩史互証与時代学術精神  都潤華  

風俗画巻与時代精神一社甫節令詩論析（上）………………‥  遭容才・張忠綱  

杜詩与其所反映的唐代習俗再探  

従杜甫《負薪行≫談古代襲州的民風習俗  

化深奥為浅顕、溶古今干一塩一説≪杜詩全集≫（今注本）  

2000年第2期（総第64期）2000年6月刊  

杜甫厳武幕中詩作解読挙要一兼論杜甫這一時期之生存状態及其価値取向 …  陳昌渠（1）  

房日晰（11）  

周輿陸（17）  

呉新生（22）   

略論杜詩承前啓後的男一側面  

試論杜詩的正典化 ‥…  

杜甫対儒家文化的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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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禅思之軌逃 ‥  … 慮燕平（32）  

… 韓威武（40）  

… 知友林（46）  

論杜甫的衆生平等意識  

遠帖争補佐、千岩自崩奔一試論杜甫在景物詩発展中的地位  

知人論世、披文人情一杜甫≪登楼≫詩新探  韓大偉（53）  

胡継竣（58）  少陵“月夜”詩的視覚意象与文化意象及其詩意的聞釈  

暮年詩賦動江関一杜甫斐川以来詩創作技巧浅析  … 周田青（62）  

古事今情：杜詩与庚賦的内在聯系  林継中（69）  

情聖的嵯嘆与稜契之志一杜甫節令詩論析（下）  趨容才・張忠綱（76）  

2000年第3期（総第65期）2000年9月刊  

杜甫研究第十一届年会賀詞  … 錘樹梁（1）  

… 張志烈（2）  

… 葛景春（5）  

… 祁和曙（15）  

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一届年会開幕詞  

李杜之変、是唐詩主潮之大変  

杜詩的人本境界（上）一一場歴時人十年而尚未完結的争論  

杜甫精神特質与現代意識的内在契合一新世紀杜甫研究断想… 徐希平・孫卓虹（28）  

建国以来、対杜甫研究的回顧・反思与展望 …‥…‥…‥‥…‥‥・  

唐代詩人“以漠喩唐”的表現手法及政治内滴一以杜甫詩歌為中心  

… 投海蓉（37）  

… 劉明華（41）  

… 楊勝寛（47）  

… 沈文凡（57）  

唐宋人所体認的杜甫精神  

試論杜甫詩歌的現実主義特色及其新聞伝播性  

杜甫律詩詞類活用及其表達功能  韓暁光（62）  

席 紅（68）  

李寅生（75）  

試論杜甫絶句的創新及価値  

略談杜甫詩在日本的流伝及日本学者杜詩研究主要方法  

杜甫研究第十一届年会学術論文総述 ……………‥ 年会学術組（呉明賢執筆）（81）  

2000年第4期（総第66期）2000年12月刊  

杜甫在二十一世紀一従王安石黄庭堅題杜甫画像詩説起・  …・張志烈（1）  

…・莫砺鋒（11）  論杜甫的文化意義  

論“天宝之風尚党”与杜甫在天宝期間的謹言  陳新埠（19）  

李景焉（27）  

劉文剛（34）  

屈守元（40）  

黄鎮林（41）  

許世栄（45）  

従儒家文学観的発展看杜詩的成就  

論杜甫的賦一兼及杜甫賦与詩的比較  

文天祥与杜甫  

語不驚人死不休一略論黄庭堅学杜  

放翁末必学杜  

詩歌若杜甫一論文天祥学杜  呉中勝・李三梅（50）  

《容斎詩話≫談杜詩命意与技巧  劉板姫（55）  

管遺瑞（59）  評≪詩源弁体≫対杜詩的研究  

慮世確《読杜私言≫発微  沈時蓉・庚光蓉（65）  

………・ 
詩文輿（73）   東屯・壊西及其他一読≪杜甫襲州詩現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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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1期（総第67期）2001年3月刊  

一創刊20周年紀合一  

感激与希望一写在《杜甫研究学刊》創刊20周年之際 ‥……‥…・……・  

学術期刊在文化建設中的意義－《杜甫研究学刊≫創刊20周年感言 …  

張志烈（1）  

劉明華（3）  

廓健行（7）  

楊勝寛（8）  

呉明賢（11）  

房日晰（18）  

劉衛林（23）  

沙先一（32）  

倉杭倫（39）  

感謝・預期  

裏挟的力量一我与《杜甫研究学刊》十年  

論杜甫詩歌的憂患意識  

杜甫絶句略論  

杜甫与禅学  

試論杜甫的斐川回憶詩  

晴代与杜甫有閑律賦十人首論列  

王夫之評杜甫論  部国平・葉佳声（55）  

………・ 馬東穏（62）  論北宋慶暦詩人対杜詩的発現与継承  

詩史与詞史一浅談杜詩対陳維嵩詞的影響  梁蟹江（74）  

略論《歳寒堂詩話》対杜甫与白居易詩歌的比較評論… 〔日〕  

新時期杜甫研究述略 ‥………………‥・‥‥……‥‥…‥・‥  

興膳宏文・李寅生訳（78）  

・… 張息綱・遭容才（87）  

2001年第2期（総第68期）2001年6月刊  

真与美的範式一社詩芸術精神及対新詩的啓示 ………‥‥  馬徳富（1）  

牟瑞平（6）  

張天健（15）  

李祥林（19）  

張浩遜（25）  

李小形（27）  

胡可先（35）  

降水雲（45）  

朱学東（54）  

廓健行（59）  

韓成武（66）  

劉友竹（71）  

管遺瑞（72）  

杜甫秋意詩簡論  

杜甫前後出塞詩漫議  

従人類学視角再識杜甫襲州詩中“土風”  

杜詩“鴫”意象補説  

杜甫昭君詩在唐代詩壇的地位和影響  

杜甫叔父杜井墓誌銘箋証  

清代詞学与杜甫的詩歌思想  

主夫之≪妾斎詩話≫対杜詩的批評  

杜甫・高速・李白梁宋之遊疑手間元二十五・六年説  

杜詩三首編年考論  

杜詩中“白馬江”小考  

也説“駆鶏上樹木”  

論“併置結構”在社詩研究中的応用一関干《再議杜甫  

：文学巨匠和文化巨人≫一書的唐詩研究方法  王 剣（75）  

孫 微（81）  後出転新、独樹一職一評韓成武≪詩聖：憂患世界中杜甫≫  

2001年第3期（総第69期）2001年9月刊  

鳩 乾（1）  

劉朝謙（8）   

儒臣与文儒：杜詩中的儒学観与唐代社会文化  

杜甫・蘇拭絵画美学的分岐－“骨”与“肉”的価値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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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立新（16）  

劉新生（23）  

陳淑彬（34）  

集大成与開風気一試論杜甫的詩 学思想  

杜甫対後世的啓辿和影響  
杜甫詩学造詣与“才気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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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和杜甫  張浩遜  

張迎勝  鴻至先生的杜甫研究  

光輝的槽模一緬懐陳胎鰍先生的杜詩研究  …・ 張志烈  

…・朱明倫  杜詩“当軒下馬入錦菌”解  

杜甫《大雲寺賛公房》“聴聴”一詞校釈  

“公孫述屯田”和“行官張望”考論 …‥‥  

察錦芳  

王 燦  

菅洪泉  

陳冠明  

郭大仁  

“青春”不是酒名  

杜審言年譜  

杜甫草堂博物館館蔵古籍探索  

一 夫（92）  

張国滅（93）  

海 源（95）  

何 凱（100）  

古 野（102）  

成都杜甫草堂出土唐代文物  

陸備少和他的≪杜甫詩意画》  

草堂的境界  

浣花渓畔是我家  

杜甫陵園修建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1年第4期（総第70期）2001年12月刊  
従秦州詩看杜甫的人才意識 ‥……‥‥……・‥………‥…‥  李宇林（1）  

賀 厳（8）  

沈栄森（12）  

黄昌林（16）  

陳子建（19）  

遅乃鵬（24）  

従杜甫的家教看其教育思想  

従“三吏三別”看杜甫忠君観念  

杜甫叙事詩与伝統叙事的時間問題 …  

杜甫≪同谷七歌≫的拝情特色  

読杜甫《戯作俳語体遣悶二首≫雑記  

房 鋭・王紅霞（30）  

………・ ヂ 鏑（35）  

≪九成宮》与《登鳳風山尋故宮道連》試探 …‥…‥‥・…  

従“所向無空閥”到“作意莫先鳴”一杜甫≪江頭五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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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杜詩接受史考察貴生的《杜詩説》  

宋鶴齢《輯注杜工部集》略論・…・  

周興隆  

那潤華  

孝子忠臣看異代、杜陵詩史汗青垂一試析《銭注杜詩》中銭氏隠衷之抒発 … 碁  

巴中乾元二年杜甫書厳武摩崖題詞弁偽 …………………………………  陶喩之（67）  

王力平（74）  

蒋先偉（78）  

辛玉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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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疏救房棺墨制放帰郎州考（上）－兼論唐代的利敵与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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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2期（総第76期）2003年6月刊  

杜甫与安史之乱  ）
）
）
）
）
）
）
）
）
）
）
）
 
 

2
 
 

1
 
1
 
2
1
 
2
8
 
3
4
 
3
9
 
4
4
 
5
2
 
5
9
 
6
4
 
6
9
 
7
4
 
 

（
 
 
（
 
 
（
 
 
（
 
 
（
 
 
（
 
 
（
 
 
（
 
 
（
 
 
（
 
 
（
 
 
（
 
 

可
小
徳
暁
徳
昌
済
 
 

胡
郭
許
抵
王
文
李
 
 

杜甫疏救房棺墨制放帰郎州考（下）一兼論唐代的利敵与塁制  

論杜詩中的“狂顧”・“狂走”和“狂歌”・………  

略論杜詩的非写実意象一以“竜”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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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慾康  

老杜詩与白石詞  

王菟和杜甫  

浅論杜甫対蒲松齢詩歌創作的影響  

〔訂正〕   

前号掲載の日次に誤植があった。ここにお詫びして訂正する。   

6頁下から2行目 （誤）曹稟荘→（正）曾鳶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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