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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促进学科交叉、更好地整合相关学术力量，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社会
科学院于2006年8月成立了学部，下设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和马克思
主义研究学部等五个学部。
文史哲学部涵盖了我院文学、史学、哲学三大学科，其中文学学科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外国文学以及汉语语言学等学科；史学学科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边疆历史地理、中
国考古、世界历史等学科；哲学学科包括哲学与宗教两大学科。
学部成立后积极履行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学术协调等职能，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活跃了院内外
的学术空气。
2007年年中，经文史哲学部主任扩大会议决定，从2008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
集刊》，选收我院相关学科学者发表的优秀论文，以集中展现我院文史哲学科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学
术成果。
集刊每三年编辑一次，选收论文发表时间范围为编辑年份以前的三年。
为了保证《集刊》的质量，成立了本《集刊》编辑委员会，由文史哲学部的学部委员和相关研究所所
长担任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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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年中，经文史哲学部主任扩大会议决定，从2008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
集刊》，选收我院相关科学者发表的优秀论文，以集中展现我院文史哲学科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学术
成果。
集刊每三年编辑一次，选收论文发表时间范围为编辑年份以前的三年。
为了保证《集刊》的质量，成立了本《集刊》编辑委员会，由文史哲学部的学部委员和相关研究所所
长担任编委；确定了严格的编选程序，由研究所推荐，编委会审定篇目。
    在初选论文的取舍过程中，编委们根据本《集刊》所收论文应该有创新见解，理论力度，学术新意
，甚至应具有学术示范意义的标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工作对保证《集刊》应有的水平起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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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中国学术法综论艺术思维是意象思维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成美学与艺术向日
常生活的回归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三国志演义》四郑刊本试论北宋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其文学呈现明
清之际土人的文质论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
确立三十年来文学的回顾与思考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
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台湾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1945
～1949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萨满与口承文化——
萨满文化在口承史诗中的遗存论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叙事界域与传统法则——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
》为例20世纪哲学转向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神的名义与族群意志——南方民族神话对早期社会内部
的规范神话研究的认知视角语言和文学——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评家论现代
主义法国十六世纪文学导言“陌生化”与经典之路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理论热
”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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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
城址东西长5000米、南北宽4500米，由东城和西城组成。
西城平面近长方形，城内中北部有宫城遗址，其平面近长方形，东西500米，南北320米。
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其中分布有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大中型墓葬主要发现于西城东南部与东城西南部，一般墓葬主要在东城以外的东部与西城以外的南部
②。
赵邯郸城是战国时代中晚期赵国都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
大城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4880米，东西约3240米，周长15314米，面积13.8平方公里。
小城即宫城，又称“赵王城”，位于大城西南部，但是大城与小城之间并不相连。
小城由3座城组成，即东城、西城和北城，平面为“品”字形，面积5平方公里。
其中西城最重要，平面方形，周长5680米。
城内中部偏南有主体建筑——“龙台”，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这是战国时代规模最大的夯土
建筑基址。
“龙台”以北还有南北排列的5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西城与东城东西并列，东城南北最长为1442米，东西最宽为926米，南北排列的两个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成为东城的主体建筑遗址，东城与西城之间的隔墙中部辟有一门。
北城南北长1520米，东西最宽为1410米，其南城墙为东城北城墙和西城北城墙东段，西城与东城均辟
北门与北城相通。
北城西南部的大型夯土台基是赵王城中仅次于“龙台”的高台建筑基址。
王陵区位于赵都邯郸城西北15公里③。
魏安邑城是魏国前期都城遗址，位于山西夏县，俗称“禹王城”。
安邑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小城位于大城中央，汉代在大城西南部修建了一城。
大城北墙长2100米，南墙长3565米，东墙残长1530米，西墙长4980米，城墙之外有城壕。
小城位于大城中央，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各长495、930、990、855米，小城即安邑城的宫城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集刊>>

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集刊2008(共4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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