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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作 者 期 刊 刊 号 

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 潘 洵 《光明日报》 2005年8月23日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损失及其遗留问题 潘 洵 

彭兴华 

（日）《战争责任研究》 2005年冬季号（总第50

号） 

中国西部科学院创建的缘起与经过 潘 洵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年第1期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潘 洵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

心的形成 

潘 洵 

彭星霖 

《西南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 

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 潘 洵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 

论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特点、价值及开发思路 潘 洵 《重庆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 潘 洵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5期 

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潘 洵 《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2004年8月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及其影响 潘 洵 

李桂芳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人民出版社 

2006年7月 

论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潘 洵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论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特点、价值及开发思路 潘 洵 《重庆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 潘 洵 《西南大学学报》 2010年第5期 

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 潘 洵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09月07日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 潘 洵 

杨光彦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8月 

论重庆大轰炸 潘 洵 

杨光彦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6期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 潘 洵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5期 

滇越铁路与云南矿业开发（1910-1940) 谭 刚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年第1期 

个旧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1949） 谭 刚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1期 

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的兴衰（1932-1945） 谭 刚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年第1期 

抗战时期人口迁移及对西部开发影响的全景展示——评张根福著《抗战时期的人口

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 

谭 刚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4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立法与交通管理 谭 刚 《抗日战争研究》 2007年第3期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谭 刚 《西南大学学报》 2007年第5期 

抗战时期大后方内河航运建设 谭 刚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2期 

抗战时期西部公路建设 谭 刚 《历史档案》 2007年第1期 

驼峰航线与美国对华援助 谭 刚 《长白学刊》 2007年第2期 

清末民初川江轮船运输业的兴起与济楚川盐运输近代化 谭 刚 《盐业史研究》 2006年第2期 

抗战时期西部航空运输业建设 谭 刚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年第5期 



 

  

1927-1937年知识分子的“移民开发西北”观 谭 刚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2005年 

文化遗址与都市文化建设：以重庆抗战遗址保护为中心 王本朝 《文化中国》 2009年第4期 

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形成—以战时北碚的文化生态为考察中心 王本朝 《红岩》 2006年第1期 

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战国策派” 王本朝 《河北学刊》 2004年2期 

重庆作为区域空间的文学史建构 王本朝 《红岩·文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 王本朝 《文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中国现代文论的重估与民族话语重建 王本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年第1期 

“主义”话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王本朝 《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2010年 

日本经验与中国文学的激进主义 王本朝 《晋阳学刊》 2010年第3期 

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 王本朝 《贵州社会科学》 2009年第12期 

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王本朝 《江汉论坛》 2008年第5期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 王本朝 《福建论坛》 2006年第6期 

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 王本朝 《民族文学研究》 2006年第4期 

文学审查与中国现代文学 王本朝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05年第2辑 

从思想启蒙到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及可能 王本朝 《文艺争鸣》 2002年5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 王本朝 《文学评论》 2004年2期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上帝意象 王本朝 《文学评论》 2006年第6期 

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 王本朝 《贵州社会科学》 2004年1期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王本朝 《区域文化与文学》 2003年5月 

驳杂的现代：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批评话语体系 王本朝 《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 2008年 

陪都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 李永东 《中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4期 

重庆地域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视野建构 李永东 《红岩》 2009年第4期 

重庆文化视野建构的困境与出路 李永东 《首届川渝文化合作论坛论文集》 2007年 

国民参政会性质研究述评 陈一容 

张国镛 

《抗日战争研究》 2009年第2期 

国民参政会性质新论 张国镛 

陈一容 

《学术前沿》 2007年第1期 

抗战时期中共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述论 江茂森 

张国镛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 

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 张成明 

张国镛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1期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内联外引述论 张国镛 

张成明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从起点处正名 张武军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 

文本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辨析 张武军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7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 张武军 《求索》 2009第1期 

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张武军 《西南大学学报》 2009第2期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巴学与蜀学 张武军 《红岩》 2008第3期 

张恨水小说创作与重庆 张武军 《红岩》 2009第1期 

中国抗战文学概念之辨析 张武军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第5期 

不断被衍化的“国防文学” 张武军 《江汉论坛》 2010第2期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复杂纠缠——《对马》在中国 张武军 《湘潭大学学报》 2009第5期 

新史料的发掘与抗战文学史观之变革 张武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年第2期 

论抗战时期四川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 刘志英 《档案史料与研究》 1999年第2期 

林继庸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 刘志英 《档案史料与研究》 2000年第1期 

关于抗战时期建立后方证券市场之论争 刘志英 《西南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近代证券市场与西部发展的关联：以重庆为例 刘志英 《重庆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 

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 刘志英 《西南大学学报》 2010年第3期 

重庆银行公会与《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刘志英 吴景平、李克渊主编《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

金融法制建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3月版 

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其特点 张朝晖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 鲁克亮 《西南大学学报》 2009年第1期 

抗战大后方省营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鲁克亮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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