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东北地区民问音乐活动之管窥

淑代妖言罪对当时官灰政治生活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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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要闻

1省档案学会承办《辽海讲±动暨“辽宁省档案高等教育奖学金颁发仪式”一

4大连市委书记唐军观看大连开埠建市档案展览一一一一王 飞

5要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提供优质服务一一一一
■名人档案

6马克思主义者罗荣桓对党的建设贡献略考

省学会

刘 星

经科处

一一一一一⋯田小转
7一代武术大师蔡桂勤对华拳的传播摭谈一一一一⋯⋯一
9梁实秋先生对西方文学翻译的杰出贡献

刘建强

一⋯一一一一一王卓文
1 O秋收起义对毛泽东革命理论建立的考证一一一一一⋯一一乌 兰

1 2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路人孟宪承的学术贡献探微一胥英明 金淑娟 张 引

1 3傅兰雅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贡献 一一一一一一一刘汝举
15茅盾的苏联文学翻译实践之路⋯⋯⋯一一一一
16孔祥熙与近代中国体育事业

18华罗庚的数学才华与奉献

王改侠

张典英

马进军

付成君

一⋯一一一一⋯⋯一毕郑南
19革命洪流中舞蹈家吴晓邦的传奇人生⋯一一
21(‘红色法学家”——陈瑾昆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22邓中夏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贡献探究
一一一一范

————————————————————————————————————————．￡

24毕生致力于汉乌关系的女外交家冯燎外交史话一⋯一一一一
■档案春秋

25徐世昌奉旨考察东三省

柳

烨

高亮

王效为

一⋯⋯一一李泽昊
27民国教会大学医学教育的特征及其影响 一高晚欣
29熊希龄改革东三省盐务的筹划与努力一一一一一⋯一一
30民国JI I政统一初期成都警政的整顿⋯一一一⋯一一

王聪

胡门祥

曹发军

32清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因俗治边政策研究一一⋯⋯⋯一贾
33从抗战时期文艺刊物发刊词看文学观念嬗变⋯一⋯一一一
35马克思主义在咸林中学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一一一一一卢粉艳
36近代国货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38马约翰的体育思想与实践述评⋯⋯一一一一一 邢双涛

39试论薛福成使西日记中的议会⋯一一⋯⋯⋯一一一⋯
41试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初期能源工业建设的探索一⋯一一赵秀花
42论陕甘宁边区立法中的平等原则

原

高秀川

赵雪红

王敏

吉灿忠

余冬林

王 强

朱巧红

44严字当头、重赏重罚的办学风格一⋯一一一一⋯一一黎明珠
■档案文化

45闻一多英美诗歌翻译的艺术成就一⋯一一～一一一一
47例谈“国教之母”高梓的体育情怀

敦建勇

郭利利

48多才多艺却隐逸不仕的戴逵的雕塑艺术造诣一一一一一一一李
50 20世纪30年代沈鸿烈与青岛体育发展考略⋯一一一刘 超

51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情况及其启示⋯一一一一鲁团花
53弘一法师音乐思想管窥

唾

周兴波

陈进封

一一⋯⋯一一一一一左明阳
54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文化探析一⋯一一一一⋯一一
56管窥董守义的竞技运动体育思想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7教育津梁——教育家杨永清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一一一高 晶

59外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的翻译活动与见解一一一⋯一一一
60吴景荣与新中国外交英语教育事业

62留学生与民国江西陶瓷教育的近代化⋯一一一一⋯一一
63吴昌硕的花鸟画成就考证一一一一一⋯一一

罗国辉

张志成

王 亮

呼媛媛

马腾

杨吉安

张燕丽

65南宋临安体育社团对当地体育运动的影响⋯一一一一⋯一何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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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城市风光一瞥

锦州是辽宁省省辖市，是辽宁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中

心，是环渤海经济区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辽宁省西部区域性

中心城市、辽宁沿海第二大城市、辽宁省区域物流中心城市，已

被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国家战略。锦州拥有国家级锦州开发

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锦州)示范基地(东北地区首家、全

国第七家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示范基地)，是中国投资环境

百佳城市、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新锐金融生态城市、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城市。

一档案揭秘 1 13东莞塘尾明清古村历史文化考一一姜 磊 程建军

66楚国中兴第一功臣樊姬兴国事迹考述～一一白艳芳 114清代东北地区民间音乐活动之管窥一⋯一张晓
68到1应鳌教育历程探析一一一一一一 刘 玮

69“文革”后期辽宁省全面整顿情况始末⋯一⋯刘玲灵
71弃医从文的郭沫若在翻译领域的成就-__一⋯杨玉明
72“五德终始”邹衍的音乐观考证

74考证陆游打虎轶事及南宋时期的围猎活动一
75鲁班的高超工匠艺术之历史探源

77管窥宋太祖赵匡胤惩贪治吏

孙晓丹

许小刚

一一一一雍建华
一一一一一郭艳婷

78探究明代古琴家徐上瀛的音乐思想一⋯一
80霍殿阁的武学修为后世的影响窥探⋯⋯⋯一
81清代江南游船活动及旅游消费一一⋯一
83清乾隆帝的秘密建储与训政一一一
■档案溯源

84论孙雄的犯罪救治及预防思想

孔晓丹

杜炳炜

刘小兰

汤玉梅

86乾隆年间广州对外贸易吏治混乱现象探源一一甄 贞等三人

87我国古代秋千运动研究～一⋯～⋯一一苗
89清代武举述略

丹

许若青林友标

90长春伪满皇宫的历史价值和结构特征⋯王春晖徐 颖

92客家传统医药卫生习俗述略一李晓文魏志龙胡海波
93开封铁塔精美布局所表现的宋代建筑艺术价值一严先琴
95“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结构艺⋯～于冬波 董舫

96岭南皇家园林植物配置风格的历史源流初探一一一梁明捷
98宋代“剩男、剩女”考 一一一⋯一一一石立干
99论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建立一一_--一
101明代巡视制度及其历史启示

102明代法律中的特权制度研究⋯一～一一
104汉代妖言罪对当时官吏政治生活的影响一于朝晖

■档案博览

王欣

王云

张耀华

辛炯

105汉代灯具的人文关怀～一一～窦金花 王亦敏

107凉州胡人乐伎对唐代胡乐的贡献一～一一一康康
108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花灯舞蹈考一___一一一李红青
1 10通国速成武备学堂留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社会一梁丽辉 赵 远

111布依族教授莫与俦及其教学方法一一⋯一彭燕凌

116董万功与辽西抗战⋯一一⋯一⋯一陈智平
117清代蒙学教育教材及其特点研究⋯一一一张贵明
119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王蓓
120清代宫廷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发微一一一曹世文
122服食养生思想与唐代养生体育活动一⋯一黄建飞
■兰台纵横

123傅兰雅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贡献～一一一一邬 鹏

125宋教仁民族自强与外交策略论～一⋯一一慕向斌
126新中国建国初期大学生就业政策分析一一一宋天华
128宋子文套购港汇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易 娜

129林语堂英语教育思想探析一一～⋯一一郭瑾瑾
131朴学大师—俞樾的“小说”情怀一一姚春花黄进
132容国团与中国乒乓球运动 一⋯一一一王深波
134抗战时期四川警医关系探析一⋯一一
135论人口与近代河南社会动乱⋯⋯一王 伟

137对鞍钢宪法内容实质的探讨一⋯一金尚女
138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石嘉植一

140彭湃的革命体育活动及其影响

张玲

邵 雍

杨乃坤

王奎群

许英樱

141民国日寸期教会女子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一一一任彦
■兰台史话

143章太炎被软禁北京期间两次绝食的真相⋯⋯一丁 芮

144藏书大宗——傅增湘与档案文献⋯一李海洋 雷振

146西汉丞相张苍养生之道探究⋯⋯一一一徐红梅
147近代民法学家李宜琛与《民法总则》的诞生一一一徐晓静
149张学良个人档案对西安事变的澄清及其价值⋯黄建江
150鲁迅先生对书籍装帧艺术的贡献～一一一张变玲
152“长江大侠”吕紫剑对养生文化的重要影响考略一一乔正霞

153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洋员评介一陈胜邹纪胜杨晓虎

1551935年蒋介石对西南的经营一～一⋯一陈宏明
156陈望道之教育生迹追寻 ⋯～一一一一一一一吴相锋
158名相韩琦的档案事业考究一⋯⋯成小芬石建梅
159中国状元最后一人一刘春霖的风雨人生一⋯李 涛

统筹编辑赵芷仪文字编辑邹宁宁 电子排版邹宁宁 四封设计邹宁宁责任校对孙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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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1月，其前身是辽宁省地

志博物馆筹备处锦州办事处、锦州历史文物陈列馆，设在锦州

老城区古塔脚下的大广济寺古建筑内，即现在的锦州市博物馆

院内。1963年10月，基本陈列完成并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

被迫闭馆．“九一i事件”后被撤销。1978年得到恢复，修改陈

列后重新开放。同年10月叶剑英元帅题写了馆名，各项工作

渐人正轨．1985年4月中央批复修建新馆。新馆选址位于市中

心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侧，于1988年10月31日落成

开放。2001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对辽沈战役纪念馆进行全

面的除陈改造T作，2004年11月2日竣工并重新对外开放。

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精神，2008年3月1日起，纪念馆率

先实行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删㈣㈣⋯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