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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施爱东，江西信丰人，1968年生于江西石城，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博士，原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2年进
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故事学、民俗学学术史。 

    个人主页：中国民族文学网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叠加单元：史诗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机制》、《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顾颉
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牛郎织女研究批评》、《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英雄杀嫂——从“萧峰杀
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故事传播实验的报告与分析》等。博士论文《论中国现代民俗
学的学科创立与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中心》、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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