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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男，文学博士，教授。

2010年6月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同年7月入职兰州大学，2020年11月入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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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思想史与华夏传播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项。科研上曾荣获2020年教育

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之青年成果奖一项。

一、学术兴趣：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比较文学、华夏传播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理论兴趣为符号学、阐释学。侧重于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献史料

中钩沉、抽绎其中包蕴的或先民在文化实践中业已展开的符号学思想与方法，进而从意义的生产、表达机制中探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

化特征与传播思想。

二、社会兼职：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2014)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14)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常务理事(2015)

国际符号学会（IASS）注册会员(2016)

中国新闻史学会符号传播学分会理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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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促进会传播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18)

三、著作编著：

1.《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独著；英文版（Chinese Semiotics in the Pre-Imperial Age）列入全球优秀的语

言学出版品牌德古意特·穆彤（De Gruyter Mouton）的《符号学、传播学、认知学》（Semiotics,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丛书；

2.《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清词》，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独著；

3.《符号学诸领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编；

4.《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简体版），台湾秀威出版社2014年（繁体版），参编；

5.《传播符号学访谈录：新媒体语境下的对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参编；

四、主要论文：

（一）文化符号学研究

1.祝东：《论儒家仁、礼关系：基于符号学的考察》，《孔子研究》，2020（06）；CSSCI

2.Dong Zhu，Wei Ren ：An Inquiry into the Semiotic Thought of Laozi，BRILL：Signs & Media 1 (2020)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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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祝东：《先秦至汉初道统秩序模式论辩的符号学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03）；CSSCI

4.祝东，田小霞：《比德观:自然的文本化及伦理符号学意蕴》，《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20（03）；

5.祝东：《天道秩序与自然神话的符号学分析》，《文化研究》，2018（04），CSSCI

6.祝东：《墨家符号思想及其与儒家思想的比较——基于学术批评史的探讨》，《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8（02）；

7.祝东：《名与实：中国语言符号学的发轫》，《中外文化与文论》，2018（03）；CSSCI

8.祝东：《复礼与正名：孔子思想的一个符号学视角》，《孔子研究》，2018（06）；CSSCI

9.祝东：《道家语言观的理性精神：道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思想的比较》，《符号与传媒》，2018（02）；CSSCI

10.《与时偕行：<周易>之“时”的符号学考察》,《八卦诚谈易-第四届中国.特克斯世界周易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版；

11.祝东：《名与礼：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2018（03）；CSSCI

12.祝东：《从形名学到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03）；

13.祝东：《先秦社会秩序的符号建构——以道家的自然观及其实践为考察对象》，《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01）；CSSCI

14.祝东：《礼与法：两种规约形式的符号学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CSSCI

15.祝东：《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江西社会科学》，2017（08）；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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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祝东：《礼与乐:儒家符号思想的伦理进路》，《贵州社会科学》，2017（08）；CSSCI

17.祝东：《中国符号学传统与社会伦理重建——中国古代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进路》，《山东社会科学》，2017（08）；CSSCI

18.《论<老子>的‘自然’符号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CSSCI

19.祝东：《去符号化：老子的伦理符号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6（08）；CSSCI

20.祝东：《符号学视域下的易学元语言研究》，《符号与传媒》，2016（01）；

21.祝东：《2019年华夏传播符号学的回溯、反思与建构》，《2020年华夏传播学研究年鉴》，九州出版社，2020年8月；

22.祝东：《<道德经>：秩序失衡之际的符号反思》，《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03）；CSSCI

23.祝东：《仪俗、政治与伦理：儒家伦理符号思想的发展及反思》，《符号与传媒》2014（02）；

24.祝东：《身份、政治与符号——孔子及儒家升降沉浮的文化符号学简析》，《丝绸之路》，2012（14）；

25.祝东：《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易学符号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符号与传媒》，2012（03），（《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前沿

理论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全文转载）

（二）文学阐释学研究

1.祝东：《论“点将录”批评形式的民族特色与意义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02）；CSSCI（《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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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期转载）

2.祝东，王小英：《人类符号文化世界的祛魅》，《文化研究》，2015（02）；CSSCI

3.祝东：《文本释义中的意向性问题:以古典诗歌为例》，《兰州大学学报》，2013（02）；CSSCI

4.祝东：《文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符号学向度》，《兰州学刊》，2018（11）；CSSCI

5.王小英，祝东：《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符号学研究进路——以中国先秦典籍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8（03）；CSSCI

6.祝东：《<草堂诗余>清代不传成因新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01）；CSSCI

7.祝东：《论清代论词书札及其词学史意义》，《长江学术》，2018（04）；

8.祝东：《论清代序跋论词的模式及意义》，《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06）；

9.祝东：《从“诗史”到“词史”——论杜甫诗史观对清代词史观的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15（02）；

10.祝东：《炫技、交游与唱和——清词中兴成因新探》，《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5（0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5期

转载）

11.祝东：《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3（06）；

12.祝东：《论“知人论世”阐释方法在清代词学中的运用》，《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3（01）；

13.祝东：《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阴山学刊》，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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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祝东：《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殷都学刊》，2011（04）；

15.《“三言二拍”多用<西江月>词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CSSCI

16.《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常州词派研究文选》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1年版全文转载）

17.《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殷都学刊》，2008（04）；

18.王小英，祝东：《论词词及其诠释方法——以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为中心》，《学术论坛》，2009（09），CSSCI

19.祝东，徐刚：《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

CSSCI

20.祝东：《史传范型的颠覆：晚清小说文体辨析新探》，《巴蜀学刊》，2010（01）；

21.祝东：《吴月娘的女贞观——关于<金瓶梅>的一个伦理符号学透视》，《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01）；

22.祝东：《身份认同与符号自我——庞春梅形象的符号学透视》，《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02）；

23.祝东：《“大华语”的正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2月13日(03版)；

24.祝东：《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向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8日（04版）；

25.祝东：《从汉语哲学到汉语学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3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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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祝东：《由汉语推广实现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18日（04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页全文

转载2016-11-22http://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520276/1520276.htm；《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五、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邮编：510632

联系邮箱：44912494@qq.com

热门点击

l 开启新篇章，迈向新征程——暨南... 

l 扬帆起航，未来可期——新闻与... 

l 世界在你眼前，新传在你身边——... 

l 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研究生培养与... 

l 港澳台侨学生领袖训练营学子再获... 

l 研究生一年级党支部组织学生集体...

推荐阅读

l 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文章：把“... 

l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习近平总书记... 

l 基层减负年，广东这么干 

l 人民日报国纪平：任何挑战都挡不... 

l 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持续深入... 

l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深入推进自我...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人大新闻学院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中国传媒大学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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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益广告网 | 暨南大学 | 传播大数据实验室 | 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培养网 | 暨南大学媒体实验中心 |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 文科楼、第二文科楼

邮编：510632 电话：020-85220207 020-85222189

电子邮件：xinwen373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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