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主页  数字中青  中青新闻网 

 

【字体：大 中 小】

当前位置：首页 >> 师资队伍 >> 教师简介

 

姓名： 魏万磊

职称(职务)： 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

学历： 史学博士

教授课程：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现代中国思想专题、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心理学

专业背景：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法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史学博士学

位。 

 

学术成果（论文、著作）： 

 （一）论文： 

1.《十字架下的冲撞与分裂——洪秀全政治人格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近五十年有关洪秀全的心态史学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3.《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K3《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4期全文

转载。 

4.《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5.《洪秀全久病不医的精神分析》，《长江论坛》2007年第2期。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K3《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7期全文转

载。 

6.《合法性体系的构建与功能分析——以天安门建筑群的空间解读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7.《民族主义之“道”》，《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2月号，总第105期。 

8.《清末历史语境中的卢梭》，《高教学术论坛》2007年第4期。 

9.《不循规蹈矩的诡异思维——评〈历史学家的心理经线〉》，《高教学术论坛》2007年第9期。 

10.《从问题学生到清华博士》，《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7期。 

11.《不仅要米袋，还要有戏台》，《新闻实践》2007年第12期。 

12.《天安门建筑群的权力空间透视》，《清华史苑》第1辑（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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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洪秀全的政治人格看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清华史苑》第2辑（2007年12月）。 

14.《美国“世界史”的命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15.《晚年梁启超》，《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再生>与“再生派”》，《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17.《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2008年第5期。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K4《中国现代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摘要。 

18.《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9.《“三位一体”的拉斯韦尔》，《学术论坛》2009年第12期。 

20.《民国时期的教育青年论——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自由知识界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1.《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2.《多维视角下“调和的民主政治”》，《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3.《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外——“再生派”的文化态度》，《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24.《认同失谐与天京事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Z1期。 

40余篇，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浙江大学主办的“第八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

表会”、南开大学主办的“帝王观念与中国社会”、浙江省委主办的“农民种文化专家研讨会”等会议上做过主题发言，论文入选并合集

出版。 

25.《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与精神分析法》，《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6.《政治心理学中的态度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27.《反苏俄不反计划经济——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8.《20世纪30年代清华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29.《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30.《民主与独裁论战背后的非学理因素》，《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 

31.《寓金蕴玉 博鉴约取——“四子文化”与管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2.《论高校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与管理——基于政治心理学基础上的考评体系建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

期。 

另在学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等网络上发表文章 

（二）著作： 

1. 《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 

2．《向老子学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3.《民族主义：通往现代的五条道路》，译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 

4．《政治心理学》前三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5．《精神病理学与政治》，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即出。 

 

科研项目： 

1．《建国以来河南省农村土地政策演变》，河南省社科联项目，2004年4月结项。 

2.《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学校青年项目。（已结项） 

3．《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学校青年项目。（已结项） 

4．《民国时期的教育与政治思潮研究》，已结项。 

  

  

 

寄语：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

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最新更新日期：201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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