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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胡梅仙，女，湖北省咸宁市赤壁人，文学博士，博士后。2002年考入暨南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同年考入中山大学攻读中国

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6月毕业。2008年8月入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年6月出站。广州大

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文学、鲁迅研究、生态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女性文学

等。

目前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史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7篇，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3篇，《文学研究文摘》摘编2篇。在《诗歌报》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几十篇，曾在全国性诗歌大赛中多次获奖。2015年获国家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研究》，（批准号15FZW059）

教学工作

近几年先后在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承担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应用写作，基础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女

性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等本科生课程教学工作。

科研成果

一、著作

1.诗集《漂泊之旅》，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2.学术专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1898-1937）》（3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二、学术论文

1．《李白诗歌中的悖论法则》，《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2.《论<史记>和<浮士德>的悲剧超越意识》，《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论金代大定、明昌词的田园牧歌情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金代大定、明昌词新质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5.《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承继和创新》，《阴山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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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

7.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8.《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理论界》，2007年第11期。

9．《“道”的“无名”与“无言”》，《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10.《孤独的热爱 毁灭的温柔》，《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11.《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2.《集体无意识原型、个人写作与文学经典的形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距离的矛盾——论梁启超文的过渡时代性质》，《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4.《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矛盾》，《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2期。

15.《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1期。

16.《“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的鲁迅”》（2.5万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河北大学，2008年10月。

17.《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发生论》（2.5万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此文被《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

第4期转载）

18.《沈从文作品风俗人事中的抽象追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9.《鲁迅自由启蒙话语的个人话语性质》，《红岩》（重庆评论），2009年第1期。

20.《葵花之外是故乡》，《黄河文学》，2009年第9期。

21.《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1.6万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

载）

22.《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1.5万字），《文史哲》，201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

当代文学》2010年第11期全文转载，《文学研究文摘》2010年第4期摘编，此文被收录入《文史哲文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同时收录于《左翼文学研

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3.《论沈从文的民族道德重建思想》，《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4.《论沈从文作品的人文精神建构》（1.6万字），《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25.《在祭祀祈雨中产生的爱和美》，《文教资料》，2010年第7期。

26.《浅酌低吟中的平凡叙述》，《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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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让语言回到历史的现场——评邓伟的<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28.《虚妄之名下的孤独行走——浅析鲁迅反虚名之论》，《文艺争鸣》，2011年第17期。

29.《“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2.9万字），《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

30.《自由主义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兴起》（2.5万字），《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化

研究》2012年第10期全文转载）

31.《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兰州学刊》，2012年第7期。

32. 《“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3. 《“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2.3万字），《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2期。（人大报

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13年第10期全文转载）

34.《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反思》，《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5期。

35.《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2.9万字），《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7期。（此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转载）

36.《“吴摩西”的教堂——怎样在平地里升起高楼》，《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37.《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鲁迅（1927-1936）》（1.7万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4年第2期全文转载）

38.《“希望附丽于存在”》，《名作欣赏》，2014年第2期。

39.《“风光朴素，梦境大美”》， 《三峡论坛》，2014年第5期。

40.《自由主义话语与人文精神——关于沈从文》，《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1.《行动者的鲁迅之“欲行动的思想”》，《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2.《网络文化：狂欢中创造——评龙其林著作<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3.《“民间写作”的新意义和困境》（3万字）,《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8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6期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2016年第1期全文转载。）

44.《沉稳叙事，人史互证——读吴定宇新著<守望：陈寅恪往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45.《转型中的翻译文学研究——评石晓岩新著<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红岩》（重庆评论），2015年第4期。

46.《<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提纲》，《名作欣赏》，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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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历史如何成为小说——兼论梁振华长篇小说<新青年>》（1.5万字）,《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8.《行动者的鲁迅和鲁迅的行动哲学》，《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17年第1期全

文转载）

49.《行动者的鲁迅与自由之“人生、政治与文学”》（2万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

50.《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从鲁迅居日时的几篇文章谈起》（1.7万字），《学术界》，2017年第2期。

上一条：赵德波

下一条：龚波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Address：No.230,Waihuanxi Road,High Education Mega Center, 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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