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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外關係史、晚清思想文化

史、基督宗教史 

 

學  歷 

2004 - 2008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 博士學位 

1997 - 2000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碩士學位 

1982 - 1986 華中師範大學 英語語言文學 學士學位 

  

工作經歷 

2021.09 – 今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2.03 – 今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1990.03 – 2002.02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86.06 – 1990.02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學術交流 

2023.12           日本福岡女子學院大學（Fukuoka Jo Gakuin University） 

2023.06           波蘭揚·德盧戈斯大學（Jan Dlugosz University）歷史研究所 

2019.09 – 10       美國布裡奇沃特州立大學（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亞洲研究 

中心 

2019.07 – 08       德國慕尼克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tät München）歷史系 

2018.09 – 10       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東方學研究所 

2018.02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 

2018.01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2017.09 – 10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跨學科研 

究所、揚·德盧戈斯大學（Jan Dlugosz University）外國語言研究所 

2016.12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16.01 – 2016.03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14.09 – 2015.09   美國布裡奇沃特州立大學（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亞洲研究 

中心（國家留學基金委選派） 

2013.06 – 07        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2012.11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跨學科

研究所 

2012.07            中國神學研究院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 

2011.06            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2011.03 – 05        臺灣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2010.06 – 07        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2009.06 – 07        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2004.07 – 08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學術成果 

學術論文 

1. 《容閎家國情懷的意蘊及實踐》，《唐廷樞研究》第 4 輯（2024 年 4 月） 

2. 《〈童幼教育〉與中歐教育會通的最初嘗試》，《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29 輯

（2023 年 12 月） 

3.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澳門學》第 2 輯（2023 年 4 月） 

4. 《孫中山早期現代化思想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3 年第 3 期 

5. 《香港求學與孫中山早期革新救國思想的形成》，《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27 輯

（2022 年 12 月） 

6. 《基督宗教與孫中山早期現代化思想溯源》，《中國基督教研究》第 17 期（2021

年 12 月） 

7. 《“耶穌會風格”教堂與澳門城市空間早期建構》，《世界宗教文化》2021 年第 6 期 

8. 《燕京大學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基督教復興運動》，《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111

期（2021 年） 

9. 《福漢會的創建及其與太平天國的關係》（與李芋敏合作），《歷史文獻與傳統文

化》第 25 輯（2021 年 4 月） 

10. 《容閎赴美留學與東學西傳》，《唐廷樞研究》第 1 輯（2020 年 4 月） 

11. 《巴克禮與臺灣教會教育肇基》（與楊迪合作），《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24 輯

（2020 年 3 月） 

12. 《晚清基督徒知識份子之信仰抉擇與愛國救國思想》，《宗教學研究》2017 年第 4

期 

13. 《劉廷芳與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之肇基與謀新》，《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7 年第 3 期 

14. 《“福音奮興運動”與美國對華傳教事業的興起》，《宗教學研究》2015 年第 4 期 



15. 《郭實獵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與郭文婷合作），《澳門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16. 《民國肇建時期美國傳教士對袁世凱之複雜情感》，《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2

期 

17. 《基督新教傳教士與近代新疆的社會文化發展》，《暨南史學》第 9 輯（2014 年 11 

月） 

18. 《馬禮遜教育會的創立及其主要活動》，《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19 輯（2014

年 11 月） 

19. 《從〈鐸書〉看早期儒者天主教徒之以耶合儒》，《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40

期（2014 年 1 月） 

20. 《傳教士與臺灣形象在美國之早期傳播與建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 10 期 

21. 《陳垣與北京輔仁大學之大學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13 年第 8 期 

22. 《1911 年後美國傳教士對孫中山之態度》，《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3 期 

23. 《基督宗教與孫中山之“自由、平等、博愛”觀》，《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 年第 12 期 

24. 《恒河外方傳教會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動》，《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17 輯（2012

年 12 月） 

25. 《英國傳教士對晚清鴉片貿易的態度與行動》，（芬蘭）《國學與西學》第 2 期

（2012 年 6 月） 

26. 《伯駕鼓動美國佔領中國臺灣考述》，《廣東社會科學》2011 年第 6 期 

27. 《中國基督徒與辛亥首義前的鄂湘革命活動》，《澳門研究》2011 年第 3 期 

28.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與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1

期 

29. 《聖言會甘肅傳教史述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6 期 

30. 《文化匯通與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嘗試——以馬相伯教育哲學理念為中心》，《暨南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6 期 

31. 《伯駕 1856 年對華修約失敗及其原因》，《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4 期 

32. 《〈天津條約〉前美國人關於臺灣的幾種主張》，《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年第 5 期 

33. 《全球地域化：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史的一種詮釋——對章開沅“傳播與植根”觀念的

解讀》，《宗教學研究》2009 年第 1 期 

34. 《馬禮遜與早期中英外交關係考析》，《廣東社會科學》2008 年第 5 期 

35. 《華人掌校與教會大學的“中國化”—— 以陳裕光執治金陵大學為例》，《高等教

育研究》2008 年第 8 期 

36. 《基督新教來華與中國學校英語教學的發端》，《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8 年第 2 期 

37. 《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建築形態的轉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6 期 

38. 《跨文化對話：中國基督宗教史的現代化解讀——以章開沅的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

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7 年第 1 期 

39. 《學術著作翻譯原則芻議》，《學術研究》2006 年第 9 期 

40. 《田中正俊與日本人的“戰爭體驗”》，《讀書》2006 年第 7 期 

41. 《臺灣最早的報刊〈臺灣府城教會報〉考述》，《新聞大學》2005 年第 4 期 

42. 《余光中的翻譯觀》，《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 

43. 《香港西醫書院的創辦及其歷史意義》，《高等教育研究》2005 年第 8 期 

44. 《耶穌會士入華前歐洲人的中國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7 期 

45. 《香港圖書出版業的歷史發展與現代啟示》，《學術研究》2004 年第 9 期 

46. 《李向玉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研究》2004 年第 3 期 

47. 《澳門聖保祿學院與中國西式高等教育的開端》，《高等教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48. 《余光中語文研究初探》，《學術研究》2002 年第 8 期 

學術評論 

1. 《祆教華化與夷教中國華之早期嘗試——評〈中古祆教東傳及其華化研究〉》，《世

界宗教研究》2023 年第 8 期 

2. Review on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Sino-Christian Studies 

(collaboration with Zhang Lei), No. 31 (June 2021) 

3. 《評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漢語基督教

學術論評》第 28 期（2019 年 12 月） 

4. 《評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1724 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漢語基督教學術

論評》第 26 期（2018 年 12 月） 

5. 《評夏伯嘉〈天主教世界的復興運動：1540—1770〉》，《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

第 22 期（2016 年 12 月） 

6. 《挑戰、適應與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章開沅先生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述

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2 期 

7. 《督撫制度與晚清政制變革研究範式的創新——評〈晚清督撫政治——中央與地方

關係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4 期 

8. 《漢族風俗史研究的創新之作》，《中國圖書評論》2005 年第 9 期 

9. 《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的理性重構》，《中國圖書評論》2005 年第 6 期 

10. 《中國教會教育史研究的新突破——〈澳門聖堡祿學院研究〉評介》，《西南民族

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 

11. 《再現中國近現代出版事業的光輝歷程——讀〈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中

國圖書評論》2004 年第 2 期 

12. 《學術體系的全新構建——評〈中國宗教通史〉（修訂本）》，《中國圖書評論》

2003 年第 12 期 

13. 《對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實的全新闡釋——評〈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

增訂版》，《中國圖書評論》2003 年第 7 期 



學術訪談 

1. 《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澳門研究》2016 年

第 2 期 

2. 《價值體系的重建與人類文明的重構——關於“人類文明建構”的對話》，《南國學術》

2014 年第 2 期 

3. 《構建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史的學術地標——湯開建教授訪談錄》，《澳門研究》2014

年第 1 期 

4. 《史學的品格與歷史學家的使命——章開沅教授訪談錄》，《史學月刊》2007 年第

4 期 

 

學術編輯 

1. 《會通與流變：明清以降中國的知識、文化與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2 年。  

 

研究項目 

1. “文明交流互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路徑研究”。來源：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

明典範研究院 2023 年開放性課題；批准號：IGUC23C012；批准日期：2023 年 7 月 

2. “中外現代化比較研究”；來源：暨南大學“寧靜致遠”工程“卓越智庫專案”。批准號：

23JNZK11；批准日期：2023 年 5 月 

3. “傳教士在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的整體作用研究”。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

案；批准號：22BZJ036；批准日期：2022 年 9 月 

4. “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來源：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

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批准號：JNXT2021006；批准日期：2021 年 9 月 

5. “19 世紀前期外僑基督教社團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來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規劃基金專案；批准號：21YJA730001；批准日期：2021 年 8 月 



6. “多元宗教信仰語境下港澳地區國家認同建構與愛國情懷培育研究”。來源：暨南

大學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院；批准號：JDNJL202007；批准號：批准日期：2020 年

6 月 

7. “鴉片戰爭前後嶺南外僑社團組織研究”。來源：《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

究專項課題；批准號：2019GZZ009；批准日期：2019 年 3 月 

8. “基督宗教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來源：2016 年廣東省普通高校省級重大專

案（社會科學類）；批准號：2016WZDXM009；批准日期：2017 年 3 月 

9. “北美粵僑基督教會史研究”。來源：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特別委

託專案；批准號：GD16TW08-10；批准日期：2017 年 1 月 

10. “廣州基督教史研究（1807—1949）”。來源：《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

專項課題；批准號：2014GZZ001；批准日期：2014 年 2 月 

11. “基督教與近代中美關係研究”。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批准號：

12BZJ020；批准日期：2012 年 5 月 

12. “信仰自覺與民族自覺——基督徒與晚清革命研究”。來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規劃基金專案；批准號：12YJA770002；批准日期：2012 年 2 月 

13. “楊廷筠集輯校”。來源：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專案；批准號：0923；

批准日期：2009 年 10 月 

 

學術兼職  

1. 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學術獎項 

1.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與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廣東省 2010 - 2011 年度哲學

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論文類）。 

2. 《晚清基督徒知識份子之信仰抉擇與愛國救國思想》，第九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



優秀成果三等獎（論文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