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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春 
  

 

職稱/職務 教授、博士生導師 

電    郵 mjc331@163.com 

電    話 -- 

辦 公 室 -- 

郵寄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 

學 O407 室 

 

教研領域  

中外關係史、元史、民族史、人類學 

 

學  歷 

2001 - 2003 中山大學 歷史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 

1998 - 2001 蘭州大學 法學 博士學位 

1987 - 1989 蘭州大學 歷史系 碩士課程學習 

1979 - 1983 西北師範大學 歷史系 學士學位 

  

工作經歷 

1983 – 1985   蘭州市第十六中學任教 

1985 – 1986   蘭州市紀律檢查委員會任職 

1986 – 2001   西北民族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 

2001 – 2003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 

2003 – 2008   暨南大學古籍所從事教學與研究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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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2011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從事教學與研究 

2011 – 今   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原所長、教授 

 

學術成果 

主要學術論文 

1. 《明末清初‘以儒詮經’起因再探討》，《南國學術》2022 年第 2 期。 

2. 《明代漢藏邊區僧官系統新探——以‘西番諸衛’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3. 《元代高麗回回人史事補闕》，《西域研究》2022 年第 4 期。 

4. 《古代中國與西亞關係史學術研究四十年》，《亞非研究》第 17 輯，2022 年。 

5. 《9-13 世紀朝鮮半島大食蕃商行跡鉤沉》，《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6. 《明代居留李氏王朝西域人史事輯述》，《回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 

7. 《法文譯史巨擘耿昇先生西域史譯著的貢獻》，《暨南史學》第二十輯，2020 年。 

8. 《明前期朝鮮貢鷹考》，《煙臺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 

9. 《西元 7-15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中東商旅》，《中國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10. 《文化互動與廣東‘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暨南學報》，2019 年第 6 期。 

11. 《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暨南大學馬建春教授專訪》，《中國國家歷史》第拾三輯，

2018 年。 

12. 《元代馬八兒----亞丁新航線疏證》，《國家航海》第二十一輯，2018 年。 

13. 《元代市舶貿易中貝幣的流入及於雲南地方的通用》，《暨南史學》第十七輯，2018

年 12 月。 

14.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 《社會科學戰線》2016 年第 4 期。    

15. 《重構與整合：河湟族群交融的歷史考察》，《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6 年 2 期。 

16. 《明清時期河湟地緣社會多元組織結構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6 年 2 期。 

17. 《明清時期國家權力於河湟邊地的延伸》，《煙臺大學學報》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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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17 世紀布哈拉人與歐亞內陸貿易網路的構建》，《世界歷史》2016 年第 6 期。 

19. 《元代流行宮廷與民間西域飲品輯述》，《絲路文明》第一輯，2016 年。 

20. 《清末民初天主教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山西潞安教區為中心》，《民族宗教研究》

第 4 輯，2015 年。 

21. 《清末西人筆下的鹹同回民起義》，《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 年第 2 期。 

22. 《宋代大食進奉使辛押陀羅奇人其事——兼談廣州蕃坊方位等問題》，《暨南史學》

第九輯，2014 年。 

23. 《西人筆下明清中國穆斯林的社會特徵與文化風俗》，《回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 

24. 《沙烏地阿拉伯回族僑校史輯》，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4 年第 3 期。 

25. 《元一統與地方多元社會的構建——基於杭州回回社區史料與碑銘的考察》， 《暨

南史學》（第八輯），2013 年。 

26. 《明末北京米氏三園考述》， 《暨南史學》（7），2012 年 1 月。 

27.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與乾隆政治權力之表述》，《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2012   

年第 4 期。 

28. 《唐以來西域刀劍器的引入與製造》，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 

29. 《兩宋時期居留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賈》， 《浙江社會科學》2011 年第 4 期。 

30. 《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 《澳門研究》2010 年第 3 期。 

31. 《西域語文在元明兩朝官方的教習與使用》， 《暨南史學》（6），2010 年 5 月。 

32. 《與西域伊斯蘭地區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33. 《〈土官底薄〉所載明代雲南回回土官釋析》， 《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 

34. 《明嘉靖、萬曆朝嚕嘧銃的傳入、製造及使用》，《回族研究》2007 年第 4 期。 

35. 《十六國時期氐人的遷徙與分佈》，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6 年第 2 期。 

36. 《元代居留江浙行省的西域人》， 《社會科學》（上海）2006 年第 3 期。 

37. 《元代也裏可溫的族屬與分佈》，《黑龍江民族叢刊》2006 年第 3 期。 

38. 《蒙古人與西域紡織技藝的引入》，《新疆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 期。 

39. 《元代答失蠻與回回哈的司》，《宗教學研究》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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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元代傳入的回回數學知識》，《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 年第 1 期。 

41. 《元代回回天文學的傳入及其影響》，《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 3 期。 

42. 《元代東遷西域族類輯述》,《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16），2003 年 9 月。 

43. 《元代東遷中土的康裏人》，《寧夏社會科學》2003 年第 1 期。 

44. 《元代回回教育特徵述論》，《民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 

45. 《欽察、阿速、斡羅斯在元朝的活動》，《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 

46. 《元代西域散曲家輯述》，《西北民族研究》1998 年第 2 期。 

47. 《土木之變與回回人》，《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 

48. 《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 

主要學術著作 

1. 《運河伊斯蘭文化·浙江編》，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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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 

1. 《嶺南文化詞典·宗教板塊》，2020 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特別委託

項目 

2. 《廣東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研究》，2016 年廣東省委宣傳部

委託項目 

3. 《“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東商旅群體研究》，2016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4. 《中外關係視野下的嶺南宗教文化研究》，2014 年廣東省普通高校省級重大科研

資助項目 

5. 《僑居中東的中國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社會現狀研究》，2011-2013 年度中華全國歸

國華僑聯合會資助項目 

6. 《多元視閾中的河湟：族羣互動、文化認同與地緣關係》，2011 年國家社科基金

後期資助項目 

7. 《珠三角內地穆斯林族群流動人口研究》，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

項目 

8. 《西北穆斯林華僑華人社會研究》，2009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資

助項目 

9. 《杭州伊斯蘭教史》，2008 年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招標項目 

10. 《牧庵文集校注》，2006 年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資助項目 

11. 《中國西北少數民族通史·西晉十六國卷》，2002-200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

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 

12. 《中國與阿拉伯關係史》，1993 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社會任職 

1.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 

2.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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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 

4. 廣東省民族宗教學會副會長 

5. 廣州回族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 

6. 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國際移民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 

 

學術獎項 

1. 《多元視閾中的河湟：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地緣關係》，獲廣東省第六屆哲學人

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15 年 12 月 

2. 《中國西北少數民族通史·西晉十六國卷》（共 13 卷）獲 2011 甘肅省第十二屆社會

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3. 1999 年獲甘肅省高等院校“跨世紀學科帶頭人”稱號 

4. 系列論文《元明回回曆史文化研究》，獲 1998 年甘肅省高等院校社科成果三等獎 

5. 論文《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獲 1997 年甘肅省第五屆社會科學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