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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教授

學院： 通識教育部

電郵： lzhao@must.edu.mo

電話：

辦公室： A105

郵寄地址： 湖北省武漢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教研領域： 西方哲學、西方宗教與文化、中西比較

學歷 Academic Qualification

哲學博士 武漢大學

工作經驗 Working Experience

1985.2-至今 武漢大學

2007.9-至今 澳門科技大學

學術成果 Academic Achievements

（一）專著和講演錄：

1.《協調與超越——中國思維方式探討》(21.6 萬字，獨著)，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6 月初版；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再版。

2.《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30.2 萬字，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初版；中信出版社 2021 年 6 月再版（更名為《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

3.《文明形態論——文明發生與形態嬗變》(28 萬字，獨著)，臺灣漢忠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4 月。

4.《黑格爾的宗教哲學》(23.4 萬字，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6 月初版；2005 年 5 月再

版。

5.《西方宗教文化》(32 萬字，獨著)，長江文藝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初版；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3 月三版（更名為《天國之門》）。

6.《盧梭的懺悔——虛浮社會下的人生哲學》(17 萬字，獨著)，臺灣漢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 月。

7.《告別洪荒——人類文明的演進》(25 萬字，獨著)，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8 年 8 月初版；武

漢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3 月三版。

8．《浪漫之魂——讓-雅克•盧梭》（19 萬字，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7 月初版；2005

年 5 月再版；中信出版社 2021 年 5 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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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西文化分野的歷史反思》（29 萬字，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10.《趙林談文明衝突與文化演進》(19 萬字，獨著)，東方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11．《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進》（25 萬字，獨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12．《在上帝與牛頓之間――趙林演講集（1）》（19 萬字，獨著），東方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13．《在天國與塵世之間――趙林演講集（2）》（19 萬字，獨著），東方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14．《暮色中的十字架――趙林隨思錄》（19 萬字，獨著），東方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15．《西方哲學史講演錄》（34 萬字，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初版；上海三聯書店

2021 年 12 月再版。

16.《傳統氤氳與現代轉型——中西文化三人談》（21 萬字，與郭齊勇、溫偉耀教授合著），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4 月。

17.《基督教與西方文化》（30 萬字，獨著），商務印書館 2013 年 9 月。

18.《從哲學思辨到文化比較》（39 萬字，獨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

19.《啟蒙與重建——“國學熱”與全球化張力下的中國文化》（30 萬字，獨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20.《走向理性——西方思想文化大視野》（32 萬字，獨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21.《古希臘文明的光芒》（上、下卷，68 萬字，獨著），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22.《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40 萬字，獨著），九州出版社 2023 年 1 月。

23.《古羅馬帝國的輝煌》（四卷本，83 萬字，獨著），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3 年 7 月。

24.《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變》（上、下卷，64 萬字，獨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二）大學教材：

1.《西方文化概論》（35 萬字，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2．《西方哲學史》（35 萬字，與鄧曉芒教授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4 月初版，2014 年 6

月修訂版。

3．《西方文化概論》（插圖修訂版，26 萬字，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

（三）學術論文（除了兩篇反學術腐敗的論文和一篇教學論文之外，其餘均為獨撰）：

1.《希臘神學思想與基督教的起源》，載《學習與探索》1993 年第 1期。

2.《生存的困窘與自我的超越》，載《青年探索》1994 年第 2期。

3.《改革呼喚理想》，載《青年探索》1994 年第 3期。

4.《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載《哲學戰線》1994 年第 3期。

5.《基督教文化的精神遺產》，載《江漢論壇》1994 年第 4 期。

6.《泛西方化與非西方化》，載《街道》1994 年第 4 期。

7.《論近代西方的文化起點問題》，載《江海學刊》1994 年第 5期。

8.《揭示奇哲文化個性之作》，載《中國圖書評論》1994 年第 5期。

9.《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載《學習與探索》1994 年第 5 期。

10.《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格局》，載《青年探索》1994 年第 6 期。



11.《利命保生與捨身殉道——孔子與蘇格拉底生存原則的文化意義》，載《天津社會科學》1994

年第 6 期。

12.《論希臘神話與中國神話的文化意蘊》，載《江漢論壇》1995 年第 2期。

13.《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演變》，載《武漢大學學報》1995 年第 2期。

14.《人類文明的演化趨勢——兼評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

年春季號。

15.《論中國古代文化從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轉化》，載《中州學刊》1995 年第 4 期。

16.《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與中國文化的近現代化歷程》，載《學習與探索》1995 年第 5 期。

17.《愛欲烏托邦的承諾——瑪律庫塞社會批判理論綜述》，載《德國哲學論叢》1995 年號，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

18.《“軸心期”的文化精神變革》，載《江淮論壇》1996 年第 1 期。

19.《重返精神家園——世紀之交青年文化的走向與主題》，載《青年探索》1996 年第 2期。

20.《美國新左派運動述評》，載《美國研究》1996 年第 2期。

21.《第三代詩人與第四層人生》，載《文藝評論》1996 年第 2 期。

22.《西方兩大宗教改革家——路德與加爾文》，載《新東方》1996 年第 3期。

23.《倫理意識與中國神話傳說的演變》，載《社會科學戰線》1996 年第 3期。

24.《當代青年：自我意識與歷史意識》，載《青年探索》1996 年第 4 期。

25.《論宗教時代的文明分野問題》，載《江海學刊》1996 年第 4期。

26.《論德國神秘主義與浪漫主義哲學》，載《學習與探索》1996 年第 5期。

27.《神話時代的文化特徵》，載《雲南社會科學》1996 年第 5 期。

28.《從自然神論到無神論》，載《學術月刊》1996 年第 10 期。

29.《法蘭克福時期黑格爾思想的轉折與“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起源和秘密”》，載《貴州社會科學》

1996 年第 6期。

30.《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發展的邏輯線索》，載《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

31.《永恆的追憶》，載《我們曾經年輕——武漢知青回憶錄》，武漢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版。

32.《歷史中的聖賢與英雄》，載《江漢論壇》1996 年第 12 期。

33.《論黑格爾宗教哲學對基督宗教教義的理性化闡釋》，載《哲學與文化》(臺灣)1996 年第 12

期。

34.《論儒家倫理對三大外來宗教的同化與拒斥》，載《中州學刊》1997 年第 1期。

35.《“泛西方化”時代的歷程與終結》，載《現代哲學》1997 年第 1期。

36.《“泛西方化”時代的終結——兼論“新軸心時代”的前景》，載《文化中國》(加拿大)1997 年第

1期。

37.《盧梭宗教思想初探》，載《法國研究》1997 年第 1 期。

38.《新保守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問題淺析》，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7 年第 2 期。

39.《盧梭的唯動機論道德觀初探》，載《江蘇社會科學》1997 年第 2 期。

40.《“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中西治學方法論的差異》，載《開放時代》1997 年 3、4月號。

41.《盧梭——一個憂鬱的文化尋夢者》，載《新東方》1997 年第 2期。

42.《論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文化差異》，載《宗教學研究》1997 年第 2 期。



43.《論西方文化從希臘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轉化》，載《求是學刊》1997 年第 3期。

44.《文明發生的背景問題》，載《江淮論壇》1997 年第 3期。

45.《〈新工具〉導讀》，載《百部名著導讀》，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46.《〈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載《百部名著導讀》，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47.《人類文明的歷史、現狀與未來》，載《江海學刊》1997 年第 5期。

48.《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載《場與有——中外哲學的比較與融通》第 4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49.《中國文化啟蒙的悲愴變奏曲——〈明清啟蒙學術流變〉評介》，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

年第 6 期。

50.《神秘主義的合理化與理性的神秘化》，載《德國哲學論叢》1996—1997 年號，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

51.《分裂的痛苦與神聖的虛偽》，載《開放時代》1998 年 3、4月號。

52.《盧梭與浪漫主義》，載《法國研究》1998 年第 1期。

53.《論希臘悲劇的命運意象》，載《廣西大學學報》1998 年第 2期。

54.《傳統宗教—倫理價值系統的變革與新“軸心時代”的前景》，載《理論月刊》1998 年第 7 期。

55.《論希臘宗教的文化特點》，載《哲學雜誌》(臺灣)1998 年 10 月號。

56.《天國理想與塵世生活》，載《自由交談》第 1期。

57.《我們更多地領略了生活》，載《今日名流》1998 年第 10 期。

58.《黑格爾宗教哲學的理性基礎與邏輯結構》，載《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第 4期。

59.《人生觀討論與現實人生》，載《自由交談》第 4 期。

60.《社會悲劇的人性根源》，載《長江日報》1999 年 1 月 30 日。

61.《空時觀的演變》，載《珞珈哲學論壇》第二輯，遼海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62.《論希臘哲學的神話淵源》，載《學術月刊》1999 年第 4期。

63.《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載《長江日報》1999 年 5 月 23 日。

64.《文化保守主義與 21 世紀世界文化格局》，載《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三卷，華中理工大

學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65.《“世紀之辯”評後感》，載《世紀之辯——99’國際大專辯論會紀實與評析》，中國世界語出版

社 1999 年 10 月。

66.《盧梭教育學思想初探》，載《法國研究》2000 年第 1期。

67.《試論天主教的東漸過程及其與儒家倫理的文化衝突》，載《宗教比較與對話》第二輯，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68.《在輝煌背後——2000 年全國大專辯論會賽後感》，載《舌戰攻略——第二屆全國大專辯論

會紀實與評析》，新世界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69.《從航海活動的結果看東西方文化的歷史命運》，載《人文論叢》2000 年卷，武漢大學出版

社 2000 年 11 月。

70.《中世紀基督教道德的演化》，載《宗教學研究》2000 年第 4期。

71.《基督真理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意義》，載《維真學刊》(加拿大)2001 年第 1期。

72.《論基督教信仰之根基的內在化轉變》，載《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2 期。



73.《是可忍，孰不可忍——評湖北省社科成果評獎中的學術腐敗》(與鄧曉芒、彭富春教授合撰)，

載《博覽群書》2001 年第 5 期。

74.《掩耳豈可盜大鐘——再評湖北省社科評獎中的學術腐敗》(與鄧曉芒、彭富春教授合撰)，

載《博覽群書》2001 年第 10 期。

75.《中西文化對談》(與張星久教授對談)，載《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 5 卷，華中科技大學

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76.《人類文明歷史中的四次重大整合過程與中西文化交融》，載《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

天——名家演講集》，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9 月。

77.《2001 年國際大專辯論會決賽辨析》，載《創世紀舌戰——2001 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紀實與評

析》，西苑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78.《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載《金錢辯——2001 年國際大專辯論賽決戰獅城》，遼寧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 10 月。

79.《“新軸心時代”的前景與“泛西方化”浪潮的終結》，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期。

80.《希臘神話傳說的文化背景初探》，載《學習與探索》2001 年第 6 期。

81.《〈精神現象學〉與黑格爾概念(範疇)體系的建立》，載《現代哲學》2001 年第 4 期。

82.《盧梭和他的“血手”》，載《開放時代》2001 年第 12 期。

83.《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載《長江日報》2001 年 12 月 6 日。

84.《西方化浪潮的漲落》，載《長江日報》2001 年 12 月 13 日。

85.《中國在西方化浪潮衝擊下的應戰姿態》，載《長江日報》2001 年 12 月 20 日。

86.《文明對壘與文化更新》，載《長江日報》2001 年 12 月 27 日。

87．《宗教改革對於西歐社會轉型的歷史作用》，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期。

88．《農耕世界與遊牧世界的衝突融合及其歷史效應》，載《武漢大學學報》2002 年第 6期。

89．《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靈肉關係問題》，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五輯，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

90．《關於辯論賽的宗旨和賽制的反思》，載《大辯論——2002 年全國大專辯論會紀實與評析》，

西苑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91.《西方哲學的文化背景問題》，載《世界哲學》2003 年卷（2002 年增刊）。

92.《中西文化的源流、傳統與基本精神》，載《人文雜誌》2003 年第 4期。

93.《神秘主義與理性的雙重揚棄——黑格爾宗教哲學的演化與實質》，載《天津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

94.《華語辯論賽，變革更新方能長盛不衰》，載《光明日報》2003 年 10 月 10 日。

95.《淺論中國儒家哲學的道德化傾向》，載《價值論與倫理學論叢》，湖北大學出版 2003 年 12

月版。

96．《徘徊於獨斷論與懷疑論之間》，載《哲學評論》（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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