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立舟 
  

 

職稱/職務 教授、博士生導師 

電    郵 fans120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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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宋代為中心的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 

宗教史研究，兼及政治史與社會史。 

 

學  歷 

1994 - 1997 浙江大學 歷史系中國古代史 博士學位 

1988 - 1991  浙江大學 歷史系 碩士學位 

    

工作經歷 

1997.9 - 1999.9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博士後 

1999.9 - 2005.9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2005.9 - 2010.5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0.5 - 今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國學院副院長 

 

 

 

 

 



學術成果 

學術論文 

1. 《南宋“甬上四先生”對象山心學的修潤》，載《哲學研究》，2014 年第 9 期。 

2. 《論兩宋理學家的歷史哲學》，載《哲學研究》，2008 年第 2 期。 

3. 《晚明人文精神分析》，載《哲學研究》，2006 年第 9 期。 

4. 《〈周易〉與荊公新學》，載《哲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 

5. 《論兩宋理學家的政治理想》，載《政治學研究》，2005 年第 1 期。 

6. 《彌勒信仰與宋元白蓮教》，載《中山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 期。 

7. 《阮元之學術思想及其漢宋學術史觀平議》，載《社會科學戰線》，2013 年第 5 期。 

8. 《書院文化的源和流》，載《光明日報》，2013 年 7 月 7 日。 

9. 《元代白蓮教的鄉村生存及其與吃菜事魔和彌勒信仰的糅合》，載《宗教學研究》，

2013 年第 5 期。 

10. 《朱熹與吃菜事魔》，載《中國哲學史》，2014 年第 3 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

中心《宋遼金夏元史》2014 年第 6 期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5 年第 

1 期全文轉載。 

11. 《論南宋“甬上四先生”的存養工夫》，載《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 

12. 《忠義之氣：張齊賢對宋初儒學政治文化的構建及其政治實踐》，載《杭州師範大

學學報》，2015 年第 3 期。 

13. 《王安石政治思想中的鄞縣經驗》，載《光明日報》，2015 年 6 月 15 日。 

14. 《淨土信仰與南宋白蓮教》，載《暨南學報》，2013 年第 7 期。 

15. 《〈周易〉與蘇軾思想》，載《社會科學輯刊》，2009 年第 5 期。 

16. 《從學派林立到理學獨尊：空前活躍的宋代思想學術及其影響》，載《求是學刊》，

2009 年第 5 期。 

17. 《宋代浮客問題再探》，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9 年第 3 期。 

18. 《張豈之先生與宋明理學史研究》，載《學術界》，2009 年第 3 期。 



19. 《論兩宋理學家的聖人史觀》，載《江蘇社會科學》，2009 年第 3 期。 

20. 《白蓮教與佛教淨土信仰及摩尼教之關係》，載《人文雜誌》，2008 年第 5 期。 

21. 《論南宋書院與理學的互動》，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7 期。 

22. 《論程朱理學對中國歷史演進法則的認識》，載《江漢論壇》，2008 年第 8 期。 

23. 《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理學傳衍述論》，載《暨南學報》，2006 年第 4 期。中國人

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心《宋遼金夏元史》2006 年第 3 期全文轉載。 

24. 《談歷史學碩士研究生培養中的幾個問題》，載《中國高教研究》，2005 年第 2 期。 

25. 《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顯的程朱理學思想》，載《中國地方誌》，2005 年第 3 

期。 

26. 《〈周易〉與象山心學》，載《學術交流》，2005 年第 2 期。 

27. 《兩宋赦免制度新探》，載《暨南學報》，2005 年第 1 期。 

28. 《兩宋道教內丹道的成熟與發展》載《中國道教》，2004 年第 6 期。 

29. 《〈周易〉與陽明心學》，載《周易研究》，2004 年第 6 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

中心《中國哲學》2005 年第 3 期全文轉載。 

30. 《〈周易〉與南宋功利學派》，載《人文雜誌》，2004 年第 6 期。 

31. 《餘靖之政治理念》，載《求索》，2004 年第 12 期。 

32. 《南宋立國後的學術抉擇與理學之興》，載《人文中國》（加拿大），2004 年第 1 期。

CSSCI.  

33. 《理學發生原由與創始人問題的再考察》，載《暨南學報》，2003 年第 5 期。 

34. 《論荊公新學的思想特質、歷史地位及其與理學思潮之關係》，載《西北師範大學

學報》，2003 年第 3 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心《宋遼金夏元史》2003 年第 

3 期全文轉載。 

35. 《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 

36. 《理學在南宋甯宗朝的境遇》，載《暨南學報》，2002 年第 3 期。 

37. 《論宋元時期的外來宗教》，載《宗教學研究》，2002 年第 3 期。 



38. 《論二程的歷史哲學》，載《史學月刊》，2002 年第 6 期。 

39. 《論〈松漠紀聞〉的史料學價值》，載《史學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40. 《論萬斯同對黃宗羲思想的繼承與發輝》，載《浙江學刊》，2001 年第 6 期。 

41.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載《人文雜誌》，2011 年

第 3 期。 

42. 《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眼光“向上”與“向下”(“向內”與“向外”) 》，載《浙江社

會科學》，2010 年第 1 期。 

43. 《白蓮教對佛教的借鑒與汲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 年 9 月 27 日。 

44. 《范仲淹、張載思想授受關係的歷史考察》，《人文雜誌》，2017 年第 3 期。 

45. 《熙豐變法前後王安石形象的變化及其意蘊》，《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 期。 

46. 《南宋“浙學”中的事功思想要素及其現代價值》，《浙江社會科學》，2017 年第 9 

期。 

47. 《張載對宗法制度的構思及其“民胞物與”的大同理想》，《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7 年第 9 期。 

48. 《荊公新學與二程理學取向不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3 月 7 日。 

49. 《李沆治國理念與宋初“循資格”政治範型》，《中原文化研究》，2017 年第 4 期。 

50. 《儒學平等理念之意蘊與價值》，《政治學研究》，2018 年第 3 期。 

51. 《宋代思想環境下張載對井田制的理解與提倡》，《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18 年第 5 期。 

52. 《張載的“封建”構思及其政治理想》，《中國哲學史》，2019 年第 1 期。 

53. 《張載“太虛即氣”的界說與價值意蘊》，《人文雜誌》，2020 年第 11 期。 

54. 《程顥、程頤論“王道”與“治道”及其現代意義》，《浙江社會科學》，2020 年第 

12 期。 

學術文章 

1. 《深思慎取、氣象渾厚:評何俊〈南宋儒學建構〉》，載《湖南大學學報》，2006 年第 



6 期。 

2. 《知人論世 細密鉤沉：評張偉〈黃震與東發學派〉》，載《中國圖書評論》，2006 年

第 3 期。 

3. 《張其凡〈宋代典籍研究〉評介》，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 年第 1 期。 

4. 《讀田浩（Hoyt C.Tillman）著〈朱熹的思維世界〉》，載《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2005 年第 2 期。 

5. 《博綜深究，著意精微：評陸建猷〈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載《江漢論壇》，

2005 年第 2 期。 

6.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評蕭永明〈北宋新學與理學〉》，載《中國圖書

評論》，2003 年第 1 期。 

7. 《紀念陳樂素教授誕辰 10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 

年第 5 期。 

8. 《宋學風貌的全新展示：評朱漢民〈中國學術史·宋元卷〉》，載《博覽群書》，2002 

年第 9 期。 

9. 《揭宏舉要，闡微析邃：朱漢民〈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平議》，載《湖

南大學學報》，2013 年第 6 期。 

10.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評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

載《浙江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0 期。 

學術著作 

1. 范立舟著：《白蓮教與宋元下層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版。 

2. 范立舟、張其凡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3. 范立舟、於劍山著：《“甬上四先生”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4. 范立舟著：《周敦頤》，廣州：廣東省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5. 鄧小南、范立舟著：《宋史會議論文集 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版。 

6. 范立舟、曹家齊著：《張其凡教授榮開六軼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7. 張豈之主編、方光華、肖永明、范立舟分卷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上中下），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 

8. 范立舟、徐吉軍著：《南宋全史·思想、文化、科技和社會生活卷》，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5 年版。 

9. 范立舟著：《理學的產生及其歷史命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0. 范立舟著：《宋代理學與中國傳統歷史觀念》，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研究項目 (2000 年後) 

1. 白蓮教與宋元下層社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2007-2010 年。主持。 

2. 宋代廣東社會生活與民間信仰研究，廣東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04-2007 年。

主持。 

3. 甬上四先生研究，浙江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09-2011 年。主持。 

4. 《歷代名臣奏議》點校（300 萬字），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一

般專案，2009-2013 年。主持。 

5. 《易》與《春秋》：宋明儒學之全體大用，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2014-2017。

主持。 

6. 《王廷相集》整理，教育部專項專案，2010-2012。主持。 

7. 理學在晚宋的境遇（1208-1279），浙江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2015-2018。主持。 

8. 詩書禮樂：宋明儒學之性道神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子課題，2013-2018。

主持。 

9. “北宋五子”政治思想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重點專案，2020-2023. 主持。 

10. 《中國政治思想史·宋代卷》，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專案，2012-2017。參與。 

11. 《中華思想通史·宋代卷》，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專案，2015-2020。參與。 

12. 宋學源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子課題，2019-2024。主持。 



學術任職 

1.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2005 - 今）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兼職教

授（2007 - 2012） 

2. 北京師範大學易學文化研究院（2010 - 今） 

3. 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兼職教授（2008 - 2013）杭州市社會科學院南宋史

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2011 - 今）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2014 - 2018） 

4.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2018 - 今） 

5. 浙江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2015 - 今） 

6. 陝西省老子研究會常務理事（2011 - 今） 

 

學術獎項 

1. 暨南大學科研先進工作者，2006 年教師節（第 1 屆）。 

2. 暨南大學科研先進工作者，2009 年教師節（第 2 屆）。 

3. 杭師大 2012 度事業家庭雙兼顧型先進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