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平台 加入收藏 English 教师登录入口

姓名：杨晓春 职称：教授

学系：中国历史系 电子邮箱：yangxch@nju.edu.cn

办公地址：历史学院212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邮政编码：210023 电话：(025)-89683264 传真：025-89683626 邮件：history@nju.edu.cn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版权所有 Copyright ©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基本资料

个人简介

研究成果

教学情况

获奖情况

代表成果

基本资料

首页 学院概况 教师名录 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 党团工作 学生工作 文献资源 校友之窗

师德师风

本院教学研究中心 教育资源类学校 政府机关教育部门 国外学习机构 本校其他机构

https://history.nju.edu.cn/main.htm
http://219.219.122.192/index.s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history.nju.edu.cn/historyen
https://webplus.nju.edu.cn/_web/_platform/teacherHome/web/login.jsp
https://history.nju.edu.cn/main.htm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history.nju.edu.cn/main.psp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3/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5/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6/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7/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8/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9/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80/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xyzc/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sdsf/list.htm


信息平台 加入收藏 English 教师登录入口

杨晓春，男，浙江湖州人，1974年出生。就读于南京大学，先后获考古学专业本科学位、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学位、中国

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现任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史、中国民族史

（回族史）、中外关系史（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石刻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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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

1．《早期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

2．《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8月。

古籍整理：

1．［元］王恽《玉堂嘉话》，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6年12月；2011年1月。

2．［清］卢文弨《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读史札记》，清代学术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3月。

著译选编：

1．孟席斯著、师研群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京华出版社，2005年。

  （部分章节的翻译和一半章节的初校。）

2．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五章“北亚史研究回顾”清代部分的撰写。）

3．杨晓春选编《朱希祖六朝历史考古论集》，南雍学术经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选编，撰写导读，编制学术年表。）

4．范金民等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基本资料

个人简介

研究成果

教学情况

获奖情况

代表成果

研究成果

首页 学院概况 教师名录 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 党团工作 学生工作 文献资源 校友之窗

师德师风

https://history.nju.edu.cn/main.htm
http://219.219.122.192/index.s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history.nju.edu.cn/historyen
https://webplus.nju.edu.cn/_web/_platform/teacherHome/web/login.jsp
https://history.nju.edu.cn/main.psp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3/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5/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6/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7/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8/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79/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28480/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xyzc/list.htm
https://history.nju.edu.cn/sdsf/list.htm


  （选编第六、七、八章，撰写各章导论和导言。）

5．张异宾、柯君恒主编《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一）》，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

  （执行主编，选拓、详目、选编说明等，详目、选编说明的英文翻译。）

学术论文（札记、综述、书评）：

1．《蒙元时期马奶酒考》，《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2．《佛教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史实勾沉》，《禅学研究》第4辑，2000年。

3．《1375年的Catalan地图中的Taprobana》，《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佛教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述考》，载《中韩历史文化交流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明朝扬州高丽军职世家与元初高丽降民》，《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

6．《唐长安未考定诸坊名之再探讨》，载《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7．《校读〈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纪念韩儒林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元史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方出版社，2002年。

8．《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6期。

9．《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初步研究》，《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七辑，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10．《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

11．《南阳汉宗资墓石兽的历史记载与现状》，《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

12．《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1期。

13．《〈中国善本书提要〉的一则错误》，《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2期。

14．《明代清真寺汉文碑刻所见穆斯林士人对汉文化的态度》，《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

15．《“中国”和“印度”》，《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16．《13、14世纪欧洲记载中的高丽》，载《中韩交流——第五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夏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5年。

17．《〈云麓漫钞〉中一则隋唐长安研究珍贵史料的校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

18．《对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一文汉译本部分译名的指正》，《书品》2005年第4辑。

19．《校点本〈通典〉校点指误一则》，《书品》2006年第3辑。

20．《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21．《沈阳元至正十二年〈城隍庙记〉碑阴官员题名的初步分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辑，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6年。

22．《明代文人陆深和回回的关系——从上海浦东陆氏墓出土的一件阿拉伯文玉器谈起》，《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4

期。

23．《固原唐墓所出八棱形石刻非石幢辨》，载《碑林集刊》第12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

24．《〈建康实录〉点校本商正一则》，《书品》2007年第2辑。

25．《清江清真寺现存清代碑刻的初步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6．《13-14世纪辽阳、沈阳地区高丽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27．《济南南大寺明代石刻〈来复铭〉并非阐述伊斯兰教教理之文字辨》，载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编《中国回族研究论

集》第2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8．《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29．《论明清回族学人对于王岱舆〈正教真诠〉的认识与评价》，《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30．《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的发现与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

31．《河北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撰写年代详考》，《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

32．《试论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侧面——以〈清真教考〉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

5期。

33．《黄支国新考》，《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黄支国新考.pdf

34．《〈清真教考〉成书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35．《元代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

36．《〈建康实录〉中的〈两京新记〉佚文》，《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期。

37．《从〈金石录〉的一则题跋推测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的开凿者与开凿时代》，《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38．《关于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刊本〈正教真诠〉的版本渊源及相关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9．《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5期。

40．《〈清真大典〉编纂略评》，《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41．《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名称问题》，《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42．《关于两件出土的元代蒸馏器的再讨论》，《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43．《清代、民国时期的江苏王营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44．《明代回族历史六题》，《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

https://history.nj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95/a9/222638ac41528dfe06b4df2ca8f3/90ebedb0-522f-41f0-9a44-cf30e04598a2.pdf


明代回族历史六题.pdf

45．《略析〈经学系传谱〉中的“狭经”一词》，《甘肃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46．《略论晚清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认识》，载特木勒编《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略论晚清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认识.pdf

47．《张中〈归真总义〉中引用的域外伊斯兰教典籍与中国学者的言论——晚明江南伊斯兰教界某些侧面的初步讨论》，

《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48．《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研究补正》，《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

49．《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0．《一篇尚未得到重视的明代清真寺碑刻文字——马之骏〈兴安州重修礼拜寺碑记〉》，《甘肃民族研究》2010年第3

期。

51．《镇江明碑〈古润礼拜寺记〉查访小记》，《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

月。

52．《〈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载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

图〉与〈混一疆里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pdf

53．《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马明龙的生平与著述》，《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54．《明初与高丽、朝鲜有关辽东流人的交涉问题——读朝鲜文献〈吏文〉札记》，（韩国）《韩国文化杂志（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第十六期，2011年2月。

明初與高麗、朝鮮有關遼東流人的交涉問題——讀朝鮮文獻《吏文》劄記.pdf

55．《中古时代的跨文化足迹（书评）》，《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56．《〈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57．《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收集、整理与出版的概况（1858－2008年）》，《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

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58．《尚贤堂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三十六期（2012年春季号），2012年。

《尚贤堂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pdf

59．《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开凿过程、开凿者与造像风格问题——造像题记的综合研究》，载李治安、宋涛主编

《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5月。

60．《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生平行实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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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大元通制〉、〈至正条格〉札记三则》，《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0月。

62．《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63．《关于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铭和墓主的推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64．《略论南京上坊镇石马冲、栖霞山狮子冲两处南朝陵墓石兽遗存的墓主考订问题》，《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65．《〈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

《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pdf

66．《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札记六则》，《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

67．《南京鸡鸣寺现存明碑〈重修鸡鸣禅寺记〉探析》，《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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