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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学历 
 
1996-2002  宗教研究专业哲学博士, 哈佛大学  
  博士论文题目: "正宗之诤与十七世纪中国禅宗的转变 Orthodoxy,   
  Controvers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指导教授: 詹密罗（Robert Gimello） and 杜维明（Wei-ming Tu） 
  研究领域: 中国宗教与思想史, 中国佛教 
 
1991-1994 硕士. 中国哲学, 南开大学 
 
1987-1991         双学士学位 (哲学，旅游英语), 优秀毕业生, 天津南开大学 
 
工作经历 
 
2008-至今 副教授（终身制）, 东亚研究系，亚利桑那大学  
 
2002- 2008 助教授, 东亚研究系，亚利桑那大学  
 
1999-2002 助教, 宗教研究系, 哈佛大学 
 
1994-1996 项目官员及助理研究員, 云南省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 
 
 
奖励与荣誉 
 
2001-02 博士论文客座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哈佛大学 
 
2001  杰出教师证书, 哈佛大学教学中心及本科生教育院长办公室授予 
 
1996-99 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奖学金 
 
1992-94  南开大学光华奖学金 
 
1988-91 南开大学一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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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助 
 
2009 年十一月, 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及蔣經國基金

會提供會議資助，於 2011 年在亞利桑那圖森召開以漢文大藏經的形成與發展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8 年十二月, 亚利桑那大学国际合作处提供教授研究资助，从事河内及昆明寺庙研究 
 
2008 年— 2009 年, 蒋经国基金会提供青年教授研究资助从事嘉兴藏的研究，题目: “佛经印

刷：明清时期嘉兴藏的形成.” (“Buddha’s Words in Print: the Formation of the Jiaxing 
Buddhist Can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7 年—2009 年, 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文化地图研究企划（ECAI）合作研究

中国宗教地图（第二阶段）, 由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 
 
2007 年秋季, 教务长处办资助经费, 由教授事务副教务长办公室提供經費製作專著索引 
 
2004 年—2007 年, 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文化地图研究企划（ECAI）合作研究

中国宗教地图（第一阶段），由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 
 
2003 年—2004 年, 亚利桑那大学学术与研究副校长办公室提供資助从事中国寺庙数据库与

地理信息系统. 
 
1999 年—2000 年, 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与福特基金会提供資助组织中国宗教研究方法研

讨会 
 

发表英文专著与论文
 
已出版专著 
《禅悟与僧诤：十七世纪中国禅宗的重构》(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480 页.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已发表匿名评审文章 
“多闻无功论：《楞严经》中佛教的知与学”( “Knowledge for What?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Learning in the Śūramgama Sūtra”) 《中国哲学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第 33
卷第 4 期 (2006 年十二月): 页 491-503. 共 12 页. 中文譯文（劉小藝翻譯）發表于《康德與

儒家智慧》，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與比較哲學研究中心編輯，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十七世纪中国佛教传法丛林的成立: 以黄檗山为例” (“Building a Dharma Transmission 
Monaster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Mount Huangbo,”) 《东亚历史学报》

(Journal of East Asian History) 第 31 期 (2006 年六月): 页 29-52. 共 23 页. 
 
“出走扶桑: 隐元隆琦 1654 赴日的历史背景” (“Leaving for the Rising Su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Yinyuan Longqi’s Migration to Japan in 1654”) 《大亚细亚学报》第三辑[Asia 
Major (Third Series)] 卷 17, 第 2 期 (2004 年): 页 89-120. 共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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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国佛教逻辑与护教学：对于佛耶辩论中佛教因明三支比量的分析” (“Buddhist 
Logic and Apologetics in 17th century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Use of Buddhist Syllogisms in 
an Anti- Christian Polemic”) 《 道：比较哲学学报》(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第二卷第二期 (2003 年六月): 页 273-289. 共 16 页. 
 
“正宗之诤与十七世纪中国禅宗的转变: 以日本黄檗宗的成立为中心” (“Orthodoxy, 
Controvers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unding of the Ōbaku School in  Japan”) 《华林》第三期 ( 2003 年

春): 页 291-312. 共 21 页. 
 
“何为境界？现代中国思想界中对儒家精神性的定义” (“What is Jingjie? Defining Confucian 
Spirituality i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Context”) (评论文章) 《华裔学报》(Monumenta 
Serica) 第 50 期(2002 年): 页 441-462. 共 21 页. 
 
 
論文集專章 
 
“明末清初的佛教哲学” (“Buddhist Philoso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道：中国

佛教哲学导引》 (Dao Companion to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y), Sandra A. Wawrytko 主编. 
Springer 出版社即出. 
 
“汉文佛教大藏经”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布莱克威尔东亚及中亚佛教指南》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 and Inner Asian Buddhism), Mario Poceski 主编, 布莱克威尔出

版公司即出(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地图中的中国佛教寺庙: 关于十七世纪中国佛教的数据库” (“Mapping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A Relational Database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2006 十七至

十九世纪中国及东亚货币, 市场与金融国际会议论文集》(2006 “Monies, Market, and 
Finance” Conference Volume). Nanny Kim 主编. Leiden: Brill, 即出. 
 
“驶向彼岸的大乘之舟：佛教与十七世纪的海上贸易” (“A Greater Vehicle to the Other Shore: 
Chinese Buddhism and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10 十七至十九

世纪中国及东亚货币, 市场与金融国际会议论文集》(2010“Monies, Market, and Finance” 
Conference Volume). Ulrich Theobald 主编. Leiden: Brill, 即出. 
 
英文学术书评 
評托馬斯. 科什納（Thomas Yōhō Kirchner）整理的露絲. 福勒. 佐佐木（Ruth Fuller 
Sasaki）的《臨濟錄》的英譯與註釋, 《中國宗教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
2009 年第三十七期，頁 133—138. 
 
评 维克多. 保利(Victor Hori) 的 《禅沙: 公案参修所用的下语集 》(Zen Sand: The Book of 
Capping Phrases for Kōan Practice), 《佛教伦理学报》(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第 13 期, 
2006 年. (发表于电子期刊 http://www.Buddhistethics.org/13/current13.html.) 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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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依法 （Yifa）的《中国佛教寺规的起源：禅苑清规译注与研究》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stic Codes in China: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hanyuan qinggui) 《亚洲

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 62 卷第 3 期 (2003 年八月): 页 947-949. 共 2 页. 
 
评冯耀明《超越内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 》(The Myth of Transcendent  
Immanence: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道：比较哲学学报》(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第四卷第四期 (2004 年

冬): 页 168-171. 共 3 页. 
 
 
发表中文论文 
 
“試論雍正帝的禪學及其相關著作,”《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李天鳴主編. 台
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0.  頁 189—204. 
 
“雍正的“帝王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月刊》, 第 322 期,  2010 年一月, 页 
84—98.  
 
“ 試論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陳述” ,《場與有: 中外哲學的比較與融通》第五集, 罗嘉昌，黄

毓生，伍雄武编.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页 405-417. 共 12 页.  
 
“神秘體驗與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宗教哲學》 第三卷第四期 (1997 年十月), 页 26-33. 
共 7 页. 
 
“馮友蘭後期哲學思想研究” 《哲學與文化月刊》(台湾辅仁大学主办) 第 21 卷第四期, 总第

275 期 (1997 年), 页 377-388, 连载于第五期, 总第 276 期 (1997 年), 页 466-480. 共 43 页. 
 
“中國哲學現代發展的邏輯綫索—論現代新儒學與中國哲學的三次轉折” 《齊魯學刊》 第
二期 (1995 年), 页 44-51; 转载于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史》第五期 (1995 年), 页
108-115; 转载于《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第十二卷第五期总第 68 期 (1995 年), 页 13. 共
1 页. 
 
“如何接著新理學講─馮友蘭與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折” 《中州學刊》第四期 (1994 年), 页 
48-53; 转载于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史》第五期 (1994 年), 页 115-120; 收录于《馮

友蘭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冯宗璞，蔡仲德编. 北京：三联书社 1995 年, 页 253-263. 共 10 页. 
 
“完全隱喻與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陳述” 《社會科學戰綫》, 第六期 (1995 年), 页 60-69; 转
载于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史》第十二期 (1995 年), 页 4-13. 共 9 页. 
 
“試論孔子哲學中性字的含義—簡評朱熹與牟宗三對此字之岐解” 《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四期 (1994 年), 页 8-11; 《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第 21 卷第五期 (1994 年), 页 7-10.  共 3 页. 
 
“ 反語言學，還是超語言學？─與鄧曉芒商榷” 《中州學刊》第三期 (1993 年), 页 58-62; 转
载于《新華文摘》 第七期 (1993 年), 页 31-33. 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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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與超越─中國現代文化之困境與出路” 《天津師大學報》第四期 (1992 年), 页 22-28; 
转载于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文化研究》第五期 (1992 年), 页 38-44. (合著). 共 6 页. 
 
 
 
学术演讲 
 
邀请会议发言（中文）  
 
“当代大陆佛寺的宗教地理学分析.” 2010 年 5 月 31 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 
 
“中國禪僧與日本社會——以隱元隆琦與早期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為中心.” 2010 年 5 月 
28 日,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 
 
“雍正帝的帝王禅.” 2010 年 5 月 27 日. 南开大学哲学系. 
 
“試論雍正帝的禪學及其相關著作.” 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 “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

及其時代.” 2009 年十一月三日. 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禅悟与僧诤：十七世纪中 禅宗的复兴.”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2009 年十一月十二日.台北 
南港. 
 
邀请会议发言（英文）  
 
“从书物崇拜到藏经崇拜: 中国佛教中一个被忽视的传统” (“From the ‘Cult of the Book’ to the 
‘Cult of the Canon’: a Neglecte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国际研讨会: “佛语东渐: 汉
文大藏经的形成与演变” (“Spreading Buddha’s Words in China: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 2011 年三月二十六日. 
 
“《妙法莲华经》的是与非: 论儒家对宗教想像的漠视” (“What is Wrong or Right with the 
Lotus Sutra? On the Confucian Failure to Appreciate Religious Imagination”). 立正佼成会《妙

法莲花经》国际研讨会, 神川县湘南会议中心. 2011 年二月 28 日至三月 6 日. 
  
“驶向彼岸的大乘之舟：佛教与十七世纪的海上贸易.” (“A Greater Vehicle to the Other Shore: 
Buddhism and Maritime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00—1900 中国及东亚货币，市

场，与金融” 课题组第四次国际研讨会, 德国图宾根大学, 2010 年四月 14 日至 16 日.  
 
討論人，主題為 “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學中的宗教與革命” (“Religions and Revolu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學術研討會,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宗教系及希克斯 
基金會（Seekers Foundation）組織. 2009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佛教藏經聯合電子目錄研討會,” 紀念 2009 年聯合國佛誕日國際研討會 “佛教應對全球危 
機的策略,” 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 2009 年五月五日. 泰國曼谷. 
  
“以理觀人權: 世界觀的根本衝突.” (Human Rights in Light of Chinese Rationality (li):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World Views.” “多樣性的探索: 中國的人權及其相關內容” 研討會 
溫尼佩格大學, 2009 年三至四日. 加拿大溫尼伯（Winni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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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IS: 中國佛教寺廟可搜索数据库的建立.” (“BGIS: A Searchable Relational Database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China.”) 第一届中国历史传记资料库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ographical Databases for China's History)  哈佛大学主办. 2008 年十一月 21- 
23 日, 美国波士顿. 
 
“从《舶载书目》看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长崎贸易中的佛教书籍: 兼论嘉兴藏的输入与黄

檗僧的作用” ("The Trade of Buddhist Books at Nagasaki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as Seen from Hakusai shomoku: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urchase of 
the Jiaxing Canon and the Role of Ōbaku Monks.") 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国及东亚货币,市场

与金融的第三届国际讨论会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Monie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1600-1900”)  德国图宾根大学. 2008 年十月 1-4 日.  
 
“中国佛教复兴的模式” (“The Pattern of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研讨会: 过去之记忆与

未来的重塑: 中国佛教中历史记忆与叙事的作用(Symposium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Reshaping the Future: Roles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rr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佛罗里

达大学人文与公共领域研究中心主办. 2008 年二月 8 日. 美国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镇
(Gainesville)  
  
“ECAI 以及几个有关中国佛教的地理信息系统简介” (“Introduction to ECAI and Some GIS-
based Projects Related to Chinese Buddhism.”) 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国及东亚货币,市场与

金融的第二届国际讨论会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Monie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1600-1900,”) (Germany) 德国波鴻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y of 
Bochum). 2007 年十月 4-6 日.  
 
“中国宗教地图” (“Atlas of Chinese Religions.”) 2007 PNC 和 ECAI 联合年会, 加州伯克莱分

校. 2007 年十月 18 日. 
 
“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佛教: 关于中国佛教寺庙的数据库” (“Mapping Buddhism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 Relational Database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China.”) 2006PNC/PRDLA/ECAI 联合年会,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主办 2006 年 8 月 17 日.  
  
“濒于解释学的边缘: 居士所著法华经注疏研究” (“At the Margin of Hermeneutics: Lay 
Commentaries on the Lotus Sutra.”) 立正佼成会主办法华经研讨会. 2006 年六月 26 日. 中国

宁波. 
 
“BGIS: 中國佛教寺廟可搜索数据库的建立” (“BGIS: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of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y.”) 关于架构历史资料志的圆桌讨论 (Round table of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Gazetteers”), 2005 年 PNC/PRDLA/ECAI 联合年会. 2005 年十一月 3
日. 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  
 
“天皇道悟与天王道悟: 十七世纪有关唐代两僧人的辩论” (“Tianhuang Daowu and Tianwang 
Daowu: The Seventeenth-century Debate over Two Monks in the Tang Dynasty.”) 佛光山主办

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 June 11, 2005 年六月 11 日. 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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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何用? 楞严经中关于修学的概念” (“Knowledge for What?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in 
the Suramgama Sutra.") 夏威夷大学主办第九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 2005 年六月 1 日. 美国夏

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  
 
“关于中国佛教数据库中各关系的构想: 亚利桑那大学 BGIS 项目中的一些问题” 
(“Conceptualizing Relationships in a Relational Database of Chinese Buddhism: Nuts and Bolts 
in the BGIS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人类史料的文化地图大会 (“Congress of 
Cultural Atlases: The Human Record,”) 加州伯克莱分校 ECAI 主办, 2004 年五月 9 日. 美国旧

金山 
 
“宗派, 宗, 或寺庙: 中国佛教研究中的范式转化” (“Lineage, School, or Monastery: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佛光山西来大学, 2004 年一月 23 日, 美国洛杉矶. 
 
“证据的力量：十七世纪禅宗的文字权威与宗派之诤” (“Evidence Matters: Textual Authority 
and Lineage Dispute in 17th Century Chan/Zen Buddhism.”) 加州洛杉矶分校佛教研究中心, 
2003 年二月 7 日. 美国洛杉矶. 
 
 
申请会议发言（英文） 
 
“当代中国佛教机构的空间分析” (与童道琴合作) (“Spatial Analysis of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历史中的地理视角”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 2011 年二月 19-20 日. 
 
“当僧人成为史学家：十七世纪禅史的编撰.” (“When Monks Became Historians: The 
Compilation of Chan Histor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美国亚洲学会年会, 2010 年 3 月

26 日. 美国费城.  
 
“对于中国当代佛寺数据的初步解读.” (“Initial Readings of the Data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美国亚洲学会年会, 2010 年 3 月 27 日. 美国费城.  
 
“中国佛教书籍对日本德川时代的影响.” (“Impact of Chinese Buddhist Works on Tokugawa 
Japan”) 美国亚洲学会西部分会年会, 2009 年 10 月 23 日. 美国亚利桑那图森市. 
 
“宗派, 宗, 或寺庙: 中国佛教研究中的范式转化” (“School, Lineage, or Monastery: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2009 年考古學中計算機應用與量化方法(CAA)第三

十七屆年會, “讓歷史成為互動”, 2009 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 美國佛吉尼亞州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宗派, 宗, 或寺庙: 中国佛教研究中的范式转化” (“School, Lineage, Or Monastery: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亞洲學會年會, 2009 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美
國芝加哥.   
 
“亚利桑那大学BGIS项目的新进展” (“New Progress of the BGIS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2008 ECAI年会, 越南河内科技大学. 2008 年十二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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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诤与十七世纪禅宗的转变.” (“Controvers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美国宗教协会年会. 2008 年十一月 1-3 日. 美国芝加哥. 
 
“悟道之经: 楞严经的注释传统.” (“The Text of Enlightenment: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the Suramgama Sutra) 美国宗教协会年会. 2006 年十一月 18 日. 美国华盛顿.  
 
 “禅悟的困惑: 十七世纪中国禅宗机锋的上演” (“Problems with Enlightenment: the 
Performance of Encounter Dialo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an Buddhism.”) 美国宗

教协会年会禅宗研讨小组. 2005 年十一月 20 日. 美国费城.  
  
“日本黄檗宗的中国缘起.”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Ōbaku Schoo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2004 年三月 7 日. 美国圣地亚哥. 
   
“西夏遗民的迁移与蒙山施食仪: 关于密教仪轨在明清传承的新假设.” (“The Tangut Diaspora 
and the Mengshan Rite for Feeding Hungry Ghosts: A New Hypothesis about the Transmission 
of a Tantric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关于坦特罗的成立与权力的行使的研讨会 
(Conference on “Tantra: Constructions and Deployments of Power”) 密教研究学会主办. 2002
年十月 13 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或旗杆镇(Flagstaff). 
   
“十七世纪唯识学的重兴与因明三支比量的运用.” (“The Revival of Yogacara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Use of Buddhist Syllogism in Anti-Christian Polemic”) 美国宗教协

会年会唯识学讨论小组. 2001 年十一月 19 日. 美国丹佛. 
 

“追寻蒙山施食仪: 明代中国密教与西夏遗民的迁移.” (“Tracing Mengshan Food Bestowal 
Ritual: Chinese Tantrism and the Tangut Diaspora in the Ming New England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协会新英格兰分会年会. 2001 年九月 30 日. 美国布

朗大学. 
 
"三教合一极其反动: 晚明之禅密合流.” (“Syncretism and its Discontents: Chan and Tantrism 
Synthesis in the Late Ming” 宗教研究的未来大会(Congress 2000: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Religion 2000) 波士顿大学, 哈佛大学及德国与美国诸基金会合办. 2000 年九月 12 日. 美国

波士顿大学.  
 

“禅宗法系的地方化: 十七世纪中国的黄檗山." (“Localizing a Chan Transmission: The 
Huangbo(Ōbaku) Mountai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第三届哈佛大学东亚协会研究生

研讨会.  2000 年三月 4 日. 美国哈佛大学. 
  
"一个禅宗法派的形成: 十七世纪中国的黄檗宗." (“The Formation of a Chan Denomination: 
The Huangbo (Ōbaku) Schoo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佛教研究方法研讨会, 由福特基

金会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主办. 1999 年十二月 13 日. 美国哈佛大学. 
 
"何谓境界? 儒家精神性的现代诠释." (“What is Visaya (jingjie)?—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 Spirituality”) 哈佛大学东亚协会研究生研讨会. 1999 年二月 20 日. 
美国哈佛大学. 
 
中文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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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泰西的挑战: 晚明耶稣会士对宋儒的批判.” 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2001 年七月

24 日. 中国北京.   
 
"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 关于东西方宗教中天人合一的研讨会. 1997 年八月 6 日. 美国洛

杉矶. 
 
未完成书稿 (英文) 
 《中国佛教研究方法与史料》(Research Method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inese 
Buddhism). 该英文手册为研究生授课讲义. 约 300 页.  
 
《隐元大和尚东征日本传》(Ingen: A Zen Monk’s Adventure in China and Japan). 该英文稿为

旅日高僧隐元隆琦传记. 约 350 页. 
 
行政工作与校外活动 
 
本地与本州活动 
 
2011 年三月 21 日—四月 8 日 
   策展: “法宝: 汉文大藏经巡礼” (“Dharma Treasure: an Exhibition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 亚利桑那州图森. 
 
2011 年三月 21 日 社区演讲,  “大藏经演义”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 

 

2009 年九月 5 日 社區演講：“佛教征服中国”(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埃克 
  斯顿-哥伦布图书分馆(Eckstrom-Columbus Branch Library), 由中美人 
  民友好协会图森分会邀请.  

 
2009 年七月 23 日 社區演講： “以亞洲智慧應對危機,”美籍華人公民聯合會圖森分會季

度籌款演講系列 
 
2007 年十一月 16 日, 参与组织中国藏传佛教与藏医代表团访问图森 
 
2007 年十月 22 日, 组织并主持葛剑雄教授讲座: 中国的历史地图 
 
2003 年十月 11 日, 组织主持 “东亚佛教圣人的传说与形象” (“Legends and Images of  
   Buddhist Saints in East Asia”) 小组讨论.” 凤凰城, 亚洲研究协会西部 
   分会年 会 
 
2004 年春,  组织东亚系系列讲座 
 
2003 年三月 14 日, 应邀为亚利桑那大学分校老年教育部演讲: 中国宗教中的魔鬼 
 
2002 年十二月 3 日, 组织少林寺武僧在亚利桑那大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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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及国际活动 
 
2011 年三月 26 日—27 日 
   组织国际会议, “佛语东渐: 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演变” (“Spreading  
   Buddha’s Words in China: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  
  
2004 年三月 7 日,   组织亚洲研究年会研讨小组: 十七世纪中日黄檗宗研究的新视角, 圣 
   地亚哥. 
 
本系行政工作 (东亚系) 
 
2009-2010 年 同行评议委员会成员以及指导本科毕业生 “毕业设计” 
 
2007-2008 年 课程设置以及讲座委员会成员 
 
2006-2007 年 课程设置以及招生委员会成员 
 
2005-2006 年 招生委员会成员 
 
2004-2005 年 讲座以及暑期寒假课程委员会成员 
 
2003-2004 年 讲座以及暑期寒假课程委员会成员 
 
2002-2003 年 预算, 助教,讲座及图书馆委员会成员 
 
学院行政工作(人文学院) 
2008 年五月 学生成绩申诉委员会成员 
 
2005 年秋—2006 年秋  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3 年十二月 3 日 学生成绩申诉委员会成员 
 
2004 年春 学生成绩申诉委员会成员 
 
2004 年春 学生奖励委员会成员 
 
2002 年秋 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 
 
校級行政工作 (亚利桑那大学) 
2006 年秋—2007 年春  亚利桑那大学在华授课项目咨询委员会 
 
2004 年秋— 2007 年春  亚利桑那大学亚裔教授,职员以及校友协会奖助学金评审委 
    员会 
 
其他专业活动 
2004 年五月 27 日  《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匿名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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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二月 27 日  《道: 比较哲学学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匿名评审 
 
2003 年五月 16 日     小组发言: “掌控教学中的思想对立.” (“Managing 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in the Classroom”), 第十二届瓦空赛(Wakonse)

教学研讨会. 美国亚利桑那州培森镇(Payson) 
 
2001 年九月 12 日  特邀发言, 哈佛大学德瑞克. 伯克教学中心秋季助教动员大会. 
 
 
1999 年四月 为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务长丹迥. 冉纳班杂(吴占有) 

活佛关于藏传佛教与藏医的演讲作中英翻译, 哈佛大学 
 
1998-1999 年   哈佛大学宗教系研究生会代表 
 
1997 年七月 30 日- 八月 3 日  哈佛燕京学社主办”儒家的精神性”研讨会会议助理  
 
专业学会会员 
 
亚洲研究协会, 美国宗教协会, 中国宗教研究会, 加州伯克莱分校电子文化地图促进会

(ECAI), 亚利桑那大学前近代研究小组 
 
外语（英语除外） 
 
中文 (母语), 日语 (学术阅读), 法语 (学术阅读), 德语 (学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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