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4 月 15 日) 

科目編號 CC5204 

科目名稱 伊斯蘭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Isla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李日堂博士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二 (18:30-21:30) / QR610 

科目宗旨 

 

唐初，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先後傳入中國；自此兩教即伴隨中國文化長期共

處於中華大地。本科探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相交、兩教分別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發展，及其與中國文化磨合的過程。本課程旨在引領

學生思考外來宗教在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和經歷的轉變，以及中國多元宗

教、文化的特質。 

學習成果 學生修畢此一科目，當能夠達致以下目標： 

(a) 認識和欣賞中國多元宗教、文化； 

(b) 理解基督教、伊斯蘭教兩者和傳統文化的互動； 

(c) 明瞭中國宗教共融的歷史傳統。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早期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 

2) 早期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 

3) 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模式 

4) 耶穌會士東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和 

5) 明清之際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接觸 

6) 清代至民國時期基督教、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7) 人物與宗教：中國伊斯蘭教領袖及思想 

8) 清代至民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十九世紀至民國) 

9) 女穆斯林、女寺和女阿訇 

10) 宗教本色化與中國文化 

11) 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中國回顧和展望 

12) 分組專題辯論 



13) 實地考察 — 參觀清真寺，基督教教堂。 

教學方式 本科以研討課形式進行，每一節除由老師帶出討論觀點外，學生須充分參

與討論。 

考核方式 1) 考察報告 (書面) :  

實地參觀九龍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後報告 (1,000 字): 10% 

每學員須要參加實地考察，繳交書面報告一篇字數約一千字   

2) 分組專題辯論: 25% 

由七至九人組成一個小組, 研究與本科有關的專題。學員須閱讀一定數

量的中英文著作及史料，並以流暢的口語討論，支持或反對專題的動

議。專題辯論以每小組為評核單元。 

3) 研究性文章 (書面): 65% (約 6,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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