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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1.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10月，200

頁。 

2. 林時民，《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台北：臺灣學

生書局，1997年 9月，462頁。 

3. 林時民，《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台北：臺灣學生

書局，2003年 11月，252頁。 

4. 林時民，《統帥與鑰匙—中國傳統史學十五論》，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5

年 8月，282頁。 

5. 林時民，《台中市志‧教育志》，台中市：台中市政府，2008年 12月，810

頁。 

6. 林時民，《劉知幾史學論稿》，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5年 4月，306

頁。 

7. 林時民，《章學誠研究論稿》，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 9月 ，

178頁。 

8. 林時民，《鄭樵史學及其他》，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 9月，

182頁。 

 

二、期刊論文 

1. 林時民，＜從清末的棉紡織業看官督商辦制度＞，《食貨月刊》復刊第 11

卷 1期(台北，1981. 4)，pp.37-46。 

2. 林時民，＜劉知幾的重要生平與史通之撰成＞，《弘光護專學報》第 12

期(台中，1984. 6)，pp.41-47。 

3. 林時民，＜試論劉知幾史學思想的本源＞，《史學評論》第 8期(台北，1984. 

7)，pp.1-57。 

4. 林時民，＜對明代婦女貞節觀念的若干思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9卷 8期(台北，1986. 8)，pp.68-72。 

5. 林時民，＜試論劉知幾的時間觀念及其歷史撰述論＞，《大陸雜誌》第 75

卷 1期(台北，1987. 7)，pp.30-37。 

6. 林時民，＜《史通削繁》探析＞，《書目季刊》第 24卷 1期(台北，1990. 6)，

pp.33- 42。  

7. 林時民，＜《三國志》《後漢書》東夷倭傳比較＞，《書目季刊》第 24卷

4期(台北，1991. 3)，pp.3-10。 

8. 林時民，＜從未來學的發展看西洋現代文化的未來－以 V.C.Ferkiss 的論文

為基礎＞，《思與言》第 29卷第 3期(台北，1991. 9)，pp.189-205 。 



9. 林時民，＜『史學三書』作者的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比較＞，《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0期(台北，1992. 6)，pp.1-25。 

10. 林時民，＜平論中國史書上有關徐福的記載＞，《書目季刊》第 26卷 1

期(台北，1992. 6)，pp.21-30。 

11. 林時民，＜『史學三書』之史學思想及其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

史學報》第 21期(台北，1993. 6)，pp.21-60。 

12. 林時民，＜章學誠史學的缺失＞，《書目季刊》第28卷3期(台北，1994. 12)，

pp.23- 34。 

13. 林時民，＜章學誠史學中的方法論＞，《興大文史學報》第 25期(台灣台

中，1995. 3)，pp.67-99。 

14. 林時民，＜鄭樵的《通志略》及其史學＞，《興大歷史學報》第 5期(台灣

台中，1995. 6)，pp.61-95。 

15. 林時民，＜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及其比較＞，《興大台中夜間部

學報》創刊號(台灣台中，1995. 11)，pp.165-198。 

16. 林時民，〈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及其比較〉，《興大台中夜間部學

報》第二期(台灣台中，1996.11)，pp.201-222。 

17. 林時民，〈劉知幾「辨其指歸，殫其體統」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

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關係與比較試論〉，《興大歷史學報》第 13期(台

灣台中，2002. 6)，pp.1-23。 

18. 林時民，〈紀昀與《史通削繁》—以史學批評為中心的探討〉，《台灣師大

歷史學報》第 30期(台北，2002. 6)，pp.57-78。 

19. 林時民，〈鄭樵的史學批評及其成就〉，《興大人文學報》第 32期(台灣台

中，2002. 6)，pp.683-710。 

20.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品格〉，《南臺科技大學學報》第 27期(台灣台南

縣，2002. 12)，pp. 213-223。 

21.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興大人文學報》第 33期(台灣台中，2003. 

6)，pp.681-698。 

22. 林時民，〈《文史通義》的「通」與「義」〉，《東吳歷史學報》第 11期(台

灣台北，2004. 6)，pp.329-346。 

23. 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期(台

北，2005. 12)，pp.35-58。 

24. 林時民，〈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歷史教材教法課程的調整與因應─以課堂內教

學為例〉，《歷史教育》第 11期(台北：台師大歷史學系，2007. 12)，

pp.85-102。 

25. 林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台灣師大歷史

學報》第 40期(台北，2008. 12)，pp.31-56。 

26. 林時民，〈顯隱褒諱之間：《史記》與《史通》史學批評比較〉，《興大歷史

學報》第 29期(台中，2014. 12)，pp.1-23。 

 



三、會議論文 

1. 林時民，＜試論劉知幾的史法＞，《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二)》( 台中：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1987年 8月)，pp.101-120。 

2. 林時民，2003年 6月 13-14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史學與文獻學

術研討會」發表〈《文史通義》的「通」與「義」〉。 

3. 林時民，2003年 10月 25日，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歷史主專長之師

資培育與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學研討會」發表〈歷史教材教法課程的調整

與因應—以課堂內教學為例〉。 

4. 林時民，2003年 11月 28-29日，淡江大學文學院主辦「文獻的學理應用—

紀念章學誠逝世兩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史意—章學誠史學的神髓〉，

收於《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2005.2）pp.71-92。 

5. 林時民，2008年 5月 27-29日，佛光大學歷史系主辦，新加坡國立大學

中文系協辦之「第一屆世界漢學中《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史

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   

 

四、學位論文 

1. 林時民，《劉知幾及其史通》，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李

樹桐教授指導），1982. 12，已刊。 

2. 林時民，《「史學三書」之比較研究—以史論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李國祁教授指導），1993年 6月，已刊。 

五、其他 

  

(ㄧ)評介 

1. 林時民，＜歷史的趣味＞，《民族晚報副刊》，1976.1.21。 

2. 林時民，＜簡評馮撰《中國美術史》＞，《書評書目》第 96期，(台北，

1981. 5)，pp.108-112。 

3. 林時民，＜評介黃著《魯迅與現代中國之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史

論集》(台北：聯經，1981.12）第 6輯， pp.473-478。 

4. 林時民，＜評介鄒讜著《美國在華之失敗》＞，《中國現代史論集》(台北：

聯經，1982. 4），第 9輯，pp.423-428。 

5. 林時民，＜近三年來有關劉知幾的研究成果評介＞，《史學評論》第 12

期，(台北，1986. 9)，pp.217-225。 

6. 林時民，＜評介加藤繁博士有關宋代戶口論文三篇＞，《中華工專學報》

第 6期，(台北，1991. 1)，pp.311-313。 

7. 林時民，＜黃著《中國大歷史》評介＞，《興大歷史學報》第六期，(台中，

1996.6)，pp.161-166。 

8. 林時民，＜張鳳蘭撰《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與方法》評介＞，《興大歷史學



報》第 10期，(台中，2000. 6)，pp.115-120。 

(二)轉載 

1. 林時民，2006年 11月，＜究天人之際＞，轉載於林國雄(交大經管所)主

編，《一般經營比例與因果鏈條的連繫》，南投：慈惠堂出版社，慈惠堂叢

書第 26冊，pp.48-69。 

(三)未正式出版之論文集 

   

   1.    林時民，2001.10，《國立中興大學校史稿‧進修推廣部篇》。 

  

(四)學術會議主持講評 

                

學術會議名稱 擔任職務 舉辦單位 舉辦地區 舉辦年度 

歷史主專長之師資培育

與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

學研討會 

場次主持人兼

發表人 
中興大學歷史系 台中 2003 

文獻的學理應用─紀念章

學誠逝世兩百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 

講評人 淡江大學文學院 台北 2003 

中國中古史兩岸學術研

討會 

講評人兼第四

場次主持人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

學系 
嘉義 2005 

第一屆世界漢學中《史

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講評人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宜蘭礁溪 2008 

第二屆世界漢學中《史

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次主持

人兼與談人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宜蘭礁溪 2011 

  

 (五)學報編審 

  

期刊名稱 擔任職務 出版單位 擔任年度 

興大歷史學報 編輯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 
2002、2005-2007、

2011 

博學 審查人員 國立中興大學 2007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審查人員 修平技術學院 2009 

史學集刊 審查人員 中國歷史學會 2009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審查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 
2009 



東方人文學誌 審查人員 文津出版社 2010 

朝陽人文社會學刊 審查人員 朝陽科技大學 2011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審查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 
2011 

  

(六)方志編審 

 

方志名稱 擔任職務 出版單位 擔任年度 

臺中縣海線開發史 審查人員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2001.12 

臺中市志教育志 主撰人 臺中市政府 2003-2006 

新修霧峰鄉志‧文化教育

篇 
審查人員 霧峰鄉公所 2006-2009 

重修大里市志‧教育篇 審查人員 大里市公所 2010-2012 

續修臺北市志‧教育志 審查人員 臺北市文獻會 2011-2014 

  

(七)專題演講 

  

會議名稱 專講題目 舉辦單位 
舉辦地

區 
舉辦日期 

臺灣當前史學發展會

議 

對當前史學發展的

看法 

中正大學文學院與

歷史系 
嘉義 2004.12.18-19 

  

(八)學界論評指教 

  

1.  郭維雄等，〈台灣地區近三十年來所出版的劉知幾《史通》之研究概況〉，《史 

苑》54期（台北，1993.5）， 頁 38-71。 

2. 莊萬壽(臺灣師大國文系教授)，〈全面研析《史通》各領域的問題〉《中央日報》，

1994.8.9，第 19版，該文又收於氏著，《史通通論》(台北：萬卷樓，2009)第七

章〈戰後史通研究述評〉，頁 174。 

3.  李紀祥，〈五十年來臺灣地區《史通》研究之回顧〉，東海大學歷史系、新史

學雜誌社主辦「五十年來臺灣的歷史學研究之回顧研討會」(1995.4.21~23)，頁

11-17。後該文改題〈臺灣地區《史通》研究之回顧(1949-1994)〉正式刊載於《國

立編譯館館刊》25:1(臺北,1996.6)，頁 101-134，其中頁 111-118論及拙作。 



4.  黃兆強，〈評《史學三書新詮－ 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書目季刊》

31：4(台北，1998.3)，頁 1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