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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運教授著作編目繫年∗ 

彭明輝 ∗∗ 

  為方便考索杜維運教授著作前後版本之別，本著作編目採書名、篇名

筆劃序，與 APA 格式繋年，二式並行。又因論文分別刊載於報紙、期刊、

論文集、專書，其中有部分論文先後於不同載體發表，本編目雖已盡力蒐

羅，恐仍未齊備，乞讀者諒察。 

一、 編目 

  著作編目分為四類：(一)專書，(二)專書(編輯)，(三)論文(含期刊論文、

專書論文、會議論文)，(四)雜述。其中論文在不同載體發表，均分別重複列出。 

(一) 專書 

1. 杜維運(譯)，《中國科學思想史(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2.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  本著作編目亦收入氏著〈追求真善美史學的杜維運教授〉一文，刊載於《漢學研究

通訊》期刊。參閱彭明輝，〈追求真善美史學的杜維運教授〉，《漢學研究通訊》，

第31卷第4期(2012.11)，頁23-36。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聯絡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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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4.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3。 
5.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二)》，臺北：三民書局，1998。 
6.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三)》，臺北：三民書局，2004。 
7.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三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8. 杜維運，《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9. 杜維運，《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 
10. 杜維運，《中國通史》，一、二冊，臺北：三民書局，2001。 
11.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5。 
1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9。 
14.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1。 
15.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5。 
16.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9。 
17.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1。 
18.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 
19.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8。 
20.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21.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22.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2。 
23.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24.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25.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史學出版社，1966。 
26.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27.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28. 杜維運，《趙翼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3。 
29. 杜維運，《趙翼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 
30. 杜維運，《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31. 杜維運，《學術與世變》，臺北：環宇出版社，1966。 
32. 杜維運，《歷史的兩個境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33. 杜維運，《翰墨生涯》，臺北：三民書局，2010。 
34. 杜維運，《聽濤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 
35. 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歷史學的實踐叢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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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書(編輯) 

1. 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2. 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二，臺北：華世出版社，

1976。 
3. 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三) 論文 

1.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序〉，《食貨月刊》，6. 8(臺北，1976. 11): 
443- 447。 

2.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之作者問題〉，《大陸雜誌》，19. 6 (臺北，1958. 09): 
13- 15。 

3.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新亞學報》，2. 2 (香港，1957. 02): 1- 64。 
4.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序言〉，《新亞學報》，2. 2 (香港，1957. 02): 

301- 436。 
5.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序言〉，收入：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

華世出版社，1977)，1- 9。 
6.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釋例〉，《幼獅學報》，1. 1 (臺北，1958. 10): 

1- 73。 
7.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釋例〉，收入：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

華世出版社，1977)，1- 89。 
8. 杜維運，〈《廿二史劄記》校正本前言〉，收入：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

華世出版社，1977)，1- 10。 
9. 杜維運，〈《趙翼傳》序〉，《新書月刊》，1 (臺北，1983. 10): 69- 76。 
10. 杜維運，〈《學術與世變》序〉，《大學雜誌》，42 (臺北，1971. 06): 63。 
11. 杜維運，〈「一生傲骨，十年沉疴」—史學傅秀實先生鱗爪〉，《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1984. 03. 21。 
12. 杜維運，〈「國可滅、史不可滅」〉，《時報雜誌》，4，1979. 12. 30。 
13. 杜維運，〈一部柔美的歷史〉，《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1 (臺北，1990. 06): 141- 

149。 
14. 杜維運，〈中西史學之爭〉，《思與言》，2. 4 (臺北，1964. 11): 3- 5。 
15. 杜維運，〈中西史學的盛會〉，中興大學中西史學史研討會專輯演講，1985.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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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杜維運，〈中國近百年的史學〉，《國科會報告》，1959。 
17. 杜維運，〈中國傳統史學的經世精神〉，《歷史月刊》，3 (臺北，1988. 04): 20- 

23。 
18. 杜維運，〈中國歷史教育的過去與未來—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

「歷史教育之回顧與展望專題演講會」講〉，《近代中國》，113 (臺北，1996. 
06): 83- 90。 

19. 杜維運，〈中國歷史教育的過去與未來—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歷

史教育之回顧與展望專題演講會」講〉，《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8 (臺
北，1996. 09): 389- 396。 

20. 杜維運，〈五四運動與新史學〉，《台灣日報》，2，1979. 05. 21。 
21. 杜維運，〈孔子人格的精神發展〉，《思與言》，11. 3(臺北，1973. 09): 29- 37。 
22. 杜維運，〈引書論〉，《史學彙刊》，1 (臺北，1968. 08): 204- 216。 
23. 杜維運，〈文心雕龍與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4 (臺北，1997. 05): 

1- 6。 
24. 杜維運，〈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史學評論》，1 (臺北，1979. 07): 25- 39。 
25. 杜維運，〈比較歷史與世界史〉，《思與言》，15. 6 (臺北，1978. 03): 32-36。 
26. 杜維運，〈比較歷史學〉，《史學會刊》，2 (臺北，1972. 06): 4- 5。 
27. 杜維運，〈王夫之與中國史學〉，《人文學報(輔大)》，1 (臺北，1970. 09): 29- 

81。 
28. 杜維運，〈王船山之史學方法論〉，《幼獅學誌》，9. 3 (臺北，1970. 09): (4)1- 

(4)11。 
29. 杜維運，〈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第二輯〉，《東西文化》，6 (臺北，1967. 

12): 55。 
30. 杜維運，〈可以看到聽到的歷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8 (臺北，1991. 

01): 175- 184。 
31. 杜維運，〈史官與諫官〉，《臺灣新生報學人論學》，2，1976. 06. 14。 
32. 杜維運，〈史家的樂觀、悲觀與迷惑〉，《文史哲學報》，24 (臺北，1975. 10): 

1-18。 
33. 杜維運，〈史學上的比較方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7. 2 (臺北，1974. 

09): 31- 40。 
34. 杜維運，〈史學上的美與善〉，《國立編譯館館刊》，4. 1 (臺北，1975. 06): 167- 

174。 
35. 杜維運，〈史學上的純真精神〉，《姚從吾文集》(臺北：正中書局，1971)，

81-86。 
36. 杜維運，〈史學上的純真精神〉，《思與言》，8. 6 (臺北，1971. 03):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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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杜維運，〈史學上的歸納方法〉，《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78)，353- 365。 
38. 杜維運，〈史學方法上的兩極〉，《歷史月刊》，84 (臺北，1995. 01): 126- 129。 
39. 杜維運，〈史學方法的方法論〉，《中央日報副刊》，1985. 03. 06。 
40. 杜維運，〈史學史與史學方法〉，《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史學)》，9 (臺北：

正中書局，1966)，39- 81。 
41. 杜維運，〈史學往那裡走？—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三三次學術討論會

紀實〉，《近代中國》，70  (臺北，1989. 04): 168- 181。 
42. 杜維運，〈史學家的胸襟〉，《國史館館刊》，25 (臺北，1998. 12): 1- 5。 
43. 杜維運，〈史學態度與史學方法〉，《近代中國雙月刊》，2 (臺北，1979. 10): 

143- 146。 
44. 杜維運，〈民風與國運〉，《國史館館刊》，17 (臺北，1994. 12): 25- 37。 
45. 杜維運，〈民國以來的學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論文集》，3 (臺北：

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254- 270。 
46. 杜維運，〈全祖望之史學〉，《中央日報學人》，99- 100，1958. 09。 
47. 杜維運，〈全祖望之史學〉，《越魂史筆：全祖望誕辰三百周年紀念文集》(寧

波：寧波出版社，2005)，93- 108。 
48. 杜維運，〈名實論〉，《新生報學人論學》，1977. 01. 10。 
49. 杜維運，〈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1- 64。 
50. 杜維運，〈西方史學方法輸入中國考〉，《國科會報告》，1972。 
51. 杜維運，〈西方史學理論輸入中國考〉，《國科會報告》，1973。 
52. 杜維運，〈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3 (臺北，

1976. 05): 409- 440。 
53. 杜維運，〈西歐漢學家對中國史學之一般看法〉，《珠海學報》，10 (香港，

1978. 03): 231-233。 
54. 杜維運，〈何謂史觀學派？〉，《歷史月刊》，124 (臺北，1998. 05): 88。 
55. 杜維運，〈吳炎、潘檉章之史學與風節〉，《新亞學術集刊》，2  (香港，1979): 

71- 74。 
56. 杜維運，〈李保泰的生平與學術〉，《故宮文獻》，1. 1 (臺北，1969. 12): 37-42。 
57. 杜維運，〈尚書與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9 (臺北，1992. 01): 19- 

27。 
58. 杜維運，〈近六十年之中國史學史研究〉，《華學月刊》，7 (臺北，1972. 07): 

42- 49。 
59. 杜維運，〈邵晉涵之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1 (臺北，199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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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1。 
60. 杜維運，〈姚從吾師與歷史方法論〉，《中央日報副刊》，1970. 06. 04- 05。 
61. 杜維運，〈姚從吾師與歷史方法論〉，《中原文獻》，21. 4 (臺北，1989. 10): 66- 

70。 
62. 杜維運，〈後現代主義的弔詭〉，《漢學研究通訊》，21. 1 (臺北，2002. 02): 1- 

5。 
63. 杜維運，〈英國的漢學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2 (臺北：中華

大典編印會，1967)，221- 240。 
64. 杜維運，〈英國劍橋大學的講座制度〉，《中央日報專欄》，1963. 04. 23- 24。 
65. 杜維運，〈悼余又蓀師〉，《余故教授又蓀先生紀念集》(臺北：臺灣大學歷史

系，1966)，28。 
66. 杜維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51. 2 (臺北，1980. 06): 315- 323。 
67. 杜維運，〈清代史料的一個豐富來源〉，《中央日報》，11，1978. 07. 25。 
68. 杜維運，〈清代史學之地位〉，《史學評論》，6 (臺北，1983. 09): 1- 13。 
69. 杜維運，〈清代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理》，3 (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

委員會，1954)，1- 64。 
70. 杜維運，〈清初史學之建設及其影響〉，《國科會報告》，1970。 
71.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大陸雜誌》，特刊2 (臺北，1962. 05): 

69- 89。 
72.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59。 
73.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流行於知識分子間的隱退思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報》，7 (臺北，1990. 01): 63- 71。 
74. 杜維運，〈清盛世的學術工作與考據學的發展〉，《大陸雜誌》，28. 9 (臺北，1964. 

05): 6- 15。 
75. 杜維運，〈理解歷史的方法〉，《史系通訊》，7 (臺北，1977. 01): 10- 11。 
76. 杜維運，〈傅孟真與中國新史學〉，《當代》，116 (臺北，1995. 12): 54- 63。 
77. 杜維運，〈評介王任光譯《歷史論集》〉，《中華文化復興月刊》，3. 1 (臺北，1970. 

01): 54。 
78. 杜維運，〈評介卡爾《何謂歷史》〉，《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 4 (臺北，

1968. 04): 94- 96。 
79. 杜維運，〈評介陳訓慈、方祖猷合著《萬斯同年譜》〉，《歷史月刊》，61 (臺

北，1993. 02): 113- 117。 
80. 杜維運，〈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史學派之興起〉，《故宮文獻》，2. 3 (臺北，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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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 13。 
81. 杜維運，〈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史學派之興起〉，《故宮文獻》，2. 4 (臺北，1971. 

09): 47- 61。 
82. 杜維運，〈傳記人物的選擇標準〉，《國史館館刊》，27 (臺北，1999. 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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