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市大語文學報》撰稿格式 

2025 年 6 月修訂 

 

一、 格式：每段第一行排縮兩字元；獨立引文每行排縮三字元。

二、 各章節使用符號：依一、（一）、1、（1）……等順序表示。 

三、 標點符號：採用新式標點，惟專書名、期刊名改用《 》，篇名改用〈 〉。在

行文中，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史記•項羽本紀》。書名如

為英文撰寫，請用斜體。篇名請用“ ”。中文請使用全形標點符號，除破

折號、刪節號各佔兩字元外，其餘標點符號各佔一字元。 

四、 文內註腳註釋：採隨頁註，註釋號碼請以阿拉伯數字隨文標示，置於標點

符號之後。 

請依下列註釋格式撰寫： 

（一）首次徵引 

1. 專書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頁碼。 

(1) 專書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上）》（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92 年），頁 204。 

(2) 翻譯專書 

﹝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21-30。 

(3) 英文、西文專書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5-10. 

(4) 英文專書多作者、編輯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62), p. 289. 

(5) 日文、韓文專書 

﹝日﹞西村天囚︰〈宋學傳來者〉，《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

書店，1909 年），上編（三），頁 22。 

﹝日﹞荒木見悟︰〈明清思想史の諸相〉，《中國思想史の諸相》（福

岡︰中國書店，1989 年），第二篇，頁 205。 

(6)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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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十批判書》，收入《民國叢書》第 4 編（上海：上海書

局，1992 年，重印上海群益書局版），第 1 冊，頁 164-166、170- 

171。 

2. 論文 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年月），頁碼。 

(1) 中文期刊論文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十個標準（中）〉，《大陸雜誌》第  4 卷

第 9 期（1952 年 5 月），頁 20-22。 

(2) 英文、西文論文 

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Nov. 2000): 

927-950. 

(3) 日文、韓文論文 

﹝日﹞子安宣邦︰〈朱子「神鬼論」の言說的構成——儒家的言說

の比較研究序論〉，《思想》792 號（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133。 

3. 論文集／專書論文 作者：〈論文名〉，收入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

者，年份），頁碼。 

(1) 中文論文集／專書論文 

陳昭容：〈漢字起源與先秦漢字文化圈形成的初步探索〉，收入黃銘崇

主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11-164。 

(2) 英文、西文之論文集／專書論文 

John C. Y. Wang,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in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ed. Andrew H. 

Pla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20. 

(3) 日文、韓文之論文集／專書論文 

﹝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

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收入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

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頁 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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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位論文 作者：《學位論文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頁碼。 

(1) 中文學位論文 

顏崑陽：《莊子藝術精神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年），頁 10。 

(2) 英文、西文之論文集／專書論文 

Hwang Ming-chorng, “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 

20. 

(3) 日文、韓文之論文集／專書論文 

﹝日﹞藤井省三︰《魯迅文學の形成と日中露三國の近代化》（東

京︰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62。 

5. 古籍 

(1) 原刻本： 

﹝清﹞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刊本，約 

1815-1816 年間），卷 12，頁 1。 

(2) 影印本： 

﹝明﹞郝敬：《尚書辨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百部叢書

集成影印湖北叢書本），卷 3，頁 2 上。 

i. 所徵引原書只有卷數，無篇章名者，註明全書之版本項，例如︰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卷 2，頁 2 

上。 

ii. 所徵引原書有篇章名者，應註明篇章名及全書之版本項，例

如︰ 

﹝北宋﹞蘇軾︰〈祭張子野文〉，《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卷 63，頁 1943。 

(3) 古籍經後人校釋、整理、作註者，例如︰ 

﹝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臺北︰華

正書局，1983 年），上編，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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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贈孟浩然〉，《李白集校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上冊，卷 9，頁 593。 

6. 報紙 作者：〈篇名〉，《報紙名》版次（或副刊、專刊名稱），年月日。 

(1) 中文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2) 英文、西文報紙 

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 March 2001, Sec. 1, p. 4. 

(3) 日文、韓文報紙 

﹝日﹞藤井省三︰〈ノーベル文學賞中國系の高行健氏︰言語盜

んで逃亡する極北の作家〉，《朝日新聞》第 3 版，2000 年 10 月

13 日。 

7. 網路文章與電子資料庫 作者：〈篇名〉，網站或資料庫名稱，網址，文

章發布年月日。檢索文章年月日。 

陳劍：〈〈越公其事〉殘簡 18 的位置及相關的簡序調整問題〉，復旦簡

帛網，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3044，2017 年 5 月 14 日。查詢日

期：2022 年 1 月 11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https://www.ihp.sinica.edu.tw/~bronze/。查詢日期：2022 年 1 月 11 日。 

8. 未出版會議論文集 作者：〈篇名〉，主辦單位：《會議名稱》（地點，

年月日），頁碼。 

林文月：〈八十字述〉，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林文月先生學

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 年 5 月 

○ 日），頁 1-16。 

（二）再次徵引 

(1) 同頁連續出現： 

註 1 葉慶炳：〈六朝至唐代的他界結構小說〉，《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

（1989 年 12 月），頁 10。註 2 同前註，頁 15。 

(2) 註腳不接續、不同頁： 

註 8 葉慶炳：〈六朝至唐代的他界結構小說〉，頁 18。 

（三）多次徵引 

若文章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可不必作註，而於引文後改用括號註明

https://www.ihp.sinica.edu.tw/~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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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篇章名或章節等。如：僖二年《左傳》記載：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左傳正義》，卷 12，頁 6） 

五、  文末徵引書目： 

文末附「徵引書目」不分類，並請不用標記作者國籍與朝代。中文在先，

外文在後。中文書目請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日文依漢字筆畫，若無漢字

則依日文字母順序排列；英文與其他西文書目則以字母排序。若作者姓氏

筆畫相同或一作者，其作品有兩種以上，則以出版時間為序。 

期刊論文、專書論文、論文集論文請完整註明卷期、年月與全文起訖頁

數；專書不需頁碼。如：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79 年 12 月，頁 1-5。 

李零：〈讀簡筆記：清華楚簡《繫年》第一至四章〉，《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

報》第 56 卷第 4 期，2016 年 7 月，頁 168-176。 

李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

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81-87。 

李學勤：〈天人之分〉，鄭萬耕編：《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崑教授七十

五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 年，頁 239-440。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 

＿＿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年。 

 

六、 本學報「華語文教學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請依據 APA 之最新格式，中

文排列方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