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大史學》撰稿格式 

一、 本刊以橫式排印，來稿請以 Word 橫式輸入。正文以新細明體 12 號字、獨

立引文以標楷體 12 號字、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輸入。 

二、論文請按題目、作者、提要、關鍵字、正文、附錄、徵引書目之順序編寫，

（書評不需徵引書目）節次或內容編要請按壹、一、（一）、1、（1）之順序

排列；提要勿超過五百字。 

三、請採用新式全形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

用於書、報、期刊名、專輯名、電影名；〈〉用於論文、篇名、歌曲名； （  ）

用於夾註；古籍書名與篇名連用時，可省略篇名符號，如《史記‧天官書》。

破折號請用──，刪節號請用……。英文書名用 Italic；英文論文篇名用“”。

英、日文論文名稱可不必附加中文翻譯。 

四、正文每段第一行空兩格。獨立引文每行左右縮排三字元；不必加引號。 

五、中日韓語、歐美語系混合使用時，標點符號以符號前一字為依據，同一組出

現之標點符號需相同，以前者為準。 中文、日文、韓文皆用全形（  ）；歐美

語系則用半形(    )。  

六、 

（一）論文中出現之相關重要人物，第一次出現時請在括號內註明生卒之西 

元紀年。皇帝、國王亦註明在位之西元紀年，例如：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1509–1547 在位）。 

（二）外國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均請附上原文。 

（三）中國年號第一次出現時，請在後面附加對照之西元紀年，例：明崇禎

十七年（1644），唐貞觀（627–649）年間。干支及其他中外非公曆紀年，

亦請括注公曆。 

（四）相關重要事件第一次出現時請括號註明發生時間，例如：第一次十字

軍東征（1096–1099）。 

七、十九世紀必須用阿拉伯數字表示，例：「19 世紀」。百分比若非數據化史學

研究，可以用「百分之二十」。 

八、所附圖、表均須標號，並加標題（標楷體）於圖、表上方置中；編號、出處、

相關說明置於圖、表下方靠左。 

九、註釋之用法與體例請依下列格式：   

（一）註釋用法  

1.註釋號碼採橫式阿拉伯數字上標法，如 1、2、3，均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請採隨頁附註，每註另起一行。   

3.請勿使用：「同上」、「同前引書」、「同前書」、「同前揭書」、「同注幾引書」，

“ibid. ”, “Op. cit. ”, “loc. cit. ”, “idem”等。     

（二）註釋體例   

1.中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年分），頁碼。   



初引：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 38–45。   

再引：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頁 38–45。   

初引：胡適，《嘗試集》，收入《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09），

卷 10，頁 255。  

再引：胡適，《嘗試集》，頁 255。   

2.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注明版本與卷頁。   

初引：明．尹直，《謇齋瑣綴錄》（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69，國立中央圖

書館藏明藍格抄本影印），卷 7，頁 6。   

再引：明．尹直，《謇齋瑣綴錄》，卷 7，頁 6。   

初引：宋．袁甫，《蒙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5 冊（臺

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卷 5，〈論史宅之奏〉，頁 11。   

再引：宋．袁甫，《蒙齋集》，卷 5，〈論史宅之奏〉，頁 11。   

初引：明．郝敬，《尚書辨解》，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北︰藝文印書館，

1969，據《湖北叢 書》影印），卷 3，頁 2a。   

再引：明．郝敬，《尚書辨解》，卷 3，頁 2a。   

初引：漢．班固，《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2，點校本），卷 12，〈宣

元六壬傳〉，頁 3325。  

再引：漢．班固，《漢書》，卷 12，〈宣元六壬傳〉，頁 3325。  

3.中文論文：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卷期（出版地，年月），頁碼。  

初引：黃一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新挑戰〉，《新史學》 ，14：4（臺北，

2003.12），頁 157–176。  

再引：黃一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新挑戰〉，頁 157–176。   

初引：林滿紅，〈清末社會流行吸食鴉片研究──供給面之分析，1773–1906〉

（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1985），頁 151–152。   

再引：林滿紅，〈清末社會流行吸食鴉片研究〉，頁 151–152。  

初引：章英華，〈清末以來臺灣都市體系之變遷〉，收入李亦園、莊英章編，

《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180–183。   

再引：章英華，〈清末以來臺灣都市體系之變遷〉，頁 180–183。   

4.報紙：〈標題〉─《報紙名稱》（出版地）─年月日─版頁。   

初引：〈挨戶勸填新規約〉，《華字日報》（香港），1920.05.24，第 3 張第 4 頁。   

再引：〈挨戶勸填新規約〉，第 3 張第 4 頁。   

初引：“Peace Conference for Chin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30 June 

1923, p.889.   

再引：“Peace Conference for China,” p. 889.   

5.網路資料引用：   

例一：無線上資料庫者  

Francois P. Retief & Louise Cilliers, “Poisons, Poisoning, and Poisoners in Ancient Rome



” (http://www.ea.pvt.k12.pa.us/medant/poisons.htm) (Accessed 1 December 2000).   

例二:：有線上資料庫者  

David F. Lindenfeld, “Causality, Chaos, and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History and 

Theory, 38:3 (1999), pp. 281–299, in Swetsnet;http://www.swetsnetnavigator.com.direct

/ (Swetsnet Blackwell, Oxford) (Accessed 1 December 2000). 6.西文專書：作者,書名,

出版地點,出版公司,出版年分。   

初引：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02–103.   

再引：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p. 102–103. 

7.西文論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項─年月─頁碼。  

初引：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Philosophy 

East and West,42:3 (July, 1992), pp. 455–474.   

再引：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p.455–474.   

8.中文電子報紙：〈標題〉，《電子報名稱》，年月日，取自網址(檢索時間)  

例：〈推動知識經濟發展須腳踏實地〉，《中時電子報》，2001.02.19，取自： 

http://ec.chinatimes.com.tw/scripts/chinatimes/iscstext.exe?DB =ChinaTimes & 

Function =ListDoc& From=2&Single=1 (檢索時間:2001.02.20) 

9.西文電子報紙：作者,(年月日) “篇名”, “報紙名稱”,取自網址   

例：Hilts, (1999, Jan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New York Times, from http://www.nytimes.com/ 

十、來稿請附徵引書目，其格式請比照註釋中之格式，刪去頁碼。 

例：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84） 

書目請按文獻史料（檔案、原典、考古報告等）、 近人論著（中日韓文在前、西

文在後）之次序分類列出。近人論著依作者姓氏筆劃或英文字母排序（同一作者

出版著作年代早者在前）。  

十一、請附傳 Microsoft Word 2003 以上版本的電子檔，並請避免使用特殊的字 

體、編輯方式或個人格式。本刊已訂有「電子文稿標準格式」範本，並製成 Word 

範本檔，置於本學報網站上，請撰稿者自行下載，多加利用。本刊網址為 

http://history.ntpu.edu.tw/?page_id=1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