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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本校《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徵稿稿約，敬請貴校

惠予公告，並轉知相關系所，鼓勵教師、研究學子踴躍

賜稿為荷。

一、

二、

三、

 　

本校《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提供圖書資訊學、漢學、

翻譯文學、人文學科等領域中文專業論述之交流與刊

登。本刊物為全年徵稿之雙月刊，隨到隨審。

檢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徵稿稿約、撰稿格式各乙

份，如附件。

相關資訊請至本館刊資料庫https://ithu.tw/8BSRF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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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稿約      2022 年 01 月修訂  

一、  本刊提供圖書資訊學 (圖書館學、圖書館史、圖書館管理等)、漢學、翻

譯文學、人文學科等領域中文專業論述之交流與刊登。歡迎各級學校教

師、學術研究單位人員、研究生等，舉凡相關領域之論文、書評等論著

均歡迎賜稿。  

二、  歡迎國內外各圖書館從業人員惠賜館藏資源介紹，含工具書與各類資料

庫的使用心得或成果。  

三、  來稿「論文」之格式，請參照本刊之「撰稿格式」，均請附中英文篇名、

中英文摘要 (限 300 字以內)、中英文關鍵詞及引用文獻 (文末引用文獻

與正文引用文獻需一致)等，以利作業。  

四、  本刊採匿名審查，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並需簽署「著作

授權同意書」。本刊擁有重製、傳播與其它型式之發行權，投稿者不得

有任何報償的要求。遵照「個資法」維護賜稿者隱私，填寫的「授權書」，

從授權日起，五年後即進行銷毀。  

五、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會議論文需自行查明該會議無出版論文集計畫者(國

際標準書號 ISBN)，請勿一稿兩投。 

六、  稿件中如涉及智慧財產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之引文 )，請事先徵得原

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刊不負相關法律責任。  

七、  來稿請附上 word 文字檔案，中文稿一律使用正體字 (Big-5 碼)。另請註

明作者中英文姓名、服務機關、職稱、通訊地址、電話、E-mail 信箱等

聯絡方式，以便聯繫。  

八、  來稿請逕寄 E-mail： libjournal@thu.edu.tw，註明「館刊投稿」。 

九、  來稿登載後，致贈當期館刊乙本及作者該篇的 PDF 檔，不另付稿酬。  

十、  本刊採雙月刊發行，同時發行紙本與數位版兩種。數位版連結方式：由

「東海大學圖書館」官網連結「圖書館館刊資料庫」。  

 

mailto:libjournal@thu.edu.tw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撰稿格式      2022年 01月修訂 

一、投稿文章之各章節標題，其編碼層級格式為一、（一）、1.、 (1)…..等順序表

示。 

二、撰文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中文書名、刊名、報紙、劇本為《 》，論文篇名、

詩篇名為〈 〉。行文時，單指一書中某篇文章時兩者並用，如《史記‧項羽

本紀》、《詩經‧豳風‧七月》。若為外文，書名請用斜體，篇名請用“ ”。 

三、獨立引文請自成一段，縮排三格全形字；正文內之引文加「 」；引文內別有

引文則用『 』；引文之原文有誤時，應附加（按：）說明；引文有節略而必

須標明時，概以節略號……表示。若需特別引用之外文，依中文方式處理。 

四、文末請另列「引用文獻」，分「傳統文獻」和「近人論著」兩部分，「傳統文

獻」以時代排序，「近人論著」以作者姓氏筆畫/字母排序，中文在前，外文

在後。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五、注釋採當頁註，編碼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於句尾標點符號後。 

六、引用格式如下： 

（一）引用古籍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約西元 12世 

 紀），卷 2，頁 2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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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1. 王夢鷗︰《禮記校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頁 102。 

2.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增訂本（西安︰陝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21-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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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09-110. 

（三）引用論文 

1.期刊論文 

周法高：〈董妃與董小宛新考〉，《漢學研究》第 1卷第 1期（1983年 6月），

頁 9-25。 

2.論文集論文 



江建俊：〈論英雄與名士—析論《人物志》與《世說新語》所代表的兩種

不同人物典型〉，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

思想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1997年），頁 619-655。 

3.學位論文 

王國良：《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1983年），頁 20。 

（四）引用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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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再次、多次徵引 

再次徵引時可用簡便方式處理，如，標明「作者：書名或篇名，頁碼」 

即可，如周法高：〈董妃與董小宛新考〉，頁 11。多次徵引時，在第一次 

引用時註明出版項即可，其後引用則在正文中直接括號標示頁碼，不必 

再另加當頁註。 

（六）引用網路資料 

作者：〈網頁名稱〉，檢自：網址，檢索日期：西元年月日。 

      範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期刊簡介—《音樂研究》簡介 〉， 

檢自：https://www.musicollege.ntnu.edu.tw/index.php/about-us/，檢索日期：

2021年 7月 7日。 

https://www.musicollege.ntnu.edu.tw/index.php/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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