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撰稿體例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撰稿體例

壹、填寫來稿基本資料 

• 論文題目：中、英文並列。

• 作者姓名：中、英文並列。 

• 職稱：中、英文並列。 

• 任職機構：中、英文並列。 

•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地址。 

貳、摘要體例 

• 論文題目（不含作者名稱）。 

• 論文摘要各以中、英文撰寫一份，每篇以不超過300字原則。 

• 關鍵詞：3-6個，中英文對照分別列出。 

參、正文格式 

一、撰稿語文 

• 中文（採「新細明體」12號字體）來稿中外文引文應予中譯；

英文（採"Time New Roman"12號字體）來稿中英文以外之引

文請加英譯。引文出處請詳細註明，並盡量避免中外文夾雜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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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來稿內之中文音譯請依漢語拼音系統。 

二、分節標題方式 

• 中文標題以「壹、一、（一）、1、（1）、a. (a)」為序。 

• 英文標題以「I. A. (A) 1. (1) a. (a)」為序。

三、分段方式 

• 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 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時，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最後一字

之後空一格。 

四、引語寫法 

• 直接引語，用冒號（：）時，中文加單引號「」，英文加雙引

號"　"。

• 直接引語，不用冒號（：）時，中文加單引號「」，英文加雙

引號"　"。

• 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時，不用引號。

• 引語中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中文單引號「」在外，雙引號

『』在內；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引號'　'在內。 

五、附加原文的寫法 

中文來稿引用外國人名、著作、專有名詞時，除非無法中譯，

否則應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其後不

需再重複附上。

六、註解

• 中文註明出處的註解：請依「（作者，西元年：頁數）」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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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撰寫，如：（陳康，1973：27-34）；（郭象，1998：

100）。

• 中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請依「作者（西元年：頁數）」之格

式撰寫，如：陳康（1973：27-34）；朱熹（1984：17）。 

• 英文註明出處的註解：請依 「（Author's last name, Year, page 

numbers） 」之格式撰寫，如：（Bennett, 2005：139）。 

• 英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請依「Author's last name（Year, page 

numbers）」之格式撰寫，如：Rutherford （2005：166-8）。 

• 中、西古典著作之引用請按學術慣例。

• 若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含意時，請用腳註。於欲註之處後於右

上角插入註腳編號，如在句末，則插入於最近之標點符號後。

以每篇論文為單位，順次以阿拉伯數字排列。

七、縮寫、圖表名稱及註解的位置 

• 縮寫可使用已約定俗成的簡稱，唯於第一次出現時需用全稱，

而以括號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 

• 圖表名在圖表上方、圖表註在圖表下方。圖表在文中的位置：

圖表之安插宜緊接於首次陳述的段落之後或之中，視實際需要

亦可另起一頁。如有一個以上之圖、表，則應依出現順序編

號。

八、數字寫法 

• 統計數字、年代及註解中之非表述性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

示。 

• 非統計數字，如表述性數字，請以中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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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請於正文後列出全部參考（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文獻或書

目資料中外文並存時，依中文、西文順序排列；期刊與書目合併排

列。文獻格式寫法如下

一、期刊論文 

• 中文：作者（西元年）。〈篇名〉，《期刊名》，卷，期數：

頁碼。

例：彭文林（2005）。〈康德論矛盾律〉，《國立政治大學哲

學學報》，13，125-153。

• 英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series number,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s. 

例：Appiah, K. Anthony. (1987). "If Again." Analysis 47: 193-99.

二、專書論文 

• 中文：作者（西元年）。〈篇名〉，編者（編），《書名》，

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例：謝仲明（1991）。〈儒家妨礙了科學嗎？〉，劉述先

（編）《當代新儒家論文集─外王篇》，287-324。台北

市：文津出版社。

• 英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First Pub./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Title of the book, ed., Editors' name(s),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Carnap, Rudolph. (1971/1995). "A Basic System of Inductive 

Logic." In Studies in Inductive Logic and Probability, ed. Rudo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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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ap and Richard Jeffrey, 33-1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三、專書

• 中文：作者（西元）。《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例：郭廷以（1982）。《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例：郭象注﹝晉﹞，成玄英疏﹝唐﹞，曹礎基、黃蘭發點校

（1998）。《南華真經注疏》。 京：中華書局。
例：朱熹（1984）。《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出版社。

• 英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First Pub./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Tooley, M. (1977). Cau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四、翻譯文獻

請依上述格式，並請於其後以括號附原文或原書之相關資料。

五、其他注意事項 

• 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
作時，依著作之出版先後排列。

• 西文文獻，以姓氏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如論述以某專家為
主題時，該專家之著作得最先列出，列出之次序同其他規則。 

• 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依著作之出版先後排列。 
• 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請依序在年代後
加 a b c 等符號。 

• 民國出版品之出版時間，請全數改換西元。中國歷代紀元宜維
持原狀，並在括弧中加註西元。 

• 所有引用文獻均以已出版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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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哲學研究集刊》徵稿啟事
101年6月7日編輯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為哲學學術性刊物，於民國84年創刊，自第

十六輯（2011年7月）起，更新版面，以中西哲學並重為特色，促進

學術交流為宗旨，歡迎學界踴躍賜稿。又本刊自第十八輯起改為半

年刊，並敦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華思想與文化利氏講座（Lee Chair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oronto University, Canada）沈清松教授

及英國黑格爾學會會長（President, Hege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華

威大學教授Stephen Houlgate（University of Warwick, UK）為榮譽顧

問。本刊第二十輯訂於民國103年1月出刊，稿件隨到隨審。來稿格

式請見「撰稿體例」。

二、 投稿須知

（一） 來稿請用電腦打字，請用 Microsoft Word 格式電子檔及 pdf 檔

各一份，並註明檔名，由電子郵件寄至：philo@thu.edu.tw。 

（二） 本刊為半年刊，以刊載學術性論文為主，每年一月及七月出

刊。

（三） 各類文稿以不超過二萬字為宜。 

（四） 來稿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體例」。 

（五） 主題論文與研究論述將以不具名方式，送相關學者專家二至

三人匿名審閱，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資訊。

（六） 本刊徵稿之內容以未發表之原著作為主，經本刊編輯委員審

定後，不得向其它刊物投稿。

（七） 本刊編者因編務需要，得經作者同意後潤飾文字及更改格

式。若有其他方面須修改，請作者依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

理。 

（八） 本刊致贈作者抽印本10份及本刊2份，不另支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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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刊採印刷式及電子式等多元方式發行。作者來稿需同意本

刊之發行方式。經刊登之論文，其著作人格權仍歸作者所

有，本刊則享有紙本刊印及製作電子版期刊發行之權利。

（十） 聯絡地址：40704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727號，東海

大學哲學系《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電子郵件：

philo@thu.edu.tw，洽詢電話：04-2359-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