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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

投稿須知

一、《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為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出版之定期

刊物，每年出版兩期，內容包括基督教神學、哲學、聖經研究、歷

史文化等。論文類型如下：

1. 一般論文 (Articles)：基督宗教研究相關類別之原創性學術論

文。

2. 評論 (Reviews)：針對新近漢語學界出版之基督宗教研究相關

領域之學術專著評介。

3. 學術動態 (Academic News)：針對近期漢語學界有關基督宗教

研究之學術會議深入報導。

二、本刊全年公開徵稿，凡與本刊內容相關之學術論文均歡迎各界人

士投稿，惟內容必須是首次發表之原創性學術研究。

三、中英文文稿均可。研究論文需附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論文含註

釋每篇中文以一萬至二萬字、英文以五千至一萬字為原則；書評

以兩千字為限。

四、研究論文之撰寫格式及順序如下：

1. 首頁：中英文題名、作者聯絡方式（中英文姓名、現職及通

訊地址、電話、E-mail 等聯絡方式），請參照「投稿論文封面首

頁」格式。

2. 中英文摘要（各以 500 字為限）、關鍵字（以 5 字為限）。

3. 正文含註釋（正文撰寫請勿透露作者相關資料，引用作者自身

文獻時請迴避使用第一人稱，中文稿件請依「《漢語基督教

學術論評》註釋格式範例」撰寫）。

4. 文末詳列「參考文獻」，外文以字母排列順序，中文以筆劃排

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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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來稿請依撰寫順序，且符註釋格式之要求，以郵寄清晰之打字稿

兩份，並以電子郵件方式交寄原稿件之WORD 電子檔。

六、投登本刊之論文，依例須經審查，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初審，後經

二位具被審者同等級之學者專家匿名複審，於稿件收到後兩個月

以內回覆作者，審核通過後始得刊載。來稿隨收隨審，一經通過

即寄發同意刊出函告知。經決定採用之文稿，須依本刊體例修改

論文格式，且親校最後文稿，修改過後始由本刊之編輯委員會另

行決定於何期刊出。

七、著作人投稿本刊，經收錄刊登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其他本

刊接受之資料庫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等行為，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

　　相關表格可上網下載：http://religion.cycu.edu.tw/jscs
八、經刊登之文稿，作者自負文責，一切立論不代表本刊觀點，版權

則歸本刊所有。

九、經刊登者，本刊將於出版後贈送當期刊物 2 本茲為酬謝，不另致

稿酬。

十、來稿請寄：

台灣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編輯委員會

電子檔亦可以電子郵件寄：jscs@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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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
註釋格式範例

1. Footnotes should be used instead of  endnotes. They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and should follow the style of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7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文稿中註釋一律採用腳註式，統一編號。所引文獻須保留作者、

書名、篇名、出版地、出版社及年分等基本資料。

2. For Chinese reference please see points 3 to 13 below.
稿件之中文註釋格式，請參考第 3 點至第 13 點之範例。

3. 引用中文專書之編寫範例：

陸敬忠，《哲學詮釋學：歷史、義理與對話之「生化」辯證》

（臺北 ：五南圖書公司，2004），174。

李熾昌、游斌 ，《五小卷研讀：希伯來聖經與社群認同》（香

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2004），7。

陶正剛等著，《太原晉國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38。

4.  引用套書或叢書之編寫範例：

馮蔭坤，《羅馬書註釋》（台北：校園書房，1999），2:145–48。
曾祥新，《民數記》，天道聖經註釋，鮑會園  John H. Y. Pao 主編

（香港：天道書樓 ，2006），13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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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用中文論文集之編寫範例：

劉美純，〈經典的延續：《和合本修訂版聖經》介紹〉，於《宗

教經典漢譯研究》，雷雨田、萬兆元编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3），79–85。

6.  引用中文期刊之編寫範例：

潘鳳娟，〈其事好還：十九世紀法國漢學界有關《道德經》的鬩牆

論戰〉，《漢學研究》39，no. 2 (2021): 252–76。【期刊有卷有期】

李廣生，〈十六世紀歐洲的改革運動對今日香港的提醒〉，《山

道期刊》，no. 15 (2003): 41。【期刊無卷有期】

劉維開，〈作為基督徒的蔣中正〉，《史林》2011，no. 1:120–32。
【期刊以年份為卷】

7.  引用百科全書、雜誌之編寫範例：

《新辭典》（台北：三民書局，1989），辭條〈爻〉    。
《 神 學 詞 典 》 ， 輔 仁 神 學 著 作 編 譯 會 編 （ 台

北 ： 光 啟 ， 1 9 9 6 ） ， 辭 條 〈 隱 休 制 度 與 生 活 〉 编 

（ 徐可之著）。

曾慶豹，〈在世俗和無神的世界講述基督〉，《校園》，2006 年1月。

8. 引用外文著作之中文譯著編寫範例：

馬克．丹尼爾 Mark H. Daniell，《風險世界：掌握變動時代下的新策

略》World of Risk: Next Generation Strategy for a Volatile Era，滕淑芬譯

（臺北 ：商周出版社，2002），145。

保羅．蒂利希 Paul Tillich，〈聖經宗教與對終極實在的探求〉“Biblical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Ultimate Reality”，陳建洪譯，收錄於《基督

教文化評論（第11輯）》，劉小楓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2000），73。

耶利內克 Georg Jellinek，〈國家理論中的亞當：在海德堡歷史哲學

協會上的報告〉 “Adam in der Staatslehre: Vortrag gehalten im historisch-
philosophischen Verein zu Heidelberg” ，林國基 譯，《道風基督教文化

評論》，no. 15 (2001):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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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用線上資料之編寫範例：

〈習近平宗教工作佈局展望：中國夢之宗教篇出爐〉，http://
www.fojiaowenhua.org/xingye/20160503253.html，（下載日期 2018. 
4. 27）。
曹茲綱编编，〈宗教關係和諧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http://
theory.people.com.cn/n/2014/0307/c40531-24564611.html，（下載日
期 2018. 4. 27）。

10.  引用博、碩士論文之編寫範例：

莊黃騰，〈現代漢語語法「歐化論」的全新審視〉（碩士論

文，復旦大學，2009），9。

11.  引用外文原著或譯著之編寫範例：

John J. Ranieri, Eric Voegelin and the Goo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23.

Jean Hyppol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5–20.

12. 引用外文單篇論文之編寫範例：

Meera Nanda,  “Against Social D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Third World,”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ed.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97), 75.

Ehud Luz, “Utopia and Return: On the Structure of  Utopian Thinking and 
Its Relation to Jewish-Christian Tradi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73, no. 3 
(March 1993): 358.

13. 同一論著多次引用時，引文與前一註論著相同且同頁時，註腳用

語為：同上。引文與前一註論著相同但不同頁時，註腳用語為：

同上，34。在前但非前一註已引用之文獻，再次引用僅需保留原著

者、書（篇）主題名與頁數：陸敬忠，《哲學詮釋學》，175；保

羅．蒂利希，〈聖經宗教與對終極實在的探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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