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南學報》徵稿啓事

　 　 本刊是人文學科綜合類學術刊物，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兩期。徵稿不拘一格，國學文史哲諸科不限。

學報嚴格遵循雙向匿名審稿的制度，以確保刊物的質量水準。學報的英文

名爲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嶺南學報》曾是中外聞名的雜誌，於 １９２９年創辦，１９５２年因嶺南大學

解散而閉刊。在這二十多年間，學報刊載了陳寅恪、吴宓、楊樹達、王力、容

庚等 ２０世紀最著名學者的許多重要文章，成爲他們叱咤風雲、引領學術潮
流的論壇。

嶺南大學中文系復辦《嶺南學報》，旨在繼承發揚先輩嶺南學者的優秀

學術傳統，爲 ２１ 世紀中國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本刊不僅秉承原《嶺南學
報》“賞奇析疑”、追求學問的辦刊宗旨，而且充分利用香港中西文化交流的

地緣優勢，努力把先輩“賞奇析疑”的論壇拓展爲中外學者切磋學問的平

臺。爲此，本刊與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和本系蔡

宗齊教授共同創辦的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簡稱 ＪＣＬＣ）結爲姐妹雜誌。本刊不僅刊載來自漢語
世界的學術論文，還發表 ＪＣＬＣ 所接受英文論文的中文版，力争做到同步或
接近同步刊行。經過這些努力，本刊冀求不久能成爲展現全球主流中國學

研究成果的知名期刊。

徵稿具體事項如下：

一、懇切歡迎學界同道來稿。本刊發表中文稿件，通常一萬五千字左

右。較長篇幅的稿件亦會考慮發表。

二、本刊將開闢“青年學者研究成果”專欄，歡迎青年學者踴躍投稿。

三、本刊不接受已經發表的稿件，本刊所發論文，重視原創，若涉及知



識産權諸問題，應由作者本人負責。

四、來稿請使用繁體字，並提供 Ｗｏｒｄ和 ＰＤＦ 兩種文檔。
五、本刊採用規範的匿名評審制度，聘請相關領域之資深專家進行評

審。來稿是否採用，會在兩個月之内作出答覆。

六、來稿請注明作者中英文姓名、工作單位，並附通信和電郵地址。來

稿刊出之後，即付予稿酬及樣刊。

七、來稿請用電郵附件形式發送至：Ｌｊｃｓ＠ ｌｎ．ｅｄｕ．ｈｋ。
編輯部地址：香港新界屯門 　 嶺南大學中文系 （電話：［８５２］２６１６

７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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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 格 式

　 　 一、文稿包括：中英文標題、本文、中文提要、英文提要（限 ３５０ 個單詞
之内）及中英文關鍵詞各 ５個。

二、請提供繁體字文本，自左至右横排。正文、注釋使用宋體字，獨立

引文使用仿宋體字，全文 １．５倍行距。

三、獨立引文每行向右移入二格，上下各空一行。

四、請用新式標點。引號用“　 ”，書名、報刊名用《》，論文名及篇名亦
用《》。書名與篇（章、卷）名連用時，用間隔號表示分界，例如：《史記·孔

子世家》。

五、注釋請一律用脚注，每面重新編號。注號使用帶圈字符格式，如

①、②、③等。

六、如引用非排印本古籍，須注明朝代、版本。

七、各章節使用序號，依一、（一）、１． 、（１）等順序表示，文中舉例的數
字標號統一用（１）、（２）、（３）等。

八、引用專書或論文，請依下列格式：

（一）專書和專書章節

甲、一般圖書

１．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年修訂版，第 ６０頁。
２． 蔣寅《王夫之詩學的學理依據》，《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４１６—４１９頁。

乙、非排印本古籍

１． 《韓詩外傳》，清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



書》本，卷八，第四頁下。

２． 《玉臺新詠》，明崇禎三年（１６３０）寒山趙均小宛堂覆宋陳玉父刻
本，卷第六，第四頁（總頁 １２）。

（二）文集論文

１． 裘錫圭《以郭店〈老子〉爲例談談古文字》，載於《中國哲學》（郭店
簡與儒學研究專輯）第二十一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版，第 １８０—１８８頁。

２． 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載於《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

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年版，第 ３８６—３８８頁。
３． Ｒａｙ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ｅｄｓ． Ｐａｕｌ Ｋｉｐａ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Ｙｏｕｍａｎｓ（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ｐｐ．１５ ４４．

（三）期刊論文

１．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載於《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合刊
（１９７１），第 ４３—４８頁。

２． 陳寅恪《梁譯大乘起信論僞智愷序中之真史料》，載於《燕京學
報》第三十五期（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第 ９５—９９頁。

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０．４ （Ａｕｇ． １９８１）：ｐｐ．７６４ ７６５．

（四）學位論文

１． 吕亭淵《魏晉南北朝文論之物感説》，北京：北京大學學位論文，
２０１３年，第 ６５頁。

２． Ｈ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ｃｈｏｒｎｇ，“Ｍｉｎｇｔａｎｇ：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６），ｐ． ２０．

（五）再次徵引

再次徵引時可僅列出文獻名稱及相關頁碼信息，如：

　 注①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第 １３頁。

九、注解名詞，注脚號請置於名詞之後；注解整句，則應置於句末標點

符號之前；若獨立引文，則應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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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徵引書目，請依以下中英對照格式附於文末：

（一）中文書目，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中英對照

１．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
版。Ｗａｎｇ Ｌｉ． Ｈａｎｙｕ ｓｈｉｌü ｘｕ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ｙｕ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１９７９．

２． 胡幼峰：《沈德潛對歷代詩體的批評》，《幼獅學誌》第 １８卷第 ４
期（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頁 １１０—５４０。Ｈｕ Ｙｏｕｆｅｎｇ．“Ｓｈｅｎ Ｄｅｑｉａｎ ｄｕｉ
ｌｉｄａｉ ｓｈｉｔｉ ｄｅ ｐ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ｎ Ｄｅｑｉａ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ａｓ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Ｙｏｕｓｈｉ ｘｕｅｋａ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８．４ （Ｏｃｔ．
１９８５）：ｐｐ．１１０ ５４０．

３． 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録集釋》，長沙：岳
麓書 社，１９９４ 年 版。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Ｒｉｚｈｉｌｕ ｊｉｓｈ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ｃｒｕ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Ｑｉｎ Ｋｅｃｈ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Ｙｕｅｌｕ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１９９４．

（二）英文書目，按英文順序排列

１． Ｃｈａｏ，Ｙｕｅｎ Ｒｅｎ．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２． Ｈａｎａｎ，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０．４ （Ａｕｇ． １９８１）：ｐｐ．７６４ ７６５．

３．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Ｅｌａｉ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５．

十一、請提供署名及作者單位（包括服務機構及子機構）。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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