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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研究學報》撰稿體例 

一、 撰稿格式 

（一）中文字型使用新細明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行文中若遇需要強調之

字句，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斜體字。 

（二）文章格式為橫向排列，左右對齊，並註明頁碼。 

（三）來稿請依首頁、摘要（同正文語文）、關鍵詞、正文、圖表、致謝、參考文獻、

附錄、首頁與摘要（中文或英文，不同於正文之語文）之順序撰寫。 

二、 首頁 

(一) 論文篇名：首頁應先註明論文題名，若有副題，正、副題間以「：」符號區隔。 

(二)論文類別分為以下五類，請於首頁中註明：  

1.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2.田野報告 (field report)、 

3.研究資料 (research materials and notes)、4.評論論文 (review article)、5.書評 

(book review)。 

(三)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如不只一位，請於作者姓氏右上角加註*,**,***等對應符

號，並在頁尾以「腳註」註明工作單位及職稱。 

三、摘要與關鍵詞 

(一) 摘要：中、英文摘要以 500~1,000字內為原則。 

(二) 關鍵詞：以 5個以內為原則。 

四、正文 

(一)為了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正文中請儘量避免出現透露作者身份的文字。 

(二)註解 

 1.註解旨在說明正文或引申行文的含意，採用腳註於當頁底部著錄。 

 2.註解在正文中以阿拉伯數字依序著錄於標點符號之後右上方。 

 (三)標點符號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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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全形」輸入。 

2.正文中書刊名及篇名標點符號的使用範例： 

      中日文書刊名：《南島研究學報》 

      西文書刊名：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中日文篇名：〈網路虛擬實境與情境學習的整合應用〉 

      西文篇名：“The IT System That Couldn t́ Deliver” 

3.中、日文的書篇名若連續著錄，則在書篇名前後加《》符號，並於書篇名間

加．符號。若書篇名間有卷數，則書名前後加《》符號，篇名前後加〈〉符號。 

       《論語．子張篇》 

    《通典》卷三三〈職官典〉 

(四)標題 

1.中文大小標題以一、（一）、1、（1）、（i）為序。 

     2.西文大小標題以 I.、1.、（1）、（a）為序。 

(五)分項：內文中之分項以（1），（2），（3）…以下類推；再以，，…表示。 

(六)附加原文的寫法 

1.一般用語加括弧，正體，小寫。 

範例：展現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的觀念。  

2.專有名詞加括弧，正體，第一個字母大寫。 

範例：特別發明了「綴連法的研究方式」(Conjunctive Approach)這個名詞。 

 （七）圖版、插圖及表格 

1.排序範例：圖版 1，圖 1，表 1；圖版 1-1，圖版 1-2；圖 2-1，圖 2-2；表 3-1，

表 3-2；或 Plate 1, figure 1, Table 1; Plate 1-1,1-2,1-3。 

2.圖表名的位置：圖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 

（八）數字寫法 

1.統計數字以阿拉伯數字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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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錄年代時，有年號者以國字著錄，並於其後加註西元年：西元年代則以阿

拉伯數字表示。 

     同治十三年（1870）；昭和七年（1932） 

（九）原住民語言（或外語）的拼音及使用方式 

 1.屬族名、人名及大名等專有名詞，採用「大小寫、正體」。 

 2.一般名詞或其他部分，採用「小寫、斜體」。 

（十）引文 

 1. 不獨立起段 

   （1）引文在三行以下，不獨立起段。 

   （2）引文與正文同字型。 

   （3）引文的前後，中文加「」符號，英文加“  ”符號。 

   （4）引文中復有引文時，中文加『』符號，英文加‘   ’符號。 

   （5）引文後加註出處時，句尾的標點符號應標於出處之後。 

 2. 獨立起段 

   （1）引文在三行以上，或特別強調時，才需要獨立起段。 

   （2）中文使用標楷體。 

   （3）前後不加引號，且每行行頭縮兩個中文字。 

   （4）引文後加註出處時，將出處著錄於引文結束後之句點後，並加上括弧。 

（十一）引用書目 

 1. 直接將作者、出版時間、頁數寫在正文中適當位置。中文著錄作者用「姓

名」，西文著錄作者用「姓」即可。 

（宋文薰、連照美 1984）；（朱敬一等 1997）；（Kelly and Kaplan 1990）；

（Batson et al. 1986, 1973）；（Currier 1966;Queriroz 1984;Pool 1987） 

2. 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直接將出版年代或頁碼加括弧著錄於作者姓名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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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Comaroff（1985）；Queriroz（1984） 

3.行文中引用文獻資料，遇有同姓氏之作者，而文章出版年代又恰好相同時，

應加上名字的縮寫，以示區別。 

（F. Liu 1997）；（S. Liu 1997） 

4.行文中連續引用同一份文獻資料時，著錄如下： 

（同上引：131-149） 

五、參考文獻 

(一) 通則 

1.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請在參考文獻中列出，若論文正文未引用之文獻，請勿列

入。 

2.參考文獻先列中、日文資料，並按作者姓名筆劃數排序，少者在前多者在後，後列西

文資料，依作者字母順序排序。同一作者有數項參考書目時，依出版年代排序；同一

作者同一年有數項著作時，再以 a, b, c排序。 

3. 著錄格式：第一行寫作者全名，第二行縮二個中文字後，首寫出版年（西元），再依

序為篇名、書名、叢書名、頁次、出版地、出版者等項。 

（二）單一作者專書 

梁啟超 

1984 《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 

（三）兩位作者專書 

連照美、宋文薰 

 2006 《卑南遺址發掘 1986-198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四）三位以上作者著作 

余德慧、彭榮邦、石世明 

1998 〈臺灣巫宗教田野的反思〉。宣讀於「探索臺灣田野的新面向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5月 5日至 8日。 

（五）引用同一作者同一年份兩本以上專著（書名首字筆畫少者置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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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山 

 2001a 《當代臺灣原住民的藝術》。臺北：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1b 《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 

（六）印刷中之專著 

浦忠成 

 印刷中 《被遺忘的聖域：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臺北：五南。 

（七）未明作者、年代或出版資訊之專著 

不著撰人 

 1998 〈編輯室手記〉。《山海文化》18：10。 

（八）公文/檔案資料 

監察院 

1947 《臺灣二二八事變建議案及調查報告》。系統辨識碼 0000330533，卷宗號

A700000000A，分類號 201，案次號 8。「國家檔案資訊網」，

http://na.archives.gov/tw，2006年 11月 7日上線。 

（九）專書論文集中的論文 

臧振華 

2003〈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來源問題〉。收錄於謝繼昌主編，《台灣史前史與

民族學研究新趨勢：慶祝宋文薰教授八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1—2-10。台北：台大人類學系。 

（十）期刊論文 

龔鵬程 

1984〈試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漢學研究》2(1):277-300。 

（十一）設有特別專號之期刊論文 

胡家瑜 

 2002 〈博覽會與台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慶祝宋文

薰教授八秩華誕學術論文特刊（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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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十二）排有系列出版序號專書 

李亦園 

 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灣研究叢刊 7。臺北：聯經。 

（十三）多冊專著中之特定冊別 

孫大川編 

 2002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小說卷（上）》。臺北：印刻。 

（十四）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宋文薰、連照美 

1984《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第一卷：遺址發掘與陪葬品分析》，教育部委託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之研究計劃報告。 

（十五）碩、博士論文 

楊政賢 

 2011 《島、國之間的「族群」 - 臺灣蘭嶼 Tao與菲律賓巴丹島 Ivatan關係史的當

代想像》。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十六）會議宣讀論文 

何淑貞 

2002〈楚文化孕育的奇葩：屈原與楚辭〉。宣讀於「海峽兩岸楚文化學術研討會」，

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1月 18日至 19日。 

（十七）譯作或重印 

Gallin, Bernard 

 1979〔1965〕 《小龍村- 蛻變中的臺灣農村》。蘇兆堂譯。臺北：聯經。 

（十八）再版或修訂再版 

黃仁宇 

 1990〔1985〕 《萬曆十五年》。第十二版。臺北：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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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報章雜誌文章 

陳良玉 

 1983 〈高山族是我兄弟〉。《暖流》3（2）：49-51。 

（二十）網路資料 

彭朝忠 

 2002 〈湖口三鄉鎮田野生活樂趣多〉。「聯合新聞網」，http://archive.udn.com，2002

年 11月 22日上線。 

六、附錄 

(一) 附錄置於參考文獻之後。 

(二) 附錄如有兩個以上時，依國字數字之順序分別註明「附錄 1」、「附錄 2」。最 

好有標題，如有標題，格式如「附錄 1：區域研究學門學科分類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