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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嚴研究中心  

論文撰寫體例  

                                2023.05.15修訂 

一、 稿件基本結構 

來稿應包括三大部分，依次為：論文標題頁、正文和參考文獻。 

（一）標題頁內含下列四項。 

1. 篇名：中、英文題目。 

2. 作者資料：作者姓名與現任單位、職稱。 

3. 摘要：中文摘要約 300-500字。（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 

4. 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關鍵詞為原則。 

（二）正文：全文 8,000-20,000字（含注解）。表、圖、注解置於文中，注解請採

「隨頁注」，編號全文連續。 

（三）參考文獻：所羅列的資料必須與正文注解引用之書目相符。 

二、 論文格式 

（一）章節編次序號：請照 一、（一）、1.、(1)、a.、(a) 等序號表示。  

（二）正文：中文採新細明體 12級；英文和阿拉伯數字請用 Times New Roman字型。 

（三）獨立引文：一律採標楷體，每行開頭縮排3個全型字。  

（四）標點符號：  

1. 中文使用全形新式標點。 

2. 專有名詞及引文：中、日文以「 」表示：英文以 “ ” 表示。 

3. 中文書名號用《》，篇名號用〈〉。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華

嚴經・入法界品》或《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4. 英文書名以斜體字表示；英文論文、篇名等，採正體字，但加 “ ” 表示。 

（五）載明引用資料之出版訊息： 

1. 若作者姓名不詳，可寫「佚名」。例如引用文獻寫作： 

佚名，《佛門必備課誦本》，2版 12刷，臺中：瑞成書局，2019年 4月。 

2. 若書中未載出版資料，可注「出版時地不詳」。例如引用文獻寫作： 

周作人，《藥堂雜文》，出版時地不詳。 

三、 隨頁注腳格式 

新細明體 10級。出處注明格式如下： 

（一）藏經引用格式 

1. 引用佛教藏經等原典如果使用略符，須說明略符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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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藏經時，請依序標冊碼、經號、頁碼、欄次、行碼。例如：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10，第279號，頁299中16。  

或作：T10, no. 279, p. 299b16。 

3. 若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之資料，請以下列方式列出： 

（1） 引用《大正藏》，寫作：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9b16。 

（2） 如果引用《續藏經》，CBETA 標明三種不同版本出處，例如﹕《天

聖廣燈錄》，(X78, no. 1553, p. 420a4-5 // Z 2B:8, p. 298a1-2 // R135, p. 

595 a1–2)，請選擇其中一種列出。例如： 

《天聖廣燈錄》，CBETA, X78, no. 1553, pp. 420c17-421a6。 

4. 引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亦可採華

嚴蓮社編印的修訂版《新修華嚴經疏鈔》。出處注明方式為：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1，卷1，頁10。 

（二）專書引用格式：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臺北：華嚴蓮社，1996年），頁47。 

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大乘佛教思想》（臺北：東大出版社，2002年），頁24。 

（三）單篇論文引用格式： 

1. 期刊論文： 

陳一標，〈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正觀雜誌》第 43期（2007年12月），頁 

5-10。 

楊曾文，〈北宋惠洪及其《禪林僧寶傳》〉，《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1期，頁26。  

2. 專書論文： 

西谷啟治，〈空と即〉，《西谷啟治著作集》第13卷（東京：創文社，1987年），頁111-160。 

釋恆清，〈《寶性論》的研究〉，收入《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

集》（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171。 

Jan Nattier, “Indian antecedents of Huayan Thought,” in Reflecting Mirrors: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ed. Imre Hama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2007), 117. 

3. 會議論文： 

李治華，〈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收入《2014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216-217。 

4. 學位論文： 

徐銘謙，《以筆硯作佛事：北宋文字禪運動流衍考》（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

文，2013年），頁19。 

（四）再次徵引：第一次引用專書或文章時應注明全名及出版項，第二次以後省略出

版資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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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標，〈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正觀雜誌》第43期（2007年12月），頁5-10。 

陳一標，〈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頁23。 

四、 引用文獻格式 

佛教典籍和古藉類以大藏經為首，其次為專書、論文與網路資源。書目序列以中、日、

韓文為一類，次為西文文獻。現代中、日、韓文專書和論文請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西文

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編列。若一作者其作品在兩種以上，則據出版時間為序。格式如下： 

（一）佛教典籍：漢譯佛典按經號排序。巴、梵、藏文獻在後，以字母為序。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號（或T10, no. 279）。 

〔唐〕澄觀撰，華嚴編藏會主編，《新修華嚴經疏鈔》，臺北：華嚴蓮社，2004年。 

〔宋〕李遵勗輯，《天聖廣燈錄》。《續藏經》冊 78，第 1553號（或X78, no. 1553）。 

Vaidya, P. L, ed. Gaṇḍavyūhasūt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二）專書、論文 

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大乘佛教思想》，臺北：東大出版社，2002年。 

西谷啟治，〈空と即〉，《西谷啟治著作集》第 13 卷，東京：創文社，1987 年，

頁 111-160。 

李治華，〈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2014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

冊，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 213-228。 

徐銘謙，《以筆硯作佛事：北宋文字禪運動流衍考》，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論文，2003年。 

陳一標，〈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正觀雜誌》第 43期，2007年 12

月，頁 5-21。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臺北：華嚴蓮社，1996年。 

楊曾文，〈北宋惠洪及其《禪林僧寶傳》〉，《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4年第 1期，頁 26-29。 

釋恆清，〈《寶性論》的研究〉，《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

祝壽文集》，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 169-230。 

Nattier, Jan. “Indian antecedents of Huayan Thought.” In Reflecting Mirrors: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edited by Imre Hamar, 109-138.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2007. 

（三）網路資源 

〔宋〕楊傑，《無為集》，「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站，https://ctext.org/wik

i.pl?if=gb&chapter=181250 (2022/06/30)。 

華嚴蓮社／華嚴專宗學院，「新修華嚴經疏鈔」數位化資料庫，http://hysc.dila.

edu.tw (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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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餘西文未規定之格式，請依美國芝加哥大學寫作格式手冊（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最新版之「註釋─參考書目」（Notes and Bibliography）格式規定書寫。有關論

文寫作格式之規範，請參閱：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home.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