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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論文格式-MLA 

 依據MLA格式修訂而成，若有未盡之處請參照MLA最新格式版本。 

 本格式主要參考資料來源為THCI等級期刊：《藝術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美

術史研究集刊》、《中山人文學報》 

項目 格式說明 排版體例 

(依印刷編輯需

求) 

1. 撰稿

順序 

文稿請按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正文、引用書

目、圖版目錄、圖片之次序撰寫、附表目錄。 

若附英文摘要則於文末加上：(英文)題目、(英文)作

者、(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題目 

2. 論文

題目

與格

式 

應簡明扼要，如有副題，以「︰」或「─」符號區隔，

置於首頁最上層中央。 (破折號─，要置中，不是底

線。) 

例：文學篇─抒情的境界 

 

字體為標楷體

18 級，粗體。 

作者 

3. 作者

加註

與格

式 

請附中文姓名。如有合著，請依第一作者、第二作者

次序，於作者姓名右上角加註「*」、「**」符號以供

對應，並於頁尾以「註腳」註明其所服務之機構、職

稱等。 

 

字體為標楷體

16 級、上下各空

一行。 

(中文)摘要 

4. 摘要

字數

與格

式 

字數 300-500 字。 

 

「摘要」二字字

體為標楷體 14

級，粗體、上下

各空一行。 

摘要內文字體

為新細明體 12

級。 

(中文)關鍵詞 

5. 關鍵

詞數

量與

格式 

中文關鍵詞 5-10 個。 

 

獨立一行，無需

縮排，字體為新

細明體 12 級、

上下各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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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與標題 

6. 正文

撰稿

字體 

中文正文以新細明體 12 級，西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12 級。 

每段第一行空 2 字元。 

 

7. 各段

落標

題 

各段落的大標題以一、二、三、四等標明，中標題採

(一)、(二)、(三)、(四)等，小標題則用 1. 2. 3. 4.等，小

小標題則用(1)、(2)、(3)、(4)等。 

大標題字體為

新細明體 14

級，粗體、上下

各空一行。 

中標題以下字

體為新細明體

12 級。 

正文內文 

8. 標點

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 》

用於書名；〈 〉用於論文及篇名；英文書名用 Italic; 論文篇名用“ ” ；

古籍之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史記.刺客列傳》。 

中、西文混合使用時,標點符號請以符號前一字為依據。 

9. 引文 (1) 引文以「」標示，字體為標楷體 12 號字。 

(2) 獨立引文： 

三行以上引文，請獨立引文，空行後，空三格字距，不用「」，字體以

標楷體 12 號字。例： 

身體是主體想像的媒介，主體透過身體的感覺作為想像的

媒介，進而移情到其他對象身上，而建立對他人的想像。

而人跟人的共同交集，便是建立在這種透過移情的想像而

存在的世界。 

 
內文中之外文引文，一律譯為中文。除非有針對原文文字釋義的斟酌或

討論，否則請勿附加原文。 

10. 特殊

強調

的辭

句 

如有需特殊強調的辭句，請以粗體表示，除西文部分外，切勿使用斜體。 

11. 帝王

或年

號、

外國

人名 

(1) 第一次提及的帝王或年號請附加公元紀年。例如：清同治元年

（1862），明嘉靖（1522–1566）年間。干支及其他中外非公曆紀

年，亦請括注公曆。 

→年代間的槓為短的，不是─，也不是╴，也不是- 

(2) 外國人名第一次提及時，請附原名。 

(3) 正文中的中日韓帝王或年號，請用中文數字紀年；其餘之紀年，請

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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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註釋 (1) 註釋用文書處理軟體 WORD 內建的插入「註腳」的指令，選擇阿

拉伯數字「自動編號」（註文須附在本頁下緣，用 10 級字體），

註之編號以每篇論文為單位，。 

(2) 每註另起一行，註間不另空一行。 

(3) 正文中註號與下一字元之間須空一格。 

(4) 註之號碼置於靠近之句末(即標點符號之後，而非句中)。 

例：康拉德這段時期的作品也一再地探討西方的「我們」(We)，與其他

世界的「他們」(them)之間衝突的關係。1 

13. 請勿

使用 

請勿使用：“同上”、“同前引書”、“同前書”、“同前揭書”、“同

注幾引書”，“ibid.,” “Op. cit.,” “loc.cit.,” “idem” 等。 

14. 提及

書篇

名 

(1) 如遇書名中有書名、篇名中有篇名之狀況,為免重複,建議使用雙引

號。例： 

1. 書名中有書名:《『紅樓夢』考釋》 

2. 篇名中有篇名:〈我讀『背影』〉 

(2) 重疊標識與辨義原則：在許多情況下重疊標識可以或「應」簡化成

單層標識，書名、篇名無誤解可能時尤然,如《『紅樓夢』考釋》

也可作《紅樓夢考釋》。三層以上的書名標識應儘量避免。但若有

歧義則不能簡化,如《論李爾王與哈姆雷特》是論兩個角色,但《論

『李爾王』與『哈姆雷特』》則是論兩部作品。 

(3) 書、篇名如有副標題者,請一律加列於冒號之後,如副標題之後仍有

附帶標題者方可使用破折號。例： 

《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抒情的境界》 

15. 外文

專有

名詞

中譯 

內文中出現之外文專有名詞均需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出現時於譯名後

以括弧標出原文全名。註釋中純為標明引用文獻之外文名不在此限(即

可以不譯成中文)。例： 

傅柯(Michel Foucault)、《吉姆大公》(Lord Jim) 
16. 外文

人名

中譯 

內文中之外文人名中譯，除有產生歧義或不便行文之狀況外，可以只翻

譯姓氏(last name)。例： 

詹姆斯(Henry James) 
17. 阿拉

伯數

字 

(1) 年代、計數,請使用阿拉伯數字。 

(2) 內文超過兩個字以上之數字,或為清楚標識目的(如日期),一律使用

阿拉伯數字。例： 

十八世紀、1789 年 7 月 14 日 

18. 引文

出處 

引文出處請標於正文內，頁末註釋僅作補充觀點之用。同一作者如有多

篇引文，則加附書(篇)名：如有特別必要需採用年代標示者，則所有引

用均應標明年代，且引用書目部分亦須將年代提前至於作者姓名後，以

                                                

1 (註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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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檢索。例： 

(Orientalism 7)或(Said 1978: 7)。 

19. 引用

書目 

(註腳) 

引用書目一律標註於註腳，請勿於正文中以括號簡註標示。引用註腳請

用下列格式： 

(1) 文獻史料：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份。 例如： 

丁度等，《附釋文互註禮部韻略貢舉條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237 冊，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2) 印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 

註明版本與卷頁。例如： 

初引：袁表、馬熒編，《閩中十子詩》（四庫全書珍本，臺北：臺

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 15，頁 2 上-3 下。 

再引：袁表、馬熒編，《閩中十子詩》，卷 15，頁 2 上-3 下。 

 

(3) 中日韓文專書： 

引用專書論文請依序註明作者、篇名（書名）、出版者、時間、卷

號、頁碼。時間、頁數等數字資料請以阿拉伯數字標示。例如： 

初引：鈴木敬，《中國繪畫史》，中之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頁 204-208。 

再引：鈴木敬，《中國繪畫史》，頁 204-208。 

 

(4) 中日韓文期刊論文： 

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卷期（公元年月份），頁碼。 例

如：  

初引：張光賓，〈元四大家年表（上）〉，《國立臺灣大學美術史

研究集刊》，9 期（2000.9），頁 145。 

再引：張光賓，〈元四大家年表（上）〉，頁 145。 

 

(5) 西文專書： 

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公司，出版年份。例如： 

初引：Hellmut Wilhem, “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 ” in John K. 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310-319. 
再引：Hellmut Wilhem,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p. 310-319. 
 

(6) 西文期刊論文： 

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項，年月，頁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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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引：Jack Spector, “The State of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in Art 
History,” Art Bulletin, LXX:1(1988.3), pp. 46-76. 
再引：Jack Spector, “The State of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in Art 
History,” pp. 49-76. 
 

(7) 報紙： 

《報紙名稱》，年月日，版頁。例如： 

初引：〈ドイツ御留学時代の能久新王の御英姿松ヶ崎画伯が油絵

にして台南歴史館に出品〉，《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9 月 12
日，版 7。 

再引：〈ドイツ御留学時代の能久新王の御英姿松ヶ崎画伯が油絵

にして台南歴史館に出品〉，版 7。 

 

(8) 電影： 

《片名》（西文原名），導演，演出：主要演員名，發行者，發行

年，影片形式。 例如：  

《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演出：陳松勇、梁朝偉，年代，1989，

DVD。  

 

(9) 網頁資料： 

作者，〈篇名〉，《網站名》<網址>，查閱日期。 例如：  

黃姍姍，〈當藝術變成日常：談「黃金町藝術市集」2007-2010〉，

《文化探針電子報》13（2011.10.19），網址： 

<http://www.ncafroc.org.tw/abc/epaper-content.asp?ePaper_No=16>
（2011 年 11 月 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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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圖版目錄、附表目錄 

20. 引用

書目 

(文末) 

引用書目請勿分類，統一依作者姓氏次序排列。如同時含中外文者，請

先列中文書目(為便檢索，如有日文書目，作者名以漢字開頭者亦於此

與中文書目混列，非漢字〔假名〕開頭者則隨後列於其他文字部分)，

最後再列西文書目(即所有使用羅馬字母之語文混合排列)；如有其他文

字書目(即日文假名、韓文、希臘文或俄文等)，則列於中西文書目之間，

不同文字請分開排列。如： 

 

(1) 文獻史料：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份。例如： 

丁度等，《附釋文互註禮部韻略貢舉條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237 冊，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2) 中日韓文專書：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份。 例如：  

岡倉天心，《日本美術史》，東京：平凡社，2001。  

 

(3) 西文專書：  

Sullivan, Michael. Symbols of Eternity: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西文論文：  

Edwards, Richard. “How Real Is Real: The Thirteenth-Century Painter’s 

Eye.” Journal of Art Studies 12 (Sep. 2013): 1-41. 

 

(5) 電影資料：  

《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演出：陳松勇、梁朝偉，年代，1989，

DVD。 

21. 是否

列入

參考

書目

之原

則 

(1) 內文中僅簡略提及而未進行任何討論，亦未有實際引文之作品，其

出處不須列入「參考書目」。例： 

以荷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包含王家祥《倒風內海》(1997)、陳耀昌

《福爾摩沙三族記》(2012)、平路《婆娑之島》(2012)等。以清治時

期為背景的小說包含施叔青《行過洛津》(2003)、李昂《看得見的

鬼》(2004)、巴代的《最後的女王》(2015)與《暗礁》(2015)、陳耀

昌《傀儡花》(2016)等。 

 

(2) 內文中如對若干作品簡略提及並進行概述，雖未實際引用，其出處

仍須列入「參考書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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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德溫自己的作品在1965 年前後便有著顯著的差異：民權運動時

期，他以自傳式小說《向蒼天呼籲》(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和抒

情散文集《下次是火》(The Fire Next Time)呼籲美國的社會中堅及早

結束粗暴的種族隔離制度,實踐平等與民主的立國精神；當美國進

入後民權時代，已然成為國際知名作家的他不再囿限於個人經驗，

著力呈現那些絕望掙扎的底層非裔和拉丁裔。 

22. 圖版

目錄 

(1) 圖版照片以阿拉伯數字編號，正文中引用時請註明編號，勿使用

“如前圖”、“見右圖”等表示方法。請以【圖1】、【圖2】 的

方式明示之。 

【圖1】黃丹，〈進山〉，2012，水墨紙本，180×97cm，私人收藏 (藏

地) 

(若是訪談資料，可顯示“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2) 排版時，圖版照片將置於文末，請同時附上圖版目錄。註明創作者、

作品名稱、年份、作品媒材、大小、收藏地、圖片來源等完整資訊。 

(3) 單張圖時，圖片居中，作品資訊居中擺放；兩張圖並置時，文字請

與圖片切齊。 

(4) 圖片高度6cm(創作論述圖片可以到高度9cm)。文繞圖─文字所提，

圖片須在附近，盡量不要跨到下一頁，圖片下方資訊(10號字)儘量

與圖片切齊，請使用文字方塊，並與圖片做 “群組”，方便文書

校稿、整合時不至於格式亂跳。 

23. 附表

目錄 

(1) 附表以阿拉伯數字編號，正文中引用時請註明編號，勿使用“如前

表”、“見右表”等表示方法。請以【表1】、【表2】 的方式明

示之。 

(2) 排版時，附表將置於文末，請同時附上附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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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作者 

**作者加註 

(中文)摘要

300-500 字 

**作者加註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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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關鍵字 

5-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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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標題編號 

註釋內容 

註釋 

外文專有名詞

中譯 

引用圖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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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文中) 

以「」標示 

獨立引文 

引用書目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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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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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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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目錄 

(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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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目錄 

(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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