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期

����年�月

��
�

����
�

�

�日�
�

����

【科研看板】

综合性期刊文献弓�证技术规范�试行稿�

一
、

注释体例

�一�引文的标示

引文分为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
。

直接引文系指正文中直

接引用相关文献中的词语
、

句子或段落
，

引文用引号引起

来
。

篇幅比较长或者需要特别强调的直接引文
，

不加引号
，

另起行
，

以自成段落的形式出现
，

段落左边整体缩两格 �第

一行缩四格�
，

并变字体
，

与正文相区别
。

间接引文也称作

意引
，

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将引证文献的主要内容或观点概括

表达出来
。

无论是直接引文还是间接引文
，

正文中的注释号

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对专门词语

做注释时除外
，

注释号可紧随其后�
。

每条注释不分段
。

所

有注释均按照前后顺序逐条依次编排
。

注释可以放置于当页

下 �脚注�
，

也可放置于文末 �尾注�
，

各刊任选其一
。

注

释序号用①
，

②
，

③…… ，

或用右上角码�
，
�

，

��
· ·

… ，

不

管选择哪一种
，

注释前的编号应与正文中引文后的序号一

致
。

通过注释序号将正文中引文与页下和文末注释准确对应

联系
，

完成文献引证的功能
。

�二�注释的标注

“
注释

”

中对直接或间接引用或参考的文献说明其来源

出处
，

称为
“
资料性注释

”
���������� ������

，

通常以相

对固定的格式反映出来
�
对正文内容中的术语

、

概念以及提

到的事实
、

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

辨析或评论的文

字
，

称为
“
内容性注释

”
�������� ������

。

因此
，

注释的

标注格式通常是指资料性注释而言
。

资料性注释中各项目的标注
，

应以被引证文献的版权页

为准
。

此外可参考相关的书名页 �扉页�
、

封面
、

封套等
�

析出文献的标注应以析出文献本身提供的信息为准
，

也可参

考所引文集或期刊等的目次页
。

原则上各标注项目应与原文

献保持一致
。

具体标注情况如下
。

�
�

专著
�

责任者 �责任方式� �题名 �卷册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页码
。

责任方式与题名之间一律用冒

号
�
责任方式为

“
著

”
可省略

。

示例
�

戴裔煊
�
���明史

·

佛郎机传�发正》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

���� 年
，

第�页
。

中译本著作
，

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放在题名之后
。

示例
�

马士
�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

区宗华译
，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

�卷合仃本
，

第���一 ���页
。

�
�

析出文献
�

析出文献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

�见�文集责任者 �责任方式� �文集题名�卷册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

文集责任者前的
“
见

”
在不产生

歧异的情况下
，

可省略
。

示例
�

汪子春
� 《中国养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

见自然科

学研究所编
�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年
，

第���一 ���页
。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为同一作者时
一 ，

可用省去

责任者
。

示例
�

唐振常
� 《师承与变法》

， 《识史集》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书信
、

档案资料等应标识析出文献的形成时间
。

示例 �

蔡元培
� 《复孙毓修函》

，
����年 �月�日

，

见高平叔
、

王

世濡编注
�

要蔡元培书信集》 上册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

���刃年
，

第�� 页
。

著作
、

文集的序言
、

前言有单独的标题
，

可作为析出文

献来标注
。

示例
�

黄仁宇 《为什么称为
“

中国大历史
”
�—中文版自序》

，

《中国大历史》
，

北京
�

三联书店
，

���� 年
，

第�页
。

�
�

连续出版物 �期刊
、

报纸等�

��� 期刊
�

责任者�文章题名 �期刊题名 �出版年
、

卷期或出版日期
。

引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时
，

应

在期刊题名后括注出版地
。

如果需要
，

引用期刊时
，

也可标

注页码
。

示例
�

吴艳红
� 《明代流开��考》 ， 《历史研究》 �����年第�期

。

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中文期刊应在刊名后括注出版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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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

，

也可括注出版地点
，

附于刊名

后
，

以示区别
。

示例
�

王晴佳
� 《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一一论现代历史意

识的产生》
， 《新史学》 �台北�第�卷第 �期

，
����年 �月

，

第��一 ��页
。

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
，

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

示例
�

黄义豪
� 《评黄龟年四助秦桧》， 《福建论坛 》 �文史哲版�

����年第�期
。

���报纸
�

责任者 �文章题名 �报纸题名 �出版日期

或卷期 �附出版年月� �版次
。

示例
�

李屁 《李劫人杖事》
，《四川工人日报》 ����年 �月�� 日

，

第�版
。

�
了

外文文献

引证外文文献
，

原则上以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为

准
。

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项目与顺序与中文相同
。

责任者与

题名间用英文逗号
，

著作题名为斜体
，

析出文献题名为正体

加英文引号
，

出版日期为全数字标注
，

责任方式
、

卷册
、

页

码等用英文缩略方式
。

示例 �

������������� �������� ���������
，

��
� ���� ��������

��
���

����� ����
��� �� ���饥 ���������

，
��������� ���������

����℃招��������
，
����

，

��
�

��������

未刊文献�责任者 �未刊文献题名 �文献属性 �编号 �

收藏单位 �页码 �选项�
。

示例 �

方明东
� 《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 �����

·
�������

，

博士学位

论文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年

，

第�� 页
。

�
�

电子文献

电子文献包括以数码方式记录的所有文献 �含以胶片
、

磁带等介质记录的电影
、

录影
、

录音等音像文献�
。

其标注

项目与顺序
�

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 �更新或修改日期�获

取和访问路径 �引用日期 �任选�
。

示例
�

王明亮
�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

的 进 展 》 ，
���� 年 � 月 � 日

，

����弘��������
��岁�������

�

��内����压��廿���
，
����年 ��月�日

。

��转引文献

责任者 �原文献题名 �原文献版本信息 �原页码 �或卷

期� �转引文献责任者 �转引文献题名 �版本信息�页码
。

示例
�

乔启明 ���江宁县浮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
，

南京
�

金陵

大学农学院
，
����年

，

第 �� 页
。

转引 自马俊亚
� 《民国时期江

宁的 乡村治理 》，

见徐秀丽主编
�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

状
�
以定县

、

邹平和江宁为例》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
，

第���页
。

��再次引证时的项目简化

同一文献再次引证时只需标注责任者
、

题名
、

页码
，

出

版信息可以省略
。

示例
�

戴裔煊
� 《�明史

·

佛郎机传�策正》
，

第�� 页
。

�
�

间接引文

间接引文通常以
“
参见

” “
参阅

”
或

“
详见

”
等引领词

引导标注项目
，

应标识出具体参考引证的起止页码或章节
。

“
参见

” “
参阅

”
或

“
详见

”
后不加冒号

。

标注项目
、

顺序

与格式同直接引文
。

示例
�

参见邱陵编著
� 《书籍装帧艺术简史》

，

哈尔滨
�
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一 �� 页� 张秀氏 《中国印���史》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一 犯 页
。

��
�

内容性注释中的引文

内容性注释是指对正文中的术语
、

概念
、

观点和资料进

行进一步的解释
、

辨析或评论的文字
。

很多情况下
，

内容性

注释中又出现引文
，

无论是直接引文
，

还是间接引文
，

都需

要标明资料出处
，

标注项目与顺序与资料性注释相同
。

示例
�

汪荣祖已注意到陈寅洛时胡适推崇 《马氏文通》 和用西

洋哲学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批评
。

参见见汪荣祖
� 《陈寅洛评

传》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

引证著作
、

文集的序言
、

引论
、

前言

序言作者与著作
、

文集责任者相同
�

示例
�

李鹤程
� 《 当代文化哲 学沉 思 》 ，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
，

����年
， “
序言

” ，

第 �页
。

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
，

也可以采用内容性注释的方

式
，

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
。

为了表述紧凑
，

可将出版

信息括注起来
。

示例
�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
、
王灿炽幕

� 《北京安徽

会馆志稿》�北哀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加�年�所作的序

，

第�页
。

二
、

著者
一
出版年体例

“
著者

一

出版年
”
体例是由正文中括注著者

一

出版年及页

码的标识 �作者
，

出版年代
�

页码�
，

与文后
“
参考文献

表
”
以及对正文中的术语

、

概念
、

观点和资料进行解释
、

辨

析或评论的注释三部分共同构成
。

注释与详列所引文献详细

信息的参考文献表分开编的
，

这是该体例与注释体例在形式

上的最大区别
。

�一 �引文的标识

�
�

在引文处括注引文著者姓名 �西文著作只需标引著

者姓氏�
，

出版年代和页码
，

一般情况下
，

圆括号标识放在

����
二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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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材料的最后一个句子或短语的标点符号之前
。

提行缩格

的引文
，

在引语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后加圆括号注释
。

示例
�

发展成熟的皇权官僚体制一直有效地行使着对城市的统

辖职能
，

城市是代表皇权的官员所在的非 自治地区
，
而村落倒

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
。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中国的治理史乃

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
”
�韦

伯
，
����� ����

。

�
�

当作者姓名成为正文的组成部分时
，

可省去圆括号

中的作者姓名
。

示例
�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 ��拍几�����那引起广泛关注

的观点
，

自��世纪以来
，

这种与公民资格相联系的公民权利

大体上经历 了从基本的
“
市民权利

”
������ �������到政治权

利再到社会权利的发展历程 �����
� ���

。

�
�

两位作者姓名之间用顿号隔开
。

示例
�

有的学者甚至明确认为
�
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是市民社会
，
而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 �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

是乡村社会 �唐兴霖
、

马骏
，
�����

。

�
�

引用同一个作者同一年的多篇论著时
，

在出版年代

后加氏�，�等以示区别
。

示例
�

但无论是教会还是教派
，

和所有具有伦理取向的宗教一

样
，

都
“
在一种末世论期待的影响下

，

一开始即带有卡里斯玛

式的拒斥现世的烙印
”
�韦伯

，
����������

。

�
�

转引的文献须注明
。

示例
�

就像奥古斯丁
·

梯叶里在其著名的 ��论第三等级的历史》

������中所说的
� “
��世纪一系列的城市革命

，

从某种方面

讲类似于为当今这么多国家带来立宪政府制度的运动……资

产阶级
，

一种以市民平等和劳动独立为惯例的新国民
，

已经在

贵族和人民之间升起
，

永远地摧毁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两重性
”

�转引 自霍弗特
，

��������
。

�二�参考文献的标注项 目与顺序

�
�

标注项目每一条参考文献的标注项目与
“
注释体

例
”
中

“
资料性注释

”
的标注项目大致相同

。

不同之处是参

考文献的著录项 目中没有页码一项 �因为已经在正文中标

识�
。

�
�

标注顺序与
“
注释体例

”
中

“
资料性注释

”
相比

，

参考文献标注项目中
“
出版年

”
置于责任者与题名之间外

，

并将
“
年

”
省去

，

均用逗号 �英文参考文献用逗点�隔开
，

其他项目的顺序与标注格式则与
“
资料性注释

”
各项标注相

同
。

�
�

参考文献表的排列顺序所有征引的参考文献
，

按下

列顺序排列于正文后
�

��� 各条文献首先按文种集中
，

先中文文献
，

后外文

文献
。

��� 其次按著者姓氏字顺排列
。

中文著作署名步翻双作

者姓氏汉语拼音母音序排列
，

外文文献中译本的署名也按照

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母音序排列
，

但是按照习惯
，

外人姓名

名在前
，

姓在后 �尽管习惯上正文中仍然只标识姓氏�
�
外

文文献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 �姓氏置前
，

用
“ ， ”

与名字隔开
�
多位作者只须将首位作者的姓氏前置�

。

���同一著者再按出版年先后排列
。

示例
�

参考文献
�

阿尔穆特
·

霍弗特
，
����

， 《中世纪晚期的国家
、

城市与

公民》，

见昆廷
·

斯金纳
、

博
·

斯特拉思主编
� 《国家与公民�

历史
·

理论
·

展望》
，

彭利平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蔡英文
，
����

，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政治观念史的

阐述》
，

见许纪霖主编
� 《公共性与公民观》，

南京
�

江苏人民

出版社
。

马克斯
·

韦伯
，
����

， 《儒教与道玻》
，

洪天富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唐兴霖
、

马骏
，
����

， 《中国村民自治民主的制度分析 》 ，

《开放时代》 第�
、

�月号
。

�����，�忍，
��������������������

，
����

，

叼已��
一

��
�

加��

�������������������������
�� �������������，

�������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尽��

���
������

�

�
，

��
������������������� �������

，
�������

����������面����

�三�注释

注释是对正文中的术语
、

概念
、

观点和资料进行解释
、

辨析或评论的文字
，

从功能上说
，

相当于注释体例中的
“
内

容性注释
” ，

形式也与之完全一致
。

注释序号用① ， ②
，

③…… ，

或用右上角码 �
，
�

，

��
· ·

… ，

通过注释序号将正文中需要注释之处与页下注释准

确对应联系
。

正文中的注释号通常置于包含术语
、

概念
、

观

点的句子的标点符号之后
。

如果注释中出现直接或间接引文及需要参考的文献
，

标

注方式与正文相同
，

即采行
“
著者

，
出版年

”

方式标注
，

同

样
，

相应的参考文献详细信息应列入文后参考文献表中
，

排

列顺序也相同
。

注释可放在当页
，

也可放在正文后
，

参考文献表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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