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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研究》文史哲類撰寫體例 

一、版面設定 

1.請以橫式書寫，正文請設定為 12 號新細明體，固定行高 22 點，阿拉伯數字及

英文一律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論文題目請用 16 號標楷體，各章標題請用 14 號標楷體。 

3.論文以 A4 之規格編輯，版面設定上下邊界皆為 2 公分，左右邊界皆為 2 公分。 

4.凡阿拉伯數字，請全部以半形表示。 

二、論文各章節使用符號序次 

1. 標次：壹、一、（一）、1、（1）等。 

2. 論文題目與作者、作者與摘要、節與節之間，皆空一行。 

三、標點符號 

1. 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書名號用《》，篇名號用〈〉。 

2. 書名與篇名連用，則使用《．》。如：《論語．學而》。 

四、文中引文處理方式 

1. 文中引文請加上「」號，引文中的引文，加上『』號，並以正文相同字體（新

細明體）書寫。 

2. 獨立引文者，則以另起一段方式書寫，並使用 12 號標楷體，且每列前縮排三

格，而獨立引文之後的論述不再空兩格。 

五、註釋處理方式 

1. 註解名詞，則標註於該名詞之後；註解整句或獨立引文，則標註於句末標點

符號之後。 

2. 文中註釋請一律使用隨頁註： 

3. 註釋號碼以全篇為一計算單位，使用同一順序。註釋號碼請使用上標之半形

阿拉伯數字。中文用 11 號新細明體，西文用 11 號 Times New Roman。 

4. 引用格式：作者、編校者：《書名》（出版地：出版單位，出版年），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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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釋中有引文時，請註明所引註文之出版項。 

6.第一次徵引請列出完整出版項目，再次徵引時註明「作者：《書名》，頁次。」

即可，如： 

第一次徵引：林萬傳：《先天大道系統研究》（臺南：靝巨書局，1986 年），頁

1-192。 

再次徵引：林萬傳：《先天大道系統研究》，頁 1-236。 

六、「隨文註」引用類型及格式 

（一）引用「成書聖訓」 

◎仙佛合著：《道之宗旨（白陽聖經）袖珍本》（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15 年），頁 129-131。 

◎聖賢仙佛齊著：《神仙籍「花語圖集」妙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6 年），頁 15。 

◎聖賢仙佛齊著：《百孝經聖訓》（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5。 

◎聖賢仙佛齊著：《萬試如意》（臺南：發一同義毓佛宮，2012 年），頁 111。 

◎聖賢仙佛齊著、一貫道崇德學院編譯：《道脈傳承錄（教材）》（南投：光慧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72。  

（二）引用「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聖訓系統」聖訓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萬世金鐘〉（發一天元佛院：

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八期先修班），編號：fycd2016090300000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

國語三天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1987013104050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無友不如己者〉（發一靈隱：

靈隱寺三天率性進修班），編號：fyly2009122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慈法：雅加達道場冬季

大典），編號：fycf1994121701999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萬物育焉〉（發一同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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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宮二天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ty20090425。 

（三）引用「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系統」聖訓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萬世金鐘〉（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編號 20160903000001。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40628260101。 

（四）引用未收入資料庫的單篇聖訓 

◎湖隱禪師：〈仙佛聖訓〉（發一天元長聖：基隆聖音宮新春團拜，2022 年 2

月 21 日）。 

◎南屏道濟：〈仙佛聖訓——接穩道棒〉（發一慈濟：屏東慈濟堂清口班，2020

年 11 月 15 日）。 

（五）引用現代專著 

◎白水老人：《白水老人箴言集成》（新竹：正德雜誌社印行，1985 年），頁 9。 

◎林萬傳編著：《先天大道系統研究》（臺南：靝巨出版社，1986 年），頁 20。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臺北：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年），頁 40-41。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5-10. 

◎Ren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Harcourt, 

1962), p. 289. 

◎西村天囚︰〈宋學傳來者〉，《日本宋學史》（東京︰梁江堂書店，1909 年），

（上編三），頁 22。 

◎荒木見悟︰〈明清思想史の諸相〉，《中國思想史の諸相》（福岡：中國書店，

1989 年），第二篇，頁 205。 

（六）引用期刊論文 

◎唐經欽：〈《白陽聖訓中庸》之思想探討——以心性論及工夫論為中心〉，《一

貫道研究》第 1 卷第 3 期（2014 年 6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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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Nov. 2000): 927-950. 

◎酒井忠夫著、張淑娥譯：〈民國初期之新興宗教運動與新時代潮流〉，《民間

宗教》第 1 期（1995 年），頁 3。 

（七）引用論文集論文 

◎喻松青：〈《彌勒出西寶卷》研究〉，《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精選叢書——民間

宗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 105。 

◎瞿海源：〈臺灣新興宗教信徒之態度與行為特徵〉，《宗教與社會變遷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01 年 2 月 23-24 日），頁 100。 

◎John C. Y. Wang,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in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ed. Andrew H. Pla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20. 

◎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樓夢』の流行——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

誌的素描〉，收錄於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究》（東京︰

汲古書院，1986 年），頁 474-475。 

（八）引用學位論文 

◎黃意靜：《一貫道回文訓文研究——以〈行契天道為合人性〉為例》（台中：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鄭志明、徐聖心指導，2003 年），頁 22-

23。 

◎鄭清榮：《一貫道「孔子明傳詩書暗傳道」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

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謝居憲指導，2019 年），頁 150。 

（九）引用古籍 

1.套書 

◎郝寶山：《一貫佈道大綱》，收錄於王見川、范純武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

卷文獻續編》第 10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頁 26。 

◎（宋）釋智圓：《閑居編》，收錄於《卍續藏經》（臺北：中國佛教會影印《卍

續藏經》委員會，1968 年），第 101 冊，卷 19，頁 56 上。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fTlZR/record?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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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釋契嵩《鐔津集》，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臺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1 年），第 10 集，卷 1，頁 13 下，〈輔教編上〉。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收錄於《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49 冊，卷 47，頁 426 中。 

2.影印本 

◎（明）郝敬：《商書辨解》，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湖北叢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卷 3，頁 2。 

◎（宋）陳善：《捫蝨新話》，收錄於影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

館，1965 年），下集，卷 4，頁 3，〈原道闢佛老〉。 

3.點校本、一般本 

◎（清）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臺北縣：正一善

書出版社，2008 年），頁 1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頁 10。 

◎（明）鄧林著、（清）杜定基增訂、（清）祁文友重校、光慧文化新編：：《四

書補註備旨新編．大學中庸》（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頁 12。 

4.引用西方古籍請依西方慣例。 

（十）引用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與問題〉，《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 March 2001, Sec.1, p. 4. 

◎藤井省三︰〈ノーベル文學賞中國系の高行健氏︰言語盜んで逃亡する極

北の作家〉，《朝日新聞》第 3 版，2000 年 10 月 13 日。 

（十一）引用網頁資料 

◎「一貫道世界總會網站」，108 年 01 月 10 日，取自：http://www.with.org/。 

http://www.iktcds.edu.tw/Chong-De-School/graduate.htm，106年09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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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古佛簡介〉，108 年 01 月 10 日，取自：http://www.iktcds.edu.tw/Chong-

De-School/education-intro.htm。 

七、「參考文獻」之格式（採「徵引文獻」亦可） 

1. 「參考文獻」請在全文（包括附錄）結束後，另起一頁開始編輯。 

2. 格式：「作者、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單位，出版年。」 

3. 分類：一貫道仙佛聖訓、古籍文獻、近人論著。 

4. 古籍文獻依朝代先後編輯；近人論著，不分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道場

書籍，以人名或編輯單位筆劃為次，依少而多排列之。同一人或同編輯單位

有若干著作，則依出版年代依序排列。 

（一）一貫道仙佛聖訓 

◎不休息菩薩慈訓：《不休息菩薩慈示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08 

年。 

◎仙佛合著：《道之宗旨（白陽聖經）袖珍本》。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15 年。 

◎光慧文化編譯：《禮運大同妙訓譯註》。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聖賢仙佛齊著：《百孝經聖訓》。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聖賢仙佛齊著：《萬試如意》。臺南：發一同義毓佛宮，2012 年。 

◎聖賢仙佛齊著、一貫道崇德學院編譯：《道脈傳承錄（教材）》。南投：光慧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萬世金鐘〉。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編號 20160903000001。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40628260101。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青島：崇華堂，1937 年。 

（二）古籍文獻（依年代先後為順序） 

http://www.iktcds.edu.tw/Chong-De-School/graduate.htm，106年09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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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宋）陳善：《捫蝨新話》。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百部叢書集成》本，

1965 年。 

◎（清）袁退安著、林立仁整編：《金不換》。臺北：慈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0 年。 

◎（清）素一老人：《歸原寶筏》。收錄於王見川、林萬傳編：《明清民間宗教

經卷文獻》初編，第 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 

（三）近人論著（依姓氏筆畫為順序）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臺北：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年。  

◎唐經欽：〈《白陽聖訓中庸》之思想探討─以心性論及工夫論為中心〉，《一

貫道研究》第 1 卷第 3 期，頁 6-35，2014 年 6 月。 

◎郝寶山：《一貫佈道大綱》。收錄於王見川、范純武編：《中國民間宗教經卷

文獻》，第 10 冊，2006 年。 

◎張天然：《暫訂佛規》。青島：崇華堂，1939 年。  

◎喻松青：〈《彌勒出西寶卷》研究〉，《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精選叢書——民間

宗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黃意靜：《一貫道回文訓文研究——以〈行契天道為合人性〉為例》。臺中：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鄭志明、徐聖心指導，2003 年。 

◎楊流昌：《天道傳奇》。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1 年。 

◎增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北：古亭書屋，1975 年。 

◎瞿海源：〈臺灣新興宗教信徒之態度與行為特徵〉，《宗教與社會變遷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01 年 2 月 23-24 日。 

◎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樓夢』の流行——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

的素描〉，收入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究》。東京：汲古書

院，1986 年。 

◎DK Jordan, DL Overmyer 合著，周育民譯、宋光宇校正：《飛鸞——中國民

間教派面面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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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mer, Matthew.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Peony Pavil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1(1994):127-179. 

◎Zeitlin, Judith. “Shared Dreams: The Story of the Three Wives’ Commentary on 

（四）訪談資料 

◎劉靜修口述、陳幼慧採訪撰述。草屯：光慧道務中心，2015 年 11 月 28 日。 

八、年代標示 

文章中的年代標示，採用國字敘述，括號附註西元年代，則用阿拉伯數字。例

如： 

司馬遷（145 B.C.-86 B.C.）、馬援（14 B.C.-49 A.D.）、黃宗羲（1610-1695）、

道光辛丑年（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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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研究》徵稿與審查要點 

一、 徵稿主題 

（一）一貫道專題研究（雙審） 

1.徵稿內容：一貫道義理研究、一貫道祖師著作及思想研究、一貫道三教合一五教同源

之研究、一貫道宇宙論及聖神體系之研究、一貫道的修持工夫、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

究、一貫道發展史之研究、一貫道組織運作之研究、一貫道得道之研究、其他一貫道

相關議題研究 

2.字數：15,000至30,000字（含註解、參考文獻）為限。 

（二）一貫道天命道統研究（雙審） 

1.徵稿內容：一貫道天命道統及傳承研究。 

2.字數：15,000至30,000字（含註解、參考文獻）為限。 

（三）一貫道聖訓研究與經典證道（雙審） 

1.徵稿內容：白陽聖訓之研究與詮釋、各教經典證道之研究 。 

2.字數：15,000至30,000字（含註解、參考文獻）為限。 

（四）書評（單審） 

1.徵稿內容：針對國內外出版之一貫道等相關著作所撰寫之評介 

2.字數：5,000至15,000字（含註解、參考文獻）為限。 

二、審稿原則 

本刊審查採隨到隨審之制度，所有稿件皆以匿名審查，審稿秉專業、公正、倫理

之原則。 

三、審稿流程 

本刊之審查分為兩階段：格式審查及內容審查。稿件類型如屬「一貫道專題研究」、

「一貫道天命道統研究」、「一貫道聖訓研究與經典證道」等，一律採雙審制；「書

評」採單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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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格式審查 

來稿後本刊編輯部先審查格式，凡符合本刊之發行宗旨、形式要件（包括字數、

格式、體例等）及嚴謹程度者（包括題目價值性、架構完整連貫、文筆精確通暢），

即進入下一階段審查。未通過格式審查，結果將於投稿後兩週內通知作者。 

第二階段：內容審查 

（一）初審 

1. 通過格式審查之文章，由本刊編輯委員視來稿類別，優先推薦二位或一位審查者

匿名審查。 

2. 外審意見分為五類：極力推薦採用（90 分以上）、推薦採用（80-89 分）、修正後

即可採用（75-79 分）、修正後再送審查（70-74 分）、不予採用（69 分以下）。 

3. 審查規準如下： 

(1) 研究方法與推論嚴謹之程度（20 %） 

(2) 資料取得、引用、處理與詮釋是否得當（20 %） 

(3) 文章結構安排與論證層次均衡之程度（20 %） 

(4) 文字精確、流暢之程度（20 %） 

(5) 原創性、學術性或應用價值（20 %） 

4. 內容審查當兩位審查者評定結果，僅一人審查通過應送第三者審查，三位審查有

兩位同意則予以錄用，如有特殊爭議則送本刊編輯委員會討論並決議是否採用。 

5. 內容審查結果將於收到稿件四個月內完成並通知作者。 

（二）複審 

凡審稿者建議「修正後再送審查」之文稿，由本刊去函請作者修改，作者須於一

個月內修改完畢，將修改後之文章寄回本刊，由本刊將修改後之文章交原審查者審查。 

四、稿件修正與刊登 

修正之稿件經本刊編輯部決議刊登者，須於兩週內寄回修正定稿紙本一份、稿件

電子檔、著作授權同意書，以利出版，否則恕難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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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稿件格式 

1. 來稿請用電腦打字橫打，並請遵守字數限制，含中文摘要、註釋、參考文獻（或「徵引文

獻」亦可）、附錄、圖表等。 

2. 稿件要項：來稿格式社會科學類請依 APA 中文第六版撰寫；文史哲類撰寫體例依據「《一

貫道研究》文史哲類撰寫體例」撰寫之。 

3. 投稿學術論文或其他各類文章，請附中文摘要，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500 字，英文摘要請勿

超過 500 字，並請列出中文關鍵詞各 3-5 個。 

4. 來稿之編排順序為：作者基本資料表、著作授權同意書、中文摘要、中文關鍵字、英文摘

要、正文（註釋請採當頁註方式）、附錄、參考文獻（或「徵引文獻」亦可）。除作者基本資

料表及著作授權同意書外，請勿在文稿中出現任何作者基本資料，以利匿名審查。 

六、學術倫理 

本刊文責由作者自負，來稿請謹守學術倫理與規範，如有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

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之事宜者，除由作者自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外，二年內本刊不再

接受該位作者投稿。 

七、其他規定 

1. 來稿若經收錄，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著錄格式之刪修權，且本刊擁有出版、發行之權利，

出版形式主要以紙本為主。 

2. 若著作人投稿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

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

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3. 來稿如經採用，礙於經費限制，本刊將寄贈當期本刊三冊以茲感謝。 

4. 來稿可以紙本寄送，稿件紙本一式三份，以掛號方式寄至「南投縣埔里鎮鯉魚路 25-8 號」，

一貫道研究編輯部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一貫道研究投稿」；或寄至電子信箱

iktcds.journal@gmail.com ，信件主旨為註明「一貫道研究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