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考古學報》撰稿須知與引用格式規範

民國110年 7 月 9 日「100年第二次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一、本刊為雙匿名審查制，文稿中請勿出現可使審查人辨識作者身分之資訊，如

「拙著」、「拙稿」等。基此，來稿請另紙扉頁著明：

（一）篇名：若文稿有副篇名時，正副篇名間以「─」符號區隔，英文以

「：」冒號區隔；

（二）作者：姓名及任職機構，並以中、英文並列，以及電子郵件帳號或其它

聯絡方式，多人合著請註明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三）文章類型：請參考本刊「徵稿簡約」。

二、字體與標點符號：

（一）中文字型使用新細明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如有需要強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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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標題或內容編號請按照：一、（一）、1、（1）……之順序排列，英文

則以「I. A. 1. a. （1）（a）為序。 

（四）請用新式標點符號：「  」（引號）用於平常引號；『  』（雙引號）用於

引號內之引號；《  》用於中文書刊，英文書刊字首大寫斜體，無標點符

號；〈  〉用於單篇論文、學位論文及篇名，英文則以“  ”。中、日文

的書篇名若連續著錄，則於書篇名之間加‧符號，如：《論語‧子張

篇》；若書篇名間有卷數，則以書名《 》符號、篇名〈 〉符號之形式，

如：《通典》卷三三〈職官典〉。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形」，英文則用「半

形」輸入。

三、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三百字以內）與關鍵詞（五個為限），文稿正文字數以不

超過二萬字為原則。

四、引文格式：短引文直接引入正文，中文前後加引號（「  」），英文加“  ”；長

引文可獨立段落，不加引號，每行前後各縮排 2.5 字元。中文使用標楷體，英

文則使用小於正文之字級，以為區別。

五、圖表：圖與表分列，並以中文數字編號，如「圖一」、「表一」。



六、內文中放射性定年引用格式（根據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格式）： 

1. 以距今（BP, i.e. Before Present）表示；

2. 未校正放射性碳年代以實驗室提供之正負一個標準誤差值（1-sigma (σ) 
standard error）；校正後放射性碳年代以一或二個標準差校正（1σ or 2σ，通

常建議後者）

3. 附註實驗室樣本編號以及樣本材質（如木炭、草灰或貝殼等）；

4. 倘若文稿包含複數以上之校正後放射性碳年代，建議以表格呈現；

5. 一般慣例若年代在四位數字以下（含），無須於千、百位數間插入逗號，若

為五位數字者則應使用逗號區隔。

6. 範例：未校正放射性碳年代為 480±70 BP（ISGS-5965，木賊屬 [Equisetum 
sp.] 草灰）；3680±60 BP（Beta-XXXX）木炭樣本校正後放射性碳年代為

4156-3846 cal BP （p= .99）（IntCal 13.14c，2σ)。

七、內文引用格式：

1. 單一作者單一著作，格式如（三上次男，1980）。

2. 兩位作者共同著作，格式如（臧振華、劉益昌，2001）。

3. 三位以上作者共同著作，格式如（陳文山等，2004）。

4. 多筆文獻徵引依姓氏筆畫或字母、年代（或印製中）之優先順序排列。不同

作者以分號“；”間隔，相同作者不同年代文獻則以逗號“、”分開。格式

如（王天送，1992；石璋如、宋文薰，1953；劉益昌，1990）。

5. 引用同一作者同一年份兩本（篇）以上著作，依照書名或篇名首字之筆畫

（或字母）少者置於前，格式如（李德仁，2003a、2003b）。

6. 再版或歷史資料之引用，格式如（臺灣總督官房企畫部編，2000[1937]），或

（陳第，1959[1602]）。

7. 私下連繫與演講，格式如：郭生玉（私人通訊，2000.12.08.）或（郭生玉，

2000.12.08. 私人通訊）

8. 引用外文著作之格式同上述原則，格式如（An，1996；Bellina，2003a、

2003b；Francis，2002；Spindler，n. d.）

八、引用書目

本刊依據 Current Anthropology 書目格式，並參酌中文人類學之學術發表慣例

調整。

1.單一作者專書

三上次男

1980 《陶磁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Castles, Stephen 

1990 Here for good. London: Pluto Press. 

2.期刊論文

陳玉美

2012 〈臺灣的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田野考古》15（2）：1-17。

Bayman, James M.

2002 Hohokam craft economie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9(1):69-95. 

3.兩位作者專書

臧振華、劉益昌

2001 《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台北縣：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Bonacich, Edna, and John Modell

1975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 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三位或以上作者著作

陳文山、宋時驊、吳樂群、徐浩德、楊小青

2004 〈末代冰期以來臺灣西岸平原區的海岸線變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

類學刊》62：40-55。 

Bailey, Geoffrey, Margaret Deith and Nicholas Shackleton 

1987 Oxygen isotope analysis and seasonality determinations: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a new technique. American Antiquity 48(2):390-398. 

McColl, Hugh, Fernando Racimo, Lasse Vinner et al.  

2018. The prehistoric peopling of Southeast Asia. Science 361: 88–92. (DOI: 

10.1126/science.aat3628) 

5.同一作者同一年份兩本（篇）以上著作，書名或篇名首字筆畫少者優先置前

李德仁

2003a 《史前暨原住民文物圖錄：郭東輝先生捐贈-郭德鈴先生收藏》。台

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3b 〈評論近年漫畫台灣史出版品中有關「史前文化」部份之論述〉，《文

化驛站》13:38-40。 

Gallimore, Ronald  

1983a A Christmas f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b Holiday gathering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印刷中之專著

趙金勇、鍾亦興

印刷中 〈花岡山與大龍峒遺址的近現代陶瓷消費〉，《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刊》。

Spindler, George 

Forthcoming. In pursuit of a dream: The experience of Central Americans recently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申請出版中或尚未出版/未明作者、年代或出版資訊之專著

不著撰人

1936 〈俸給生活者家計簿〉，《臺灣婦人界》昭和十一年十月號：142-146。

Smith, John

n. d. Education and reproduction among Turkish families in Sydney. MS thesi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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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識別碼 0000330533，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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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mont Manuscripts  

n. d. Phillips collec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Library.

9.專書論文集論文

宋文薰

1980 〈由考古學看台灣〉，刊於《中國的台灣》，陳奇祿編，頁 93-220。台

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Anderson, Benedict 

1972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Clair Holt, ed. Pp. 1-69.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Spriggs, Matthew  

2016 Thoughts of a comparativist on past colonisation, maritime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past colonisation, 

maritime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Lene Melheim, Hakon Glørstad 

and Zanette Glørstad, eds. Pp. 271-280. Sheffield: Equinox. 



 

10.作者與編者同一人 

陳奇祿 

1981 《民族與文化》。臺北：黎明。 

Diskin, Martin, ed.  

1970 Trouble in Our Backyard: Central America in the Eigh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Butzer, Karl W., and Glynn L. Isaac, eds.  

1975. After the australopithecines: stratigraphy, ecology, and culture change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1.設有特別專號期刊論文或專輯 

胡家瑜 

2002 〈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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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9。 

Hay, Margaret Jean  

1988. Queens, prostitutes and peasan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African women, 

1971–1986. In Current research on African women. Special issu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2:431–447. 

Eades, D., and J. Arends, eds. 

2004. Language analysi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ity. Thematic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11(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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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叢刊 7。臺北：聯經。 

Singh, Balwant  

1994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cy in Burma, 1945-1952: The turbulent years. 

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4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3.多冊數專著中之特定冊別 

阮昌銳 

1969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下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八、

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4.書評 

張光直 

1960 〈評石著《殷墟建築遺存》〉，《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5/16：

156-158。 

Trueba, Henry T.  

1999 Review of beyond languag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schooling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7(2)：255–259. 

 

15.研究或計畫成果報告 

劉益昌、趙金勇 

2010 《花岡山遺址搶救發掘報告第二冊：近現代考古》。花蓮縣政府委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Kamehameha Schools 1 

1977 Results of the minimum objective system, 1975–1976. Technical Report, 77. 

Honolulu: Kamehameha Schools, Kamehameha Elementary Education 

Program. 

Proulx, D. A.  

1968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Nepeña Valley, Peru. Research report. 

Amherst: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6.碩、博士論文 

藍志玟 

2002 《臺北大龍峒聚落之研究（1802－1945）》。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lover, I. C. 

1972 Excavations in Timor: A study of economic change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in 

pre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Anthropolog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7.會議宣讀論文 

趙金勇 

2016 〈花蓮北段金屬器早期考古文化的破裂與連續：一個初步構想〉。「台灣

東半部一千年前後的文化樣相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11 月 15 日。 

Yayasan Mitra Tani Mandiri, Yayasan An Feot Ana, and Third World Network  

2007 Organic agroforestry for soil conservation and food availability in Timor, East 

Nusa Tenggara, Indone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FAO, Rome, July 9–14. 

 

18.學術會議論文集（proceedings）文章 

臧振華  

1999 〈呂宋島考古與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 〉，中央硏究院東南亞區

域硏究計畫主辦《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硏究年度硏討會》，頁 1-15。 

Komar, D.  

2001. Differential decay rates in single, multiple, and mass graves in Bosni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Annual Meeting 7:242–

243. 

 

19.譯作或重印 

塩澤亮 

2006 《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

末期的紀錄》。張良澤譯。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Cortesão, Armando 

1990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z, trans.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20.再版或修訂再版 

臺灣總督官房企畫部編 

2000[1937] 《旧植民地家計調查集（臺灣篇）》。東京都：青史社。 

Gallimore, Ronald  

1962[1960] Qualita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Rev. edition. Margaret C. Wittrock, ed. Pp. 119–162. New York: 

Macmillan. 

 

21.報章雜誌文章 

孫家驥 

1950 〈大甲史前遺跡概況〉，《公論報》9 月 25 日：「台灣風土」115 期。 

 

22.私下連繫與演講 

應於正文中敘述，並註明日期，但不需於引用書目中列出。 

 

23.網路資料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 

1946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央研



究院台灣研究網路化網站統計資料，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 （2002.05.30.）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Apure, Censo Comunidades Indigenas  

2001. Poblacion inidígena empadronada por grupo segun sexo y pueblo indigena de 

pertenencia el Estado Apure. http://www.portalapure.com/INDIGENAS.html 

(accessed January 16, 2005). 

 

24.序言、後跋或導言 

趙金勇 

2012 〈「臺灣歷史考古」專號導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6：1-

4。 

 

25.歷史資料 

沈約 

南朝梁 《宋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7-258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印

書館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 

陳第 

1959[1602] 〈東番記〉，收錄於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