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来稿规范 

为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学术交流，本刊在借鉴其他刊物基础上，制定如下用稿规范，

请作者投稿前先遵照此规范校改稿件。《规范》未尽项，作者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格式

规范，或通过“山大学志”微信公众号直接索取更为详细的校稿规范。 

论文格式要求 

一、 题目、作者及作者简介 

（一）、主题目：宋体小二号加粗居中 

（二）、副题目：幼圆小三号加粗居中 

（三）、作  者：楷体四号居中（不加粗） 

（四）、题目要求：不超过 20字，勿用谦辞，可加副标题。 

（五）、作者简介：插入“＊”页下注释：姓名、出生日期、性别、籍贯、单位、研究方向。

（出生日期紧随姓名，署名在三个作者以内） 

作者单位格式：Ｘ大学Ｘ学院Ｘ专业Ｘ级Ｘ研究生。例： 

蔺红梅（1984—），女，山东单县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 2010级博士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出生年月                          单     位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北宋史。 

          研究方向 

请注意：主题居中前应该是无缩进状态，即不要在首句空格的状态下“居中”。 

二、 中文摘要、关键词及正文 

（一）、“摘  要：”宋体五号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注意中间的空格） 

1．“关键词：”宋体五号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 

2．中文摘要：楷体五号不加粗，200—300字左右 

3．关键词：楷体五号不加粗，3—5个左右（关键词之间用分号） 

（二）、正文内容：宋体五号 

1．正文标题：楷体四号加粗居中 

2．标题数目号：依次采用“一、”“1.”“（1）”“①”（英文半角状态） 

论文中的英文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三）、英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应置于文末参考文献之后 

1．英文题目：“Times New Roman”，小四加粗居中 

2．“Abstract:”五号字体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 



 

3．“Key words:”五号字体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 

4．英文摘要内容：五号字体不加粗 

5．关键词内容：五号字体不加粗（关键词之间用分号） 

三、 注释要求 

本刊注释统一采用页下注（脚注）形式，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重新排序，

相关注释规范如下： 

（一）、专著 

例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6 页。 

    责任者                     题名            出版地           出版单位             出版年       页码    

（二）、析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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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者               析出文献名                       见+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文集题名 

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 382—391页。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页码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为同一作者时，可省去，需要说明卷册时紧跟文集后面标注。

如：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25 页。 

（三）、古籍 

古籍注释中，原书卷次用“卷+汉字数目”表示，今人分册的册数则用“第+阿拉伯数

字+册”表示。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为方便读者

检阅，原书若分 a,b 面或上、下栏，则注释中也当有所体现。常用古籍、大型类书等可不

标注作者。 

1.点校本、整理本 

例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35 页。 

责任者       题名       出版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页码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吴汝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444 页。 

    题名       卷数       部类名·篇名              出版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页码 

2.刻本 

 



 

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 a。 

责任者       文献题名        卷次              版本                           页码 

（四）、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 

1.期刊 

例 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责任者                 文章题名                             期刊题名（有不同版别需注明）                             

年第 4 期，第 23 页 

卷期         页码 

2．报纸 

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 年 8 月 22 日，第 2 版。 

责任者      文章题名           报纸题名                 出版年、月、日      版次 

（五）、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例 倪少瑾：《我国金枪鱼产业竞争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大学，2007 年。 

责任者                 未刊文献题名                  文献属性           收藏单位             时间 

2.手稿、档案文献 

例 《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 年 7 月，李劼人档案，无编号，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文献标题             文献形成时间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               收藏机构 

档案室藏。 

（六）、电子文献 

访问路径需真实有效，并在访问路径下加下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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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8 月 16 日， 

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                                           更新日期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 年 10 月 4 日。 

访问路径                                       引用日期 

（七）、转引文献 

例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 年 10 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 

责任者              原文献题名          原文献版本信息     转引文献责任者          转引文献题名 

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23 页。 

版本信息                        页码 

（八）、外文文献 

1.项目及顺序与中文相同； 



 

2.责任者与题名间用英文逗号； 

3.两个责任者之间用“and”连接； 

4.当责任者为三人或三人以上时，往往只列出第一责任者，其后用拉丁文 et al.代替其他

作者，et al.（注意 et al.前有逗号）； 

5.著作题名（包括英文期刊名）为斜体（不包括逗号）； 

6.析出文献（包括英文期刊文章）题名为正体加英文引号（逗号在引号之外）； 

7.出版年份和页码为全数字标注，其中的连接号为英文格式下的“短横线”即半字线“-”；

责任方式、卷册、页码等采用英文缩略方式。（ed. 表示“编辑”，eds. 表示“多人编辑”；

trans. 表示“翻译”；Vol. 表示“卷”；Iss. 和 No. 均表示“期”；p. 表示“单页”，pp. 

表示“多页”。） 

例 1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8.（专著注释） 

例 2 Alfred H. Kelly, et al.,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3, p. 419. （多个作者时） 

例 3 T. H. Aston and C. H. E. Phli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5. （责任方式为“编辑”时） 

例 4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ed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4-55.（既有作者又有编者时） 

例 5 M.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William Marsden (trans.), Hertfordshire: 

Cumberland House, 1997, pp. 55-88.（有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时） 

例 6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April 

1993, Vol. 19, No. 2, pp. 199-215.（杂志注释） 

例 7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Vol. 25, Iss. 1, pp. 35-36.（杂志注释） 

例8 R. S.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I.Rotberg and T. K. 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9. （析出文献注释） 

（九）、其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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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第 24 页。 

 责任者         题名          页码 

2.间接引文 

间接引文通常以“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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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加冒号。标注项目、顺序与格式同直接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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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第 28

－29 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31－532 页。 

3.内容性注释中的引文 

内容性注释中出现引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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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汪荣祖已注意到陈寅恪对胡适推崇《马氏文通》和用西洋哲学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批

评。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262-265 页。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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