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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音 

《學術論文寫作指引(文科適用)》讀後 

特藏組  謝鶯興撰 

書    名：學術論文寫作指引(文科適用) 

著    著：林慶彰 

出 版 社：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1996 年 9 月初版 

頁    碼：本文 222 頁，附錄 176 頁 

《學術論文寫作指引(文科適用)》是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林慶彰先生

「常常在想，如果有一本比較能合乎中文人寫作需要的論文規範，即使寫

出來的論文內容不一定很精彩，至少也可減少摸索的時間，這樣模仿加反

省也許可減少三五年」的實際成果。全書分為三編，八章，附錄五則。 

上編為「資料蒐集方法」，共四章，第一章談「蒐集資料前的預備工

作」，分：研讀古籍的相關知識、充實研究論題的相關知識、購置相關參

考用書三個單元討論。第二章介紹「現代圖書館利用法」，說明：圖書館

的類型、認識圖書館分類法、目錄卡片之結構、利用線上公用目錄等四節，

第三章「工具書利用法」，主要是談：如何利用工具書、檢查人物的工具

書、檢查書籍的工具書及檢查論文的工具書等四個方面。第四章論「資料

的蒐集整理和摘記」，著重於：資料蒐集的方法、資料的整理和摘記，並

列舉範例以為讀者參考之用。 

中編「論文寫作方法」，亦分四章，第五章「如何選擇論文的研究方

向」，談：選擇研究方向的幾個原則和撰擇研究方向的方法。第六章著重

在「論文的撰寫」，分別從：一擬定大綱，二論文大綱示例，三標點符號

使用法，四引用資料的方式，五撰寫和修改初稿等五節說明。第七章談「論

文的附註」，分述：附註的意義和作用、附註的位置、附註的原則、附註

的目錄項，並舉實例以說明。第八章談「論文的附件」，包含：圖表、書

影、附錄、參考書目等四類，於參考書目類舉實例說明之。 

下編則為「附錄」，收錄「各主要圖書分類法綱目表」、「學術論文舉

例」、「研究計畫舉例」、「注音符號、國語羅馬字、威妥瑪式和漢語拼音對

照表」、「大陸簡體字與正體字對照表」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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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撰寫的內容來看，此書只要分為上編「資料蒐集方法」、下編「論

文寫作方法」即可，其「下編附錄」逕以「附錄」為名，以免層次太繁。 

由於論文寫作的先決條件，在於資料的蒐集，對所蒐集到的資料判讀

結果，往往影響到論文的品質，是書上編「資料蒐集方法」，即先提出「蒐

集資料前的預備工作」，在於研讀古籍的相關知識，此為一般談「論文寫

作」較少觸及到的部分1，也讓讀者藉由此書所述而略具文獻學中的基本知

識。第三章「工具書利法」，除了談論如何利用工具書外，並羅列相關工

具書的資訊，使該章兼具「參考工具書指南」類型的功能2。第四章「資料

蒐集的方法」，提出讀者較為熟悉的：利用最有利的圖書館，檢查必要的

工具書，檢查相關論著，檢查相關研究資訊及請教專家等五種方法；較特

殊之處在於提出「資料蒐集方法示例」，使初學者避免多走了許多彎路。 

中編「論文寫作方法」，首先，將論文寫作的步驟正名為「如何選擇

論文的研究方向」，以別於一般指導論文寫作的書，所言的「如何選擇論

文題目」3。而對於論文「附註」與「參考書目」的名稱，亦加以正名；並

提「參考書目」的編排方式，以書名在前，著者在後的方式較為理想。此

編對於「論文的大綱」、「引文的方式」、「附註的撰寫」及「參考書目的編

寫」等都舉實例以說明。誠如作者於<自序>所言： 

一本中文人理想的學術論文規範，誰有資格來寫？或者說誰願意來

寫？筆者以為這部書的作者至少要符合下列條件：(一)他應該是一

位持續不斷的研究者，也時時有論文發表，惟有這樣的人，才能時

時吸新知，隨時發現問題。⋯⋯。(二)他應該要講授過「治學方法」

或「學術論文寫作」的課程。從講授的過程中，才能真正體會到一

                                                        
1 如王錦堂編《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即分：1.大學學術寫作，2.大學學術研究，

3.報告與論文之寫作技巧，4.報告與論文之校訂，等四個單元談起。台北東華書

局，民國 89 年 11月三版。 
2 如鄭恆雄撰《中文參考資料》，將中文參考工具書分成十大類分別介紹，並於各

類型工具書中羅列相關書籍，以為讀者參考之資，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72 年 10
月再版。又如陳社潮撰《文史參考工具書指南》，擬出 60餘種工具書的使用問題，
逐一說明「如何使用」(如何查)的問題，也羅列出解決該類問題的相關書目，以

為讀書參考，台北明文書局，民國 84 年 2月初版。 
3 如曹俊漢編著《研究報告寫作手冊》第一章「研究報告的基本認識」(頁 8)談「撰

寫研究報告的五個步驟」，第一步即為「選擇題目」，台北聯經出版公司，民國 72

年 3 月第 4次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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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初學者的困難在那裡？該如何去幫助他。⋯⋯。(三)他應該曾經

指導過學位論文。⋯⋯在這種過程中，指導教授也慢慢了解一個學

生寫作過程中的疑難所在。⋯⋯ 

使得全書邊談論問題，邊舉例證的篇幅不少，可說是詳於說明，瞻於

舉例，讓讀者在閱讀之餘，不致於有紙上談兵的隔閡。然而也因林先生忠

於實踐自己所訂定出來的三個條件，書中所舉的案例為其所嫻熟的經學範

疇，卻讓初進大學之門的讀者，因例證的難懂，而使效果打了折扣。 

因此，是書於民國 85 年 9 月問世之後，86 年間海峽兩岸即有學者分

別撰文加以評論，一為台灣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以「一本中文人理想的學

術論文規範」4為題評介之；一為山東泰安師專林祥徵教授以「學術論文寫

作的引路燈」5為題評介之。國文天地出版社並於同年 7 月以「從《學術論

文寫作指引》談中文學界的論文規範」6為題，邀請台東師院語教系林文寶

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吳福助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王國良教授及台灣大

學中文系黃沛榮教授等先生舉辦座談會，藉由「大家集思廣益，希望再版

時，能增訂得更完備」7。關於該書之優點及將來增補修訂的建議，上述三

文申論的相當詳盡，不揣贅言的引述於下，以為閱讀此書的參考之用。 

吳福助教授認為：「學術論文的寫作訓練，對於大學生、研究生早日

進入研究領域並且成材，具有重大意義。」在「針對某種學科特殊需要，

分科撰寫的論文寫作指引教科書，也開始流行起來，林慶彰《學術論文寫

作指引》，即是針對中國文學系師生而寫的一本理想的學術論文規範。」並

指出： 

全書的優點，主要在於循序漸進，讀起來輕鬆愉快，容易接受，壓

力不至於過大。它的確是一本目前較為理想的中文人學術規範。其

中不乏作者長年辛勤埋首鑽研得來的寶貴治學經驗，⋯⋯8 

                                                        
4 見《東海學報》第 38 卷，頁 185-190，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86年 7 月。 
5 見《國文天地》第 13 卷第 2期，頁 22-25，台北國文天地雜誌社，民國 86年 7

月。 
6 見《國文天地》第 13 卷第 5期，頁 4-10，台北國文天地雜誌社，民國 86年 10

月。 
7 同上，頁 5，國文天地社長許錟輝以座談會主席為開場白語。 
8 吳福助教授在<從「學術論文寫作指引」談中文學界的論文規範座談會>，也提出：
「本書的可貴之處是例證簡明合理，見解精粹，⋯⋯。優點是讀起來比較輕鬆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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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補修訂的建議方面，提出六點：1.學術論文「題目」，應直接揭

示主題，力求具體明確地顯示論文內容範圍、研究方法立場，以便有效引

導讀者閱讀，或讓讀者迅速判定該文獻是否為他所需。尤其應包含關鍵文

字，以便利學術機構製作摘要、索引。2.論文「提要」需涵蓋研究目的、

方法、結果與結論，並包含關鍵詞以凸顯主題。3.論文「摘要」是文獻內

容準確而濃縮的反映，它是 20 世紀以資訊的生產和交換為特徵的時代產

物。4.傅祖慧《科學論文寫作》9論文如何準備學位論文口試，口試中常被

詢問的問題有八項⋯⋯。可考慮將「論文口試」增入本書範圍。5.本書的

寫作，是以中文系研究所碩、博士班撰寫「學位論文」的研究生，為主要

閱讀對。對於一般大學生而言，本書負擔可能稍重。可考慮另寫一本精簡

本，以供大學生參考。6.學術論文寫作相關術語的解釋，應再力求規範化。

此外，也針對「附註」體例、「參考書目」編列、附錄範例等三項提出建

議。 

林祥徵教授則從：1.突出論文寫作的操作性，2.強調論文寫作的規範

性，3.注重論文寫作的科學性，三個特色來評論。認為「突出論文寫作的

操作性」為其主要特色。全書分為三大類，涵蓋了論文寫作的全部過程，

具體地、深入地解決了寫作過程中的困難與矛盾。為了加強操作性，每講

一個問題，總要附上示例作為學習的榜樣。 

在「強調論文寫作的規範性」方面，指出係表現在：1.對論文寫作的

術語作統一的界定，2.對論文寫作格式的規範等兩個方面。 

在「注重論文寫作的科學性」方面，指出《學術論文寫作指引》一書

具有工具書的品格，它偏重於實際操作，但該書對寫作的科學性也分外重

視，對「附注」的正名就是明顯的例子。 

林文寶教授說：「這本書說明詳細，舉證繁多，讓人在閱讀時，不致

產生隔閡與艱澀，我認是這本書最大的優點之一。」並提出： 

學術論文不僅包括學位論文，也包括報告及單篇論文。其中單篇論

文和學位論文在寫作上又有些不同，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嚴謹的

                                                                                                                                         
快，壓力不會那麼。缺點就是規範性不太夠，⋯⋯。」見《國文天地》第 13 卷

第 5期，頁 6，台北國文天地雜誌社，民國 86年 10 月。 
9 見第 11章「口頭發表及論文口試」第 2節「學位論文的口試」，頁 250，台北藝

軒圖書出版社，1994 年 1月修訂第 3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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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說或定義，學生可能無法分辨清楚。從這方面來看，這本書的不

足之處是，比較屬於技術方面的操作撰寫，而實際上目前中文系的

「治學方法」比較忽略的是寫作方法論，這在書中提的並不多，是

不是以後再增加一些這方面的論述。10 

王國良教授針對全書重點偏重於古典，現代的文史哲部分牽涉的較少，

建議在日後修訂時，增加現代的文史哲部分；就是書提到的人名、書名非

常多，亦建議增加一索引以方便檢尋。11 

黃沛榮教授也認為：「本書是作者以個人的教學經驗及研究經驗累積

而成，因此每講一問題，總要附上示例作為學習的榜樣。又為了讓初學者

少走彎路，每說一個問題，亦會講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不該做，讓閱

讀者有規則可循。」並列出五項建議：1.篇幅分布不平均；2.書中的標準

和現行標準有不合的地方；3.對於書中的記年的方式，最好全部統一為西

元；4.由於目前論文寫作也廣泛利用電腦，所以若於書中羅列程式及網路，

可加深讀者的認知；5.書中所舉範例的題目選擇太廣泛，即標題不夠精密，

最好有副標加以說明。 

有關上述諸位教授的建議，林慶彰先生於民國 90 年另撰《讀書報告

寫作指引》12，即為彌補是書的不足，如第五章「利用網路資源蒐集資料」，

專章討論網路資源的應用外，並於第二章「現代圖書館的基本知識」中，

即列有「線上公用目錄查詢」一節，於第四章「如何利用期刊文獻」中也

列有「期刊網路資源之利用」一節。此外，另以「小論文」為題，與「學

術論文」作區隔，並將提要、書評、詩文小說賞析、編輯研究文獻目錄等

劃歸於「讀書報告」。雖然如作者所說：「希望學生寫作各種讀書報告時，

有一本較理想的參考書而已。」但與增補修訂《學術論文寫作指引》或撰

一「精簡本」的期待，似乎又有了差距。 

 

                                                        
10 見<從「學術論文寫作指引」談中文學界的論文規範座談會>，《國文天地》第 13
卷第 5期，頁 5，民國 86 年 7月。 

11 同上，頁 9 
12 台北萬卷樓圖書公司，民國 90 年 11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