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劬 ￥
★ 峦

毒 关于本刊内容注释和参考文献注释体例的说明 季
★ 俯

甏 蒸
劬 ￥

壹 1．内容注释，即关于文章内容的注释。该注释若较短，两行字以内时，置于文中，用括号括起； 坌
西 若较长，超出两行字时，置于页下，注号采用带圈的数字即①、②、③等。 拿

望 2．参考文献注释，其对象包括文中被引用的文献和文中未被引用的文献两种。前者分为“文中 要

警 提示”和“文后全称”两个部分。 杀
X 3．“文中提示”，指一段引文后加括号，括号中注明所引文献的作者姓名、发表年份或页码等， 丕

妻 提示读者按作者姓名、发表年份等到文后去查找详细的引文出处。其中：(1)注作者姓名时，中国 鸯

蠢 作者的姓名全部注出，外国作者的姓名只注出姓，名省略。(2)若引文前已明确标出中国作者姓名 釜
$ 或外国作者姓氏，括号中可不再重复，只注发表年份或页码。(3)引文前若标明的是外国作者姓名 辜

翌 的全称，则括号中须标出姓氏，因为文后参考文献注释是按姓氏排列的。(4)若引文前用的是外国 莱

妥 作者的中译姓氏，而参考文献注释用的是原文，则括号中要注明原文姓氏。(5)有些文献，如《马 暴

誊 克思恩格斯全集》作者姓名已出现在文献名称中，则通常不再注作者姓名，而是直接注文献名称； 丕

点 当引文出处为报纸时，如引自《参考消息》，亦注报纸名称。(6)若同一作者只引一种文献时，发表 窭

互 年份可省略；若引两种以上不同年份的文献时，则要注明不同年份以示区别。 拿

暨4．“文后全称”，指完整的引文出处，放在文章末尾，冠以“参考文献”标题。编排规则如下： 荽

翌 (1)中文注释与外文注释分开，中文在上，外文在下。尽可能不采用中外文混合的注释。若参考文 莱

X 献为外文文献，注释最好也采用外文形式。(2)每条注释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前后顺序：a．首先是作 泰

纛 者姓名。外国作者的姓名通常是姓在名后，须作调整，将姓提到名前，姓与名之间用逗号隔开。 否

毫 b．然后是发表年份。如果同一作者有几种不同年份发表的文献，将这些文献都集中于同一作者姓名 釜

$ 下，按时间先后标出不同年份；如果同一年份中又有几种文献，则在年份后按m-Jl'．-]先后加a、b、c等 拿

翌 字母以示区别。c．再后是文献名称。中文注释的文章、著作和刊物均加书名号即《》，外文注释的文 鬟

警 章一般加双引号即“”，著作和刊物用斜体字。d．最后是出版地点和出版公司。(3)若文献的作者 杀
X 姓名已出现在文献名称中，为减少重复，一般不再标出作者姓名，而是直接将文献名称提前，此时发 丕

蠢 表年份就移到文献名称之后。(4)每条注释之间的上下顺序：中文注释按作者姓氏、文献名称或机 密
互 构名称(当作者署名为机构时)等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以词典式顺序即A——z顺序 釜

苹 编排；外文注释按作者姓氏或文献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以A——z顺序编排。 草

翌 5．文中未被引用的文献，与文中被引用的文献混合编排，规则相同。 莱
苹 拿
毒 套。钒声卡窃长窃蕾；沣；》．K；沣痨乍；》■；》·K；》*痨乍痨蕾痨乍；》'‘窃长窃曩；≥乍；》’‘窃蕾窃乍痨乍；》羹痨乍窃★窃长；》■痨长；》怔窃蕾窃乍窃长窃蕾痨乍；》．【窃长；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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