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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神学院专文格式手册 

 

卫理神学院为了统一书写作业，所有的学生呈交作业皆以以下文件、格式为准： 

 

基本文章格式： 

1. 中文采用中文标点符号，英文采用英文标点符号。 

2. 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正字字号 12，注脚的字号为 10。 

3. 正文之行与行间距离为 1.5 格 1.5 Spacing：长引文（四行或以上）为单格 single 

spacing，字号为 12。 

4. 正文之字与字间距离无须空格。 

5. 每页之边缘空位：左 1.5”，右 1”，上下各 1”。 

6. 每段段首的降格是半寸 0.5”，四行以上的直接长引文也以此为降格标准。 

7. 参考书目之中、英文著作须分开：中文参考书目；英文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的排列：依著书年代之顺序，最新的书籍排前面。 

   英文参考书目的排列：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之顺序。 

8. 注脚：指在正文页底之注释。 

中注脚：中文注脚；英注脚：英文注脚 

书目：指文章之最后一页之“参考书目” 

中书目：指“中文参考书目”；英书目：指“英文参考书目”。 

9. 页数之位置：首页在下方正中间，其他在正文右上角之上一行。英文一概以 Turabian 的

规定为准。 

 

专文整体格式： 

封面（请参考附录 1） 

目录（请参考附录 2） 

正文首页及正文内容（请参考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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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资料的格式 Note & Reference Format 

注释（注脚）的目的： 

1. 注明你所引用和明确借鉴的著作。 

2. 避免抄袭别人的著作。 

3. 为可能有意进一步了解相关课题的读者提供更多书目。 

4. 引用与你的立场相符的资料来源。 例如，“维克托林也同意这立场...” 

5. 避免如果出现在正本中，可能会破坏文章流程的相关附带问题。 不要画蛇添足。 

 

参考资料（参考书目）的目的： 

1. 提供您在论文中使用的资料来源（书籍、期刊等）之信息。 

须知： 

1. 英文书目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序，简体中文书目按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之拼音字母

排序，繁体中文书目按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之笔画（由少至多）排序。 

2. 如果使用了多种资料来源，请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书籍、期刊、字典和百科全

书、论文和学位论文等。 

 

一、著作、编辑、翻译作品 

1．基本格式 

[中注脚]： 

作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 

[中书目]： 

作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英注脚]： 

Author(s), Title of the Book, Translator (Place: Publisher, date), page number(s). 

[英书目]： 

Author(s). Title of the Book. Translator. Place: Publisher, date. 

*注脚中无须写“页”字，只写该页之阿拉伯数字 Just number(s), without “p.” or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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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过三位作者 

[中注脚]：  

鲍维均等，《圣经正典与经外文献导论》（香港：基道出版社，2001），85。 

[中书目]：  

鲍维均、黄锡木、罗庆才、张略、岑绍麟。《圣经正典与经外文献导论》。香港：基道出

版社，2001。 

[英注脚]：  

Donald A. Carson et al., New Bible Commentary, 21st century ed. (Leicester & Downers 

Grove: IVP, 1994), 275-276. 

[英书目]：  

Carson, Donald A., Richard T. France, John A. Motyer, and Gordon J. Wenham. New Bible 

Commentary. 21st century edition. Leicester & Downers Grove: IVP, 1994. 

 

3．编辑著作 

[中注脚]：  

凌忍扬、陈康编，《世纪颂赞》（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1），56。 

[中书目]：  

凌忍扬、陈康编。《世纪颂赞》。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1。 

 [英注脚]：  

David F. Wright, ed., Martin Bucer: Reforming Church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9-60, 97-99. 

[英书目]：  

Wright, David F. ed. Martin Bucer: Reforming Church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翻译著作 

[中注脚]：  

包衡，《启示录神学》，邓绍光译（香港：基道，2000），16。 

[中书目]：  

包衡。《启示录神学》。邓绍光译。香港：基道，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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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注脚]：  

Ju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James W. Leitch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56. 

[英书目]：  

Moltmann, Jurge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lated by James W. Leitch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二、文集、文辑、丛书 

1．基本格式 

[中注脚]：  

作者，《书名》，丛书编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 

[中书目]：  

作者。《书名》。丛书编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英注脚]：  

Author(s), Title of the Book, Name of Series, volume number (Place: Publisher, year), page 

number(s). 

[英书目]：  

Author(s). Title of the Book. Name of Series, volume number. Place: Publisher, year. 

 

三、书内专文 

1．基本格式 

[中注脚]： 

作者，<文章名> ，载《书名》，编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 

[中书目]： 

作者。<文章名> 。载《书名》，页数。编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英注脚]： 

Author(s), “Title of Essay,” in Title of the Book, editor(s) (Place: Publisher, year), page 

number(s). 

[英书目]： 

Author(s). “Title of Essay.” In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Editor(s). Place: Publish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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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内导言、引言、前言 

[中注脚]：  

曹伟彤，《伦理学》之中译本导言，朋霍费尔著，胡其鼎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2000），xxxi。 

[中书目]：  

曹伟彤。中译本导言。《伦理学》，xxi-1。朋霍费尔著，胡其鼎译。香港：汉语基督教

文化研究所，2000。 

[英注脚]：  

Robert T. Meyer, introduction to The Lausiac History, by Palladius,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34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64), 12-13. 

[英书目]：  

Meyer, Robert T. Introduction to The Lausiac History, by Palladius, 3-15.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34.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64. 

 

3．百科全书/字典/词典（独立条目作者） 

[中注脚]：  

杨牧谷，<Hong Kong Theology 香港神学> ，《当代神学辞典》，536-537。 

[中书目]：  

杨牧谷。<Hong Kong Theology 香港神学> 。《当代神学辞典》，杨牧谷编。上册，535-

543。台北：校园，1997。 

[英注脚]：  

Wilson W. Chow,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in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50. 

[英书目]：  

Chow, Wilson W.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In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49-51. Edited by 

Sinclair B. Ferguson and David F. Wright. Leicester & Downers Grove: IVP,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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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专文 / 评论 

1．基本格式 

[中注脚]： 

作者，<文章名> ，《期刊名》期号（出版日期）: 页数。 

[中书目]： 

作者。<文章名> 。《期刊名》期号（出版日期）: 页数。 

[英注脚]： 

Author(s),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issue number (Date): page number(s). 

[英书目]： 

Author(s).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issue number (Date): page number(s). 

 

2．期刊专文 

[中注脚]：  

黄福光，<从旧约看多元社会的宗教委身>，《山道期刊》卷五第一期（2002 年 6

月）: 20-21。 

[中书目]：  

黄福光。<从旧约看多元社会的宗教委身>。《山道期刊》卷五第一期（2002 年 6 月）: 

12-30。 

[英注脚]：  

Nathan K. K. Ng, “Spirituality and Theology: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ology 104 (March/April 2001): 116-117. 

[英书目]：  

Ng, Nathan K. K. “Spirituality and Theology: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ology 104 (March/April 2001): 115-122. 

 

3．期刊评论 

[中注脚]：  

李淑仪，评《认识圣经文学》，郭秀娟著，《山道期刊》卷五第二期（2003 年 1 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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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目]：  

李淑仪。评《认识圣经文学》，郭秀娟著。《山道期刊》卷五第二期（2003 年 1 月）: 

127-130。 

[英注脚]：  

Lindsay Robertson, review of Divine Meaning: Studies in Patristic Hermeneutics, by 

Thomas F. Torrance, 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 55 (January-April 1996): 39. 

[英书目]：  

Robertson, Lindsay. Review of Divine Meaning: Studies in Patristic Hermeneutics, by Thomas F. 

Torrance. 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 55 (January-April 1996): 39-40. 

 

4．杂志、通讯 

[中注脚]：  

罗凯慈，<幼儿学习敬拜神你我有责>，《浸联会刊》第 49 卷 3 期，1997 年 9-10 月，

13。 

[中书目]：  

罗凯慈。<幼儿学习敬拜神你我有责>。《浸联会刊》第 49 卷 3 期，1997 年 9-10 月，12-

16。 

[英注脚]：  

Desmond C. K. Choi, “Henri J. M. Nouwen: The Pastoral Theologian,”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sletter, December 2002, 10. 

[英书目]：  

Choi, Desmond C. K. “Henri J. M. Nouwen: The Pastoral Theologian.”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sletter, December 2002, 9-11. 

 

5．报章 

[中注脚]：  

莫江庭，<教牧辅导与性：婚前性行为>，《时代论坛》第 769 期，2002 年 5 月 26

日，13。 

[中书目]：  

莫江庭。<教牧辅导与性：婚前性行为>。《时代论坛》第 769 期，2002 年 5 月 26 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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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注脚]：  

Jimmy Cheung, “Church Accuses Government of Forcing through Education Bi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October 2003, A3. 

[英书目]：  

Cheung, Jimmy. “Church Accuses Government of Forcing through Education Bi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October 2003, A3. 

 

五、其他 

1．硕士论文 

[中注脚]：  

连达杰，<复兴异象>（道学硕士毕业论文，香港浸信会神学院，1984），38。 

[中书目]：  

连达杰。<复兴异象>。道学硕士毕业论文，香港浸信会神学院，1984。 

 

[英注脚]：  

Lindsay Robertson, “Spirit and Parentho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and his 

Successors”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7), 44-45. 

[英书目]：  

Robertson, Lindsay. “Spirit and Parentho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and his Successors.”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7. 

 

2．网上资料 

[中注脚]：  

曹伟彤，<人性透视：视界、叙事和品格---Stanley Hauerwas 的德性伦理>，《时代论

坛》第 823 期，2003 年 6 月 8 日存取，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中书目]：  

曹伟彤。<人性透视：视界、叙事和品格---Stanley Hauerwas 的德性伦理>。《时代论坛》

第 823 期，2003 年 6 月 8 日存取。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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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注脚]：  

Martin Luther, The Ninety-five Theses: 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 [document on-line]; available from Project Wittenberg website 

(http://www.iclnet.org/pub/resources/text/wittenberg/luther/web/ninetyfive.html); accessed 1 

October 2003. 

[英书目]：  

Luther, Martin. The Ninety-five Theses: 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 

Document on-line. Available from Project Wittenberg website 

(http://www.iclnet.org/pub/resources/text/wittenberg/luther/web/ninetyfive.html). Accessed 

1 October 2003. 

 

3．简化注释（重复） 

3.1 基本格式 

[中注脚]： 作者，《书名》，页数。 

[英注脚]： Author(s),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六、圣经注释（依据 SBL） 

1．圣经注释 

引用圣经注释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当圣经注释是（1）多册或（2）一个系列。圣经注释

通常是以和其他书一样的方式引用。写出系列的名称即足够，总编辑的名字不用写出。 

[英注脚]：  

Morna Hook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BNTC 2;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1). 223. 

[英书目]：  

Hooker, Morna.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2.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1. 

 

2．一个系列多本圣经注释中的一本 

2.1 同时参考三本注释（这三本虽然属于 AB 的一部分，但是有他自己的标题），但只使

用其中一本 

[英注脚]：  

Mitchel Dahood, Psalms 3 vols. AB 16-17A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1970), 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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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注脚]：  

Dahood. Psalms 3 vols. AB 16-17A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1970), 2:121. 

[英书目]：  

Dahood, Mitchell. Psalms. 3 vols. Anchor Bible 16-17A.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1970. 

 

2.2 个别的使用（每一本会有自己的标题） 

[英注脚]：  

Mitchel Dahood, Psalms I, 1-50 AB 16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 44. 

[英注脚]：  

Mitchel Dahood, Psalms II, 51-100 AB 17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8), 347. 

[英注脚]：  

Mitchel Dahood, Psalms III, 100-150 AB 17A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0), 478. 

[英书目]：  

Dahood, Mitchell. Psalms. 3 vols. Anchor Bible 16-17A.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1970. 

 

2.3 系列作品（丛书）中之一本书 

[中注脚]：  

区应毓，《以斯拉记》，天道圣经注释（香港：天道，1998），25-26。 

[中书目]：  

区应毓。《以斯拉记》。天道圣经注释。香港：天道，1998。 

 

 

 

 

 

 

 

 

 



附录 1 

学院名称(30 字号) 

 

 

 

科目名称(26 字号) 

 

 

 

专文标题(22 字号) 

  

 

 

 

呈交：(18 字号) 

学生：(18 字号) 

班级：(18 字号) 

日期：(18 字号) 

5cm / 2” 

3.8cm / 1.5” 
2.5cm / 1” 

2.5cm / 1” 



附录 1 

诗巫卫理神学院 

 

 

 

基督教神学  

 

 

 

评论改革宗之“圣经无误论”的谬误 

 

 

 

  

呈交：陈郑刘牧师博士 

学生：张李黄 

班级：道学硕士二年级 

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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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1 

 

引言 

 

二十一世纪基督教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其对自身的了解。因为自古以

来，教会面对诸多挑战，每每在其过程中，它被驱使去对自我了解方能作出积

极的回应。但在自我了解的过程中，它必借镜于先贤们的研究成果以图取得某

种程度上的启迪。本文也就是居于此而探索和比较三位近代伟大的神学家们的

教会观，以便汲取他们的卓见。这三位神学家分别是：田立克（大陆译为“蒂利

希”Paul Tillich），巴特（又译为“巴尔特”Karl Barth），和孔汉斯（又译为汉斯

龚 Hans Kung）。 

本文将依据这三位神学家针对此课题的著作1来探讨。本文比较的结果发

现这三位神学家的教会观在各自内容特色外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对教会传统的

承载而又同时真正地与其处境对话，这结果是传统提供了诠释的架构，而处境

则又对传统作出重新的诠释。本文的进路是先简略叙述三位神学家的特殊教会

观，而后从神学脉络、方法论、和内容进行比较，最后评论三者的相同与相异

点对二十一世纪之教会观的可能贡献。 

 

 

 
1 田立克，《系统神学》，卢恩盛译，第 3 卷（台南：东南亚神学院，1988）；巴特，《》

教义学纲要，胡簪云译（香港：基督教辅教出版社，n.d.）；汉斯龚，《教会发微》，田永正

译，上册（光启出版社，1976）。 

5c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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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立克、巴特、孔汉斯之教会观的特殊点 

本节的重点是处理这三位神学家之教会观的特出点，也就是田立克之教

会的“揭露性”和“隐藏性”，巴特之“‘做’教会”观，和孔汉斯的“教会为服务”论。

现先处理田立克的教会观特色。 

 

（一）田立克之教会的“揭露性”和“隐藏性” 

田立克把教会的基本定义为“属灵团契”1。但这并非一般的“属灵”和“团

契”。中译文的此译词一下子就把读者引人传统名词的误区。田立克的英语原文

是“Spiritual Community”（灵性社体）。田立克认为教会作为“灵性社体”的具体

表现本身却是“朦胧性”2的。它之所以朦胧则又是因为在本质上，它既是“揭露

的”又是“隐藏的”3。这样多层次的教会实质也只能在更大的脉络中得到定位。

也就因此，田立克说：“我们必须说教会是上帝国的代表者”4。这又当如何来理

解呢？田立克进一步解说： 

做上帝国代表者的教会，积极参与于向历史目标前进的历史底时间，也参与

于上帝国对那反此目标的魔性化、卑俗化诸力所作的历史内在地战争。基督

教会在其原始地自我理解里，相当认识这双重的课题，而明确表现于它的仪

礼生活中。它要求新受洗者，要公开与其过去所属的外邦人的魔性势力分

离。5 

 

 
1 田立克，《系统神学》,第 3 卷，476。 

2 田立克，《系统神学》, 476。 

3 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52. 

4 田立克，《系统神学》, 476。 

5 田立克，《系统神学》, 477。 

2.5cm / 1” 

 

1.25cm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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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话就道出了田立克认为的教会在历史中的具体责任：教会是一方面努

力朝向其之目的，另方面则又在这进程中与抵制它前进的破坏性势力斗争。这

也就说明了田立克的教会观是一个动力形态而非固定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