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otero 範本的應用說明（2020 年 12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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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須知 

本說明依循《學術研究與寫作》的格式規範（以下簡稱《學》），因此，書目資

料錄入 zotero 資料庫時，原則上只需輸入《學》所要求的資訊。若是以外部資料檔

案（如 RIS）進行導入，請確保資料的相關資訊都齊全。 

條目類型 

• 常見的如： 

書籍，對應選「書籍」； 

文集中文章，對應選「圖書章節」； 

期刊，對應選「期刊文章」； 

辭典、百科全書對應選「百科全書文章」； 

• 更多細節參考下文的特殊引注說明。 

標題 

• 「標題」=資料的標題全稱。如： 

 
• 「短標題」=資料在重注時使用的簡短標題。如： 

 
• 根據《學》，英文書籍的系列名稱和英文期刊的名稱，在注腳和書目中皆用縮寫，只在縮

寫表中列出全寫。因此，把系列名稱或期刊名先寫入摘要做備忘。然後再製作縮寫表。 

 

 
 

語言 

• 英文資料：語言=“en-US”（若輸入“en”，也會默認為 en-US） 

  
• 中文資料： 

■ 簡體寫作，語言=“zh-CN”；（若輸入“zh”或“zh-cn”等，也默認為簡體） 
■ 繁體寫作，語言=“zh-TW”；（此處 TW 必須大寫，否則會默認為簡體） 

 
  



2 

作者＼譯者＼編者的姓名輸入 

• 點擊標題下方的作者可以更換作者＼譯者＼編者等： 

 
• 姓名的空格類型有兩種：點擊 左邊的圖形可進行切換 

（1）姓和名分開輸入  

（2）姓和名㇐起輸入  
 

A. 中文名字姓和名一起輸入，選擇（1）或（2）皆可。 

 

 
B. 只有英文姓氏音譯為中文（如：卡森），選擇（1）或（2）皆可。

 
C. 英文姓氏和名字都音譯為中文，且有間隔號（如：安德列·比爾基埃），建議一起輸

入，選擇（1）或（2）皆可。但在完成寫作後，需檢索所有的重注，只保留姓氏

（如：比爾基埃）1 

 
D. 英文名字姓和名分開輸入，選擇（1）： 

 
E. 若是英文姓名之後加有「二世」（Jr.）或「三世」（III）時，則首次引注，姓名按

常規寫法，即 Jr.或 III 與姓氏之間沒有逗號（如：Walter C. Kaiser Jr.；Ben 

Witherington III）；在重注時，只需顯示基本姓氏（如：Kaiser；

Witherington）；最後，當該作者同時是首位作者、以致在參考書目中反置姓名

時，則需要在 Jr.或 III 和名字之間用逗號隔開（反置寫法，如：Kaiser, Walter 

C., Jr.；Witherington, Ben, III）。因此，輸入 zotero 時如下圖所示，則首

次引注、重注和參考書目都會符合格式要求。2 

                                                 
1 注：安德列•比爾基埃等編，《家庭史：遙遠的世界•古老的世界》，袁樹仁、姚靜和肖桂譯，共

三卷，學術前沿（北京：三聯書店，1998），100。 

重：安德列•比爾基埃等，《家庭史》，100。【刪去】 

參考書目：安德列•比爾基埃、克利斯蒂亞娜•克拉比什－朱伯爾、瑪爾蒂娜•雪伽蘭和

弗朗索瓦茲•佐納邦德編。《家庭史：遙遠的世界•古老的世界》。袁樹仁、姚靜

和肖桂譯。共三卷。學術前沿。北京：三聯書店，1998。 

2 注：Ben Witherington III, Revelation, NC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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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若是英文姓名如 David A. deSilva，在重注時，deSilva 會出現在注腳的句首，

應該改為 DeSilva. 此步驟要在完成論文後，才對參考書目進行修改。 

標點符號的問題 

• 中文書目中若標題存在雙引號“”，會輸出成為 Times New Roman 的雙引號“”。3 需要

等到完成寫作以後，才修改為正確的中文字體（簡體寫作為宋體，繁體寫作為新細明

體）。 

日期 

若需要輸入日期，應以 yyyy-mm-dd 或 yyyy/mm/dd 格式進行輸入。 
  

                                                 
重：Witherington, Revelation, 100.  

參考書目：Witherington, Ben, III. Revelation. NC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注：李志秋，〈「火從口出」：在敵對與苦難中作見證的能力（啟十三 3~13）〉，《中台神學

論集》4（2013）：207–62。 

重: 李志秋，〈火從口出〉，207–62。 

參考書目：李志秋。〈「火從口出」：在敵對與苦難中作見證的能力（啟十三

3~13）〉。《中台神學論集》4（2013）：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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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引注說明 

5.5.2.4 翻譯書籍之完整歷史 

•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書籍」。4 

2. 將再版的資訊輸入到摘要中做備忘； 

• 在首次引注時，插入再版的資訊作為尾碼； 

                                                 
4 注：奥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新竹：仰哲出版社，1984），100；再版自《懺悔

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局，1963）；譯自 Confessionum (Paris: LibriTredecim, 

1926)。 

重：奥古斯丁，《懺悔錄》，100。 

參考書目：奥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新竹：仰哲出版社，1984。【完成寫

作後，加再版資訊：譯自 Confessionum. Paris: Libri Tredecim,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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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寫作後，只需按《學術研究與寫作》的格式要求，添加參考書目中的再版的資訊。 

• 上述以中文書為例，英文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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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 文集中之文章 

•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圖書章節」。5 6

 

  

                                                 
5 注：霍姆斯，〈新約經文鑒別學〉，於《新約詮釋導介》，麥克奈特編，麥陳惠惠、麥啟新和陳

娃兒譯，新約詮釋指南（香港：天道書樓，1999），100。 

重：霍姆斯，〈新約經文鑒別學〉，100。 

參考書目：霍姆斯。〈新約經文鑒別學〉。於《新約詮釋導介》，麥克奈特編，麥陳

惠惠、麥啟新和陳娃兒譯，56–83。新約詮釋指南。香港：天道書樓，1999。 

6 注：Paul Johnson, “An Historian Looks at Jesus,” in Crisis in Christology: Essays in 
Quest of Resolution, ed. William R. Farmer, Great Modern Debates (Livonia: Dove, 1995), 27. 

重：Johnson, “An Historian Looks at Jesus,” 27.  

參考書目：Johnson, Paul. “An Historian Looks at Jesus.” In Crisis in 
Christology: Essays in Quest of Resolution, edited by William R. Farmer, 25–38. Great 
Modern Debates. Livonia: Dov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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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2 紀念文集中之文章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圖書章節」。 7 
2. 中文書目，若有院慶資訊（如：新加坡神學院五十五周年院慶），建議一起輸入在

編者姓名的一欄中。英文書目類似。

 
  

                                                 
7 注：李志秋，〈後現代時期中的聖經詮釋與研究：福音派學者的回應與實踐〉，於《時代與永恆

的對話：聖經的研究與詮釋》，新加坡神學院五十五周年院慶，趙維本主編（新加坡：新加坡神學院，

2007），77。 

重：李志秋，〈後現代時期中的聖經詮釋與研究〉，77。 

參考書目：李志秋。〈後現代時期中的聖經詮釋與研究：福音派學者的回應與實

踐〉。于《時代與永恆的對話：聖經的研究與詮釋》，新加坡神學院五十五周年

院慶，趙維本主編，77–95。新加坡：新加坡神學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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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3 非該書作者所寫之導言、前言或序言 

•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8 9 

1. 條目類型=「圖書章節」 
2. 「作者」=導言、前言或序言的攥寫者 
3. 「圖書作者」=該書的作者 

                                                 
8 注：卡森，《作門徒的代價》之序言，迪特裡希•朋霍費爾著，安孟希譯，宗教與世界叢書（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6。 

重：卡森，〈序言〉，6。 

參考書目：何光滬。《作門徒的代價》之序言，迪特裡希•朋霍費爾著，安孟希譯。宗

教與世界叢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兩個，都改為。】 

9 注：John R. W. Stott, foreword to The God I Don’t Understand: Reflections on Tough 
Questions of Faith, by Christopher J. H. Wrigh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11. 

重：Stott, “Foreword,” 11. 

參考書目：Stott, John R. W. Foreword to The God I Don’t Understand: 
Reflections on Tough Questions of Faith, by Christopher J. H. Wrigh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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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 genre: foreword 

 
• 中文書目在完成寫作以後，需對參考書目中的標點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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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 修訂版之編輯書籍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書籍」 10 

完成寫作後，在注腳和參考書目中，添加修訂者。

 
  

                                                 
10 注：吳立樂編，《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修訂版（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0），100。

【缺修訂者，完成寫作後補加】 

重：吳立樂，《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100。 

參考書目：吳立樂編。《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修訂版。香港：浸信會出版部，

1970。【缺修訂者，完成寫作後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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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由另㇐出版社重印之書籍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書籍」 1112 
2. 重印資訊可以輸入在出版社一欄，與出版社資訊一起輸出 

• 寫作完成後，修改參考書目。 

 
 

5.5.6.3 即將出版之書籍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1 注：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0；重印，香港：基督教輔僑，

1959；重印，香港：基督教文藝，1977；重印，蓬萊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2004），100。 

重：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100。 

參考書目：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40；重印，香港：

基督教輔僑，1959；重印，香港：基督教文藝，1977；重印，蓬萊閣叢書，上

海：上海古籍，2004。【改為：句號。】 

12 注：Stanley J. Grenz, Theology for the Community of God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1994; rep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100. 

重：Grenz, Theology for the Community of God, 100. 

參考書目：Grenz, Stanley J. Theology for the Community of God.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1994; rep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改為：. 

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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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目「日期」=「即將出版」； 
英文書目「日期」=“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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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 多卷書籍，每冊均無分題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書籍」 1314。 

 
  

                                                 
13 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曉朝譯，共三卷，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古代系列（香

港：道風書社，2004），2:100。【注：此處總卷數在譯者之後，與現有的《學》有所不一致，

但可算為正確。】 

重：奥古斯丁，《上帝之城》，2:100。 

參考書目：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曉朝譯。共三卷。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

古代系列。香港：道風書社，2004。 

14 注：John Goldingay and David Payne, Isaiah 40–55, 2 vols., ICC (New York: T&T Clark, 
2006), 100. 

重：Goldingay and Payne, Isaiah 40–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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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2 多卷書籍，每冊各有分題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書籍」。 15 16 
2. 「標題」=多卷書籍的書名資訊（如：系統神學）。 
3. 「短標題」=該冊分題書名資訊的短標題形式（如：上帝論） 
4. 「其它」=Original Title:+該冊分題書名信息（如：Original Title: 上帝

論） 

  

                                                 
15 注：章力生，《系統神學》，卷二：《上帝論》（香港：宣道，1990），100。 

重：章力生，《上帝論》，100。 

參考書目：章力生。《系統神學》。卷二：《上帝論》。香港：宣道，1990。 

16 注：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Salvation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2004), 
100.  

重：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100. 

參考書目：Geisler, Norma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Salvation.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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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3 多卷書籍 ， 每冊各有分題，引用其中㇐章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圖書章節」。 1718 
2. 「標題」=章名資訊（如：聖經的權威） 
3. 「書名」=多卷書籍的書名信息（如：經驗神：基督教神學）。 
4. 「短標題」=簡略的章名資訊（如：聖經的權威） 

                                                 
17 注：方鎮明，〈聖經的權威〉，于《經驗神：基督教神學》，卷一：《基督教神學的起始點：

建構神學的六種元素》（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4），104。 

重：方鎮明，〈聖經的權威〉，104。 

參考書目：方鎮明。〈聖經的權威〉。於《經驗神：基督教神學》，卷一：《基督教

神學的起始點：建構神學的六種元素》，103–30。香港：浸信會出版社，

2004。【此處的句號「。」正確，與現有的《學》不一致，但《學》第四版會修

正】 

18 注：D. A. Carson, “Mystery and Fulfillment: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Paradigm of Paul’s Understanding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 Justification and Variegated 
Nomism, vol. 1, The Paradoxes of Paul, ed. D. A. Carson, Peter T. O’Brien, and Mark A. Seifri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394. 

參考書目：Carson, D. A. “Mystery and Fulfillment: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Paradigm of Paul’s Understanding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 Justification and Variegated Nomism. Vol. 1, The Paradoxes of Paul, 
edited by D. A. Carson, Peter T. O’Brien, and Mark A. Seifrid, 393–436.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此處的「. Vol.」正確，與現有的《學》不一致，但《學》

第四版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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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它」= Original Title:+該冊分題書名信息（如：Original Title: 基督

教神學的起始點：建構神學的六種元素）。 

 
5.5.9.2 期刊專文的特殊引用：多頁源自不同出處和冊別 
• 每冊可在 zotero 中分別建立期刊條目，並分別插入在 word 中。 
• 條目類型=「期刊文章」。 
• 完成寫作後，修改注腳中的首次引注和參考書目 

5.5.9.3 期刊專文全文被轉載入另㇐文集【zotero限制】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圖書章節」。 19 

                                                 
19 注：林鴻信，〈光明下的陰暗：巴特論虛無〉，于《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漢

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6），218；全文轉載自《臺灣神學論

刊》15（1993）。 

重：林鴻信，〈光明下的陰暗〉，218；全文轉載自《臺灣神學論刊》15（1993）。 

參考書目：林鴻信。〈光明下的陰暗：巴特論虛無〉。于《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

學的再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6。【需要再補充轉載資訊：全文轉載自《臺灣神學論刊》1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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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輸入 zotero 時，全文轉載資訊寫入「摘要」一欄做備忘。

 
• 在首次引注時，全文轉載資訊作為尾碼插入。

 
• 完成寫作以後，再修改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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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4 書評 

•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期刊文章」 20 
2. 作者=書評的作者，如：李振群 
3. 審稿人＝被評的作者，如：林榮洪 
4. 標題＝被評的書籍，如：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 
5. 短標題不用填寫

 
• 中英文資料類似。 
 

5.5.10 百科全書或辭典中的文章 

•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百科全書文章」。 21 

                                                 
20 注：李振群，評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6

（1989）：125。 

重：李振群，評林榮洪，125。 

參考書目：李振群。評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中國神學研究

院期刊》6（1989）：125。 

21 注：Haik Paul S.，〈死海古卷〉，《證主聖經百科全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9），

2:1507。【當中文詞條的作者為英文名字，zotero 會在首次引注時，默認姓氏在前、名字在

後。需要改為名字在前，姓氏在後： Paul S. Haik】 

重：Haik，〈死海古卷〉，2: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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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寫作以後，對首次引注的注腳和參考書目進行修改。 
  

                                                 
參考書目：Haik Paul S.。〈死海古卷〉。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香

港：福音證主協會，1999。【在參考書目中，英文作者姓氏後面加一個逗號，名

字後面刪去中文句號（正確為：Haik, Paul S.）；而且缺少詞條的頁碼範圍與

總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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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聖經原文詞典之條目 

由於格式所要求注腳資料資訊和參考書目資料資訊相差較大， 
因此，注腳和重注都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手動輸入。但可事先將原文詞典的資料輸入

在 zotero 中，然後需要在參考書目中加入詞典資料時，從 zotero 中複製並粘貼引文。 

 
 

5.5.12.1 佚名之中英文書籍 

• 由於作者缺失的情況下，zotero 會將編者或譯者置於行首。因此，在 zotero 輸入時，

需注意：作者=「佚名」或“anonymity”。 
• 完成寫作以後，刪去「佚名」或“anony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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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2 佚名之百科全書或辭典文章 

在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百科全書文章」。 22 若條目文章有作者，範本會以

5.5.10 的格式顯示；若條目文章沒有列出作者，則會以 5.5.12.2 的格式顯示（無須輸入「佚

名」或“anonymity”）。 

 
  

                                                 
22 注：〈治學〉，《現代漢語辭典》，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1623。 

重：〈治學〉，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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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1 電子版書籍 

在 Zotero 設定出現 URL，如下： 

 
 

5.5.14 光碟資料 

此類型的資料一般較少引注，而 zotero 也沒有相匹配的條目類型。 
如有需要，可進行手動輸入（或：嘗試條目類型「音訊剪輯」，並在寫作完成後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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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1 無相應印刷品之網上資料來源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網頁」。23 24 
2. 「日期」=文稿的上傳日期。 
3. 「存取時間」=最後存取日期。 

 
  

                                                 
23 注：於中旻，〈別迦摩教會：貞潔守道〉，聖經網，2019 年 4 月 1 日上傳，

http://www.aboutbible.net/heavenand-earth/he171/。 

重：於中旻，〈別迦摩教會〉。 

參考書目：於中旻。〈別迦摩教會：貞潔守道〉。聖經網。2019 年 4 月 1 日上傳。

http://www.aboutbible.net/heavenand-earth/he171/。 

24 注：Simon Gathercole, “Modern New Testament Study,” Theology Network, 

accessed May 12, 2011, http://www. theologynetwork.org/biblical-

studies/starting-out/modernnew-testament-study.htm. 

重：Gathercole, “Modern New Testament Study.”  

參考書目：Gathercole, Simon. “Modern New Testament Study.” 

Theology Network. Accessed May 12, 2011. http://www. 

theologynetwork.org/biblical-studies/starting-

out/modernnew-testament-stud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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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2 線上資料庫 

由於情況多樣，需根據不同資料的種類選擇範本。 

5.5.15.3 部落格 （ Blog ） 和線上評論 

由於無須列入書目中，且較少大量、重複引注的情況， 
建議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在注腳中手動輸入所引用的資料。 

5.5.15.4 社交網站 

由於無須列入書目中，且較少大量、重複引注的情況， 
建議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在注腳中手動輸入所引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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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6 雜誌中之文章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雜誌文章」。 25

 
• 如果月份是一個範圍，以 May-June 2011為例，需在「其它」中輸入：Issued: 2011-

06/2011-08。而「日期」一欄輸入與否，不產生影響。26 

  

                                                 
25 注：駱穎佳，〈消費主義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264，2008 年 2 月，12。 

重：駱穎佳，〈消費主義與教會〉，12。 

參考書目：駱穎佳。〈消費主義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264，2008 年 2 月。 

26 注：Jim Candy, “Reaching Unchurched Kids through Their Parents,” Youth 
Worker, June–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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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 報紙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報紙文章」。 2728 
• 報紙文章無須列入參考書目中，可在完成寫作後刪除。 
• 若中文報紙和英文報紙的日期為一個時間範圍（如：2011 年 4 月 27–29 日；July 2–3, 

2011），則 zotero 無法在 Word 中輸出，可在完成寫作後修改。 
  

                                                 
重：Candy, “Reaching Unchurched Kids through Their Parents.”  

參考書目：Candy, Jim. “Reaching Unchurched Kids through Their 

Parents.” Youth Worker, June–August 2011. 

27 注：陳小小，〈孩子需要懂得多元情欲嗎？〉，《基督教論壇報》，2011 年 4 月 27 日。 

重：陳小小，〈孩子需要懂得多元情欲嗎？〉。 

28 注：Elgin Toh, “President Nathan: S’pore Needs Leaders with Character, 

Vision,” Straits Times, July 2, 2011. 

重：Toh, “President Nathan: S’pore Needs Leaders with Charac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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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1 論文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學位論文」。29 30

 
  

                                                 
29 注：黃志倫，〈路加福音一至二章的人物和耶穌降生的關係：探討路加的故事敘述〉（神學碩

士畢業論文，新加坡神學院，2009），58。 

重：黃志倫，〈路加福音一至二章〉，58。 

參考書目：黃志倫。〈路加福音一至二章的人物和耶穌降生的關係：探討路加的故事

敘述〉。神學碩士畢業論文，新加坡神學院，2009。 

30 注：Chun Kwan Lee, “The Theology of Revival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900–1949: Its Emergence and Impact” (phd dis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35. 

重：Lee, “The Theology of Revival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35.  

參考書目：Lee, Chun Kwan. “The Theology of Revival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900–1949: Its Emergence and Impact.” PhD 

dis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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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2 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之專文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條目類型=「會議論文」。 31 32

  

                                                 
31 注：謝木水，〈神學如何失去靈性？〉（新加坡神學院益道論述會上發表之專文，新加坡，

2010 年 10 月 4 日），1。 

重：謝木水，〈神學如何失去靈性？〉，1。 

參考書目：謝木水。〈神學如何失去靈性？〉。新加坡神學院益道論述會上發表之專

文，新加坡，2010 年 10 月 4 日。 

32 注：Jerry Hwang, “Turning the Tables on Idol Feasts” (paper presented at 

Ichthus Seminar Series of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Singapore, August 2, 2010), 5. 

重：Hwang, “Turning the Tables on Idol Feasts,” 5.  

參考書目：Hwang, Jerry. “Turning the Tables on Idol Feasts.” Paper 

presented at Ichthus Seminar Series of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Singapore, August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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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3 講師的講義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演示文檔」。3334 
2. 「演稿類型」=授課講義（或“Lecture”） 
3. 「地點」=授課學府資訊。

 
  

                                                 
33 注：梁以利亞，〈羅馬書〉（授課講義，新加坡神學院，2019 年 8 月 28 日），2。 

重：梁以利亞，〈羅馬書〉，2。 

參考書目：梁以利亞。〈羅馬書〉。授課講義，新加坡神學院，2019 年 8 月 28 日。 

34 注：Dennis R. Magary, “Elementary Hebrew I” (lecture,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May 22, 2006), 3. 

重：Magary, “Elementary Hebrew I,” 3. 

參考書目：Magary, Dennis R. “Elementary Hebrew I.” Lecture,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May 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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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4 個人訪問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採訪稿」。3536 
2. 地點資訊輸入在「採訪媒體」； 
3. 「標題」無需填寫； 

• 個人訪問無須列入參考書目，可在寫作完成後刪除。

 
  

                                                 
35 注：陳恩慧，由李露逸訪問，新加坡，2010 年 2 月 19 日。 

重：陳恩慧，訪問。 

36 注：Rick Griffith, interview by Jerry Hwang, Singapore, April 21, 2011. 

重：Griffith,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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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5 電郵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條目類型=“E-mail”。 3738 
2. 作者 author=發電郵者名字 
3. 接收者 recipient=收電郵者名字 
4. 主題 title=不用填寫 
5. 日期 date=電郵日期 

• 電郵無須列入參考書目，可在寫作完成後刪除。

 
 
  

                                                 
37 注：張小華，致筆者之電郵，2010 年 11 月 19 日。 

重：張小華，電郵。 

38 注：James Gardner, e-mail message to author, October 31, 2010. 

重：Gardner, e-mail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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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6 會議記錄 

• 輸入 zotero 時，需注意： 
1. 會議記錄沒有合適的條目類型，但可以選擇「手稿」。3940 

2. 「會議記錄（或：Minutes）」輸入在「手稿類型」一欄。

 
• 由於重注不需要會議記錄的作者名字，因此在插入重注時略去。

 
• 會議記錄無須列入參考書目，可在寫作完成後刪除。 
  

                                                 
39 注：盼望青年福音機構，〈2013 年 03 月 22 日事工策劃會議〉，會議記錄，3.2.1。 

重：〈2013 年 03 月 22 日事工策劃會議〉，3.2.1。 

40 注：Hope Gospel Ministry to the Youth, “March 22, 2013 Planning Meeting 

for Ministry,” Minutes, 3.2.2. 

重：“March 22, 2013 Planning Meeting for Ministry,”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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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七十士譯本、他爾根、次經、舊約典外傳和新約典外傳 

由於格式所要求注腳資料資訊和參考書目資料資訊相差較大， 
因此，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在注腳和參考書目中手動輸入所引用的資料。 

5.6.3 斐羅 、約瑟夫和早期教父著作 

由於格式所要求注腳資料資訊和參考書目資料資訊相差較大， 
因此，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在注腳和參考書目中手動輸入所引用的資料。 

5.6.4 古代近東文獻 

由於格式所要求注腳資料資訊和參考書目資料資訊相差較大， 
因此，不使用 zotero 輸出，而直接在注腳和參考書目中手動輸入所引用的資料。 

5.7 轉引載於他處的資料 

• 在插入注腳時，轉載的資訊以尾碼的方式插入 
• 完成寫作後，對參考書目進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