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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機構的英語拼寫盡量沿用其本人的常用拼法，其他則以漢語拼音作

音譯；

若活動、作品、演出、文章、書籍等，為個別語言之專稱，會視情況需要

進行意譯，並附以原文，其他一概以漢語拼音作音譯；

若外語詞彙未曾有翻譯案例，中文版會以香港翻譯方式創建（依據聲韻

準則，配以香港常用外語譯名字眼）。當必須使用外語作為名詞，會加

上「」作 識 別 ， 後 加 （ ） 作 意 譯 。 英 文 版 則 保 留 外 語 原 文 ， 並 以 斜

體 標 示 。

文章盡量保留作者原有的文字，若有廣東話／香港口語／方言等詞彙及句

式，則改為書面中文格式。但若作者認為保留廣東話詞彙及句式更能帶出

文章重點，則加上「」（中文）或  ‘  ’（英文）以作識別，並後加（）標

示書面中文，英文版則作意譯；

判斷用哪個詞組的準則︰a. 其文字是否源出中文／英文：如是，則以現代

中文／英式英文常用格式為準；b. 如字源非中文／英文，而是由外語借

來，如科學、文化、策展等，則依據該借來外語的修辭為準，附以香港常

用格式，作為修改準則。

《概述2020》：

概述研究文章涉及時間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研究文章所論及的事件發生地點：香港。

研究文章所引用的例子：不限於香港。

研究文章：

概述為研究性工具書，旨在記錄該年度香港舞蹈發展之重要或關鍵事件，

目的是為香港舞蹈發展日後的觀察、記錄、研究等提供文獻資料。

文章刊於網站，以邀約方式收載研究者文章。文中的觀點，只代表作者個

人意見。

概述內的照片或圖像，由版權持有者或其所屬的團體／機構提供。

所有資料匯入http://www.danceresearch.com.hk/ 網站，提供讀者參

閱。研究文章pdf版可在網站下載，任何人士無論以任何目的翻印、轉載、

翻譯文章，皆須事先徵得編輯室同意。

凡
例
。

凡例

《香港舞蹈概述》為雙語刊物，除下列情況外，內容皆為中英對照：

1.

2.

3.

4.

5.

1.

•

•

•

2.

•

•

•

•

編輯室在邀約以及編輯稿件時，沿用下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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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分類：

本概述所提及的舞蹈為中國舞、芭蕾舞、現代舞、當代舞和街舞。除作者

特別指明外，編輯室採用以下定義作闡釋：

a.中國舞：按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後，由不同持份者設定的學

...院化舞蹈知識以及技巧常規而編創的舞台化舞蹈。

b.芭蕾舞：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貴族的社交活動，傳到法國宮廷後注 

...入戲劇情節而形成了表演性舞蹈，或宮廷芭蕾（Ballet de cour）。

c.現代舞：始於二十世紀初，反叛古典芭蕾傳統，強調個人意識與風格表 

   達、具包容性、解放身體和肢體框架，以及不需要注入戲劇情節的舞

   蹈。

d.當代舞：世界各地有部分舞蹈家們期望擺脫現代舞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標

   籤。在強調尋找自己所身處的社會特質、文化身分及多元自由創作的風

   氣下，當代舞這名詞逐漸蔚然成風。時至今日，當代舞仍在發展當中並... 

...未有一個確切的定義。

e.街舞：六十年代大量拉美裔民眾移居美國，為了宣洩生活困苦及外界排擠

　的內心感受，七十年代起開始在美國東西兩岸發展出獨特的舞蹈文化。

　處於邊緣位置的他們，所跳的舞蹈只能在街上發生，因而得名。

中英文格式參考：芝加哥格式（Chicago style）。

名詞參考︰

中文：《國語辭典修訂本》台灣教育部出版（網上版︰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英文：《劍橋英語字典》（網上版︰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dictionary/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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