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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以龍沐勛之詞學為研究課題，總合其詞集校勘與箋疏；詞選；詞律；詞論篇章及著作；《詞學季刊》、《同聲月刊》之編輯；詞作等不同項目的詞學研究，首先從清末民初之詞學發展，看到龍沐勛詞學之傳承與發展。繼而採基源問題研究法，針對龍沐勛的詞學理論，依問題之層級，分別從本質論、創作論和鑑賞論，展示其詞論脈絡，同時檢驗此種詞學理論或是所提出的種種詞學主張，能否在其詞學批評和詞作中，得到相應的闡發，結果發現龍沐勛確能維持從理論、批評，再到創作的一貫立場，建立系統的詞學體系。而他最大的詞學成就，除了創辦《詞學季刊》、《同聲月刊》，團結詞學研究力量，使傳統詞學得以延續，更在結合音韻學知識，探索詞體聲詞構成之理，並將此種對詞體音樂特性的探求結果，運用在詞作之鑑賞以及新體樂歌之催生上，開拓詞作鑑賞之視野，提供更多的討論和思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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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榮基：《詞學理論綜考》，台大中文所65學年度博士論文。


張少真：《清代浙江詞派研究》，東吳中文所65學年度碩士論文。


林玫儀：《晚清詞論研究》，台大中文所68學年度博士論文。


張秀鑾：《謝章鋌詞學理論研究》，輔仁中文所69學年度碩士論文。


楊麗珠：《清初浙派詞論研究》，師大國文所71學年度碩士論文。


李鍾振：《周濟詞論研究》，師大國文所72學年度博士論文。


金鍾賢：《王國維詞學研究》，台大中文所73學年度碩士論文。


劉少雄：《宋代詞選集研究》，台大中文所74學年度碩士論文。


王國昭：《詞話之批評與功用研究》，東吳中文所74學年度碩士論文。


張苾芳：《清常州派寄託說研究》，文化中文所74學年度碩士論文。


宋邦珍：《《白雨齋詞話》「沉鬱說」研究》，高師大國文所中文所78學年度碩士論文。


李京奎：《清初詞學綜論》，台大中文所78學年度博士論文。


朱美郁：《清常州派比興說研究》，高師大國文所中文所79學年度碩士論文。


杜淑華：《清代文學批評境界說之研究》，政大中文所79學年度碩士論文。


蕭新玉：《譚獻詞學研究》，高師大國文所中文所80學年度碩士論文。


金鮮：《陳廷焯早晚詞詞學觀念之轉變》，台大中文所80學年度碩士論文。


翁淑卿：《文廷式詞學研究》，東海中文所82學年度碩士論文。


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台大中文所82學年度博士論文。


顏妙容：《詞學之「言志」論發展研究》，台大中文所83學年度碩士論文。


侯雅文：《《白雨齋詞話》「沉鬱說」析論》，中央中文所85學年度碩士論文。


金鮮：《清末民初宋詞學析論》，師大國文所86學年度博士論文。


鄒秀容：《雲間詞派研究》，中興中文所86學年度碩士論文。


林千詩：《況周頤《蕙風詞話》研究》，高師大國文所中文所87學年度碩士論文。


陳松宜：《清代接受宋詞之研究》，中央中文所87學年度碩士論文。


李天祥：《劉熙載《藝概》之藝術思想探析》，師大國文所87學年度碩士論文。


陳枚秀：《詞體起源與唐聲詩關係之研究》，逢甲中文所88學年度碩士論文。


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台大中文所88學年度博士論文。


魏君滿：《王國維境界說新議－－以中西美學思想融合為考察進路》，淡江中文所88學年度碩士論文。


程志媛：《宋代詞學批評研究－－批評形式與文化詮釋》，暨大中文所89學年度碩士論文。


蘇虹菱：《張炎「清空」、「質實」說與其創作實踐關係探討》，清大中文所89學年度碩士論文。


張美娟：《王國維《人間詞話》研究－－以人格三境界美學意涵為詮釋進路》，南華文學所90學年度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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