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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共分三大部分，其一為劉師培論聲韻學之效用，探討其治聲韻學之目的及其語言觀，並研究其對漢語語音史之分期及中國境內各方言區之畫分。其二為劉師培對於今音學之討論，劉師培於此學探討頗廣，包括字母、反切、韻書、等韻學及中古聲調均提出所見，該章依其所述分節探討。其三為劉師培之古音學，該章對於劉師培之古韻、古聲、古調之探討內容分別研究。



	摘要(英)	There are three parts of this study.  The first part is for how Liu Shi Pei discussed the utility of phonology.  Liu also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study phonology and his view of linguistic. This part also discussed how Liu divided stages of Chinese history phonology and how he discussed dialectology.  The second part is for Liu Shi Pei’s discussion about Ancient Chinese sound, which Liu discussed most, including alphabet, fan qie, rhythm book, study of rhyme chart, and Ancient tone.  The third part is for Liu Shi Pei’s discussion of Archaic Chinese sound, including Archaic final, Archaic initial and Archaic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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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煌	《劉申叔先生之經學》，政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年


趙康洙	《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賴金旺	《劉申叔先生及其訓詁學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五、	網路資料：


中華民國行政院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國文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規定〉，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5/991015%E5%9C%8B%E6%96%87%E4%BF%AE%E6%AD%A3%E8%A6%8F%E5%AE%9A.pdf ，2010年12月30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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