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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稿名《悉昙字音学的传习与汉字字音分析的发展的关系》，为本人1992—1999年间完成并获通
过的香港理工大学哲学（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在经多次修改后，于2003年签约送交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具体包括了：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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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世宝，1950年生于香港。
历史学学士（中山大学，1982年）、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1987年）、哲学博士（语言学专业，香
港理王大学，2000年）。
曾任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硕士课程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研究员。
现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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