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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中文系、中國音韻學會編著的《中國音韻學暨黃典誠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收入中國音韻學暨黃典誠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七屆學術討論會

暨漢語音韻學第十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四十幾篇。內容包含黃典誠學術思想、漢語方言、

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近代音研究等五個方面，充分展示了當代漢語音韻和方言研究的

最高水平和最新面貌。作者來自海內外音韻學和方言學界。本書是漢語音韻學研究的一個 

階段性成果，也代表了目前國際漢語音韻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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