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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冠才个人简介

刘冠才（1960.10.12——），内蒙古宁城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古音学、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和诸子学研究。担任本科生课

程有“古代汉语”、“音韵学”；担任研究生课程有教育硕士的“语言学专题”；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的“中国语言学史”、“古音学史”、

“（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音韵学”。

 

求学、工作简历

刘冠才,1984年7月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4年7月至1989年9月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讷河分校任教；

1989年9月至1992年7月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学位；

1992年7月至2001年8月在辽宁渤海大学中文系任教；

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

2004年9月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于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受教育部派遣，赴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推广汉

语一年。

 

主要著作

1.《诸子百家大辞典》辽宁省教委社科重点项目，主编，北京华龄出版社1994年出版，2000年台湾建宏出版社重版发行。

2.《晚清学术简史》南京大学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系列教材之一，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6年重印。

3. 《两汉韵部与声调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出版

4. 《两汉声母系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5. 《北朝通语语音研究》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发表论文

1.从《古书疑义举例》看俞樾的治学方法和原则，《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3.王梵志诗用韵研究，《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4.论《古书疑义举例》在语法、修辞学上的贡献，《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5.论质物真文在两汉时代的关系，《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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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脂微两部在两汉时代的关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7.论两汉阳声韵中的去声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

8.《论语》中“乎”与“与”用法分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9. 论祭部，《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10.《诗论》通假字的语音现象分析《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论《古书疑义举例》的成就及不足，《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

12. 论两汉时代阴阳入三声对转关系，《中国音韵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13.从《周书》语音材料看北朝后期至初唐北方语音的若干特点，《泰山学院学报》2011.1期

14.《北齐书》中的语音材料分析，《渤海大学学报》2010.5期

15.从《魏书》看南北朝时期北方语音的一些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1期

16. 论段玉裁对叶音说的批判，《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2期

17.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名实观的差异及其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6期，

18.论段玉裁对入声独立的贡献《宏德学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

19.漫谈古代汉语文选课的教学方法，《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社科版增刊）

20.读邓遂夫先生《江姐的名字怎么念》献疑，《汉字文化》（2012年4期）

21.论黎锦熙先生汉语释词的特点和方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4期

22. 从《论语》看孔子的“慎言”思想及其哲学意蕴，《学习与探索》2012.11期

23.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南北声母的一些差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1期

24.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南北韵母的一些差异，《渤海大学学》报2013.6期

25.论段玉裁古无去声说的学术价值，《宏德学刊》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1

26.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修辞观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社科版4期）

27.《齊民要術》音注材料所反映的聲母特點，《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

 

科研项目：

北朝通语语音研究，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2008）

南北朝时期方音研究，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2014）

《谐声韵学》校补，高校古委会项目（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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