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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23万字，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古音系分析，阐述分析中古音的材料和方法，中古音的声类、中
古音的韵类、声韵的辨识。第二部分，上古音的考订，具体谈分析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古韵的分部
、古声类、四声、音值的考订。第三部分阐述音韵学的作用，分析音韵学与语言研究、音韵学与古籍
整理的关系。本书还对外来词和域外译音进行研究，通过对成都话的研究，联系对中古音系的分析，
列出了《<广韵>和成都话声类对照表》、《成都话和<广韵>声类对照表》。本书是一部深入浅出的
音韵学概论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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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古音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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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适合咱四川人自己读，赵先生的书，作得是颇有四川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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