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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前言

　　一、“葛郎玛”是否分析汉语语言规律唯一可用的法则　　清末马建忠先生学会了拉丁语、英语
等西方语言，想给汉语也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则。怎么去探索？就借鉴了拉丁语、英语的法则来对应汉
语。他著了一本《马氏文通》，总算创立了一个起点，开辟了一条门径。自此以后，不断有人作汉语
语法的研究，对马氏之说，有补充、有修订、有另借其他英语的分析方法，如“图解”等。所用的名
词术语，也不尽沿袭马氏所译的。但无论“以英鉴汉”，还是“以汉补英”，总都没离开《马氏文通
》学说的主干轨道。曾见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出疑议，但也还没有正面提出分析汉语的办法。　
　“葛郎玛”是英语“语法”一词的音译，它本不是专指英语语法的，而是称一切语法的普通名词，
也曾有人借来喻指其他事物的“法则”。我这里用它，却是作为专词。是个简称，或说代称。比说“
《马氏文通》学说及其流派”或“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说及其流派”等等，较为简便。　
　近代“语系”学说认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二者语系不同，有人以此评论葛郎
玛的起步点就有错误。这我不懂，但我觉得猴子、兔子、小白鼠等都可供人体病理研究的试验，“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某些方法上，“借英鉴汉”，又有何不可！只是“借英鉴汉”与“以英套汉
”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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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内容概要

《启功全集(第1卷)》主要内容：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学问博大精深，著述丰富严谨，教
学勤勉认真；启功先生也是一位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的艺术家，诗词承古创今，法书品高神逸，画作
灵动清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七十余年。北京师范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之际，受学校委托，启功先生
拟定并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两句话，是启功先生一生的生动写照，具有精辟的
教育理念，受到胡锦涛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称赞。2005年，启功先生逝世。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做出出
版《启功全集》的决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随即开始筹备《启功全集》的出版工作。这一重要选题
经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启功全集》包括文论与书画两大部分，较全面地收录了启功先生撰写的专著、论文、诗词、题跋、
书信、日记、讲学及口述历史，并选辑启功先生创作的绘画、书法精品等。除努力汇集启功先生各个
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散论和书画作品外，《启功全集》的一个特点是收集了启功先生生前未发表的
文字和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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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作者简介

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佛名察格多尔札布，满族，北京市人。中国当
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
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他
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
》、《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
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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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书籍目录

诗文声律论稿
一、绪论
二、四声、平仄和韵部问题
三、律诗的条件
四、律诗的句式和篇式
五、两字“节”
六、律句中各节的宽严
七、古体诗
八、拗句与拗体
九、五言、七言句式总例
十、永明声律说与律诗的关系
十一、四言句、六言句
十二、词、曲中的律调句
十三、骈文、韵文中的律调句和排列关系
十四、散文中的声调问题
“八病”“四声”的新探讨
附录：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
-
汉语现象论丛
前言
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一、汉语“语法”是什么
二、汉语中的一些现象和特点
三、诗句、骈文句中的修辞问题
四、声调、声律是哪里来的
五、小结
-
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
一、探讨的动机
二、字、词的界限
三、虚字和实字
四、词与词的关系
五、顿挫和倒装问题
六、文言语词怎样解释才好
七、文言词汇的工具书有重新编写的需要
八、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九、小结
-
文言文中“句”、“词”的一些现象
一、引言
二、对汉语观察的角度
三、“句”的“节拍”
四、“句组”中的“节拍”
五、“词”及“词的位置”
六、余论
-
从单字词的灵活性谈到旧体诗的修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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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一、引言
二、单字也是“词”
三、从几种文体看单字词的灵活性
四、一字词、两字词由灵活到拘滞
五、拘滞词汇的勉强运用
六、旧体诗的绊脚石
七、小结
-
比喻与用典
一、谈比喻
二、谈用典
-
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
一、引言
二、来源
三、形式和题材
四、唱法
五、平仄、用韵和句法基调
六、刻本《忆真妃》
七、《忆真妃》的作者
八、创造性的新诗体
九、子弟书与八股文
附：《忆真妃》全文
-
说八股
一、引言
二、八股文的各种异称
三、八股文形式的解剖
四、八股文的基本技巧和苛刻的条件
五、选和批
六、八股文体的源流
七、八股文的韵律
八、最著名的游戏八股文
九、余论
十、试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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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全集（第一卷）》

章节摘录

　　一、绪论　　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
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
得出的一些规律。但如果问这些规律是怎样形成的，或者问古典诗文为什么有这样的旋律，则还有待
于许多方面的帮助来进一步探索，现在只能摆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
些初步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古典文学形式中，有一种规矩严格的诗歌
，人称它为“律诗”。由于它完成在唐代，所以唐代人称它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后世也就沿
称。这都是对着“古诗”、“古体诗”而起的名称。所谓“律”，是指形式排偶与声调和谐的法则，
也就是指整齐化和音乐化的规格，所以这种律又被称为“格律”。至于词、曲，根本即在音乐的声律
中，因此并无“律词”、“律曲”等名称。在文章方面，除“律赋”外，虽没有特标“律”字名称的
文体，但也有讲求声调和谐的作品。无论诗、词、曲、文，律化的条件都有两个方面：一是字句形式
上的要求，一是声调搭配上的要求。字句形式整齐排偶这一方面究竟比较简单；而令人觉得复杂的，
要属于声调配搭怎样和谐这一方面。本文所要探索的即是这后一方面的问题。题目所标称的“诗文”
，是包括古典文学中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诸种形式。先从诗谈起，推至其他体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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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启老的单行本买了不少，但是《全集》收了生前未发表的以及代别人写的文章。贵就贵嘛，买来
收藏。
2、以前一直弄不懂的问题，书上轻轻松松就解释清楚了，真不愧是大师呀！
3、启功先生的书，好！
4、好书，价钱也好
5、遗憾的是不能一块将全集买齐！
6、是我了解和学习古诗词重要工具书。
7、启功全集我已经评价。
8、不错很好庭满意的
9、音律启蒙深入浅出~
10、非常易读，收益匪浅。
11、好评，非常不错
12、将诗律讲得很浅显！
1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先生一直是典范。
14、卷一主要分三部分：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诗文的音韵平仄本是比较死板枯燥
的规则，启功先生却讲解的深入浅出，常常举大量诗句文章做例子，也体现了其丰富的学识和治学之
严谨。
15、装帧、印刷和纸质都很不错，如果是繁体竖排，那就完美啦！
16、品相极好
17、启功先生，不用多说了吧⋯⋯
18、包装精美，送货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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