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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诗》韵部研究》

内容概要

《全金诗》是研究金代语音的重要资料。《 韵部研究》全面整理了《全金诗》512位诗人12000首诗歌
的用韵，区分出古体诗与近体诗，归纳制作出韵谱，确定韵脚字5319个。根据上述材料，《 韵部研究
》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归纳总结出近体诗和古体诗的韵部系统，详尽地描述了《全金诗》的韵部
系统特点，探讨了金诗用韵中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揭示了其语音史价值。
近体诗的韵部系统分为29部，这个韵部系统83.38％符合“平水韵”的要求，16.62％反映了实际语音。
说明诗人做诗用韵比较严格遵守功令，个别诗人的用韵突破了功令要求，通过借韵或出韵来反映实际
语音。
古体诗的韵部系统分为22部，这个韵部系统与《广韵》相比，已经大大简化了，入声韵作为一个韵部
系统仍然存在，入声韵尾发生混叶，个别入声韵与阴声韵相押。这个韵部系统处于《中原音韵》音系
的前期。
第四章具体分析272个特殊韵脚字的用韵情况，其中187个字存在异读，85个字（音）《广韵》未收。
《 韵部研究》的结论是近体诗和古体诗都能够反映语音，但是二者反映实际语音的程度和方式并不相
同，因此要分别对待不同的研究材料，不能混为一谈。金诗用韵中出现的重要语音现象有：支思韵已
经产生，麻韵有分化迹象，平分阴阳，全浊上声已经变成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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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物资供应站工作。1998年调人大连市学术专着资助出版评审委员会工作。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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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受感动。书的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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