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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音韵学》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学习音韵学的入门书。作者的撰述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先从现代音并方言讲起，由此上推至
中古音、上古音的语音系统。既有基本知识的介绍，也讲述了研究古音学有哪些材料可用，用什么方
法研究等，使读者可以掌握汉语语音古今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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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洪武正韵》没有故意迁就旧韵书的地方，它所表现的，或者就是当时南方官话，不过平、
上、去、人四声是否因声母清浊的不同而有声调的不同，就不得而知了。　　§4.8南曲盛行以后，自
然也就有人作曲韵，不过他们都缺乏创作力，大家都拿周德清或卓从之的书作底本，再参照《洪武正
韵》来改订而已。　　最初，明太祖的儿子朱权作《琼林雅韵》，成化年间陈铎作《菜斐轩词林要韵
》，正德年间王文璧作《中州音韵》，分韵都如周、卓，添字增注或加反切而外，惟一的改变是取捎
平声内阴与阳的划分，不过王文壁的书到万历年间经所谓携李卜氏者增校，平声又恢复阴、阳之分。
总之，他们总不过是在《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之间打转。　　到明末范善臻作《中州全韵》，
清乾隆年间王钨作《中州音韵辑要》，平声分阴、阳之外，去声也分阴、阳；比王钨稍后，沈乘磨作
《曲韵骊珠》，又把人声另立八韵，而与《洪武正韵》的系统不同；周昴作《增订中州全韵》，上声
也分阴、阳，这些人才能渐渐冲出《中原》与《洪武》的范围，不过他们都是江苏南部的人，所表现
的应当是明清时期的吴音。　　王钨以后，分韵都比《中原》的十九类略多，然而都不出《洪武》的
范围，值得一提的是周昂新立的“知如”，那是从支思之内分出“知痴池”等字，又在鱼模内分出“
诸书如”等字合成的，比照上一章的苏州韵母，可知那的确是语音的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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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特点：1，既可以做资料库，又可以学习音韵的知识。          2，厚度不算多，内容够周详。
2、極好的入門書 但內容有些過時~~~~
3、纸张、印刷都不错，就是可惜没锁线。。。
4、原价贵了点，当当价还行，内容有点难，但很值，作者可是赵元任的弟子！
5、上一版赶不上看，正好现在再版了
6、好像是台湾的教材
7、董先生书值得一读。
8、董同禾先生是台湾音韵学界的泰斗，这本书集中了他的音韵学理论，能拥有真的太好了！
9、买的考试用书，还不错吧。
10、这书算是经典的版本了，但没有看到还有竖排版的，如果是专业读者的话，还是推荐大家看竖排
版的，虽然价格高一些。还有书皮的纸质不是很好，极易磨损。。。
11、内容很好。实用，不哆嗦。
12、学界公认的最好的汉语音韵学之作，国学之作
13、这本书的内容十分经典，值得收藏。
14、虽然比较简略，但基本包括了汉语语音的大体方向。
15、此书的内容比较深，需要细读，同时也感慨于董同龢先生的音韵学研究。
16、朋友考博用的，据说这是经典，值得一读
17、老师推荐的书，对于学习音韵学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18、这本书还不错 对我的专业有帮助
19、当年卖十几块钱，现在都这个价了，中华书局真能圈钱。
20、不错，就是很深奥
21、开头还算易懂，不知道后面的中古音和上古音讲的如何，是老师推荐的书，看了总会有收获吧。
这些东西最好还是有老师指导，自己琢磨需要耐心哪。
22、还没看，是一本好书，收藏
23、台湾的教材？？？看着有点薄。，，以为会很厚么。。。
24、书不错，字迹很清楚，内容很需要，确实一本学习国学的好工具书，章先生推荐的有道理
25、好书、、不错、、、
26、十分好的汉语音韵学入门书。
27、音韵学丛书编得就蛮好的这套书
28、这本书是台湾最流行的音韵学著作，最近才由中华书局引进，对我们学音韵学也是非常有用的。
29、董同龢的水平大家都了解，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30、这本的评分为啥比白皮低0.7⋯⋯真的好喜欢这本书，全面直观，董先生的逻辑真的好清晰。越看
越喜欢！只是老师用这个做教材有点想得太天真了
31、一般&hellip;&hellip;
32、我说看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没感觉，老师说把这本书看完就有感觉了，我看了两遍，还是没什么
感觉呀。。学术不起来了。。所以说还是嫁人算了。。
33、還好，有些地方應該是時代侷限
34、精品丛书
35、必须要学的知识
36、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的，感觉非常好。内容有点深，但是是专业必须的
37、内容很棒 装帧也好 值得一读
38、京沪高姐感觉和高合金钢
39、很多名师都推荐这本书，虽然是繁体。适合入门。
40、若不是門法講得那麼粗疏我也不會就那麼細究起來的。
41、这本教材被很多同类教材提及和引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建议音韵学爱好者和汉语言文字学方
向的研究生好好研读。
42、书好，帖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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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好书，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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