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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概况　　《中原音韵》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一部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韵书。
就影响而言，它小于《切韵》系韵书，若论价值则比《切韵》系韵书要高得多”（何九盈2000a: 201）
。
《中原音韵》是今天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源头，无论是不是直接的祖先；《中原音韵》音系研
究的深入，有助于普通话发展史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的重心。
正因为它有着如此崇高而重要的价值，所以20世纪以来，前修时贤对此书著力甚勤，最具影响力的著
作有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陆志韦《释》(1946)、杨耐
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
》(1985)、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2000)、日本石山福治《考定中原音韵
》(1925大正十四年)等，虽成果多多，但争议也不少，如对其音系性质、基础方言的认定就有北方通
语说、大都音说与河南洛阳音说，另外还有艺术语言说；再如《中原音韵》的桓欢韵的性质及其音值
的构拟、东钟、庚青两韵互见字的争论等日前也没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对一些事实的进一步澄清，是尽可能地揭示《中原音韵》音系性质的需要，也可视为学术史上的一种
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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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原音韵》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韵书。
”本书对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作了深入的研究。
内容包括：金元词用韵概况；从金元词韵的阴入通叶看《中原音韵》的黯基础；山西方言与《中原音
韵》——从桓欢韵谈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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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洪民，男，1973年1月生，山东沾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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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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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副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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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元词用韵概况　　第一节　例言　　研究金元词韵是为了研究金元时代的语音系统，
而金元时代语音系统的突出代表当推《中原音韵》，两者互相发明，才能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将重点
放在与《中原音韵》关系密切的大中原地区——冀、鲁、豫三省词韵的研究上。
这三省先列出用韵情况总表，次列词人用韵部类比较表；词作数量大的金、元两代分列，如河北，词
作少的，则合列。
用韵部类，金代基本依据鲁国尧先生《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的分部名称，同时参酌《宋
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如台灰、德业二部的定名就是依据后者；元代则基本以《中原音韵》
十九部为参照，除据用韵实际将桓欢韵合并于寒山韵，合称寒桓，另增人声几韵。
金、元两代分据不同的参照系，并非说从金至元语音真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而只是为讨论问题的
方便而采取的一种操作规则，因为它们毕竟各自与自己的参照系比较接近，即两代词韵确已存在差别
，金近于宋，而元则与《中原音韵》系统比较一致，但两代词韵的差别又绝对没有宋词韵与《中原音
韵》的差别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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