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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研究都应解决三个问题：1．是什么？
2．为什么？
3．将来可以发展成什么？
解决“是什么”问题属于实证研究，解决“为什么”问题属于解释性研究，解决“将来如何”问题属
于预测性的待证研究。
能够较好地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
若以为实证重要而忽视或者贬低解释和预测，则是因学术路径偏好而蒙障心智，从而不知有汉、遑论
魏晋也，反之亦然。
若能三者兼具，则为善之善者，古人所谓“观止矣，不敢请已”。
就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能解决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也足以沾沾自喜，可以“提刀而立，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了，怎能有非分之想呢？
　　然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方法的选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
就某种意义来说，理论和方法有其一致性，用什么理论则须选择相应的方法，用什么方法也须选择相
应的理论。
也许还有不一致的情况，但须奇才式的人物才能有此境界，凡俗如我者又能够做得到？
不仅做不到，连想象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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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韵学集成研究》共分9个章节，主要对韵学的集成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集成》声韵调、
《集成》与《直音篇》、《集成》与《韵会》、《集成》与《字学集要》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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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进安，1971年生于福建省长秦县。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2001年和2005年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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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集成》声韵调　　第一节《集成》小韵首字总表　　《集成》共有小韵首字二千五百七
十一个，分别以目录的形式列表于每韵前面。
而其声韵调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些小韵首字的归纳和研究，声类的考究主要采用陈澧的反切系联法，
而《集成》已明确地将韵部分为二十二组，我们主要考求其归并情况。
由于《集成》小韵首字的目录与正文内容有诸多不合现象，笔者都一一进行校对，如：目录中的“盐
”韵第七类标为“羽次浊音”，包括的助纽有寅延、银言两类，这显然有误（详见下文论述），《七
音三十六母反切定局》明确标明“银言”属“角次浊”音，且正文中也标注助纽为银言的“严”韵为
“角次浊”音，因此，本表就将其“七音清浊”更正为“角次浊”音；又如“侵”韵“熠”字，目录
标其反切为“戈入”切，正文标“弋入”切，从该字所属声部“寅延”及系联情况来看，显然是正文
所标为正，目录为误，此表将其改正；此外，还有一些错误如小韵首字有误、助纽字有误、韵类归并
有误等等，都一一改正，同时，将这些小韵首字依七音、助纽和反切上下字的次序整理出来，列成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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