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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语言学史是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语言学简史》的内容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涉及世界公认的语言学三大发源地即古代中
国、古代希腊罗马、古代印度的语言学历史，而且没有忽略具有悠久语言研究传统和特色的古代阿拉
伯、古代斯拉夫国家的语言学历史。
这有助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世界古代语言学的历史。
 《古代语言学简史》适合高等院校语言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学位课或选修课的教材，
也可以作为语言学及相关社会人文学科学者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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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经》中的古诗，按说都应该是押韵的，但到了六朝时期，其中不少韵脚读起来已经不押韵了
。
由于当时的学者还没有建立起音变的观念，因此，以为《诗经》的作者为了凑合用韵，强行改变了字
音，即所谓“叶音（协音）说”。
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可能是字音本身产生了变化，而不是周秦诗人擅改字音导致的。
对此，王力指出，古代语言学家大都缺乏语言发展的观念，因而无法正确理解和解释语音的历史发展
。
尽管有时一些学者提及古今语音的不同，但多是注意个别的、孤立的现象，缺乏对语音系统发展变化
的整体认识。
因此，“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
”①　　古音学的萌芽之作是宋代吴械（约公元1100-1154年）的《韵补》。
作者以古韵“通转”②学说，分析《广韵》206韵在先秦古韵中的离合异同，但没有对古韵进行分部，
而古音的研究恰恰需要从古韵分部人手。
宋代郑庠（籍贯与生卒不详）的《古音辨》虽然把《广韵》206韵归并为六部，但《广韵》以中古音为
主要代表，因此，他的研究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古音研究，他的著作也属于古音学萌芽阶段的代表
作。
　　古音学的真正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末语言学家陈第③。
陈第的主要著作是《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
他在《毛诗古音考》（1604年成书）的自序中，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提出了著名的语音演变的
时空理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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