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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韵学通论》一书由中华书局初版于年。
本次改正了其中的排校错误及少数提法，同时增加了《五音集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的简介、部分
用例及“主要参考文献”等内容，是书出版一年来，承蒙读者不弃，使其暂得承乏献芹，部分高校且
采用作研究生教材或本科生参考书，对此，本人既觉荣幸，更有履冰惶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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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安顺，陕西商州市人，1949年12月生，1984年东北师大汉语史硕士研究生毕业，陕西师大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古汉语教研室主任、陕西师大西北方言与民俗中心研究员、国际汉学研究所特聘研
究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主持和参考主持国家级教改及社科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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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传统音韵学不同，语音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声音的科学，它主要研究语音的系
统（声音的成分和结构）、变化及发展规律，并教会人们如何去分析研究语音的系统和变化，如何发
现语音的变化规律，同时训练人们发音、听音、记音、审音的技术。
语音学一般分为普通语音学、历史语音学、描写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等。
在研究方法上，语音学主要是通过描写、实验、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揭示语音的性质、系统
及其发展规律，它所使用的标音工具主要是国际音标。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汉语音韵学是我国研究汉语历史语音的一门传统学问，而语音学是研究
各种语言的语音及语音各个方面的一门现代科学。
汉语音韵学相当于语音学中的一个部门，可以称为汉语历史语音学，二者在研究对象、分类、方法及
标音工具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绝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自从语音学知识传人我国后，研究汉语声韵系统、分析汉语声韵调的特点、探求古音的发展规律以及
对古音进行构拟等，都需要使用语音学知识，因此，语音学又可说是研究汉语音韵的基础和工具。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汉字学、训
诂学、语法学关系密切，而且与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
理等学科有广泛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下面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　　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
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
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
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
。
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
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
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
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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