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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启功先生的一本专讲古典诗词、曲文之声调，尤其是律调法则的知识性普及读物。
讲解鞭辟入里，例证生动丰富，归纳全面系统，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了解古典诗文声律知识的优秀读本
。
此次再版时，附录了《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两部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更加便于读者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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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三辙”以及近时新编新韵书，都属于B类系统。
　　当然无论自《切韵》至《佩文诗韵》，或自《中原音韵》至“十三辙”，它们中间都曾出现过许
多种韵书，但小异大同，并且不离他们各自所属的A、B类别，所以不再详举。
　　本文所论，是古典诗文的声律问题，所举例句中各字的平仄读音，都是按照A类韵书的标准。
因为那些作者多是按这标准写作的。
如果仔细探讨元曲或乙类方音的其他歌曲，则应按B类标准。
即在乙类方音的作品中，如遇以人作平的字，这字在它本句中，必居应用平声的位置。
所以各字的读音今天虽有甲乙区域的不同，但句律的平仄抑扬却是一致的。
　　有人分析某些唐代律诗是分四声的，宋人某些词，元、明人某些曲，也是讲四声的。
按词、曲为了歌唱，不但某些字要讲四声，而且还要讲阴阳清浊和发音部位。
至于律诗中讲四声的，唐代本来就不多，后世更少有人沿用。
在诗文声律中，只有讲平仄而不细拘四声的，却不可能有讲四声而不合平仄的。
总之，平仄即扬抑，是语音声调中最概括、最起码的单位，平仄的排列是诗文声律最基本的法则，而
选用阴阳声，分别上去人，则属于艺术加工的范畴，所以本文只论平仄，不论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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