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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词，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我国最高层次的民族韵文体式。
词学，向为显学。
按经历、职业，洛地算是个学音乐、吃戏饭的，何以来写这本书呢？
说得小，是兴趣（有“座右铭”云：“读书求死，学问自娱”）；说得大一些，是想对词的“文体构
成”试作一些探索。
关于“词体构成”的考虑，可谓说来话长了，大致可以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问题。
对“词”，具体地说是对“词体构成”的兴趣，当然是从对具体词作开始的。
真不知是什么原故，在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胡乱地读了一些词作，如能把南唐二主词作全部背下来。
还曾为李清照的【点绛唇】（“寂寞春闺”）打过唱谱，那是抗战逃难到昆明读初中时的事。
翌年，1945，抗战胜利，军阀开战，闹学潮，学校停课。
闲暇偶然，买了一本万树先生的《词律》，对照着读词作。
偶然闲暇，产生了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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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编”，六篇，与原先目录相差不大，其实删改不小。
《律旬》上下两篇《句律》、《句格》。
“句”是“文”的基本结构单位，“律句”是格律韵文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格律韵文的基础，所以
，虽篇幅很大，可有11万字，删了不少例子，内容未减。
　　《一字领——兼说词体句式无所谓“句法”》，按性质，实际是律词的律句的“附篇”。
但是，因为不知“一字领”而误读的太普遍了，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写成单篇。
而性质差不多，重要性比较低的《衬字》篇就不收了。
　　《韵断》篇，花的时间最多，变动最大。
韵文之有“韵断”（包括“大韵”、“小韵”），这个概念很早就自然地有了，什么时候都记不得了
。
所以，做的是“韵断的结构类别分析及韵断如何组成章、篇”等。
但是，学界似乎还没有提出过“韵断”（对“均”的释说似亦欠准确），所以，这次补写了“什么是
‘韵断’”的内容。
合在一起，篇幅很大，结果把原先的基本上全删了，新写的部分倒成了篇了。
　　《换头与易尾》，最早，是三段笔记：一是对“词话”中的“换头”的辩说；一是慢调中的“换
头”的意义；一是关于“易尾”。
2004年发表时已合成一篇。
　　《词调三类：令、破、慢——释“均（韵断）”》原先繁稿中有“令、破、慢三类内的不同结构
组合及相互的衍化”，没有用上，基本上是单篇发表时节稿的样子。
　　“下编”，收了五篇。
　　《“词”之为“词”在其律——关于律词起源的讨论》，是正式提出“律词”概念的文字，似有
点影响，故收入。
　　《“和声”辨说》，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曲子”演化为“律词”的情况。
　　《板．拍．眼——节奏一板拍一句乐》，释述“词唱”的“节奏”和“拍”，以正用后世“板眼
”释说“词唱”节奏节拍之误。
　　《犯》，是独立的一篇。
把它收入的原因：一、它很短小，不占多少篇幅；二、想通过对“犯”的正误，说明“读书求死”的
必要；三、“律”、“音”、“调”，其根本于物理；然而，在古代，每受哲理思想所制约。
《词体构成》说不到这些方面，这个小篇则可略有反映。
因上三点，收入此篇。
　　《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
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是对“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的正面辩说，篇幅很大，
全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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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书中所使用的部分符号、字体的说明上编律句——句律律句——句格一字领——兼说词体句武无
所谓“句法”韵断换头与易尾词调三类：令、破、慢——释“均（韵断）”下编“词”之为“词”在
其律——关于律词起源的讨论“和声”辨说板·拍·眼——节奏一板拍一句乐犯律词之唱，“歌永言
”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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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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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面“前言”说了对写这本书稿思想上的一些问题；现在“后记”说一点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
情况。
虽如“前言”所言，考虑“词体构成”，时间是很长的了，比我学习的专业、供职的职业还长。
集稿出书则是最近的事。
（一）在1979年之后，自忖还算勤奋，写了不少吧，但较多的是单篇的“文”，成书的“著”不多，
有那么六七本，都是应出版社的约，催出来的，有的且是工作任务。
进入21世纪，我家两位公子提出为我编《文集》，但进度很慢，在2000年编了一卷之后，就停顿了。
为什么呢？
编文成集，说是将曾发表的单篇汇集，在我则极为费神费时。
我写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涉及面很广，其实自己心里就明确：民族文艺的四个方面：戏剧、音乐、词曲
、先秦文化。
写单篇时就一事写一事，到编集了，就不能不较多地从通盘考虑，原先的单篇就需要调整、修改，有
的改动相当大①。
有时还须补写一些篇章。
更主要的是：我写的东西（除创作外）都是在求知过程中的提问和探索，问题无穷尽，探索也无穷尽
，改不胜改，补不胜补。
于是，编《文集》事就搁浅了。
直到2006年，我家公子发话了：“像这样‘改’法，一篇都‘改’不完了。
还是能集一卷就印一卷吧。
”我想想他们说得是对的，本来嘛，“人生愁恨何能免”，就这样吧。
于是，但集而不编地，2006年出了两卷，2007年出了两卷，今年如果有时间，想再出两卷。
在这里说上面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与本书有点关系。
（二）对“词体”探索，在我心里，也有个通盘考虑——四个方面：1.律词“文体”探索。
①洛地写的东西（除创作外）都是在求知过程中的提问和探索，情况在不断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改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有机会我就想改；包括被转载时，只要有可能我就改。
因此，特别欢迎和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使我可以快点多点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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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词体构成》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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