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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葛郎玛”是否分析汉语语言规律唯一可用的法则　　清末马建忠先生学会了拉丁语、英语
等西方语言，想给汉语也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则。
怎么去探索？
就借鉴了拉丁语、英语的法则来对应汉语。
他著了一本《马氏文通》，总算创立了一个起点，开辟了一条门径。
自此以后，不断有人作汉语语法的研究，对马氏之说，有补充、有修订、有另借其他英语的分析方法
，如“图解”等。
所用的名词术语，也不尽沿袭马氏所译的。
但无论“以英鉴汉”，还是“以汉补英”，总都没离开《马氏文通》学说的主干轨道。
曾见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出疑议，但也还没有正面提出分析汉语的办法。
　　“葛郎玛”是英语“语法”一词的音译，它本不是专指英语语法的，而是称一切语法的普通名词
，也曾有人借来喻指其他事物的“法则”。
我这里用它，却是作为专词。
是个简称，或说代称。
比说“《马氏文通》学说及其流派”或“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说及其流派”等等，较为简
便。
　　近代“语系”学说认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二者语系不同，有人以此评论葛
郎玛的起步点就有错误。
这我不懂，但我觉得猴子、兔子、小白鼠等都可供人体病理研究的试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某些方法上，“借英鉴汉”，又有何不可！
只是“借英鉴汉”与“以英套汉”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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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功先生生前未发表的文字和书画，如将未发表的诗文另集一辑，新发现的题跋补充到原《启功
丛稿》的题跋部分。
为方便读者，特做几点说明。
    一、全集各卷文字均以规范简化字横排。
不能按有关规定以简化字表述的古今专名、古籍原文以及作者习用的写法等，力求保持原貌，各卷统
一。
    二、著述与作品原则上保持原出版体例，与这次收集的著述、作品按写作时间分类编排。
不能确定年代者，按推测的年代编人。
口述和记录文字注明执笔情况。
除书信部分由编者适当加注外，其余作品仅保留作者原注，一般不加注释。
    三、同题文章有多个版本者，若内容略有出入，原则上以作者认定的最后版本为准；内容出入较大
者，则收编一处以便比照。
    四、因各种原因，原系启功先生亲笔撰写却以他人名字发表的文章，经过查实照例收编；他人代拟
以作者名字发表的文章，且经作者生前认可的，收人附编。
    五、单行本著作各种版本的前言、后记随原著收入。
    六、诗词形式的题跋，收入诗词类，不再收入题跋类。
        七、书画部分重在收录作品，为免重复不再释文。
书画中相关题跋、批注、信札等文字较多的作品，按著作收入文集。
    我们虽努力收集启功先生著述和作品，仍难免有所遗漏。
尤其书画作品，因广受友人、藏家喜爱，流布海内外，一时无法遍收。
《启功全集》资料收集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将不断补充，尽力收全。
感谢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需要说明，启功先生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重要工作，如点校的《清史稿》《敦煌变文集》校勘记，程
乙本《红楼梦》注释等，此次没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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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启功先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北京人，满族。
启功先生是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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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绪论　　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
的法则。
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
些规律。
但如果问这些规律是怎样形成的，或者问古典诗文为什么有这样的旋律，则还有待于许多方面的帮助
来进一步探索，现在只能摆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
这些初步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古典文学形式中，有一种规矩严格的诗歌，人称它为“律诗”。
由于它完成在唐代，所以唐代人称它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后世也就沿称。
这都是对着“古诗”、“古体诗”而起的名称。
所谓“律”，是指形式排偶与声调和谐的法则，也就是指整齐化和音乐化的规格，所以这种律又被称
为“格律”。
至于词、曲，根本即在音乐的声律中，因此并无“律词”、“律曲”等名称。
在文章方面，除“律赋”外，虽没有特标“律”字名称的文体，但也有讲求声调和谐的作品。
无论诗、词、曲、文，律化的条件都有两个方面：一是字句形式上的要求，一是声调搭配上的要求。
字句形式整齐排偶这一方面究竟比较简单；而令人觉得复杂的，要属于声调配搭怎样和谐这一方面。
本文所要探索的即是这后一方面的问题。
题目所标称的“诗文”，是包括古典文学中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诸种形式。
先从诗谈起，推至其他体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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