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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航君的专著《声调寻绎》付梓在即，嘱我写几句话，我非常乐意，因为她研究这个课题的缘起
、始末，我都很清楚；她所经历的艰辛以及完成这一课题后的愉悦，我都曾分享。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曾描写过潜心学问时的状态：“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
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这是真正做学问的人才能道出的体会，也只有韩愈才能把它表达得这样生动形象，“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
”。
当高航君一心扑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探寻了解汉语声调发展的钥匙时，其忘、遗、思、迷，
戛戛其难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
　　研究汉语的声调，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与“声母、韵头、韵腹、韵尾”这些音段成分相比，“声调”可谓是“玄之又玄”。
刘复在《北平方音析数表》中称此五者为“头、颈、腹、尾、神”。
一个“神”字，把“声调”的玄虚神秘形容无遗。
六朝时人沈约发现了四声，得意得不得了。
《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
旨，自谓入神之作。
”在日释空海法师的《文镜秘府论》和安然《悉昙藏》中留有沈约《四声谱》的只言片语，从中可以
看出，《四声谱》讲四声仅仅是列举例字，所以梁武帝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四声，他问周舍：“何谓四
声？
”周舍说：“‘天子圣哲’是也。
”还只是用举例子来打马虎眼。
后代学者，凡是说到声调的，无不含糊玄虚，难得要领。
唐代的《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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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系有清乾隆初年，由朝廷组织文人、乐师集体修纂的一部记录用昆山腔歌唱
的南北词曲谱总集，全书依宫、商、角、徵、羽次第分作5函，每函10册，凡82卷。
     本书对《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的用字声调进行检测，探究其中的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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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航，1975年生，辽宁铁岭市人。
2004—2007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讲师，从事汉语史、汉语音韵学及对外汉语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
参加中国音韵学会和天津市语言学会，为会员。
近数年发表论文《等韵图在昆曲度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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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将在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为语料，试图拟测南北词宫谱中各
声调的调值，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语音史中的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1.《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反映的曲调年代考证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称《九宫大成
》，是乾隆初年、由朝廷组织的一批御用文人和宫廷乐师集体修撰的用昆山腔歌唱的南北曲谱集。
《九宫大成》按照宫、商、角、徵、羽分作五函，每函十册，共八十二卷，曲词包括唐宋词、宋元诸
宫调、南戏、元明清杂剧、散曲和传奇，是最早一部记录有南北曲曲谱的重要音乐文献。
　　《九宫大成》是在昆曲鼎盛时期主要靠搜集、整理旧谱、旧曲而成的一部编撰曲集。
本书推测它所反映的是当时及稍前一段时期——清中叶至清初南北曲演唱的风貌。
理由如下：　　第一，《九宫大成》选用昆山腔作为曲律，新昆山腔产生于明嘉靖年间，兴于清乾隆
初年。
列为全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源于元代末年，是南戏声腔在江苏的一个支派。
直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它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融合了南曲和北
曲的优点，并吸取海盐腔“体局静好”的特征，发展为一种细腻优雅的水磨腔。
明万历初年，新昆山腔由江南流传到北京，得到统治者的欣赏，称为“官腔”。
到清乾隆初年，昆曲已成为全国性的主要声腔剧种，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音乐载体” 。
　　第二，《九宫大成》对曲牌格律的校勘、对例曲的选择都非常严格。
如北词宫谱第八十卷，卷末注：“此套内之古神仗儿，较正格首二句各添三字，皆作上三下四七字句
，且减去第七，七字一句，是为另一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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