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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復寧 著

《張氏音括》音系研究



提    要
成書於民國十年（1921）的《張氏音括》是山東濟陽人張文煒編製的等韻學著作。本文對

此書的語音資料進行整理，結合其他韻書和現代濟陽方言資料，採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對《張

氏音括》進行系統研究。

全文共分為九章。

第一章，緒論。介紹《張氏音括》的基本情況，包括作者、版本與成書、編纂體例等。介

紹研究現狀及研究材料，介紹研究方法，提出研究意義與價值。

第二章，《張氏音括》聲母系統。分析《張氏音括》韻圖並參照現代方言和其他明清官話

韻書，構擬其聲母系統，並對若干問題進行專題討論。

第三章，《張氏音括》韻母系統。分析《張氏音括》韻圖並參照現代方言和其他明清官話

韻書，構擬其韻母系統，並對若干問題進行專題討論。

第四章，《張氏音括》聲調系統。考察《張氏音括》北音系統的四聲歸派，發現其聲調系

統與當時的官話語音十分一致。但列入「南音」的入聲仍存在部分特殊現象，可以看出入聲韻

字的文白異讀。

第五章，將《張氏音括》與《中原音韻》《韻略匯通》《五方元音》《韻學入門》《七音譜》

進行對比，討論從《中原音韻》到《張氏音括》的聲母、韻母、聲調變化的規律與方向。

第六章，探討《張氏音括》對前代韻書的繼承與發展。探討《張氏音括》編纂過程中對前

代韻書的繼承與參照，同時討論《張氏音括》中出現的與前代韻書不一致的現象具有何種語言

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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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張氏音括》與老國音的比較。探討《張氏音括》與其他代表音系的異同，探討

張文煒的「正音」觀念及其在「京國之爭」中的傾向。

第八章，《張氏音括》與現代濟陽方言、歷史上的濟南附近方言的比較。

第九章，《張氏音括》的音系性質。指出《張氏音括》在反映官話方言音系的基礎之上又

具有一定的方言特點，是以清末民初北方官話為主體，但又部分帶有濟陽方言色彩的音系。

最後的附錄中列出《張氏音括》同音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