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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献疑》

内容概要

《入声献疑》主要论及的是传统音韵学中的所谓“入声”。全书含绪论以及正文六章。众所周知，齐
梁时代的沈约等发现了汉语的声调，首次揭示了汉语的声调系统平上去人。干五百年来，这一结论产
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人声被视为汉语声调之一，自沈约至于今日，仍居于主流地位。然而，自上世
纪20年代起，新工具、新方法、新材料逐步被运用到音韵学研究领域，胡适、魏建功、陈寅恪等学者
先后对人声的实质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太一致的看法。1942年，岑麒祥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声
非声”的观点。《入声献疑》作者在前贤基础上，运用现代语音学、音位学等先进理论，研究现代方
言，以及古代文献中的人声现象，更为全面、深入地证实了人声本当是汉语中自上古就存在的一种带
有塞音韵尾的韵母结构，与阴声韵、阳声韵鼎足而三，人声并不具有声调的性质。弄清人声的性质，
有助于科学地认识汉语言各个历史时期的声调系统、韵类系统；有助于汉语史研究、汉语方言调查研
究和汉语教学；有助于语言学理论的完善与丰富。因此可以认为，《入声献疑》所研究的问题在语音
学领域中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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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献疑》

作者简介

夏中易，男，1949年6月生于成都。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的教学与
研究。1982年毕业于成都大学中文系。1986年至1987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助教进修班，师从周大璞、
宗福邦等先生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1992年至1993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作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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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献疑》

书籍目录

序序二自序绪论第一章 刘复以前诸贤对入声的探索　第一节 “平、上、去、人”之“人”　　一、
沈约等探求字音声调的原因　　二、沈约发现四声的条件　　三、沈约“四声说”之得失　　四、刘
复以前学者对“四声”的阐释　第二节 “阴、阳、人”之“人”　　一、“入声”是回环美的物质承
担者　　二、《切韵》系韵书中的韵基结构形态　　三、古人对入声韵内部结构的研究　　四、戴震
上古韵部研究结论及其影响　结语第二章 入声音节的音理分析（上）　第一节 音节与汉语音节的构
成　　一、音节　　二、汉语音节的构成　　三、几个值得关注的概念　　四、关于五度标调法　第
二节 “人声”的声学特性　　一、入声音节的音质特性　　二、入声音节的音高特性　　三、入声音
节的音长特性　　四、入声音节的音强特性　结语第三章 入声音节的音理分析（下）　第一节 音位
及其分类　　一、音位　　二、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　　三、音位变体　第二节 人声韵音节声调的
音位特征　　一、入声韵音节声调与别的调位不对立　　二、入声韵音节声调与别的调位互补　　三
、入声韵音节声调与别的调位调值相似　　四、入声韵音节声调是特定系统中某调位的条件变体　第
三节 人声韵音节声调演变的音位学解释　　一、入声韵音节声调的演变与入声韵息息相关　　二、现
代方言入声韵音节声调的演变　结语第四章 现代汉语方言入声分析　第一节 现代方言语音调查研究
述要　　一、现代方言研究的兴起　　二、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的两种方法　　三、汉语方言的分区　
　四、入声韵演变的历史序列　第二节 有人声韵方言的人声分析　　一、入声韵系统及其历史来源　
　二、声调系统　第三节 无人声韵方言的古人声字韵调分析　　一、新四川境内的岷江小片各方言　
　二、长沙话　　三、成都话　　四、北京话　第四节 关于“保留人声　结语　附录：中古人声字在
北京话中的调类归属第五章 论“入派三声”　第一节 “人派三声”的传统理解　　一、周德清及其
《中原音韵》　　二、后世对“入派三声”的主流认识　第二节 “人派三声”新释　　一、11－12世
纪北方话入声韵的演变　　二、“入派三声”之所指　第三节 余论　　一、关于“派入三声者，广其
韵耳　　二、关于“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三、关于“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　结语
第六章 试论中古汉语入声韵音节的声调　第一节 中古汉语人声韵音节声调推测的可行性　第二节 中
古汉语长安音人声韵音节声调的推测　　一、汉音声明之研究　　二、日本悉昙家声调描述研究  第
三节 中古汉语洛阳音人声韵音节声调的推测　　一、李荣先生的“四声三调”说　　二、《中原音韵
》是推测中古调值的重要依据　第四节 《切韵》人声韵与声调配合关系的基本构想　　一、中古前期
入声韵与声调的配合关系　　二、中古后期入声韵与声调的配合关系结语附录：中古时期人声字声调
分类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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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献疑》

精彩短评

1、浏览
2、匆匆读过，觉得作者所言甚是有理。作序者，赵振铎先生和宗福邦先生也。二先生亦颇认同作者
之说。当然，若作者所论，能考虑到诗歌创作中之入声属仄声的问题，并加以论述，则作者所持“入
声非声”之观点，就更完善了。
3、201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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