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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学五书》

内容概要

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顾炎武著。大约成书于1643年，全书分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
表5个部分。《音论》分上中下3卷，共15篇，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
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其中重要的有4篇：①《古人韵缓不烦改字》，②《古
诗无叶音》，③《古人四声一贯》，④《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诗本音》详细地考查了《诗
经》押韵字的古音，凡他认为古今读音不同的字，都指明这个字古音应当在古韵的哪一部，并统计出
在《诗经》中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在其他经书中作为押韵字出现的次数，与哪些字押韵。顾氏自认这
部书是《音学五书》中最重要的一部。《易音》考查《易经》押韵字的古音，基本方法与《诗本音》
相同，但不像考查《诗经》那样把《易经》全部抄下来，而是选取了他认为用韵的句子，指出中押韵
字的古韵部。《唐韵正》在于改正《唐韵》的所谓错误。顾氏在研究古音上有复古倾向，凡是《唐韵
》与古音不合的，他都认为是《唐韵》错了。实际是把本该放在《诗本音》里的许多证据拿出来另编
一部书，可以看作是对《诗本音》的详细注释。《古音表》是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总结，书中变更《
唐韵》次序，把古音分为10部，用表的形式把它们列出。《音学五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
韵说，奠定了古音学的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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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学五书》

精彩短评

1、必呕数升血读之不可！
2、妞，你看这干啥！
3、读过其中《音论》
4、　　（顾氏）音学五书：三十八卷12册全，顾炎武纂著，光绪12年刊。牌记题“光绪乙酉岁仲夏四
明观稼楼藏板”。前有崇祯癸未曹学佺叙；顾炎武自叙；后叙；答李子德书；顾炎武后序。藏印二：
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图书馆，淮阳杜氏藏书。
　　
　　书长22.5×13.5cm，半框15.2×11.1cm，8行12字，小字双行24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黑鱼，版心上
题“音学五书”，内记卷、目，下镌“观稼楼仿刻”。白纸初印，字体方正，行格疏朗，极为悦目
。12册厚约14厘米，品差，有个别缺叶，需修补。
　　
　　全书分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合计五部，每集前附钦
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研究上古音之重要著作。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即据此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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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学五书》

精彩书评

1、（顾氏）音学五书：三十八卷12册全，顾炎武纂著，光绪12年刊。牌记题“光绪乙酉岁仲夏四明观
稼楼藏板”。前有崇祯癸未曹学佺叙；顾炎武自叙；后叙；答李子德书；顾炎武后序。藏印二：开封
河南中山大学图书馆，淮阳杜氏藏书。书长22.5×13.5cm，半框15.2×11.1cm，8行12字，小字双行24字
，左右双栏，白口单黑鱼，版心上题“音学五书”，内记卷、目，下镌“观稼楼仿刻”。白纸初印，
字体方正，行格疏朗，极为悦目。12册厚约14厘米，品差，有个别缺叶，需修补。全书分音论三卷，
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合计五部，每集前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是研究上古音之重要著作。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即据此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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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学五书》

章节试读

1、《音学五书》的笔记-第43页

        屋之平声为乌，故《小戎》以韵驱馵，不协于东董送可知也。第一句话就把我搞晕了，虽然知道
，按顾炎武的离析结果，屋韵是配了模的，但他这样表述，还是让我不知道到底“屋之平声为乌”这
一结论是怎么论证出来的。他应该这么说：“《小戎》以屋韵驱馵，故知屋之平声为乌，不协于东董
送可知也。”可是，屋的平声为什么就是“乌”呢？这大概跟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有关系。他在《诗
本音》相关韵读处注解“屋”字说：“一屋。转音乌。”就是直接把入声转个声调变成“乌”了，似
乎没有任何论证。另外，按照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此诗换韵较多，屋、馵为入声同押，并不与
驱为韵，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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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学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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