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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音韵学的总体构思

沈 祥 源

“

文艺音韵学
”

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之一
,

又是我国传统声律理论的继承

和发展
。

它以全面系统地研究文艺领域里的语音美为主要课题
。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学
,

必须重视对民族文艺形式的研究
,

而作品的语音特征则是重要的方面 , 从语音的

研究来说
,

能同文艺结合起来
,

就更加体现了其广阔的前景
。

中国音韵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

曾把
“

开展文艺音韵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
”

作为今后科研的一个重点项目①
。

近年来
,

笔者经

过初步的学习和探索
,

并进行了《文艺音韵学》的教学实践
,

对这门学科的性质
、

任务及其理

日
文艺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语言为表现手段的艺术作品

论体系
,

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现整理出来
,

以求教于尊敬的读者
。

韵艺术和表演的音韵艺术两方面
。

前者重于书面语言的修饰
,

大致包括写作的音

如辞章学
、

诗律学

等 , 后者重于口头表达的技巧
,

如朗读学
、

艺术发声学等
。

两者联系紧密
,

写作

的音韵艺术是表演音韵艺术的基础
,

一篇作品就象一部乐谱
,

给人们提供了文字 符 号 组 成

的音谱
,

读者凭借它来读 (看书实际上是默读 )
,
`

艺术家凭借它来表演
,

都是把视觉信息转化

为听觉信息的过程
。

具备了音韵之美的作品
,

读来无沽唇拗嗓之病
,

听来有金石宫商之声
,

为表演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而读诵吟唱之类的表演
,

又是对原作音韵美的发挥和润色
。

因此
,

文艺音韵学研究的重点是写作方面
,

但表演的艺术也不可忽视
。

“

音韵
”

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名目
,

常指汉语的声
、

韵
、

调三要素
。

文艺音韵 学 也 用 了
.

音韵
”

这个概念
,

但所包涵的内容却不只是声
、

韵
、

调
,
还包括构成语音美的其他要素

,

即

轻重
、

长短
、

语调
、

节奏等
,

比传统的音韵概念外延要广一些
。

这门学科或可称
“

语音美学
” 、

“

汉语声律学
” 、 “

文学语音学
”

等
,

但以
“

文艺音韵学
”

较 为 明 晰

,

它 基 本 上 概 括 了 其 所 要 研 究

的 内 容

,

又 表 明 了 它 与 我 国 传 统 语 文 学 的 密 切 关 系

。

文 艺 音 韵 学 不 是 文 艺 知 识 和 音 韵 知 识 的 简 单 拼 合

,

而 是 以 研 究 作 品 音 韵 美 为 中 心 构 成 的

有 机 整 体

,

它 具 有 自 身 的 特 点

,

能 够 自 成 体 系

。

首 先

,

它 有 特 定 的 研 究 范 围 和 任 务

,

在 文 艺 和 语 言 这 两 个 领 域
仲

交 叉 区

,

它 只 研 究 语 音

的 审 美 间 题

,

属 于 形 式 美 学 范 畴

。

一 般 的 文 艺 学 和 语 音 学
虽 对 此 也 有 所 迄 及

,

但 只 是 一 鳞 半

爪

,
·

不 成 系 统

。

其 次

,

它 具 有 本 学 科 的 基 本 理 论 和 规 律

,

还 包 含 了 丰 富 的 应 用 技 巧

,

它 注 重

理 论 与 实 际 结 合

,

学 以 致 用

。

第 三

,

它 不 仅 从 历 时 性 的 角 度

,

总 结 前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还 从 共

时 性 的 角 度
,

探 讨 语 音 在 不 同 情 境 中 的 表 现 规 律

,

具 有 史 论
扣

结 合 的 特
卓

。

第 四

,

随 着 现 代

传 播 技 术 的 发 展

,

广 播

、

影 视

、

说
唱

、

演 讲

、

广 告

、

对 话 等 交 际 形 式 的 应 用 范 围 越 来 越 广

泛

,

研 究 语 音 的 表 达 效 果

,

将 成 为 本 学 科 最 现 实 的 论 题

。

当 前

,

文 艺 要 发 展

,

形 式 要 革 新

,



。

文 艺 音 韵 学 既 有 民 族 传 统 的 基 础

,

又 有 建 立 的 现 实 需 要

,

它 将 是 一 门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

实 用 性 很 强 的 边 缘 学 科

。

圣
一 蚤

誉
一
蚕

`
. . .

一

吕

我 国 的 文 艺 作 品 素 有 讲 究 音 韵 美 的 风 尚

。

许 多 优 秀 作 家 在 写 作 时

,

总 是 反 复

咏 读

,

仔 细 推 敲

。 “

吟 成 五 字 句

,

用 破 一 生 心

”

心
, “
二 句 三 年 得

,

一 吟 双 泪

流

”

③
。

这 都 道 出 了 其 琢 磨 之 苦

,

包 括 对 音 韵 的 推 敲

。

姚 缩 在
《 论 文 辑 要 》 中 说

:

“

诗 文 要 从 声 音 证 入

,

不 知 声 音

,

总 是 门 外 汉

。 ”

在 音 韵 美 方 面

,

我 国 既 有 丰 富 的 实 践

,

又 有 精

·

辟
的 理 论

。

对 音 韵 美 的 研 究

,

在 我 国 已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

齐 梁 以 前

,

虽 未 见 专 论

,

但 也 不 乏 零 星 的 真

知 灼 见

。 《 尚 书
·

虞 书

·

舜 典
》 就 有
“

诗 言 志

,

歌 永 言

,

声 依 永

,

律 和 声

”

的 论 述
, ((t L记
·

少

仪
》 提 到
“

言 语 之 美

,

穆 穆 皇 皇

” 。

先 秦 时 的 官 僚 们

,

很 注 重 说 话 的 音 容

,

如 孔 子 在 不 同 的 场

合 就 有 不 同 的 声 音 情 态 ④
。

当 时

,

诗 与 乐 的 关 系 密 切

,

谈 到 乐

,

也 涉 及 到 诗

。

《 礼 记
·

乐 记
》

·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音 乐 专 论

,

其 中 对 音 乐 的 分 析

,

许 多 都 同 语 音 相 关

。

《左 传
二 昭 公 二 十 年 》记 载

了 晏 子 与 齐 侯 的 一 次 谈 话
,

对 声 音 分 析 得 很 细 致

,

有 清 浊

、

大 小

、

短 长

、

疾 徐

、

哀 乐

、

刚 柔

、

迟 速

、

高 下

、

出 入

、

周 疏 等 不 同 音 态

。

一 些 与 音 韵 有 关 的 概 念

,

如 歌 咏

、

声 律

、

节 奏

、

辞 气

、

修 辞 等

,

在 秦 汉 文 献 中 也 屡 见 不 鲜

。

时 至 魏 晋

,

已 具 体 谈 及 文 学 的 音 韵 问 题

。

陆 机 在
《 文 赋 》

中 说
: “

其 会 意 也 尚 巧

,

其 遣 言 也 贵 妍

,

暨 音 声 之 迭 代

,

若 五 色 之 相 宣

。 ”

他 已 经 注 意 到 作 品 中

语 音 的 配 合 艺 术 了

。

但 总 的 看 来
,
这 一 时 讲 究 声 韵 美 还 是 自 发 的

,

论 及 的 内 容 或 为 声 音 的 物

理 属 性

,

或 为 声 音 与 意 义 的 关 系

,

且 多 与

“

诗 教

” 、 “

乐 教

”

纠 葛 在 一 起

,

甚 至 还 带 有 若 干 唯 心

主 义 的 神 秘 色 彩
,
正 如 沈 约 在 《 答 陆 厥 书 》中 所 说

: “

自 古 辞 人

,

岂 不 知 宫 羽 之 殊

,

商 徽
之 别

?

虽知 五 音之 异
,

而 其 中 参 差 变 动

,

所 昧 实 多

,

故 鄙 意 所 谓 此 秘 未 睹 者 也

。

以 此 而 推

,

则 知 前

世 文 士

,

便 未 悟 此 处

。 ”

齐 梁 之 际

,

诗 文 创 作 骄 俪 化

,

加 之 音 韵 学 兴 盛

,

为 声 律 论 的 创 立 铺 平 了 道 路

。

沈 约 可 说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声 律 学 专 家

,

他 总 结 了 诗 文 创 作 中 的 一 些 音 韵 规 律

,

提 出 了

“

欲 使 宫 羽 相 变

,

低

昂 互 节

,

若 前 有 浮 声

,

则 后 须 切 响
,
一 简 之 内

,

音 韵 尽 殊

,

两 句 之 中

,

轻 重 悉 异

”

⑤ 的 著 名

论 断 ; 他 创
“
四 声 八 病

”

之 说

,

把 音 韵 学 的 研 究 成 果 自 觉 地 运 用 到 文 学 领 域 中 来

,

成 为 了

“

永

明 声 律 论

”

的 代 表 人 物

。

与 此 同 时 的 文 艺 理 论 家 刘 艇

,

在
《 文 心 雕 龙 》 中

,

有
《声 律 》一 篇

,

专 论

音 韵 之
美

,

也 提 出 了

“

双 声 隔 字 而 每 并

,

迭 韵 杂 句 而 必 睽

” ,
产
异 音 相 从 谓 之 和

,

同 声 相 应 谓

之 韵

”

等 有 价 值 的 见 解

,

丰 富 了 声 律 理 论

。

由 于 他 们 的 创 导

,

声 律 论 风 行 一 时

, “
王 融

、

刘 绘

、

范 云 之 徒 … …慕 而 扇 之
,

由 是 远 近 文 学 转 相 祖 述

,

而 声 韵 之 道 大 行

。 ”

⑧稍 后
, 《 诗 乡品 》 的 作

者 钟 嵘 对 声 律 论 提 出 过 批 评
,

他 说

: “

余 谓 文 制

,

本 须 讽 读

,

不 可 赛 碍

,

但 令 清 浊 通 流

,
口

吻

调 利

,

斯 为 足 矣

。 ”

⑦可 见
,

他 反 对

“

拘 于 声 律

” ,

但 并 不 忽 视 音 韵 美

,

提 倡 以 自 然 为 美

。

围 绕

着 声 律 间 题

,

可 以 写 出 一 部 很 生 动 的 辩 论 史

。

沈 约 的 观 点

,

得 到 了 不 少 人 的 赞 同

,

也 遭 到 了

许 多 人 的 反 对

。

我 们 认 为

,

沈 约 重 视 诗 文 的 音 韵 美

,

把 声 律 的 研 究 推 向 了 自 觉 的 阶 段

,

对 后

代 的 诗 词 曲 和 散 文 的 发 展 都 起 了 良 好 的 作 用

,

其 在 文 学 史 上 的 功 绩 是 抹 煞 不 了 的
;
至 于 他 的

一 些 具 体 法 规
,

有 过 当 之 处

,

是 可 以 批 评 的

。

而 钟 嵘 把 自 然 之 美 绝 对 化

,

忽 视 应 有 的 法 规 和

必 要 的 修 饰

,

也 失 之 于 片 面

,

声 律 本 身 并 不 完 全 是 枷 锁

,

而 在 于 作 家 如 何 运 用

。

日 本 弘 法 大

师 批 评 钟 嵘 说

: “

嵘 徒 见 口 吻 之 为 工

,

不 知 调 和 之 有 术

。 ”

⑧他 肯 定 了 声 律 论 的 成 绩
。

齐 梁 以 后

,

创 作 讲 究 音 韵 美

,

评 论 也 注 意 了 音 韵 美

,
`

许
多 文 论

、

诗 话

、

词 话

、

曲 艺 研 究

,

都 论 及 到 音 韵 间 题

,

较 有 影 响 的 如

:
唐 代 弘 法 大 师 的 《 文 镜 秘 府 》
、

皎 然 的
《 诗 式 》
、
司 空 图 的



《 诗 品 》
,

宋 代 张 炎 的
《词 源 》

,

明 代 王
骥 德 的
《曲 律 》

,
、

清
代 刘
大
橄 的
《论 文 偶 记 》
、

董 文 焕 的

《声 调 四 谱 图 说 》 等
。

此 外

,

音 韵 学 的 研 究 也 同 文 艺 创 作 密 切 结 合 起 来

,

著 名 的 韵 书
《广 韵 》
、

《 中 原 音 韵 》 等
,

主 要 是 为 写 诗 作 曲 而 编 纂 的
,
音 韵 研 究 与 写 作 实 际 结 合

,

是 我 国 音 韵 学 研 究

的 好 传 统

,

值 得 我 们 借 鉴

。

现 代 的 学 者

,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对 文 学 的 音 韵 美 作 了 进 一 步 探 讨

,

出 现 了 不 少 专

著

。

如 闻 一 多 的
《 诗 的 格 律 》 和 《律 诗 研 究 》⑨

,

王 力 的
《 汉 语 诗 律 学 》

,

启 功 的
《 古 诗 文 声 律 论

稿 》
,

龙 榆 生 的
《词 曲 概 论 》

,

朱 光 潜 的
《诗 论 》

,

周 殿 福 的
《 艺 术 语 言 发 声 基 础 》

,

张 颂 的
《 朗 读

学 》
,

余 笃 刚 的
《声 乐 语 言 艺 术 》 等

,

各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论 述 了 文 艺 的 音 韵 美

,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

为

文 艺 音 韵 学 的 建 立 和 发 展

,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材 料

。

如 果 按 一 门 综 合 性 的 独 立 学 科 来 要 求

,

以 往 的 研 究 尚 嫌 不 足

:
其 一

,

没 有 形 成 自 身 的 理

论 系 统 参 从 宏 观 的 角 度 研 究 音 韵 艺 术 理 论 的 著 作 不 多

,

具 体 研 究 某 种 文 体 声 律 的 论 著 却 很

多

。

其 二

,

研 究 范 围 不 广

,

谈 古 代 的 多

,

谈 现 代 的 少
,
谈 书 面 的 多

,

谈 口 语 的 少
,
谈 韵 文 的

多
,

谈 散 文 的 少
,
谈 文 人 的 多

,

谈 民 间 的 少
,

目 前 新 出 现 的 文 学 体 裁 的 语 音 问 题
,

很 少 论

及

。

其 三

,

研 究 方 法 不 够 灵 活 多 样

,

我 们 多 采 用 传 统 声 韵 调 的 三 分 法 去 考 察 语 音 现 象

,

而 忽 略

了 其 他 语 音 要 素
,
多 用 静 态 描 写

,

缺 泛 动 态 分 析

,

现 代 语 音 学 的 一 些 合 理 成 分

,

还 未 能 被 充

分 吸 收

。

因 此

,

文 艺 音 韵 学 还 处 在 一 个 需 要 建 设 的 阶 段

。

现 代 社 会 的 生 活 节 奏 加 快 了

,

人 们 用 有 声 语 言 来 直 接 交 流 信 息 就 变 得 更 为 重

要

。

在 书 斋 里 细 吞 慢 嚼
那 冗 长 的 文 字

,
·

已
不 能 满 足 现 代 人 的 知 识 欲 和 艺 术 欲

了

。

听 觉 艺 术 和 综 合 艺 术 的 繁 荣

,

把 语 者 美 的 许 多 新 课 题 摆 到 了 我 们 面 前

。

吕 叔 湘 先

生 说

: “

语 言 的 使 用 有 一 种 艺 术

,

可 以
探 讨

,

这 是 不 成 问 题 的

。

说 到 修 辞

,

一 般 总 是 指 书 面

语

,

其 实 也 适 用 于
口

语

。

尤 其 是 演 讲

,
,

除 词
句

方 面 的 修 辞 外

,

还 要 着 重 一 个

`

讲

,

字

,

要 讲 究

说 话 的 轻 重 缓 急

,

为 了 取 得 最 好 的 效 果

。

再 引 申 一 步 就 到 了 戏 剧

、

广 播 等 表 达 技 巧 的 范 围

了

。 ”

L 只 要 研 究 一 涉 及 到 口 语
,

内 容 就 丰 富 得 多 了

,

它 多 了 声 音 这
一 层 面

,

语 气

、

语 调

、

语

势

、

语 感

、

抑 扬 顿 挫

、

曲 折 委 婉

,

在 书 面 表 达 时 受 到 限 制 的 情 态

,

而 在
口

语 里 却 都 能 体 现 出

来
,
作 品 靠 读 朗 增 强 了 活 力

,

充 满 了 生 机

。

所 以
,

过 去 以 书 面 文 字 为 重 点 的 交 际 局 面 将 逐 渐

转 为 书 面 和
口

语 并 重 的 局 面

,

读

、

说

、

听

、

写 齐 头 并
进 的 语 文 教 育 必 将 加 强

,

文 艺 音 韵 学 的

研 究 也 就 更 具 现 实 意 义 了

。

例 如

,

人 们 在 接 受 语 言 信 息 时

,

或 边 看 边 念

,

或 边 听 边 记

,

总 希 望 能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理

解

。

因 此

,

句 子 短 一 些

,

结 构 简 明 一 些

,

读 来 顺
口

,

听 来 易 懂

,

是 符 合 汉 语 音 韵 美 的 要 求

的

。

我 国 的 评 话

、

小 说

、

曲 艺 的 语 言

,

都 具 这 一 特 色

。

竺 五
四

”

以 后

,

有 的 作 家 不 顾 民 族 语 言

特 点

,

盲 目 摹 仿 外 语 的 某 些 句 式

,

历 史 证 明 其 难 以 行 通

。

当 前

,

我 国 实 行 开 放 政 策

,

国 外 文

化 技 术 资 料 大 批 被 介 绍 进 来

,

翻 译 者 只 有 注 重 民 族 语 言 的 特 点

,

才 能 译 出 为 人 们 所 喜 读 的 作

品

。

那 种 叠 床 架 屋

、

纠 缠 不 清

,

时 髦 术 语 满 天 飞

,

看 起 来 都 令 人 头 痛 的

“

洋 八 股

” ,

听 起 来 就

更 令 人 难 受 了

。

这 就 需 要 进 行 字 音 组 合

、

语 句 结 构 容 量 和 结 构 变 化 等 间 题 的 研 究

,

要 控 制 一

定 时 间 内 所 传 递 的 信 息 量

,

提 高 信 息 的 有 效 率

,

避 免 由 于 语 音 不 当 而 造 成 的 交 流 障 碍

。

又 如

,

什 么 是 音 韵 美 的 具 体 要 求

,

也 是 值 得 深 入 探 讨 的

。

语 音 是 社 会 现 象

,

它 必 然 受 到

.

一 定 社 会 条 件 的 制 约

,
评 论 音 韵 艺 术

,

也 就 不 会 有 永 恒 不 变 的 标 准

。

何 况

,

语 音 总 是 同 语 义

连 在 一 起 的

,

这 与

`

音 乐 的 曲 谱 不 同

。

一 句 骂 人 的 话

,

无 论 腔 调 多 羡

,

被 骂 者 未 必 感 到 悦 耳

,

这 涉 及 到 言 语 交
际 的 心 理 范 畴

。

因 此

,

在 讨 论 音 韵 美 的 标 准 时

,

将 是 一 种 多 角 度

、

多 层 次 的

分
析 法

。

然 而

,

音 韵 艺 术 毕 竟 属 于 作 品 形 式 羡 的 方 面

,

研 究 时

,

也 可 相 对 地 撇 开 言 语 的 意



,

从 众 多 的 艺 术 形 式 中

,

抽 象 出 一 些 规 律

。

这 些 规 律 比 较 稳 定

,

长 时 期 为 这 一 民 族 所 遵

循

。

明 代 王 骥 德 在
《 曲 律 》 中 指 出

: “

故 凡 曲 调

,

欲 其 清 不 欲 其 浊

,

欲 其 圆 不 欲 其 滞

,

欲 其 响 不

欲 其 沉

,

欲 其 俊 不 欲 其 痴

,

欲 其 雅 不 欲 其 粗

,

欲 其 和 不 欲 其 杀

,

欲 其 流 利 轻 滑 而 易 歌

,

不 欲

其 乖 刺 艰 涩 而 难 吐

。 ”

这 虽 是 对 曲 而 言 的

,

却 也 适 用 于 其 他 体 裁

。

除 了 因 修 辞 需 要 而 故 作 拗
口

语 句 外

,

音 韵 流 畅 就 可 作 为 音 韵 美 的 一 条 标 准

。

古 今 中 外 的 名 篇 佳 句

,

读 起 来 决 不 会 是 估 屈

聋 牙 的

。

前 人 论 文 常 讲

“

文 气

” ,

似 乎 很 玄 妙

,

难 以 捉 摸
;
但 验 诸 口 舌

,

文 气 自 现

。

气 盛 者 如

长 江 大 河

,

滔 滔 滚 滚
;
气 弱 者 如 曲 溪 小 沟

,

吞 吞 吐 吐

。

此 外

,

如 美 学 上 的 反 复 回 旋

、

整 齐 匀

称

、

对 比 调 和

、

参 差 错 落 等 原
理

,

也 都 可 作 为 对 不 同 作 品 的 不 同 要 求

。

音 韵 美 的 最 高 要 求 是 和 谐

。

匀 称 而 不 呆 板

,

参 差 而 不 杂 乱

,

响 亮 而 不 喧 嚣

,

柔 婉 而 不 委

靡

,

求 其 和 谐 而 已

。

譬 如 律 诗

,

每 句 字 数 一 样

,

看 来 较 死 板

,

但 它 每 句 中 讲 究 声 调 和 平 仄 交

错

,

句 与 句 之 间 讲 究

“

粘 刘

, ,
在 整 齐 中 见 参 差

,

读 来 抑 扬 有 致

,

并 不 觉 得 单 调

。

而 词

、

曲

,

各 句 长 短 不 一

,

看 来 不 匀 称

,

但 它 有 相 同 的 节 奏 和 韵 律

,

于 错 落 中 见 统 一

,

读 来 和 谐 动 听

,

毫 不 觉 其 零 乱

。

骄 体 文 多 用

“

四 六

”

句

,

以
匀 称 美 为 主

,
散 文 句 式 灵 活 多 变

,

以 参 差 美 为 主

。

然 而

,

无 论 表 现 手 法 怎 样 千 变 万 化

,

总 以 维 护 作 品 统 一 的 语 言 风 格 为 前 提

。

一 首 诗

、

一 篇 文

、

一 曲 戏

,

它 自 身 必 须 是 一 个 和 谐 的 音 韵 整 体

,

语 音 的 各 元 素

, “

互 相 依 存 和 内 在 联 系 就
显 现 为

它 们 的 统 一

”

@
。

把 不 同 文 章 的 话 拼 凑 起 来

,

即 使 内 容 相 关

,

读 来 也 不 会 有 音 韵 的 美 感

,

因 为

它 没 有 和 谐 的 音 韵 建 构

,

只 是 语 录 摘 编
,
但 前 人 的 联 句 诗 之 类

,

读 起 来 却 很 悦 耳

,

就 是 它 要

遵 守 统 一 的 格 律

,

句 式

、

用 韵 都 有 一 定 的 模 式

。

这 里

,

我 联 想 到 某 些 影 片 中 人 物 语 音 不 统 一

的 问 题

,

特 别 是 名 人

,
`

往 往 各 操 方 音

,

毛 泽 东 讲 湖 南 话

,

朱 德 讲 四 川 话

,

周 恩 来 讲 江 苏 话

,

据 说 这 是 为 了 真 实

,

弄 得 一 部 影 片 中 的 人 物 对 话

,

成 了

“

方 言 大 会 师

” ,

听 来 别 扭 得 很

。

如 果 说 这

祥 使 人 感 到 真 实

,

那 么 译 制 片 中 的 外 国 人 都 讲 一 口
流 利 的 普 通 话 就 不 真 实 了 吗 ? 生 活 中 同 一

场 面 确 实 存 在 着 南 腔 北 调
,

艺 术 作 品 是 否 也 要 照 搬
? 影剧 的语 言风 貌怎样 既 真实

,

又 和 谐

,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讨

。

述
如

,

诗 词 的 用 韵 问 题

。

现 在 有 些 同 志 喜 欢 写 点 古 典 诗 词

,

这 对 继 承 和 发 展 传 统 文 学 形

式

,

繁 荣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是 有 益 的

,

也 是 百 花 园 中 的 一 朵 奇 葩

。

但 其 作 者 多 为 学 识 渊 博 者

,

用

韵 也 是

“

平 水 韵

”

和 《 词 林 正 韵 》 之 类
,

与 现 代 普 通 话 语 音 不 尽 相 符

。

按 照 语 音 发 展 的 观 点 和 文

学 音 韵 美 的 要 求 来 看

,

我 们 提 倡 按 普 通 话 四 声 来 调 平 仄

,

按 现 代 新 编 诗 韵 来 押 韵

,

这 也 是 文

艺 形 式 本 身 的 规 律

。

从
《 诗 经 》用 韵 直 到 词 曲 的 用 韵

,

都 是 以 当 时 的 实 际 语 音 为 依 据 的

。

周 德

清 曾 批 评 拘 泥 于 古 音 的 人 说

: “

世 之 泥 古 非 今

,

不 达 时 变 者 众

。

呼 吸 之 间

,

动 引
《 广 韵 》 为 证

,

宁 甘 受 鹤 舌 之 消 而 不 悔

。

亦 不 思 混 一 日 久

,

四 海 同 音

,

上 自 绪 绅 讲 论 治 道

、

及 国 语 翻 译

、

国

学 教 授 言 语

,

下 至 讼 庭 理 民

,

莫 非 中 原 之 音

。 ”

L现 代 人 写 诗 词
,

无 非 是 借 古 代 的 格 式
,
而 吟

咏 诵 读 之 时
,

还 得 用 今 音
;

即 使 是 古 人 的 诗 词
,

现 代 人 读

,

除 个 别 字 外

,

也 都 用 今 音

。

这 对

繁 荣 诗 词 创 作 有 利 而 无 弊
;
至 于 少 数 作 者 习 于 古 韵

,

用 来 得 心 应 手

,

也 不 必 强 求 统 一

,

然 总

的 倾 向

,

还 是 以 符 合 实 际 语 音 为 佳

。

否 则

,

确 实 是

“

曲 高 和 寡

”

了

。

再 从 专 业 教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

当 前 大 专 院 校 中 文 系 学 生 的 知 识 结 构 不 甚 合 理

,

重 文 学 轻 语

言 的 现 象 普 遍 存 在
;
而 语 言 方 面

,

尤
其

忽 视 语 音

。

有 些 热 心 于 古 典 文 学 的 同 学

,

却 不 明 白 声

律

;
有 些 爱 好 诗 歌 戏 曲 的 同 学

,

却 不 懂 平 仄 和 用 韵

。

文 艺 音 韵 学 把 语 音 的 基 础 知 识 与 文 学 的

鉴 赏

、

创 作 结 合 起 来 研 究

,

使 学 生 真 正 认 识 到 文 学 是 语 言 的 艺 术

,

语 音 是 文 学 不 可 忽 视 的 要

素

。

通 过 系 统 的 讲 授

,

使 他
们

掌 握 文 艺 音 韵 的 基 本 理 论 和 技 能

,

提 高 审 美 素 质

,

领 略 祖 国 语

言 的 奥 妙

,

增 强 民 族 文 艺 的 自 信 心
和 自 豪 感

。

在 当 今 西 方 文 艺 如 潮 水 般 涌 来 之 时

,

进 行 民
族



,

是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的

。

文 艺 音 韵 学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很 强 的 边 缘 学 科

,

其 结 构 系 统 自 然 比
较

复 杂

。

从 研

究 范 围 上 讲

,
涉 及 到 语 言 和 文 艺 两 大 领 域

,

旁 及 物 理 学

、

生 理 学

、

心 理 学

、

美 学

等 方 面
,
从 研 究 对 象 上 讲

,

语 音 是 语 言 的 物 质 外 壳

,

是 言 语 的 载 体

,

它 最 活 跃

、

最 灵 敏

、
最 具 表 现 力

,
从 形 式 上 讲

,

语 音 既 有 时 代 性

,

又
有 地 域 性

,

有 共 通 语 音

,

也 有 方 言

音

。

从 研 究 角 度 看

,

既 有 一 般 原 理

、

规 律 和 宏 观 探 索

,

也 有 具 体 音 韵 模 式 和 运 用 方 法 的 微 观

分 析

。

如 何 将 这 些 纷 繁 的 内 容 纳 入 一 个 严 密 的 学 科 体 系 之 中

,

是 文 艺 音 韵 学 能 否 独 立 存 在 并

具 有 生 命 力 的 关 键 间 题

。

下 面 试 用 简 图 说 明 它 的 结 构 系 统

:

声 学 心 理 学
`
理 论

! 1 . , 口 众色二

!
,

{ !示机

文艺音韵学

万 几 真 {
_

.

_

l应 用
、 勺洽 奋舌

刀 叱 刁 〔

{重幸尝霎{摹霭翼霭霎羹菜摹:

}羹爵馨霆瞿六羹豁
{霎霞喜篇{霄誓笃袭霭墓馨羹笋

,

(不同文体的音韵特征

考音韵的辨析和训练
L资料文献的运用

以上只是一个轮娜
。

其 中 虽 分 为 理 论 和 应 用 两 部 分

,
但 它 们 不 是 互 不 相 干 的

。

理 论 是 文 艺 实

践 的 结 晶

,
它 要

回
到 寒 践 中 去 指 导 运 用

,
通 过 运 用

,

可 以 更 好 地 巩 固 和 深 化 理 论

。

这 两 个 系

统 的 各 个 环 节 之 伺

,
`

都
有 内 在 的 联 系

,

熔 知 识 和 技 能 为 一 体

,

其 含 量 比 较 广 大

。

文 艺 音 韵 学 的 基 本 概 念

,

主 要 是 指
构

成 音 韵 美 的 各 种 要 素 的 名 称 和 论 述 音 韵 美 的 常 用 术

语

。

古 今 中 外 此 类 概 念 纷 繁

,
按 照 学 科 体 系 的 需 要

,

必 须 进 行 筛 选

,

那 些 含 义 明 确

、

已 经 习

用 的 传 统 概 念 应 该 沿 用

,

如 声

、

韵

、

调

、

洪 细

、
开 合 齐 撮

、

韵 部

、

平 仄 等
,
那 些 虽 然 习 用

,

但 含 义 模 糊 的 概 念

,

有 待 明 确 和 统 一

,

如 声 律

,

时 而 指 声 调 的 平 仄 规 律

,

时 而 指 诗 文 的 声 音

格 律
;
有 些 异 名 同 实 的 概 念

,

可 以 精 简

,

如 传 统 词 曲 家 所 用 的

“

穿 鼻 韵

” 、 “

展 辅 韵

”

等

,

而 用 现

代 语 言 学 的 名 称 取 代 之
, 有 利 于 卿 明 本 学 科 的 新 择 含 可 以 引 进

,

如

“

区 别 性 特 征

”

(从 生理
、

物

理 和 感 知 等 方 面 去 分 析 语 音 的 特 征
)
、 “

语 调 模 式

”
(育语 中不 同音调 的旋 律样 式 ) 等
。

有 些 新 概

念 和 新 术 语

,

的 确 能 使 音 韵 美 的 分 析 更 精 确

、

更 深 透
, 但 滥 用
“

新 名 词
” 、 “

新 句 式

” ,

故 弄 玄

虚

,

却 不 利 于 学 科 的 普 及 和 提 高

。

基 本 原 理 是 各 个 学 科 的 理 论 核
心

,

文 艺 音 韵 学 将 深 入 探 讨 本
学

科 的 基 本 原 理

。

如

:

音 韵

和 情 意 的 关 系 是 否 就 是 形 式 与 内 容 的 辩 证
关 系

? 在 文 艺 作 品 中
,

这 种 关 系 究 竟 怎 样 体 现
? 《礼

记
.

乐 记
》 中 说

: “

情 动 于 中 故 形
于 声

,

声 成 文 谓 之 音

。 ” 《文 心 雕 龙
·

情 采
》篇 日

: “

情 者 文 之 经

,

辞 者 理 之 纬
,
经 正 而 纬 成

,

理 定 而 辞 畅

。 ”

都 是 讲 情 决 定 音 的
,
但 音 韵 之 类 的 形 式 决 不 是 消 极

的 附 庸
,

它 使 情 意 变 为 可 以 感 知 的 物 质 形 式 达 到 完 满 的 交 际 效 果

。 “

讽 咏 以 昌 之

,

涵 濡 以 体

之

” ,

只 有 听 其 音

,

才 能 会 其 意

,

察 其 情

。

至 于 音 与 意 的 关 系 怎 样 体 现

,

可
以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和 不 同

的 层 次 去 分 析

。

就 词 来 说

,

它 是

语 言 中 音 和 义 结 合 的
基 层 单 位

。

最 初 用 什 么 音 来 表 示 什 么 义

,

并 无 必 然 联 系
,
但 经 约 定 俗 成

,

词 的 音 义 关 系 稳 定 下 来

,

人 们 听 音 而 知 义

,

甚 至 由 此 音 还 联 想 到 一 些 同 音 或 近 音 的 其 他 意

思

。

因 此

,

说 话 作 文

,

用 词 选 音

,

也 有 些 讲 究

。
比 如 人 们 取 名 宇

,

总 爱 选 取 那 些 与 雅 正

、

吉

祥

、

美 好 有 关 的 音

、

厌 弃 那 些 卑 劣 邪 恶 的 音

,
旧 时

,

喜 庆 之 日 要 回 避

“

凶 字

” 、 “

恶 音

” 。 “

猪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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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称

“

赚 头

” ,
因 为
“

舌

”

与

“

折 ( sh即本
”

之

“

折

”

同 音
,
行 船 之 人 不 喜
“
f o n” 、 “ c h`n
”

之 类 的 音

,

因 易 联 想 到

“

翻

” 、 “

沉

”

之 类 不 幸 之 事
,
老 人 忌 听
“

送 钟
(终 )
” 、 “

没 气

”

之 类

。

至 今

,

在 港 澳 地

区

,

还 很 讲 究 这 些

。

修 辞 学 中 的

“

同 音 双 关

”

格

,

就 与 词 的 声 音 有 关

。

进 一 层 就 是 句 子

。

句 子

是 语 言 的 运 用 单 位

,

可 以 表 达 一 个 完 整 的 意 思

。

要 使 一 句 话 顺
口
、

悦 耳

,

词 与 词 之 间 的 音 韵

要 注 意 配 合

。

明 代 文 论 家 谢 棒 说

: “

夫 平 仄 以 成 句

,

抑 扬 以 合 调

,

扬 多 抑 少 则 调 匀

,

抑 多 扬 少

则 调 促

。 ”
L这 里 只 讲 声 调 的 配 合 问 题

,

还 有 声 母 和 韵 母
时

配 合

,

如 双 声 叠 韵 等

,

也 不 可 忽

略

。

就 整 个 句 子 的 语 调 模 式 而 言

,
·

也 与 说 话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直 接 相 关

。 《 现 代 汉 语 》教 科 书 一 般

把 它 分 为 四 种
:

高 升 调

、

降 抑 调

、

平 直 调 和 曲 折 调

,

各 表 不 同 的 语 气 和 情 味

。

从 音 韵 艺 术 的

角 度 研 究

,

自 然 比 这 要 丰 富 得 多

,
.

细

致

得

多

。

再 进 一 层 就 是 语 段

。

语 段 是 由 许 多 句 子 组 合 而

成 的

,

要 研 究 句 与 句 之 间 的 音 韵 联 系

,

节 奏 和 协

,

长 短 相 宜

,

才 能 组 成 一 段 音 意 俱 美 的 乐

章

。

名 家 作 文

,

很 注 重

“

落 脚 字

”
(句尾 ) 的声 音 选择

,

什 么 地 方 该 平

,

什 么 地 方 该 仄

,

什 么 地

方 该 用 韵

,

都 直 接 关 系 到 语 段 的 音 韵 美 不 美

。

最 高 一 层 就 是 整 篇 诗 文 的 音 韵 形 式 了

。

文 体 不

同

,

音 韵 的 特 征 也 不 同

。

诗

、

词

、

曲

,

骄 文

、

散 文

,

辞 赋

、

簇 铭

,

各 有 其 格

。

有 些 文 体

,

虽

没 有 具 体 的 格 律

,

但 却 有 整 体 的 音 韵 风 格

。

例 如 新 诗

,

总 还 得 更 多 地 讲 究 音 韵 之 美

,

有 相 对

的 形 式 特 征

。

郭 沫 若 说

: “

诗 的 语 言 恐 怕 是 最 难 的

,

不 管 有 脚 韵 无 脚 韵

,

韵 律 的 推 敲 总 应 该 放

在 第 一 位

。

和 谐 是 诗 的 语 言 的 生 命

。 ”
⑧分 行 排 列 的 散 文 读 起 来 总 不 象 诗

,

因 为 它 不 具 备 诗 的

音 韵 特 征

。

音 韵 艺 术 形 成 的 条 件 和 表 现 规 律

,

也 是 文
艺 音 韵 学 的 重 要 理 论 间 题

。

语 音 是 社 会 现 象

,

音 韵 艺 术 自 然 是 属 于 社 会 的

。

不 同 的 民 族 有 不 同 的 声 律 特 征

,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其 语 音 系 统

。

汉

语 的 声 调 有
区 别 词 义 的 作 用

,

所 以 平 仄 就 成 了 汉 民 族 声 律 中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 外 国 诗 歌 中

,

轻

重 音

、

长 短 音

,

也 成 了 构 成 格 律 的 要 素

。

在 同 一 民 族 中

,

不 同 的 流 派

、

不 同 的 作 家

,

在 音 韵

美 方 面 也 有 不 同 的 特 色

。

唐 代 司 空 图 在
《 诗 品 》 中 列 举 了 二 十 四 种 风 格

,

其 中 许 多 都 与 音 韵 有

关

。

李 太 白 斗 酒 百 篇

,

援 笔 立 就

,

韵 律 自 由 奔 放
,
杜 子 美 改 罢 长 吟

,

苦 心 推 敲

,

格 调 严 谨 沉

郁

。

音 韵 美 的 形 成

,

与 民 族 风 尚

、

作 家 品 格 等 多 种 因 素 有 关

。

从 纵 向 来 看

,

这 种 美 也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而 变 化 着

,

我 国 诗 歌 发 展 的 历 史 清 楚 地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

从 以 四 言 为 主 的
《诗 经 》

,

经

历 了
《 楚 辞 》
、

乐 府 诗

、

五 七 言 古 诗

、

近 体 诗

、

词

、

曲

,

直 到 新 诗

,

每 一 时 代 都 有 一 种 或 数 种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音 韵 模 式

。

现 代 新 诗 的

“

不 定 型

” ,

本 身 就 是 对 新 的 审 美 形 式 的 探 索 过 程

。

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说

: “

每 一 代 的 美 都 是 而 且 也 应 该 是 为 那 一 代 而 存 在

,

它 毫 不 破 坏 和 谐

,

毫 不 违 反

稍 一 代 的 美 要 求
;
当 美 与 那 一 代 同 消 逝 的 时 候

,

再 下 一 代 就 将 会 有 它 自 己 的 美

,

新 的 美

,

谁

也 不 会 有 所 抱 怨 的

。 ”
L不 过

,

音 韵 美 是 属 于 形 式 美 的 范 畴

,

有 较 强 的 稳 固 性

,

民 族 的 艺 术 传

统

,

后 世 可 以 直 接 继 承 和 发 展

。

闻 一 多 提 倡 新 诗 要 有

“

音 乐 的 美

” 、 “

绘 画 的 美

” 、 “

建 筑 的 美

” ;

减 克 家 说

: “

精 炼

、

大 体 整 齐

、

押 韵

,

如 果 运 用 好

,

就 是 吸 取 了 古 典
诗

歌 的 优 良 成 分

,

对 于 创

造 为 群 众 所 喜 闻 乐 见 的 新 的 民 族 形 式 的 诗 歌

,

意 义 是 巨 大 的

。 ”

L 那 种 认 为 传 统 形 式 和 现 代 艺

术 绝 不 相 容 的 观 点
,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前 人 总 结 的 许 多 音 韵 美 的 规 律 和 经 验

,

现 代 仍 然 具 有 生

命 力

。

但 我 们 不 能 满 足 已 有 的 成 果

,

随 着 现 代 文 学 和 语 言 的 发 展

,

还 有 许 多 新 的 规 律

,

和 经

验

,

有 待 于 我 们 去 探 求 和 总 结

。

文 艺 音 韵 学 要 注 重 理 论 与 实 践 结 合

,
、

强 调 知
识
的 实 用 性

,

克 服 以 往 音 韵 学 某

些 脱 离 实 际 的 倾 向

,

把 方 法 论

、

技 能 论 等 作 为 学 科 体 系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叶 圣

陶 先 生 在
《 建 立 具 有 中 国 特 点 的 语 言 学 》 一 文 中 指 出

: “

咱 们 一 方 面 要 研 究 理 论

,

一

方 面 要 注 意 实 用

,

要 普 及

。

注 意 实 用 决 非 实 用 主 义

,

而 是 跟 实 际 相 结 合 的 间 题

。 ”
0 文艺音韵

1 0 1



,

非 重 视 实 用 不 可

。

首 先

,

要 把 掌 握 音 韵 艺 术 的 基 本 知 识 和 基 本 技 能 的 宗 旨 贯 穿 到 整 个 学 科 的 每 一 环 节

,

各

章 节 的 内 容

,

都 要 有 利 于 能 力 的 提 高

。

第 二

,

加 强 音 韵 基 本 功 训 练

。

文 艺 音 韵 学 也 是 一 门

“
口 耳 之 学

” ,

要 多 念 多 听

,

常
习 于 口

耳 之 中

。

重 笔 头 轻
口
头 的 倾 向 是 不 利 于 学
习 音 韵 艺 术 的

,

读 说 听 写 必 须 全 面 训 练

。

声 韵 的 各

种 元 素 和 丰 富 多 采 的 表 达 技 巧 只 有 通 过 诵 读 才 能 更 好 地 体 验

,
.

增 强 语 感

。

姚 燕 曾 说

: “

大 抵 学

古 文 者

,
必 要 放 声 疾 读

,

只 久 之 自 悟
;
若 但 能 默 看

,

即 终 身 作 外 行 也

。 ” L这 的 确 是 经 验 之

谈
。

作 家 检 验 自
己 作 品 音 韵 美 的 办 法 就 是

“

放 声 多 读 几 遍

” ,

看 看 是 否 顺
口

,
或 念 给 别 人 听

,

看 看 是 否 悦 耳

。

朱 自 清 曾 写 过
《论 朗 读 》 一 文 L

,

对 朗 读 训 练 提 出 了 很 多 好 主 张

,

可 惜 后 来 未

能 推 行

。 “

读

”

是 文 艺 音 韵 学 的 基 本 功

,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

读 和 写 要 密 切 配 合 起 来

。

第 三

,

促 使 知 识 转 化 为 能 力

。

文 艺 音 韵 学 有 许 多 知 识 性 的 内 容

,

它 们 从 实 践 中 来

,

应 该

侧 到 实 践 中 去

。

例 如 各 种 文 体 的 音 韵 特 点

,

不 仅 要 了 解

,

更 要 能 运 用

。
、

学 什 么

,

写 什 么
;
学

了 诗 词 格 律
,

不 妨 动 笔 写 几 首

,

学 以
致 用

,

就 会 收 到 更 好 的 效 果

。

有 些 中 文 系 毕 业 的 学 生

,

不 会 写 诗 填 词

,

主 要 原 因 就 是 没 有 训 练

,
L

没 有
将 知 识 化 为 能 力

。

第
四

,
’

学 会 运 用 资 料

。

一 门 学 科 的 创 立 总 是 时 代 的 需 要 和 学 科 历 史 演 进 的 结 果

。

音 韵
艺

术 在 古 今 中 外 都 有 过 实 践 和 理 论 的 蓄 能

。

作 家 的 创 作

,

学 者 的 研 究

,

现 实 的 言 语 状 态

,

今 后

发 展 的 预 测

,

都 是 丰 富 的 资 料

。

科 学 研 究 不 能 白 手 起 家

,

要 善 于 吸 收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并 有 所

发 明 创 造

。

因 此 要 引 导 人 们 运 用 资 料

,

学 会 检 索 文 献

、

使 用 工 具 书

、
收 集 和 处 理 研 究 信 息 等

方 法
,

培 养 他 们 独 立 研 究 问 题 的 能 力

。

我 国 语 文 界 的 许 多 老 前 辈

,

都 曾 提 倡 把 语 言 和 文 学 结 合 起 来 研 究

,

文 艺 音 韵 学 就 是 这 类

交 叉 性 研 究 的 学 科 之 一
,
但 愿 它 能 逐 渐 发 展 起 来

,

为 新 时 期 民 族 文 艺 的 繁 荣 而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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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语 文 天 地 》 19 86年 第 1期
。

@ 黑尔格
: 《 美 学 》第 1 卷
。

@ 周德清
: 《 中 原 音 韵

.

正 语 作 词 起 例
》
。

0 谢棒
: 《 四 溟 诗 话 》 卷 三
。

O 郭沫若
: 《 怎 样 运 用
’

文 学 的
语 言

》
,

见
《 郭 沫 若 论 创 作 》

,
1 9 8 3年上 海 文 艺 出 版 也

.

L 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 《 生 活 与 美 学 》 第 125 页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 957年 版
。

L 减克 家
: 《 学 诗 断 想 》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7 9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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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见《 语 言 学 论 文 集 》
,

北 京 语 言 学 会 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19 8 5

年 版
。

@ 姚鼎
: 《 尺 腆 与 陈 硕 士 》

.

L 见 《 朱 自 清 古 典 文 学 论 文 集 》
,

大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19 8。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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