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啸馀谱
此《啸馀谱》由明代程明善编。这是一部词曲声律著作，以歌之源出于啸，故名曰：

啸馀。全书共十卷，辑录：啸旨、声音数、律吕、乐府原题、诗余谱（二十四卷）、

致语、北曲谱（十二卷）、中原音韵、务头、南曲谱（二十二卷）、中州音韵、（司

马温公）切韵等十二种著作。此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

https://new.shuge.org/view/xiao_yu_pu/




题啸馀谱序（马鸣霆撰）、啸馀谱序（程明善撰）

点定姓氏、总目

卷一：啸旨、声音数、律吕、乐府原题

卷二：诗馀谱卷一至卷七

卷三：诗馀谱卷八至卷十九

卷四：诗馀谱卷二十至卷二十四、致语

卷五：北曲谱卷一至卷十二

卷六：中原音韵、务头

卷七：南曲谱卷一至卷六

卷八：南曲谱卷七至十四

卷九：南曲谱卷十五至二十二

卷十：中州音韵、（司马温公）切韵

四库提要：

明程明善撰。明善字若水，歙县人，天启中监生。其书总载词曲之式。以歌之源出于

啸，故名曰《啸馀》。首列啸旨、声音度数、律吕、乐府原题一卷。次《诗馀谱》三



卷，致语附焉。次《北曲谱》一卷，《中原音韵》及务头一卷。次《南曲谱》三卷。

《中州音韵》及切韵一卷。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

五代以後，诗流为词。金、元以後，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馀。源流

虽远，本末相生。诗不本於啸，词曲安得本於啸。命名已为不确。首列啸旨，殊为附

会。其皇极经世、律吕、乐府原题之类，与词曲亦复阔绝。所列词谱第一体、第二体

之类，以及平仄字数，皆出臆定，久为词家所驳。曲谱所载，亦不及南北《九宫谱》

之详备。徒以通俗便用，至今传之，其实非善本也。





程明善，字若水，号玉川，歙县人(今安徽省歙县)，生卒年不详，为明熹宗天启中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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