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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韻會定正》的音系性質

鄧強*

《韻會定正〉是明初出現的一部韻書，作者孫吾與，江西豐城人。此書久己亡

快。孫氏的生平仕膺，正史無傳。《同治豐城縣志﹒仕續}卷十二略加記載:

「孫子初，名吾與，以字行，同造人。少博極群書。初住元為翰林待制。中

山王入燕，選送京。上命新殿編寫《大學衍義> .問所引《鹿鳴》詩義，稱旨，授

太常博士。奉命作陵號，議乞歸。賜小車，優給米。復選充殿試考宮。授靖宵侯葉

昇章句，為著宜說《孝經》。昇征四川、雲南，子初參其軍，歸卒。著有《韻會定

正> .昇以聞，鍾板應天，頒學宮。 J [1] 

主果吾與的生卒年限史料無記載。考察《國朝獻徵鋒》、《明通鑒》、《國朝典

匯》及 《同治豐城縣志》﹒可以推斷孫吾與的主要活動當在1333至 1393年之間，經

歷7元末明初，跨越兩朝。 [2] 則孫氏韻書出於14世紀中晚期。

筆者不揣淺陋，已撰寫系列論文對孫吾與的生平、著述做了介紹，對《韻會定

正》的聲韻特點依據現有材料進行了揭示。 1 本文擬在前文的基礎上對該韻書的音

系性質作一探討。

一時代背景和黨作目的

眾所周知，唐宋以降漢語語音發生了許多重要的音變，如全濁聲母清化、知莊

章三組合流、韻母大規模重組、濁上變去、入聲消變等等。這一系列的音變發展到

元代導致漢語通語音系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動. <中原音韻〉音系便是這一變動的集

中體現。然而〈中原音韻》目的在於指導戲曲押韻，在文人雅士和官僚士大夫的眼

中其編饗體例和目的均與「雅正」二字相去甚遠。到了明初洪武年間，宇內初定，

朱元璋認識到當時語音與前代唐宋韻書音系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已經不能滿足時人

正音辨字的需求，於是下令對前代韻書「重勘定之」

* 南京大學文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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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大學學報〉 第32卷第2期(2010年3月)， <韻會定正的韻類特點> •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 第 11卷

第5期(2010年10月)， <從韻會定正看元末明初遇語韻母的幾項發展> • {語言研究} (2011年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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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正韻》七十六韻本宋褲序曰: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

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辨。召詞臣論之曰: ï 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

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讀者，如!翼模、麻遮之

屬 。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 。 」於是，翰林侍講學

士臣樂韶鳳、臣宋濟......欽遵明詔，研精單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

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凡六膳

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

共若干萬言 。 書奏，賜名日《洪武正韻> .勳臣標為之序。[ 3] 

可見朱元璋對舊韻書音系與時音乖違的矛盾有清楚的認識，樂韶鳳和宋濤等人

也努力根據時音對舊韻書韻部進行了合併與離析 。 然而 《洪武正韻》七十六韻本並

末令朱元璋滿意，於是便有了洪武十二年的重修。 2

《洪武正韻}八十韻本吳沉序曰: (皇上)萬幾之暇，翻閱觀覽，以其中尚有未

諧昕者，乃於洪武十二年秋複敕中書右丞相臣汪廣洋總裁其事，中書舍人臣朱孟辯

.....重加校正，補前書之未備而益詳焉 。 凡聲相諧、韻相協，皆並而合之一。四方

之聲而悉歸於華音之正。總一十六卷，計八十韻，共若干萬言 。 既奏，有旨命臣沉

序之 。 [4J

即使是重修的八十韻本也仍未達到朱元璋的要求，這便有了《韻會定正》 的頒

佈 。

《太祖實錄》卷二零五曰: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詔刊行 《韻會定正》。

時 《洪武正韻》 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

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 〉 '凡字切必祖

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日《韻會定正 > .命刊行

焉 。 [5 J 

周賓所 《說郭三種 》 卷十五 《識小編 》 曰: <洪武正韻》 頒行己久，上以其字

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

所掌 《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 。 遂以其書進 。 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

韻> .命刊行焉。 [6J

《古今韻會學要》是 《韻會定正》所依據的韻書。所謂 「 定正」﹒應當是依

據雅音對 《古今韻會舉要〉進行修訂和改編。 〈洪武正韻》八十韻本沒能很好地

2 此節意在闡明 {韻會定正〉 的時代背景和集作目的， {洪武正韻》八十韻本對七十六韻本的改進可參閱

南繼福先生大作 ( <洪武正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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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一以中原雅音」為定的編黨原則. r 字義音切未能盡當 J .故而刊行《韻會

定正 > (又名(洪武通韻> )。可以肯定《韻會定正》與《古今韻會舉要〉和《洪武

正韻〉 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在如此背景下頒佈的韻書，其音系應不會主以方音，

無論是沿襲舊韻書的框架和義訓皮切，還是另起爐仕構建全新的體系，當以反映實

際語音，更確切地說，當以反映當時的官話音為宗旨，更何況它是比《洪武正韻》

八十韻本更令朱元璋滿意的韻書。

二音系特點

既然朱元璋對孫吾與的韻書「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 .命刊行焉 J .那

麼《韻會定正》的音系面貌究竟如何?它是否真正做到了反映「中原雅音」呢?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曰: r 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 。 國初閣本影鈔 。

豐城孫吾與撰。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臘、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

別作一礦、 二短、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貫、二據、三固、四緯等

二十五韻 ; 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要等十三韻。. .. ... J 川

由錢曾所述可知《韻會定正}共八十八韻 。 由於此書亡候已久，我們對《韻會

定正》音系的研究只能借助於《永樂大典》和其他典籍所引用的《韻會定正》中的

反切以及文獻中對《韻會定正〉音系特點的記述。筆者的幾篇論文對《韻會定正》

的音系特點已有所討論，茲簡要述之:

聲類:

(一) 許多全濁音字歸入了清音，但保留全濁聲類; (例:郁，濟圭切;醋，

溪蹺切)

(二) 知照組聾類合併。(例:終，知公切;裝，知光切)

韻類:

(三) 止攝開口舌齒音字仍保持舊讀，並非舌尖母音; (例:死，斯己切;

鼓，禪計切)

(四) 魚虞韻合併'且與模韻分立; (例見下文)

(五) 部分效攝字與流攝字同韻; (例: <洪武正韻筆》平聲十二蕭「古

音」下案語「吳才老蕭尤多同韻而孫子初至割尤韻之半入蕭，不詳何

撐 。 j ) 

(六) 通攝細音變洪音; (例:眾，知公切;種，知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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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模攝和曾攝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與通攝字合併; (例見下文)

(八) 開口字「吞」改讀合口; (例見下文)

(九) 部分山攝字與臻攝字同韻; (例: <梧齋漫錄》卷十. r 孫吾與《韻會

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腳跟也 。 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

作跟...... J 0) 

(十) 山攝合口舌齒音字與一等韻字同韻; (例: < 洪武正韻筆》去聲九翰

「古音」下案語: r <定正》傳、選通 。 J ) 

(十一)岩江二攝合併，看攝莊母字和江攝知母字開口變合口; (例:妝，知光

切;樁，知光切)

(十二) < 古今韻會舉要》中的「京」、「行」和「經」字母韻在 《韻會定

正〉中合併為經類; (例:兵，幫經切;形，匣經切)

(十三)見母鑑韻二等字「監」還未產生i介音; (例:藤，照監切;彭，審監

切)

(十四)保留入聲韻。(皮切略，見下文所引 《讀書敏求記 > ) 

聲調:

(十五)聲調保持平、上、去、入，平聲古清、濁聾母字不分陰陽; (反切略，

見下文所引 《讀書敏求記> ) 

(十六)部分全濁上聲字變為去聲; (例: 1董，奉固切;湛，床監切)

(十七)保留入聲調。(皮切略，見下文所引 《讀書敏求記 > ) 

由宋元至明初，漢語語音系統繼續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明初韻書 《韻會定正》

真實地記錄了這些音變，第一、 二 、 四、六、七、八、十一、十二等八條就是對這

些音變的反映 。 其中第四 、 七、八條甚至比稍早於《韻會定正 》 的 《 中原音韻 》

(1 324年)表現得更為發展 。 我們試以這三點將《韻會定正〉 與 〈 中原音韻》再作一

比較 。

第四條，魚虞韻合併'且與模韻分立。

清錢曾 〈讀書敏求記 》 卷一曰: r 孫吾與《韻會定正〉 四卷 。 國初閣本影鈔。

豐城孫吾與撰。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 、 二居、三姐、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

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祥等

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要等十三韻。......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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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韻目 : 居. <廣韻》九魚切，魚韻;矩 . {廣韻》俱雨切，實韻 ;

據. <廣韻》居御切 ， 御韻 。 《韻會定正》中此三字作為韻目平、上、去相承 ，

據此可以推斷《韻會定正》將魚、虞韻合併。這也可從《韻會定正> r 踮」額字

中集合了御韻字和遇韻字得到佐證。 3 以上三個韻目與男外三個作為韻目的模韻字

「咀 J . 姥韻字「古 」、 暮韻字「固」分立 。 而在宋代通語十八部襄這些字同在魚

模部，尚未分化。《中原音韻〉襄這些字基本保持宋代的狀態。《韻會定正》魚虞

韻合併 ， 獨立為一部，模韻獨立為一部，明確顯示了y韻母的產生 ， 這是最新的語

音變化 。 在這一點上《韻會定正》比《中原音韻》更進了一步，它對該音變的記錄

也比《韻略易通> ( 1442)早了約半個世紀。

第七條，欖攝和曾攝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與通攝字合併。

主~ 、 廣韻 l 伽 中原音韻 韻會!定正

悴 幫耕開二(北萌切) 公(幫公切)
崩 幫查閱一(北籐切) 東鐘庚清 公(幫公切)

紡 幫庚開一(甫盲切) 公(幫公切)

肪 並庚開一(蒲庚切) 公(濟公切)

榜 並庚開二(蒲庚切) 公(榜公切)

烹 幫庚開一(撫庚切) 東鐘庚清 公(湧公切)

朋 並查閱一(步崩切) 庚清 公(並公切)
橫 匣映合二(戶孟切) 東鐘庚清 貢(弘供切)

頃 漢清合二(去管切) 雄

彭 並庚闖一(薄庚切) 東鐘 公
盲 明庚開一(武庚切) 東鐘庚清 公

橫 匣庚合一(戶盲切) 東鐘庚清 公

宏 匣耕合一(戶萌切) 東鐘庚清 公

眩 見壹合一(古弘切) 東鐘庚清 公

弘 匣壹合一(胡眩切) 東鐘庚清 公

榮 匣庚合二(永兵切) 東鐘庚清 雄

瑩 匣庚合二(永兵切) 雄庚(中古庚韻)

嶸 匣庚合三(永兵切) 雄

肩 見育合四(古螢切) 庚清 雄

傾 ;真清合二(去營切) 東鐘庚清 雄

瓊 群清合二(渠營切) 庚清 雄

繃 幫耕開一(北萌切) 東鐘庚清 公

癸 匣育合四(戶扁切) 庚清 雄

3 <廣韻} 御韻字語. (韻會定正〉 疑鋸切 ; 御韻字著 、 勢. {韻會定正} 知鋸切，御韻字處 、 絮. {韻

會定正〉 徹鋸切;遇韻字樹. {韻會定正} 禪鋸切 。 以上御韻和遇韻字同用御韻字「鋸」為反切下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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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I 橫」以下的字輯自《洪武正韻筆> '只有對這些字歸韻情況的記述，沒

有反切 。 《廣韻》一欄所列為聲母韻部開合等第'括弧襄為反切; <中原音韻》一

欄所列為韻部; <韻會定正》一欄所列為韻類，括弧襄為反切 。 下同。

以上23例庚、耕、清、青、登韻字，在宋代通語十八部里同屬庚青部，庚青部

與東鐘部壁壘森嚴。上表中《中原音韻》收 16字，完全讀入東鍾的只「彭」一字，

其他多為東鐘和廣清兩讀， I 朋 J I 扁 J I 瓊」和「癸」等字仍在庚清韻宴。到了

《韻會定正 > '除一例「瑩」字兩讀外，其他全併入通攝了，即使將「瑩 」 字仍算

作舊讀庚韻，讀入通攝的字比例也高達95% 。 可以推斷中古模、曾兩攝的一二等唇

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絕大多數在《韻會定正》中都與通攝合併了 。 該韻書的這一歸

併比〈中原音韻》更為徹底，反映出元末明初時期模、曾兩攝的一二等唇音字和牙

喉音合口字的進一步發展。

第八條，開口痕韻字「吞」改讀合口。

透痕開一(吐根切)

中原音韻

真文開

韻會定正 、

昆合(透昆切)

「吞」 字在宋代通語十八部襄屬真文部，據詩文用韻歸納的韻部系統難以看

出該字的開合口情況。從眾多宋代韻書和音釋材料來看，該字讀音於宋代仍保持開

口為其常態，這從〈中原音韻》中該字仍保持開口也可得到很好的說明。《韻會定

正》 用魂韻字「昆」作切下字，說明其由開口變為合口，併入現韻，反映出〈中原

音韻》之後該字讀音的發展。

再看反切用字。《永樂大典〉中共有323個單字引用《韻會定正》的反切，

《洪武正韻筆》中引用有8例，我們共輯錄到 《韻會定正 》 的331 條反切 。除去重

複的反切，實際的反切數 11011碟。《韻會定正》雖然以《古今韻會舉要》為底本，

頒佈於 〈 洪武正韻》之後，但這 110條皮切沒有一條是與 《古令韻會舉要 》 和 《洪

武正韻〉相同的。〈韻會定正》對皮切的用字作7全面的改變，皮切上字多用中古

三十六字母表示，反切下字多用〈古今韻會舉要〉中的字母韻表示，皮切用字大大

簡化。 這可從上表所列的《韻會定正》皮切見其一斑。然而這些反切反映7如前所

述的許多重要音變。可見皮切雖穿著存古的外衣，但實則反映的是明初的實際語

音 。 孫吾與徹底改換皮切用字，就是要根據自己對「雅音」的認識來構建一個全新

的反映官話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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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韻會定正》音系以官話音為主流，但其中仍然有不同的語音層次。清錢

曾《讀書敏求記》卷一曰: r '" ...( < 韻會定正> )反切不用沈約韻母，時露西江土

音 。予末之敢以為允也...... J [7] 錢曾認為《韻會定正〉中夾雜了不少孫吾與的「土

音」成分 。 我們利用明清文獻中對〈韻會定正》音系特點的記述和殘存的一些反切

考察出第三、五、九、十條正反映了元末明初江西方音的特點。 4 從錢曾「時露西

江土音」的「時」字來看. <韻會定正》中所反映的「西江土音」可能還有許多 ，

應該不僅僅只有我們看到的這幾點 。

《韻會定正》音系雖然夾雜了不少方音成分 ，但是從它頒佈的背景和總的語音

特點來看，其音系當以官話為主，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是元明時期

反映官話的各種韻書，其音系互有差異，在對全濁聲母和入聾的處理上不同的韻書

有不同的表現，這正是近代官話韻書音系之間不能統一的重要原因。《韻會定正》

保留了這兩個特點，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其音系性質呢?

三與近代重要韻書音系的比較

我們認為《韻會定正》保留全濁聲母和獨立的入聾(包括韻和調)是對其音系性

質進行判定的重要依據。全濁聲母、 入聲韻和入聲調分別是構成中古漢語語音聲、

韻、調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構成了聲母清與濁對立、韻母入聲與陽聲相配、聲調

平、上、去、入四聲相承的穩固格局。唐宋代以來這種格局在北方話中逐漸動搖。

到了元代以後，北方話中全濁聲母清化、入聲在明代以後的北方大部分地區也基

本消失。而在南方官話中仍然保留這兩個特點。張衛東先生說 : r 南方官話這個相

對穩定的語音系統，歷代皆有量變，然而直到明初洪武年間仍未發生質的變化 。」

[ 8] 所謂「質的變化 J .主要當是指包括全濁聲母和入聲消變在內的一系列變化。

這兩個特點基本上使元明時代的韻書分為「南 J r 北」兩派，南系韻書多保留全濁

聲母，而北系韻書無;南系韻書仍保留入聲，而北系韻書大部分將入聲派入陰聲。

黎新第先生《明清時期的南方系官話方言及其語音特點》一文更是對於這兩點作為

「南音」系韻書的區別性特徵給與7充分論證'可以參看。現將近代一些主要韻書

的基本情況列表比較如下:

位
中原 、 中原 韻略

h 等圖l曲蝠噩咒, 九 一我革給直臨叮叮
書文音義

， 音韻 1雅39音8. 易144通2 F p 

便考私轎

1324 

1“。
全濁聲母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入聲 有 無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4 鄧強 ﹒ 〈韻會定正所反映的元末明初江西方音> • <寧夏大學學報〉第32卷第2期(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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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中原音韻》雖然保留入聲，不過它的入聲實際上也到了消失前的最後

狀態。 5 <韻略易通》中的入聲則屬於人為的存古現象。 6 根據全濁聲母和入聲的有

無，可以把表中韻書劃歸為兩派: <中原音韻》、《中原雅音》、《韻略易通》

《等韻圖經》和《韻略匯通》為一派，為北系韻書; (古今韻會舉要》、《洪武正

韻》、《韻會定正》和《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為一派，為南系韻書。除了少數韻書

以外，北系韻書在這兩點上比較一致，即沒有全濁聲母和入聲。而這兩個特點在

大部分南系韻書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雖然《韻會定正》中的入聲是一個什麼狀

態，即入聲韻尾發展到了什麼階段我們還難以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有實際語音

為根據。孫吾與口中的「中原雅音」與《中原音韻》等北系韻書所反映的「中原雅

音」有所不同。

黎新第先生說: r 另一方面，在發展方向上，南方系官話方言則始終與北方系

保持大體一致，只是發展的速度不及後者迅速。因而如果拿同一時期的南方系和北

方系官話方音比較，前者總是較多地保存了上一時期乃至更早時期的官話方言的語

音特點。 j [9J 從〈韻會定正》的語音特點來看確實如黎先生所說。《韻會定正〉

的主體的確是官話音，只不過它反映的發展速度還是沒有北音快，總是慢一步。比

如，許多全濁音字歸入了清音，但保留全濁聾類;僅部分全濁上聲字變為去聲;更

為顯著的是保留入聲。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韻會定正〉所反映的是一個受作者方音影響的南方官

話系統。可以把該音系看作一種明代官話的地域變體，類似今天所說的「藍青官

話」。耿振生先生在討論明清官話時指出. r 歷史上的官話沒有形成一個規範的標

準音系 j • (10) r 官話到了不同的地方會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當地方言，吸收一些當

地的語音成分，這樣就形成地區性的官話變體 J 0 (1 OJ 這些地區性的官話變體互有

差異，其實就是受各地方音影響的種種不純正的官話. {韻會定正》音系所反映的

應當就是這樣一種官話。

5 楊耐恩: (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年﹒新1版) .頁的。

6 張玉來: <韻略易通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9年，新 l版) .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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