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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郭璞注反切考

李敬忠

〈爾雅〉是公元前四、五世紀，春秋戰國時期成書，後儒有所增補，到漢代廣泛流

行的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漢語辭書@。這部灌集了大量古代漢語語言史料的寶貴典籍文

獻，把秦漢以前〈經〉書上的同義、近義和一些同實異名的語詞進行歸類集中並逐條加

以解釋，為人們閱讀〈經〉書服務@。因此，從它的問世就一直受到人們的高度重重見。

〈爾雅〉作為當時唯一的讀〈經〉必備的工具書，人們當然希望它的內容完美無缺，

無所不包，有間必解。然而，由於它所集釋的多是先秦〈經〉書上一些意義比較難於正

確辨解的語詞，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不斷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向前發展，有的語詞的讀

音逐漸發生了變化，有的語詞的意義產生了引申、擴大或縮小，甚至消亡。這樣，必然、

給使用帶來了許多困難和不便。所以，從它流行不久的漢代開始，就已不斷有人給它作

注釋了。據曹郭璞〈爾雅注﹒序〉襄按露，在他之前，由漢至曹四百多年間，就先後有

十多家給〈爾雅〉作了不同程度的注釋@。但是，對於所有這些注釋，郭璞都很不滿意。

他認為， “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 (. (爾雅注﹒序) )因

此，他決心花大力氣，重新給〈爾雅〉作全面的注釋。結果整整花了二+九年時間@才

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現在，郭璞以前的〈爾雅〉舊注本已不可見，只有郭璞住的〈爾

雅〉流傳於世。

郭璞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語言學家和神話學家。他知識淵博，才華出眾。雖然只活了

四十九歲就被大官僚王敦所殺，但他一生著作很今。除著有〈洞林〉、 〈新林〉和〈卡

藺〉外，還潛心注釋了〈爾雅〉、 〈方言〉、 〈三倉解詰〉、 〈山海經〉、 〈楚辭〉、

〈韓天于傳〉、 〈子虛賦〉、 〈上林賦〉等。其中以注釋〈爾雅〉花的時間精力最多。

如果以他被害前就已完成了對〈爾雅〉的全部注釋工作來推斷，那麼，他還不到二十歲

就已開始了這項工作。在長達二十九年的時間里，他故故不倦地“嚴集異閉，會粹舊說;

考方國之語，據謠俗之志;錯綜獎孫，博關重言;到其瑕碟，事其蕭棋" @地用極其嚴

謹的治學態度，傾畢生的精力來注釋〈爾雅} ，使這部典籍因此更加憎惜生輝而流傳千

古。

郭璞住的〈爾雅〉有往有音，使人們不僅明意義，而且會正音。他的注音方法主要

是使用當時已普遍流行的“直音"和“反切"兩種。(爾雅〉十卷十九篇，全書一萬零，

八百一十九字，計二千二百零五個詞條中，除了五十九個詞條外，其餘的二千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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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詞條都進行了內容長種不一的注譯。並對其中一千一百零七字用“直音"，對五百

一十九字用“反切"進行了標音。如果把“直音"和“反切"兩項加起來，合計一千六

百二十六字，佔全書總字數將近百分之十六。 “直音"我們暫且不管，對於五百一十九

個字所注的“反切

數字包括可能是由於誤抄誤刻(而不大可能是郭璞的誤用) @而經我們投勘過的下列一

些“反切"在內。例如， “擋"，郭注“于郎切"。 “于"是“匣"母。我們認為這

是“丁" (端母)之誤。因為攘〈廣商〉和〈集藺) • “擋"均是“都(端母)郎切"。

可見“騙"不是“匣"母，而是“端母"，郭注應該是“丁郎切"。為了節省篇幅並

使勘誤更加一目了然，我們把誤切的例字列成勘誤表如下:

倒牢 那這反切 聲齣 廣齣反切 聲齣 集齣反切 聲齣 勘正 聲齣

鸝 動倫切 來轉 丑倫切 徹轉 敕倫切 徹譚 動倫切 徹言享

1長 于結切 匣屑 千結切 情屑 千結切 清屑 千結切 清屑

盡 苦忍切 灑韜 慈君、切 從韓 在忍、切 從戰 訣忍切 從戰

灼 仁捉切 如覺 士角切 崇覺 仕角切 崇覺 仕提切 崇覺

賣 且貴切 端未 求位切 群至 求位切 群至 巨貴切 群未

航 *時郎切 曉唐 呼郎切 曉唐 虛部切 曉唐 呼郎切 曉唐

倪 丑計切 徹， 五稽切 提齊 五未切
研晏

疑齊 五計切 提胃

龔 烏子切 影1.1:: 烏陵切 影小 伊鳥切 影小 烏小切 影小

腎、 於古切 影模 於艷切 影艷 於艷切 影艷 於占切 景長艷

鎮 烏尺切 影背 烏點切 影點 乙黯切 影點 烏八切 影點

*反切上字未見有“呀"字，接〈廣闊〉、 〈集酌〉應是“呼"之誤。

這些反切資料，對於我們考察漢語語音的發展，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無展具有

很高的價值。

下面我們將郭璞注的反切上下字分別加以考察，弄清它們的特熙及其與〈廣商〉的

關係，這對我們了解中古以前的漢語語音情況將是十分有益的。

、
〈爾雅〉郭(璞)注反切上字

了解〈爾雅〉郭注反切上字，對於研究〈切蘭〉以前漢語的上古聲母系統將具有特

殊的意義。因為對於漢語上古聲母系統的研究，千多年來，雖然前人已做出了不少的成

績，特別是清代以來的學者，更是有了不少重要的發現@，但是，直至今天，學者們的

意見仍有很大的分歧。郭注反切上字雖然不能說對解決這些分歧意見有什麼決定性的作

用，但它能直接反映出〈切爵〉以前上古聲母的本來面目，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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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從而能使結論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

攘我們的統計，郭注的 519 個反切上字(包括重出的在內)扒，用〈切音藺句〉音系聲母

表進行對照，除“娘

並2鈞3，明白，端16，透17，定時，泥16 ，知10，徹 6 ，澄 9 ，來19，精17，清11 ，從17 ，

心15，邪 4 ，莊 3 ，初 5 ，崇 3 ，生10，章14，昌 7 ，常 3 ，書 4 ，船 2 ，日 10 ，見41 ，

溪21 ，群鈕，疑32 ，曉25 ，匣25 ，影的，以19 。

這些聲母具體所用的反切上字(每字後面的反切是〈廣商〉系統中的音詢)是:

必昇吉切 北博黑切 補博古切 彼甫委切 表 眼矯切

芳無切

平甜、切備

部

符兵切

聲古切符方切

敷
平
房
滿

芳無切

薄胡切

肪無切

字
蒲
扶
武

府頁切

譬吉切匹i旁古切

薄故切步便俾切

方
普
牌
皮

邦母:

海母:

並母:

防無切符
莫
多

符羈切

莫旱切文甫切慕各切武方切亡明母:

端母:

透母:

得按切日得何切

渴故切吐吐郎切

唐佐切

那含切南

竹

蚊亥切乃
猜

尼呂切

也
關
大
女
致

當經切

託何切

同都切

乃都切

丁
他
徒
蚊
知

健步頁切張鳴聲7可告刁時魚切能多利切陸#離切

定母:

泥母:

知母:

徹母: 趾力切敷

丈

敕九切丑

直兩切除力切直
力
了
子

澄母:

洛故切路呂張切頁力驅切

將進切

倉宰切

自乍參乎妓]曹

司

在各切昨

先

昨宰切

息茲切蘇前切相即切

劣

醉
踩
在
息
謝

力學切呂林直切

盧鳥切

來母:

子力切JlP 即里切精母:

清母:

從母:

蒼先切于
祖

親吉切七
昨胡切

息郎切

辭夜切f以茲切

側羊切

桑
辭
莊
楚

自乍青垃圾1

素姑切

似茲切

阻力切

創舉切楚居切

所景切

之廣切主章也切者

尺

ll:而切

昌石切昌終切

黨職切式式支切尸

市之切

書之切

乘力切

陳學切

才
蘇
詞
倒
初
仕
所
章

省
之
充
時
詩
食

鈕里切

諸良切

尺良切

時1上切

式羊切

食陸切

且
市
傷
繩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心
邪
莊
初
崇
生
章
昌
常
書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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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切圭如鄰切人人渚切汝人諸切次日如之切

tlWI顧哎]

居理切紀居質切古暮切故公戶切古九魚切

美(蛻)去羊切丘倡切去去其切

苦後切

敷

古紅切

爐里切

去鳩切 口丘

閏
居
嬌
苦
匡
巨

而日母:

見母:

工

起

學喬切

康社切

曲王切

溪母:

巨鳩切求其迂切俱渠之切其強;魚切渠其呂切

巨王切狂
魚
呼

群母:

語軒切言
虛

五乎切吾
許

提古切五
語居切疑母:

曉母:

好

胡戶吳切 戶

於央居切 烏

以羊巴切 羊

唯以迫切 悅弋雪切 因於真切

將郭注的這些反切上字同〈廣詢〉反切上字逐一進行對照，發現郭注反切上字的確

保存了〈切爵〉以前上古漢語聲母系統的許多重要特無。就是:

(一)“輕唇"聲母“非、數、奉、徵"尚未分化，仍較完整地保留“重唇"聲母

“邦、濤、並、明"。這種表現在形式上與〈廣爵〉混切不分的現象，正好為“古無輕

唇音"的理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証。如:

1.郭注上字“方"在〈切前〉音系襄屬“邦"母，到了〈廣爵〉時代才分化為“邦"、

“非"兩母。例如(下表中反切後的小字係〈廣勸〉系統中的音筒，後同。為省篇幅，

以下幾表不再列表頭) : 

盧呂切呼果切荒烏切 許良切

胡雅切

香

下

朽居切

胡化切華胡鶴切

於筆切

兮

乙
余

使古切

東都切

火

呼皓切

匣母:

影母:

以母: 羊榔切與羽俱切于以諸切典章切

爾雅原字 庫 1聽 E歹+守!i有言 熙 著 嬉

郭注反切 方寐邦至 方遙邦有 方腰邦宵 方驕邦小 方孔非董 方扶非虞

廣爵反切 必至邦至 甫遙邦宵 甫遙邦宵 甫嬌邦小 府容非鍾 甫無非虞 i

2. 郭注上字“竿"、

變成“敷"母。例如:

到了〈廣動〉時代才

驚 腹 程 全 t錯

竿往 數聲 竿福 數屋 竿鄙 敷旨 芳逢 數鍾 芳萬 數願

妃兩 數聲 芳福 敷屋 竿悲 敷脂 敷恭 敷鍾 芳萬 敷願

“芳"在〈切藺〉音系襄均屬“謗"母，

到了〈廣詢〉“房"在〈切商〉音系襄均屬“並"母，“扶"、3. 郭注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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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才成了“奉"母。例如:

蠣 扉 復 把 膺 阱

符悲 吾吾脂 符佛 量管物 抉叉 童醫有 房美 奉旨 抉J). 童醫震 扶味 幸未

房脂 奉脂 扶沸 奉未 扶富 奉軍早 符鄙 事旨 符分 孝文 抉涕 奉實

4. 郭注上字“亡"、 “武"在〈切爵〉音系襄均屬“明"母，到了〈廣蘭〉時代才

成了“傲"母。例如:

棋 1孟 其 蠣 城 膀一

亡縛 徵紙 亡江 傲江 亡定 微經 亡結 徵屑 武江 傲江 武延 微{山

綿縛 明紙 莫江 明江 莫經 明青 莫結 現屑 莫江 明江 莫延 明仙

當然，語音的變化不是突變，它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往往也是社會不斷發展的過

程。從〈切商〉到〈廣商〉的四百多年間，由於社會的某些原因促使語音分化了，發展

了。但是，這種分化和發展不是突變的，也不是斷代的。它的分化量和完成分化的過程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 “非、敷、拳、傲"和“邦、濤、並、明"的分立，雖

然從總的來說是厭絡比較分明的。但也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它們之間還有許多斐互混切

的現象。例如“瓣"字，郭注“方克切"， (廣爵〉是“蒲寬切"。按〈廣勸〉的聲商

系統，前者是“邦"母“擱"詣，後者是“並"母“擱"詢。那麼，究竟是郭注的“邦"

母對，還是〈廣勸〉的“並"母對呢?我們根接〈玉篇) : “自寬切"， (集爵):“皮

寬切"， “自"和“皮"都是“並"母的情況看，可以斷定， “瓣"字原屬“並"母。

郭注之所以是“方克切"，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並"母雖然大多數到了〈廣勸〉時代

都分化為“奉"母，但其中有少數在很早以前卸巳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即已經分化為

後來的“邦、湧"兩個了。這種情況，在郭注襄並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如， “黨"，

郭注“方驕切" (邦母)， <廣爵) : “平表切" (並母)。 “吧"，郭注“彼美切"

(邦母)、 〈廣詢) : “符鄙切" (並母)。可見郭注用的這些“邦"母上字，決非因

一時的疏忽而錯用。

至於郭注襄的“並"母到了〈廣音藺穹〉變為“邦"母或“濟"母就更是屢見不鮮了。

例立如口扎， “標，"，\， 郭注 “牌(並母)抄切

郭注“平(並)表切"， <廣詢) : “甫(邦)嬌切"。 “呸

〈廣爵) : “芳(湧)杯切"等等。

(二)部分“舌上"聲母“知、徹、澄"尚未完全從“舌尖"聲母“端、透、定"分

化出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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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控 報 斷 i盔

丁丈 端聲 丁秩 端質 丁劣 端薛 丁學 端燭 他六 通屋

知丈 知聲 時栗 知質 時劣 知薛 勝玉 知燭 直六 澄屋

錢大昕的“古無舌上音"沒有說明“古"字的界限，不過一般同意這個結論的人都

默認他所指的大概是周秦時期的上古音。王力先生對漢語史的分期的劃分是以“公元三

世紀以前(五胡亂華以前)為上古期"。 “三、四世紀為過渡階段"。 “公元四世紀到

十二世耙(南宋前半)為中古期" @。如果這個劃分被人認為是比較合理的，那麼，郭

璞注〈爾雅〉的時間正是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即公元295-323年) ，也就是王力先

生所說的是“上古"和“中古"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裹，我們從郭住反切上字

來看，儘管有一部分“舌上"聲母“知、徹、澄"尚未完全從“舌尖"聲母“端、遷、

定"分化出來，但是，可以肯定， “舌上音"知、徹、澄早在三世紀以前就已產生並形

成了系統，否則在郭注襄就不可能形成這樣完整的系統的。例如:

1.知母(表頭同前)

帶 (舟 。朱 矗 傳 窒 錯

致祉 知止 張留 知尤 措究 知有 竹睡 知實 張巒 知緣 知乙 知質 張時 知藥

措丸 知旨 張流 知尤 酷教 知霜 竹幸 知實 員戀 澄線 穆栗 知質 直略 渣臻

2. 徹母

白色 拷 鵝 祺 鸝

丑之 徹之 丑於 徹;魚 丑緝 徹線 敕星 徹情 動倫 徹言事

丑之 徹之 丑居 徹魚 丑戀 徹線 丑貞 徹清 丑倫 徹轉

3. 澄母

緝移，、 望 疇 重 柯 持 畸

丈知 澄支 直其 澄之 直留 澄尤 直龍 澄鍾 直耕 澄耕 直呂 澄語 直耙 澄J!:

弋吏 以支 直尼 澄脂 直由 澄尤 直容 澄鍾 直庚 澄庚 直呂 漫畫"豆口 去奇 溪支

因此， “古無舌上音"這個結論襄關於“古"的概念，其界限比起“古無輕唇音"

來至少是不很明確的。

此外，端組還有其他混切的情況。例如:

1.端定混切(前反切為郭注，後反切為〈廣商) ，下同)

定 多怯切端徑一→徒徑切定徑

64 



毆丁練切端置一→堂籐切定體

都甸切端霞

2. 定暈、澄章混切

幟徒得切定德一→之翼切葷職

徒得切定德

輕音直澄職一→之日切章質

端組和章組混切的字雖然不多，但它符合於“照三(章)歸端"的說法。證賣了暈

組的一部分字確是來源、於古端組。

(三)“齒頭"精組和“正齒"莊組，除“心"與“生"兩母有少數混切外，它們

基本上已看不出“照三(莊組)歸精"的現象。而較多的卸是它們各自內部的混切。

1.心(精組)生(莊組)混切的如:

慘 桑感切，心感一→所斬切生暐

鎔蘇軍切心使一→所鳩切生尤

蘇賽切，心候

2. 精組內部混切的有:

(1 )精清、精從、精心混切

且 子余切精魚一一+七也切情馬

子魚切精魚

姐 子余切精魚一→七余切情;魚

于魚切精;魚

擎 子由切精尤一→自秋切從尤

即由切精尤

說子爾切精紙一→疾移切從女
將此切精紙

覽醉見切精體一→蘇個切心鐘聲

( 2 )從精、從清混切

實祖計切從臂一→子計切精齊

備才損切從混一→祖昆切精魂

崔但回切從灰一→倉回切情灰

( 3 )那曉、邪以混切

鯨 詞戒切邪僅一→虛器切曉至

傭謝容切邪鍾一→餘封切以鍾

3. 莊清、莊影混切

斯莊略切莊彈一→倉各切情鐸

側略切莊槃

聲側吏切莊志一→於計切影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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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崇混切

攪初銜切初衛一→士銜切祟銜

(四)見組內部少數混切不情，反映了語音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

見組共有 168 個字，大多數不混切，只有少數有混切現象。這些現象，從語音發展

變化的角度看，都是可以解釋的。例如:

1.見溪混切

事 居展切見擱一→丘虔切濃仙

九輩切見彌

2. 見群混切

賽紀展切見捕一→其值切群脫

九件切

紀展切
見彌

極 紀力切見職一一+渠力切群職

3. 群見、群溪混切

崎 巨綺切群紙一→居綺切見紙

去奇切摸支

轎 巨虐切群聽一→居勻切見藥

其虐切群釀

絢 其具切群遇一→九遇切見過

頓俱永切見慣一→古迴切兒迴

著其隕切群擊一→居筠切
兒園

居銀切

渠頭切群韜

詩巨軌切群旨一→丘軌切溪旨

丘追切書是脂

學韋切見徵

恐 巨勇切群腫一→丘朧切灑鍾

4. 疑見、提群混切

串五，唐、切展譚一→古唐、切見謀

械五成切疑戲一→巨淹切群鹽

五威切疑戲

5. 曉見、曉溪、曉匣混切

聽 許交切曉看一+古看切見看

亟虛記切曉志一→去吏切摸志

悟虛各切曉鐸一→苦各切摸鐸

航呼郎切曉唐一→苦浪切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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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郎切曉唐

穀火←切曉屋一→胡谷切匣屋

呼木切曉屋

丁木切端屋

6. 匣見、匣漢、匣曉混切

菱胡巧切匣巧一→古有切見者

亢戶郎切匣唐一→古部切見唐

倪胡典切匣銳一→苦甸切糧It

胡典切匣銳

胡瓜切匣麻一→呼瓜切曉麻

戶花切匣麻

此外，有幾個特殊的混切很值得研究。例如:

過烏禾切影戈一→古未切見戈

捐 因緝切影線一→與專切以仙

幢 於郭切影鐸一→胡郭切匣鐸

持 羊叉切以有一→舒教切書有

根撮〈切勸〉和〈廣由} , “過、捐、聽"都不是“影"母， “特"也不是“以"

母。而〈爾雅〉幾種版本的郭注卸都相同。這種與〈切齣〉、 〈廣動〉相去甚遠而被認

為不符合原有語音情況的現象，在找不到更多的旁証材料之前，我們只好暫且存疑。

綜合上述對比結果，我們可以將〈爾雅〉注跟〈廣訥〉相應的聲母異同情況列表如

下(“娘、俟"兩母缺例字，表中不列) : 

爾雅注邦湧並明 端

I I I I I 
邦非湧敷並奉明徵端知定

徹

徹

知

知澄

泥

泥

定

定澄章

透

透徹澄

華

陸金

鐘幸

初

初崇

莊

莊清影

那

邪曉以

'L' 

心生

從

從精清

清
|
清

精

精從，心

來

來

澄

澄溪章

藺

爾雅注

廣

曉

曉見溪匣

疑

疑見群

群

群見溪

溪

溪

見

見摸群

日

日

船
[
船

書

書

戶比
前

戶比
前

章

章

生

生書

崗

爾雅注

廣

I

人
l
|
1

人

ibti 
影

影

匣

匣見溪曉

齣

爾雅注

當

廣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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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出， <爾雅〉注反切的聲母有以下幾個特熙:

(一)較嚴謹地保留了“重唇"音(邦系)聲母，合於“古無輕唇音"的結論。

(三)部分“舌上音"知、徹、澄仍然、讀端、透、定，證賣了“舌上音"知、徹、

澄至少有一部分確是來源、於端母系統。

(三)從與〈廣商〉相應的反切聲母看，精系和見系內部混切較多，反映了語音的

分化發展演變的過程。

所有這些，對於我們認識漢語語音的演變是有著十分重要意義的。

-
-、 〈爾雅〉郭(璞)注反切下字

郭璞注〈爾雅〉所用的反切下字(不包括重種使用)共計 283 個。現按攝分列車日下:

通攝( 15字)

東一 工古紅 董一孔康董

鍾三B 逢符容容餘封 屋三B 福方六服房六

勇餘闢龍力鍾

恭九容

用三B 用餘頌

江二 江古哩

覺一 握於角

支三C開知時離宜魚羈

吏三C合規居階捶直追

隨旬為

脂三C開冀纜利

脂三C合悲府眉誰靚佳

之三B 開之J.I::.而趾敕里

品可祥吏 其壤之

子即里吏力置

紙三C開紙諸氏氏承紙

綺士于彼 是承紙

爾見氏

紙三C合毀許香委於詭

紙三C開牌便俾

孰聽六六力竹

屋一 卡博木

燭三B 錄力玉玉魚欲

江攝( 4 字)

覺二 角古岳

覺三B 捉側角

丘攝( 4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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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三C開鄙方美美無鄙

失式祖

旨三C合軌居補

正三B開紀居理

實三C開寄居載賜斯義

實三C合睡是偽偽危睡

瑞是備

實三D合誰竹惹

至三C開四息利二而至

至三C合愧俱位

至三D開寐彌二

至三D合季居悸

志、三B開記居吏志職吏

未三A合昧無沸貴居胃鬼居偉



過 攝( 20字)

魚三B 於央居 居九魚 餘以諸 汝人諸 呂力學 具其迂 俱其迂 句九迂

模一 古公戶 故古暮 吾五乎 胡戶吳

虞三B 朱章但 於羽俱 技防無 禹王矩 主之風 短俱雨 府、商警

姥一 戶模古

蟹 攝( 21字)

齊四開 細蘇計 啟康禮 灰一合 回戶恢

齊四合 圭古揖 Pb 口一→口 雷魯罔

齊三B開 兮胡鸝 賄一合 罪祖賄

聲四開 禮盧啟 實四開 計古詣

佳二開 佳古月桑 蟹胡貿 祭三C開 世舒制 例力制

皆二開 楷古體 廢三A合 穢於腫

皆二合 怪古瞳 怪二開 競古拜

泰一開 蓋古太 害胡蓋

泰一合 外五會

代一開 代徒耐

臻 攝( 24字)

臻三C開 巾居銀 引餘是豆、 震三C開 觀東邊 頭而擴

忍而聆 震三C 合 閏如順 峻私潤

真三C合旬祥遵 隕於敏 間三A合 間亡運

倫力過 掀三A開 斬居掀

魂一合 昆古潭 閔眉頭 質三C開 乙於筆 日人質

本布付 鬥真奔 質三C合 恤辛聿

車套三C開敏眉頭 沒一合 忽呼骨

混一合 損蘇本 衰古本 物一合 佛符弗

山 攝( 44字)

元三A合萬無販 刪二開 謙古晏

寒一開 旦得按 刪二合 唐、胡慣 皈布棺

寒一合 官古步L 管古滿 山二開 寬饒擱

完胡官 產二開 簡古限

先四開 見古電 練郎甸 仙三D合 緝吉緣

典多層 顯呼典 巖四合 縣黃練

先四合 犬苦佐 月三A合 月魚厥 竭其調

仙三C開連力延 然如延 品一開 品胡萬 割吉達

賽九輩 善常演 末一合 活戶括

延以然 洩七演 點二開 黯胡入 入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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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知演 錯一合 刮古個

仙三C 合 員主權 戀力卷 屑四開 節子結 結古屑

眷居倦 專職緣 薛三C開 泄私列 列頁薛

轉跑長亮 則皮列

仙三D開縣武延 薛三C合 劣力驅

效 攝( 21字)

蕭四 堯五聊 凋都聊 有三D 砂亡詔

宵三C 嬌學喬 遙餘昭 看二 交古看 罩勝數

苗武撫 驕學喬 豪一 刀都牢 高古勞

笑三C 腰於霄 篠四 了盧鳥

小三C 小私兆 兆治小 號一 報博耗 到都導

夭於喬 表眼矯 耗呼到

巧二 巧苦紐

果 攝( 4 字)

歌一開 何胡歌 <<'i-~圓祠圓 可枯我

歌一合 禾戶戈 首過口f-ir 果古火

假 攝( 3 字)

麻二開 加古牙 暇胡駕 麻-þ._
一-0

瓜古華

宿 攝( 14字)

陽三B開 羊典章 蕩一開 黨今朗

唐一開 郎魯當 剛古部 告一開 浪來岩

養三B 開 掌諸兩 丈直兩 藥三B開 略離絢 虐魚絢

養三B 合 往於兩 鐸一開 各古落 洛盧各

樣三B開 亮力証 鐸一合 郭古博

模 攝( 27字)

耕二開 耕古莖萌莫耕 勁三B合 正之盛

清三B開 里直貞 盈以成 徑四開 怯乃定

清三B合 營餘價 徑四合 定徒徑

青四開 經古軍 丁當經 陌二開 柏博陌

欖三B開永於憬 麥二開 厄於革 革古揖

種二合 猛莫杏 孟莫更 獲胡麥

靜三B開部以整 昔三B開 亦羊益

迴四合 迴戶頂 頂都拒 昔三B合 役營隻

動三B開政之盛 錫四開 覓真狄 的都歷

壁必盆

錫四合 闋告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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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攝( 7 字)

蒸三B 開 直除力 職三B開 過彼側 力林直

登一開 崩北路 德一開 北博黑 得多則

登一合 弘胡眩

流 攝( 15字)

尤三B 由以周 浮縛謀 厚一 口普後

留力求 周職流 勳三B 斜居闊

牛語求 有三B 究居帖 教居前

侯一 侯戶鉤 車落使 又於教

有三B 九學有 固與久 候一 旦使{侯

深 攝( 4 字)

侵三C 金居吟 針職棵 林力尋 緝三C 泣去急

成 攝( 15字)

談(宣)一 臘盧童 鹽三C 炎於廉 廉力鹽

譚一 南那含 含胡南 占職廉

感古禪 冉而改

銜 o甲)二 甲古草甲 艷三C 驗;假窒

成二 成胡讀 湛徒械 葉三C 葉與涉接七接

舔四 本他站

我們對這些反切下字進行了全面的考察，發現爵部之間混切的現象相當普遍。在根

攘現代讀音整理出來的 217 個詞(包括有的由多次重種出現)當中，就有91個蘭、 103個

問吹(即有的一商同幾個商)有相互混切現象，差不多佔總數的一半。

為了了解古今語音的發展變化，看看現代的語音究竟怎樣同古音發生聯系，具體說，

就是現代的那些崗是從哪些古由發展變化而來的。下文我們不採用分詢說明〈爾雅〉注

與〈廣商〉異同的方法，而是以現代昔(即古藺今昔)為主線，將〈爾雅〉注反切分商

集中，然、後跟〈廣勸〉進行對照，全面考察它們的異同及其歷史演變的情況。這樣可能

比較容易做到一目了然，為語音史的研究提供確切的例証。

下面列對照表(表內“勸部"指〈切自〉詢部;詢部下面括弧內的爵是〈廣爵〉的

詢部，表明該商跟〈廣蘭〉混切; “例字"為〈爾雅〉原字; (廣藺〉反切後面括弧內

的由是〈廣商〉詢部，與前面括弧內相同; “切爵音"用邵榮芬先生〈切商研究〉所構

擬的例字音@; “今音"指現代漢語普通話語音) : 

詢部 例字郭注反切

1.支iε 猜 於宜切

答 丈知切

廣由反切

於離切

弋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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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省略，下同)



郎晏切(齊蘭)

子計切(聲)

力知切

即隨切

駕

齊骨

(齊)

(聲) 1Uε 

1e 書之切

處脂切(脂)

住之切

直利切(至)

直尼切(脂)

丑之切

尺之切

住其切

直其切

直之切

酷
鵲
起
陳
莖
蓋

2. 之 1e

(脂)

(至)

(脂)

、，1 

v 

t 

1ε 居綺切

移爾切
魚椅切

力紙切

尸紙切
將此切

子氏切
居紙切

施是切

綿牌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綺
紙
綺
紙
紙
爾
氏
是
民
牌

巨
余
魚
呂
尸
子
于
居
傷
亡

騎
過
愷
遭
控
一
此
說
根
家
畔

3. 紙 iε

、，1 

、，1 

-' 
•• 

V

曹
b
w

Jε 

符鄙切

符鄙切

敷悲切(脂)

~里切( 11: ) 

房美切

使美切

竿鄙切

之矢切

扭
扭
程
徵

4. 旨il

(脂)

(正)

去奇切(支)

v 
l 

1e 

豬几切(旨)

阻史切

直耙切

致趾切

側于切

畸

請

第

5. 11: ie 

(支)

、
Z
A
V

可
A

1ε 七賜切
於椅切(紙)

七蜴切
於寄切

刺
，
椅

6. 實 iε

(紙)

jl 

火利切

必至切

必至切

許四切

必二切

必寐切

咽
昇
昇

7. 至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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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至切
去吏切(志)

方寐切

數冀切

庫

亟

1 

1e 去吏切

去吏切

雕至切(至)

息慈切(之)

於計切(實)

虛記切

去例切

雕志、切
司關切

側吏切

亟
憩
比
思
窮

(志)

(至)

(之)

(實)

8. 志 1e

1 a 呼鶴切

古英切

許兮切

古兮切

極

稽

9.齊 εi

1 ε1 胡禮切

子計切(實)

徒禮切

胡禮切

子禮切

徒獻切

復
濟
低

10. 齊白

(實)

1 ε1 胡聽切

五稽切(齊)

苦計切

但英切(齊)

但英切(齊)

才細切(齊)

于計切
於計切

於計切

於廚切(祭)

於計切

胡計切

胡計切

特計切

匹詣切(脂)

兮計切

五計切

苦計切

祖細切

才細切

才細切

于細切

於計切

於計切

於計切

於計切

胡計切

呼麻切

大計切
普計切

模
倪
轄
福
齊
攝
相
濟
殭
鵲
歸
自
暐

拚
閱
繭
媲

11. 實 εi

(齊)

(齊)

(齊)

(齊)

(祭)

(脂)

1法n

它 1

余制切

虛器切(至)

與世切

詞戒切

動

轍

12. 祭 iæi

13. 怪 u它i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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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íet 

居質切

之日切

時栗切

尼質切

女乙切
女夷切(脂)

丁結切(屑)

起吉切

之日切

知乙切

女乙切
女乙切

女乙切

丁秩切

姑
睦
窒
暱
翻
尼
噩

14. 質

(脂)

(屑)

'
1

、
1

εt 徒結切

苦計切(實)

徒結切

苦結切

種

契

15.屑 εt

(實)

iæk 房益切

古閣切(錫)

羊益切

牌亦切

古役切

羊益切

辟
體
射

16.昔 iæk

(錫)

εk 徒歷切

扶歷切

徒的切

滿盃切

刊
翟
暨

17. 錫 εk

iek 紀力切

渠力切

紀力切

之日切(質)

女力切

芳逼切

居力切

耙力切

紀力切
音直

女力切

字逼切

亟
極
短

陸
匿
福

18.職 iek

(質)

L 。k之翼切(職)徒得切織19.德拉

(職)

a a 初牙切初加切差20. 麻a

色女滑切女滑切貓21.黯 æt

a 

。

ap 

。企

所甲切

士角切

蒲握切

蒲角切

所甲切

仕捉切

蒲握切

步角切

團團

夾

huh-Jhu 
、d
y
-
-
'
，
，4
E
d
H

月

22.~甲 ap

23覺。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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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下各切平各切耕24. 鐸d

。8k 蒲北切蒲北切賠25. 德拉

u 

u 

10 

10 

丑居切

昌朱切

甫無切

丑於切

昌朱切

方扶切

樟

樞

鳩

26. 魚10

27. 虞io

u 。荒烏切

荒烏切

好吾切

火胡切

1嘸

講

28汁莫 o

' u 

u 

18U 

10 

甫鳩切

傷魚切(魚)

方程切

省汝切

補

抒

29.尤 i8U

30. 語 10

(魚)

a 直呂切直呂切并

a 

u 

8U 

10 

蒲口切

章恕切

人諸切(魚)

蒲口切

者庶切

如庶切

面

蠢

31.厚。u

32. 御 10

(魚) u 茹

u 10 所迎切(魚)山俱切蔬33. 遇 10

(魚)

(虞) ' u 住于切(虞)仕但切雛

' u 。胡晏切戶故切瓢34.暮 o

ù 

u 

u 

自

已

18U 

iuk 

uk 

抉富切

他谷切

式竹切
昌六切

所六切
呼木切

抉叉切

他六切

式六切
昌孰切

所六切
火卡切

復

蓬
麟
枕
護
環

35. 有 i8U

36. 屋 uk

75 



腹 字福切 芳福切 u 

覆 扶服切 芳福切

If 丁錄切 I?P玉切 iok ìí 

37. 朮 iuet 卒 子血P切 子聿切 iuet ú 

學 子恤切 于聿切

38. 沒 u的 葵 他忽切 他骨切 uet u 

39.之 ie 種 居其切 九迂切(迂) 1e ? 

'(迂)

(迂) 寓 魚其切 牛具切(迂) ? 

40. 魚io 搗 七徐切 七余切 10 y 

祖 七余切 七余切

姐 子余切 七余切

(御) B屢 力居切 夏掘切(御) 夕
(虞) 姆 于余切 子侯切(虞) y 

41.虞 io 區 主于切 豈俱切(迂) 10 y 

(迂)

(廣) 童醫 力于切 力主切(廣) y 

(偎) 落侯切(使)

42. 語 io 于 羊汝切 余呂切 10 y 

慶 魚短切 魚巨切
y 

43. 實io 庚 羊主切 以主切 10 y 

44. 迂 10 零 于旬切 羽俱切 10 y 

絢 其具切 九迂切 了

(魚) 華 巨具切 強魚切(魚)

的.屋 uk 萬 之六切 余六切 iuk 夕
懊 於六切 於六切

46. 燭 iok 鴉 羊玉切 以主切(廣) iok y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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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εk 古聞切古壁切1臭47. 錫εk

台

台

。

。

胡可切

烏何切(歌)

胡可切

於故切

何

薑

48.哥α

49. 暮 o

(歌)

v 
a 。t烏葛切烏屬切過50. 晶。t

合íæt 昌列切克泄切學51.薛 iæt

合αk 五各切五各切噩52. 鐸 αk

色它 k

五各切

呼麥切

山責切

五各切

戶革切

山厄切

~ 
?苦

翩

棘

53. 麥忱
合

合

合

ap 胡時~胡時切童54. 盡 αp

ie 

le 

10 

仍吏切

七也切(馬)

而志切

子余切

{耳

且

55. 志 ie

56. 魚 io

(馬)

ié æt 格八切苦點切前57. 黯 æt

ié εt 徒結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結
結
結
結
結
結
結

蒲
徒
徒
徒
徒
徒
莫

大結切
步結切

徒結切
待節切

大結切

大結切

大結切

亡結切

自決

拔
途
經
歐
芙
蓋
蟻

58. 屑的

iè 

le iæt 方則切彼別切!iJIJ 59. 薛 iæ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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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 果 魚列切 五結切(屑) le 

闌 魚列切 魚列切

自獻 魚列切 魚列切

60. 碼 a 褲 呼暇切 呼訝切 a la 

61.月 1U叫下 丘竭切 胡駕切(碼) lU它t la 

62. 點 æt 車要 烏八切 烏點切 æt la 

63. 葉 iæp 跆 其卅切 巨業切(業) læp iá 

(業)

64. 覺 ok 商 苦角切 苦角切 ok ye 

65. 月 lU它t 概 其月切 其月切 lU管t y8 

驚 巨月切 其月切

關 其月切 去月切 yè 

66. 自信 il 宜 備悲切 芳杯切(灰) 81 

(灰)

鵑 符悲切 房脂切 éi 

67. 貫注 累 劣偽切 夏偽切 lUε èi 

68. 賄的i 餒 蚊罪切 蚊罪切 lU它 1 el 

69. 未lUel ~~F 扶味切 扶涕切(徵) luel èi 

(徵)

70. 物 iuet Ti~ 符佛切 浮沸切(未) iuet 81 

(未)

71.德 ek 塞 先北切 蘇則切 。k 81 

++-
蒲北切 蒲北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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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皆的 駭 諧楷切 使楷切(駭) 它1 al 

(駭)

73. 蟹目前 洒 所蟹切 所賣切(卦) a至 1 al 

(卦)

、， • 
-++ 

74. 梅。i 區 昌改切 昌給切 Dl al 

75. 泰 αi 藹 烏害切 於蓋切 。1 ãi 

飯 呼蓋切 呼艾切 al 

76. 代 i 東 七代切 倉宰切(海) 它1 al 

(海)

77. 宵 læu 釗 之遙切 正遙切 læu ao 

78. 看 au 峭 所交切 所交切 au ao 

79. 豪。u j蓋 蘇刀切 蘇遭切 αu 、 ao 

數 五高切 五勞切 áo 

教 五高切 五高切

鼓 五刀切 五勞切

襲 五刀切 五刀切

1柔 蚊刀切 蚊刀切
翩 徒刀切 徒刀切 ao 

80.篠εu 夫3 戶了切 胡了切 εu ao 

81.小 læu 但整 於兆切 於交切(看) læu ao 

(看)

82. 教訓 鵲 丁罩切 都教切 au ao 

83. 號 αu 勞 力報切 魯刀切(豪) 。u ao 

(豪)

傲 五報切 五到切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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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切

昨早切(時)

徒到切

五耗切

七到切

徒到切

傲
造
賣

(時)

OU 

6u 
19U 張流切

直由切

張留切

直留切

(舟

疇

84. 尤 i剖

δu 9U 古侯切

蘇奏切

所鳩切(尤)

古偎切

蘇軍切

車里

鍍

85. 侯 9U

OU 

6u 19U 落侯切(俟)力九切蜀

(尤)

86. 有 i9U

(侯)
、，
OU 之九切章西切歸

δu 19U 舒教切羊叉切將

陳

87. 霜 i9U

。u。u

時載切

古候切

古偎切(偎)

豬究切

古豆切

古豆切

購

曹E

88. 候 9U

(侯)

ua æl 儒佳切人佳切棋89. 佳 æi

uá a 戶花切胡瓜切華90. 麻a

uá a 胡化切胡化切華91.耨 a

ua uat 古活切古活切萬92. 末 uat

ua 

ua 

æt 

iuæt 

古八切

數刮切(錯)

古入切

所劣切

鵲

94. 薛 iu刷廠

(館)

93. 點目前

u6 。才何切

昨何切

才何切

但何切

薑

產

95.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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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戈 ua 過 古未切 古未切 ua uo 

(過) 過 烏未切 古岱切(過) uδ 

97. 暫 α 妥 他可切 他果切(果) α uõ 

(果)

98. 果 ua 精 他果切 他果切 ua uo 

贏 郎果切 郎果切

墮 揚果切 徒果切

99. 覺。k 霍 主角切 主角切 ok uó 

100. 末 uat 蓓 古活切 戶括切 uat uó 

101.錯叭 ~l駕 丁刮切 丁刮切 它 t uò 

丁括切(未)

102. 薛 iæt 巖 了劣切 穆if3切 iæt uδ 

103. 藥 iak 錯 張略切 張略切 iak uδ 

(鐸) 斯 莊略切 倉各切(鐸) uδ 

104. 鐸 ak 罣 烏洛切 烏洛切 αk uδ 

度 徒各切 徒落切

穫 戶郭切 胡郭切

體 於郭切 烏郭切 uak 

105.麥此 鹹 古獲切 古獲切 u 'B k uó 

106. 蕭 εu 慎 許堯切 許么切 εu lao 

篠 他凋切 吐膨切 iào 

1研.宵 læu 姦 必遙切 甫遙切 læu lao 

廳 平表切 甫嬌切

韓、 表嬌切 甫嬌切

亞軍 蒲苗切 平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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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á。

平表切
甫遙切

許嬌切

許嬌切

許嬌切

甫遙切

方嬌切

方進切

許嬌切

盧嬌切

虛嬌切

方腰切

蕪
穗
椅
馨
攝
葉

lao 

i益。εu 蚊鳥切缺了切里108. 篠εu

lao 

lao 

læu 昇遙切(宵)

學喬切(宵)

居夭切

烏岐切(篠)

居夫切

牌砂切

嬌夭切

居兆切

烏小切

紀小切

109. 小 iæu 標

(宵)

(宵) 懦
矯
糞
橋(篠)

lao au 古看切(有)胡巧切斐110.巧 au

lao au 古看切許交切囑111.看 au

iáo 18U 落蕭切(蕭)力周切鶴112.尤 i8U

i益。8U 亡沼切(小)亡俟切第113.侯 8U

(小)

114. 有 i8U iá。18U 力教切力教切第

.v 
lao ok 亡沼切(小)亡角切藐115.覺ok

(小)

116.蔚 iak lao iak 居句切巨盧切蜻

ià。

U<)l 

ak 

JUε 

呵各切

子規切
女惠切

盧各切

子規切

女種切

請

庫

蠢

117. 鐸d

118. 女 iε
v 

U81 

U~H iul 息遺切汝誰切餒119.88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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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l 

ueí 

uε1 

lUε 

戶圭切

魚為切(支)

過委切

胡圭切

魚毀切

古委切

鵰

傾

120. 齊 εi

121.紙 iε

uei 

uel lUl 匡軌切

丘韋切(徵)

匡軌切

巨軌切

境

誦
抖
歸

122. 旨 il

(徵)

uel lUε 昌垂切(支)昌睡切吹123. 實 iε

(支)

ueì 之睡切

竹急切

之瑞切

竹睡切

揣

矗

uel 

uel 

ueí 

lUl 

U Ol 

求位切

昨回切

倉回切

他回切

烏恢切

烏核切

苦回切

杜回切

五灰切

起愧切

昨雷切

但回切

他回切

烏回切

於回切

苦回切

徒回切

五回切

捕

摧
崔
蘿

限
棋
懷

頹

鬼

124. 至 il

125. 灰 unÎ

uel UOl 胡罪切

胡罪切

胡罪切

胡罪切

荒

擁

126. 賄 UOl

uel luel 丘軌切(旨)

苦回切

丘鬼切127. 尾 iuei 闢

(旨)

uel lU 官1許穢切許穢切128.廢 iu-a i 饒

uài 

ual 

luel 

UQl 

求位切(至)

古外切

巨貴切

古外切

129.未 luel 賣

會130. 泰 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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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古外切 古外切

131.怪 u '8 i 叔 苦怪切 苦怪切 U它1 uai 

132.侵 iem 廠 許金切 許金切 lem ln 

車林 勳金切 力尋切 ln 

133. 真 lem 闡 乙巾切 於真切 len ln 

134. 酵 ien 幢 蛻引切 完印切(震) len v ln 

(震)

135. 震 ien 斤 居觀切 學欣切(欣) len ln 

(欣)

(真) 驕 頁到切 力珍切(真) ín 
釁 許現切 許觀切 ìn 

136.掀 len t且斤全已 魚斬切 魚觀切(震) len ln 

(震)

137.侵 iem 碟 敷金切 丑林切 lem ën 

任 圭林切 如林切 án 

:堪 市針切 民任切

謹 市林切 常枕切 合n

138. 聆 ien 盼 之忍、切 章忍切 len en 

(震) 脹 之忍、切 暈頭切(震) 合n

139. 震 len 膺 抉鬼切 抉分切(文) len 公n

(文)

140. 間 luen 分 部問切 抉問切 luen en 

(文) 方文切(文) luen 

141.鹽 iæm 槍 昌占切 處占切 1民主m an 

而占切 而占切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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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而占切 汝鹽切

142. 單它m 枕 丁含切 丁含切 它m an 

143.戚 m 織 五成切 五成切 它m án 

144. 感 nffi 血色 戶感切 戶感切 nffi an 

(成) 慘 桑感切 所成切(成)

145. 敢。m 英 他敢切 吐敢切 am a.n 

146.潛m PI更 蒲被切 蒲板切 U它n an 

慧、 女板切 蚊板切 àn 

(翰) 蚊翰切(翰)

147. 產 æn 直 丁簡切 多旱切(寒) 、，æn an 

(寒)

148J幫助n 慎 而善切 人善切 læn àn 

149.願 imm 魄 芳方切 字梵切 lU它n an 

150. 翰m 難 乃旦切 蚊案切 。n an 

151.諜m 訕 所謀切 所晏切 它n àn 

152. 桐 æn 瓣 方克切 蒲寬切 æn an 

153.鹽 læm 愈 七廉切 七廉切 læm lan 

4晶 巨炎切 巨淹切

154. 軍官m 至導 徒南切 徒含切 nffi ián 

155.玫 iæm 劍 羊冉切 羊冉切 læm ian 

156. 聆 ien 歡 去到切 去軍切 len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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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án læn 武延切

讓讀切(戰)

脾面切

武延切

巨員切

牌縣切

時
菌
便

157. fl山 iæn

(戰)

iàn 

lan 
" .. lan 

Jæn 

εn 苦顯切

古典切

先典切
蘇典切

他典切

胡典切

苦顯切

吉典切

先典切
蘇典切

他典切

胡典切

區
革
洒
毓
蠢
倪

158. 銳 εn

." lan læn 息遍切

息淺切

息淺切

相然切

魚賽切

紀值切(配)

丘虔切

即淒切

方緬切

方典切(銳)

以轉切

息淺切

息過切

息淺切

159. 彌iæn 彌

鮮
庸

言賽切

紀展切
居展切

子過切

必淺切
匹著切

悅轉切

嬴

學E

"" 
事
截
搧
篇
竟

(阮)

(鏡)

i互nom 古斬切古湛切藏160. 璋它m

lan 

ián 

lan 

επ1 

εn 

古甜切

吾甸切

五堅切

南見切

都甸切

在甸切

故吞切

五見切

五見切

南見切

丁練切
曹褲切

聽

研
研
靶

毆

薦

161.本εm

162. 接εn

iàn 

wan 

læm 

luen 

力驗切

七倫切

力驗切

七旬切

163. 艷 læm 撿

164. 譚 læm 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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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享 閏旬切 如旬切 uán 

鷗 軸倫切 刺倫切

165. 魂 U8n ì君 揚昆切 他昆切 U8n U8n 

崙 路昆切 盧昆切 uén 

桐 五門切 牛昆切 uen 

166. 聆 ien 個 求隕切 渠損切
v 

luen u8n 

167. 混 轉 才損切 祖昆切(魂) u8n u8n 

(魂)

(魂) 渾 故本切 戶昆切(魂) uén 

官 苦本切 苦本切 u8n 

168. 釋 luen 甜 之閏切 章倫切(譯) luen u8n 

(譯)

(准) 純 之閏切 之尹切(准) u8n 

169. 恩u8n 魔 徒衰切 徒渾切(魂) u8n u台n

(魂)

170. 桓 u8n 鑽 子官切 借官切 uan uan 

171.種 uan 欺 苦管切 苦管切 uan uan 

黨 子管切 作管切 uan 

172.精明 毓 華極切 胡本切 uan uan 

173. 謀m 串 五愚切 古患切 U管n uan 

(換) 蔥 五患切 五換切(換)

軍基 初患切 初患切

174. 能 iæn 傳 張戀切 直戀切 luæn uàn 

175. 聆 ien 著 其隕切 渠項切 luen yn 

4均... 于閔切 于敏切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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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 于閔切 于閔切
E員 于敏切 于敏切
菌 巨隕切 渠殭切 yn 

176. 釋 iuen 掏 辭峻切 辭閏切 luen yn 

177. 植 uan 驟 五官切 愚袁切(元) uan yán 

(元)

178. 仙 iæn 菌 巨員切 渠現切 luæn yan 

179.銳問 E肩 胡犬切 胡跌切 uεn yán 

t犬 姑犬切 姑在切 y五n

180. 恩u8n 娟 狂衰切 古主切(先) u8n yan 

181.桓 uαn 巖 香完切 許韓切(仙) uan yan 

(仙)

182. 巖εn 騏 呼縣切 火主切(先) uεn yán 

183. 蝕 læn 捐 因緝切 與專切(仙) luæn yan 

(仙) 緣 餘緝切 與專切(仙) yán 

軍旬 丑網切 丑緝切

接 于眷切 王眷切 yàn 

輯、 穌戀切 踩戀切

184. 清 iæ!) 動 巨盈切 巨成切 u可 l!) 

185.青 iæ!) T 他丁切 他丁切 εD l!) 

(勁) 粵 普經切 匹正切(勁) l!) 

~86.銳回 蜓 徒典切 徒典切 εn l!) 

187.靜 iæò 省 先部切 息井切 1日B!) I!) 

穎 餘頓切 餘頓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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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迴 uεg 頓 他頂切 他鼎切 E;D 1D 

189. 勁 iæD 令 力政切 力政切 1æD 1D 

(證) 腰 以正切 以證切(證)

190.徑可 定 下佳切 徒徑切 :::D 1D 

定 多佳切 徒徑切

(青) 冥 亡定切 莫經切(青) 1D 

191.東 UD 夢 亡工切 莫鳳切(送) UD 8D 

(送)

192.鍾 iOD 全 芳逢切 符容切 lOD èD 

193. 耕吋 拚 北萌切 普耕切 它D 8D 

北萌切

閒 補耕切 甫冒切

(庚) 柯 直耕切 直庚切(庚) 8D 

194.清 iæD 繭 敕呈切 丑貞切 1æD élD 

(蒸) 棄 繩正切 食駿切(蒸) 18D ÉlD 

195. 登 8D 停 亡崩切 莫鳳切(送) 8D 8D 

(送)

196.董 UD 矇 莫孔切 莫孔切 UD 這D

197. 映 iaD 廣 古孟切 古行切(庚) aD 8D 

(庚)

198.江 OD 龐 亡江切 莫江切 OD aD 

蟬 武江切 莫江切

199. 陽 iOD 囑 他羊切 式羊切 IOD aD 

200.唐 OD rp 五剛切 五剛切 OD 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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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丁郎切 丁郎切
亢 戶郎切 苦淇切 àO 

航 呼郎切 呼郎切

(蕩) 聽 但郎切 但朗切(蕩)

201.養iuo 長 丁丈切 知丈切 lUo 益B

駕 字往切 妃兩切 lUUo 

上 時掌切 時掌切 ao 

202. 蕩刊 沉 胡黨切 胡郎切 uo áO 

203. 耿叮 直 蒲孟切 蒲幸切 ao aD 

204. 岩呵 盎 烏漠切 烏混切 uo ao 

205. 江 00 降 戶江切 下江切 00 lao 

206. 養 ÍaD 強 其丈切 其兩切 1αb i孟D

巨夏切(陽)

直 巨丈切 其兩切 iàn 

(陽) 巨頁切(陽)

207.漾 iuo 相 息亮切 息夏切(陽) 1αg lao 

208.鍾 ioo 縱 七容切 七恭切 100 δD 

重 直龍切 直容切 δo (óO ) 

209. 登 80 真 呼弘切 呼服切 U80 δD 

210. 董 UO 陳 丁孔切 德紅切(東) UO 00 

(東)

211.腫 ioo 恐 臣勇切 丘朧切 100 00 

212. 用 ioo 從 才用切 疾容切(鐘) 100 óo 

(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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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鍾 iOD 暉 於容切

嘴 於恭切

傭 謝容切

214. 董 UD 封 方孔切
(鍾)

215. 清 iæD 桐 古營切

過 戶頂切

頓 古迴切

俱永切

216. 腫 iOD 捶 詩勇切

217. 用 iOD 濯 於用切

(鍾)

於容切

於容切

餘封切

府容切(鍾)

古螢切(青)

戶頂切

古迴切

詩勇切

於容切(鍾)

lOD 

lOD 

lUæD 

uεD 

lOD 

lOD 

10D 

lOD 

lOD 

lOD 

lOD 

lOD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到，現代漢語的每一個勸都是由許多古商(至少是中古以上)經

過分化、合併不斷地發展變化而來的。現將它們分化與合僻的情況分別列成簡表如下:

(一)分化情況表(按〈廣商〉詢部序被排列，下同。沒有分化的簡示列)

鍾 i。正。;
~iOD 

脂 i〈 i

-戶u

虞 10二三
---y 

_lan 
仙 iæn亡

"'--yan 

a 
麻 a -:-

-、、.ua

向<i;

之〈 y

齊εiCJ1
----‘ ual 

__lao 
宵 iæu::::::

、、 ao

__aD 
登甸、之-""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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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i<i

魚 io三三:

/\ 
桓

.-- ao 
看 au亡三

、、、 lao

'. 

尤 iau弋u



OU /10 /1an 
侯 8U -:::-- 侵 iem\\ 鹽 iæm"

、、~、、、 1ao 8n an 

OD _......-lOD l 

董 UD -:::::- 腫 iOD -::__ 紙iε--
---、、 8D OD ............. 、、 u8i

旨 il ::-戶 1 .------ U 屢io/ /U 
.........___ u8i 

至口口五 ;心門 ............... y -.............. y 

__U81 i閻 /an 
賄的1____ ﹒ 戰 ien 一-ian 潛官 n

e1 ~uan 

弋叫
yn 

/叫 _......-1an /ao 
銳 εn 一-yan j爾 1æn 篠 εu

'" iD 
、、......an ---、、 iao

/ao 。 /1aD 
小 iæJ. 訝。/ 養iα。

、-iao 、--UO .........___ aD 

1 

/lOU /lOD 實./
有ialI\\ 用 iOD 1ε 一一一- e1 

OU -"""""""OD 
"'" u8i 

1 __U 怪 -戶 l
至 il __ 

遇 io ~y 它1

............... 、 U81 ---- l月i

.......-10 /U8n _"""""-U8n 
震 ien::::_ 軍事'1uen 蔥、 U8n

8n "-._yn 、-yan

/1肌 uan __..-1a 
霞 εn 線 i訓〈 碼a

.........___ yan yan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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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 u

~u 

屋 uk::
y 

./ua 
末 uat::"

\、 uo

薛Iat/\二三L戶? 
uo 

/1 
職iek::::_ 、、9

候。u 一一 ou

/亡 uo
覺。KC

\之三

黯ad1e
\之:

__lao 
莉 iαk\\

.uo 

/1 
德。k一一一0

~ei 

/la 
月 1U它 t之

........ye 

/1 
屑 εt :: 

鐸 α

-、 1e

k石弋。9 

uo 

1ao 

錫εk/ 1
---.....、、 y

(二)合併情況表(破折號前是現代詞，由破折號後面〈切蘭〉的勸合併演化而成) : 

1 -一支( iε) 、之( ie )、紙( iε) 、旨( il )、11:: ( ie )、實( iε) 、至( il )、志(

iε) 、齊 (εi )、聲 (εi )、實 (εi )、祭( iæi )、怪( u 'll i )、質( iet )、屑(

εt )、昔( iæk )、錫 (εk )、職( iek )、德( ek ) 

a 一一麻( a )、押( ap )、點( æt ) 

。 一一覺( ok )、鐸 (αk )、德( ek ) 

u 一一魚( io )、虞( io )、模( 0 )、尤( ieu )、語(io )、厚( eu )、御( io )_ 

遇( io )、暮( 0 )、有( iθu )、雇( uk )、術( iuet )、沒( uet ) 

y 一一之( ie )、魚( io )、虞( io )、語( io )、慶( io )、遇( io )、屋( uk )、

燭( iok )、錫 (εk ) 

9 一一智( a )、暮( 0 )、品 (αt )、薛( iæt )、鐸( ak )、麥(它k )、童( ap ) 

7 一一定、( ie ) 

ie 一一魚( io )、點( æt )、屑 (εt )、薛( iæ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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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一一碼( a )、月( iu叭)、點( æt )、葉( iæp ) 

ye 一一覺( ok )、月( iu帆)

el 一一脂( il )、軍( iε) 、賄( u 'll i )、未( iuei )、物( i uet )、德(也)

ai 一一皆(它 i )、蟹(如)、海( oi )、泰 (αi )、代 (ni ) 

的一一宵( iæu )、看( au )、豪 (αu )、篠 (εu )、小( iæu )、教( au )、號(

。u ) 

。u 一一尤( ieu )、侯( eu )、有( ieu )、有( i的)、候( eu ) 

ua 一一佳( æi )、麻( a )、碼( a )、末( u a. t )、點( æt )、薛( iuæt ) 

uo 一一歌( a. )、戈( u a. )、智( a. )、果( u a. )、覺( ok )、末( u a. t )、錯(帆)、

薛( iæt )、藥( iak )、鐸( a. k )、麥(此)

iao 一一蕭何u )、宵( iæu )、篠 (εu )、小( iæu )、巧( au )、看( au )、尤(

ieu )、侯( eu )、有( ieu )、覺( ok )、藥( ia. k )、鐸 (αk ) 

uei 一一支( iε) 、脂( il )、齊 (εi )、紙( iε) 、旨( il )、實( iε) 、至( il )、灰

( u 'lli )、賄( u 'lli )、尾( i uei )、廢( iU 'll i ) 

ual 一一未( i uei )、泰 (αi )、怪( u 'll i ) 

in 一一侵( iem) 、真( ien )、韓( ien )、霞( ien )、掀( ien ) 

叫一一侵( iem) 、韓( ien )、震( ien )、間( iuen ) 

an 一一鹽 (iæm )、軍 (nffi )、威(官m )、感( nffi) 、敢( a. m )、潛伏m) 、產

( æn )、瀰( iæn )、願( iU 'lln )、翰(叩)、謙(它 n )、欄( æn ) 

mn 一一鹽 (iæm) 、軍(它m) 、攻( iæm )、韓( ien )、仙( iæn )、銳 (εn )、

續( iæn )、韓(它 m )、奈何m )、霞 (εn )、艷 (iæm ) 

回n 一一譚( iuen )、魂( uen )、韓( ien )混( uen )、釋( iuen )、恩( uen ) 

uan一一桓( u a. n )、援( uαn )、潛伏n )、諜( 'lln )、線( i æn ) 

yn 一一戰( ien )、轉( iuen ) 

yan一一桓( uαn )、仙( iæn )、銳 (εn )、恩( uen )、霞 (εn )、線( iæn ) 

1!J一一清( iæO )、青( iæO )、銳 (εn )、靜( iæO )、迴( uεo )、勁( iæO )、徑

(εo ) 

9日一一東( l月) )、鍾( ioO )、耕(它o )、清( iæO )、登( eo )、蓋( uo )、映( i 

ao ) 

ao 一一江( 00 )、陽( iαo )、唐( a. O )、養( iαo )、蕩 (αo )、耿(它o )右( a. o ) 

iaO 一一江( 00 )、漾( ia. 0 ) 

on 一鍾( ioO )、登( eo )、董( uo )、腫( ioO )、用( io 0 ) 

ioo 一一鍾( ioO )、清( iæO )、腫( ioO )、用( i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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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論

經過將〈爾雅〉注全部反切材料同〈切問〉和〈廣商〉進行對比之後，我們對曹代

的語音情況就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即〈切簡〉時代的聲藺系統在曹代已基本形成。這

就是，聲母方面，除“娘、俟 “兩母因缺例字無法証明之外， <切問〉的其它聲母， < 
爾雅〉注反切里都有。爵母方面， <切爵〉的十六攝， <爾雅〉注襄也都齊全。而且正

攝的友、脂、之分用;紙、旨分用;賓、至、志分用。果攝的歌、麻分用。遇攝的模、

虞、魚分用。通攝的東(屋)、鍾、江分用。若攝的唐(鐸)、陽(蔚)分用等都和〈

切商〉完全一致。這就充分証明了在郭璞注〈爾雅〉三百年後成書的〈切爵〉所分的上

述這些肩，在曹代確實都已有它們各自獨立的音值。

當然，這並不等于說從曹代到〈切爵〉相隔三百多年的語音都毫無變化，因而〈爾

雅〉注的聲勸系統跟〈切由〉甚至此〈切爵〉叉晚四百年的〈廣蘭〉的聲商系統都完全

一致。語昔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當然不是跟時代變化的步伐一致)。因此，盡

管〈爾雅〉注跟〈切商〉和〈廣蘭〉的聲商系統在一些基本方面還保持著一致性，但是，

從它們之間“混切"的情況看，已經清楚看出彼此的差別了。

例如，聲母方面: <爾雅〉住的“智榜並明"與〈廣簡〉的“非敷奉傲"混切(下

同，前者為〈爾雅〉注，後者為〈廣商} );端組與知組的混切;端組與章組的混切;

精組內部的混切;精組與莊組的混切;見組內部的混切等等，都表明了〈爾雅〉注保留

了較古的聲母，而〈廣商〉則向前發展了。

令商母方面， <爾雅〉住的十六攝中只有“假攝"和“深攝"沒有發現混切現象，其

餘各攝或多或少都有混切。如:

通攝(每組前面是〈爾雅〉注筒，後面是〈廣爵} ，下同。混切字例見前，這里從略) : 

東 送;董一一東、鍾;用一一鍾;燭一一慶

江攝:覺一一小

遇攝:

語一一魚;御一一魚;遇一一慶、魚;魚一一御、虞、馬;虞一一遇、屢;暮一一

歌;

吐攝:

支一一齊、聲; 之一一至、脂、遇;旨一一脂、庄、徵;紙一一-支;正一一支、旨

貫一一紙、支;至一一志;志一一至、之、實; 脂一一灰; 未一一徵、至;

尾一一旨;

蟹攝:

薄一一實; 實一一齊、祭; ﹒怪一一至; 蟹一一卦; 皆一一駭; 代一一海;

臻攝:

擊一一震; 震一一員、欣、文; 掀一一震;物一一未; 混一一魂; 掉一一

語、准; 恩一一一魂、先; 質一一脂、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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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攝:

潛一一翰; 產一一寒; 仙一一戰; 譚一一換; 彌一一阮、銳; 桓一一仙、

元; 霞一一先; 線-一一仙; 錯一一末; 屑一一齊; 薛一一屑; 月一一碼;

敷攝:

小一一看、宵、篠; 號一一豪、皓; 巧一一看;

果攝:

戈一一過; 習一一果;

告攝:

唐一一蕩; 蓋一一陽; 漾一一陽; 蔚一一鐸;

使攝:

青一一勁; 勁一一證; 徑一一青; 耕一一庚; 清一一蒸; 映一一庚;

昔一一錫;

曾攝:

登一一送; 職一一質; 德一一職;

流攝:

侯一一尤、小; 有一一模; 候一一棋; 尤一一蕭;

成攝:

感一一戒; 葉一一業;

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從曹代的〈爾雅〉注到宋代的〈廣商1) ，這七百多年間，語音

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

郭璞注〈爾雅〉反切，為我們認識這些變化提供了可靠的根攘，因而是一份十分至今貴的

語言歷史資料。它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于〈爾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說法不一。一千多年來，不斷有人進行過考証，但至今仍

未得出統一的結論。最近，丁忱先生又專文作了有益的蝶討，提出了比較可信的初步結論(見〈

華中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4年 2期第102--109頁)筆者1982年撰寫〈爾雅的編築作用) .( 

載〈中南民院學院) 1983年 2期)一文時，也曾對此問題作過考誼，基本同意丁先生的這個結論。

@ (爾雅〉的功用，主要是“通釋五〈經) "。這方面，前人己參有論定。(ýIJ如漠主充在〈論衡﹒

是應篇〉里就說:“〈爾雅〉之書，五經之訓詰。"鄭主說:“〈爾雅) ........所以釋六藝之旨。"

( (駁五經異議) )魏張揖在〈上廣雅表〉里也指出:“〈爾雅〉之為書也，真七經之檢度，

學問之階峙，儒林之楷素也。"郭璞在〈爾雅注﹒序〉襄對〈爾雅〉的性質及作用更是作了精鍊的

@l'于代以自íj給〈爾雅〉作注的撞在有「卡多家，但有至今已不傳于世上。明清以後一些從事〈雅〉學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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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他說:“〈爾雅〉者，所以通訓詰之指歸，釵詩人之興諒，總絕代之離辭，辨同貫而殊號

看也。"以後從劉攝一直到清代的陳禮、戴東原也有同樣~評述。

人才從古籍中采集提出〈爾雅〉舊注五家之說，他們主要很攘〈陌書﹒經籍志〉和〈經典釋文﹒

序錄〉所載，認為有鍵為文學、劉款、欒光、李炎和孫炎五家。

@見〈爾雅注﹒序) :“沉研鑽極，歷廿九載"。

@見〈爾雅注﹒序〉。

@我們所攘面版本是清“光緒戊戌冬日熙石齋遵阮本重校印"本。

(J) 清代古音學家錢大昕研究古音有幾個重要發現，提出“古無輕唇音"、 “古無舌上音"和“照三

(草組)歸端"的結論。後來章柄麟又提出“娘日歸泥"，黃侃提出“照二(莊組)歸精"，曾

運乾提出“喻三(云母)歸匣"、 “喻四(以母)歸定";錢主同提出“吉普無邪"等的結論。

@見主力先生〈漢語史稿> (上加)第35頁。科學出版社， 1958年第二版。

@見邵榮芬先生〈切由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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