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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美貞

復且大學中文系

〈辭瀕〉是一幫騙得十分血色的古棋路諒合住詩興，個tf!.存在章含缺點和不足之處，

替中某些音韻舉慷目的釋鐘就是如此，還真讓揮幾條東討論。

一、關於「個臨J ' (辭激〉說:

韻饗名。按皮切的發聲分脅，收聲分韻，故稱切韻。'"..........分平聲五十如囂，上

蠶豆三十五韻，去聽六十韻， λ韓三三十盟韻，合軒二三百零六韻。............原書記棋，

教埠有膺寫殘本三轍，互梧譜是，平上去三聲大致齊全，為聽盤的四分之三乏。

活彈道有三三個問美麗。說先，關於〈姆韻〉一書的名義，王顯在((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

性質扣一文中指出， í切j字專指皮切上字是在去艾先 800 年tJ後。在此之議，皮切只

稱f反J '不稱「切J 0 去元的0 年以藹， r切J為切正之釁， í切韻J就是正確競範諦脅之

。障法霄的〈姆韻〉作於公咒的1 年，那麼陸害自告名義當然是指f正確規範語音上諾

不是指反切的發輩革、 i控聲。第立，關於〈切韻〉的分韻，主仁空空〈于自謬補缺切韻〉共分一

百九十五韻，但主撞擊「韻和嚴韻下說聽書無此韻間，聽陸法當〈切韻〉共有一百九十三

韻，其中平聲五十I!B韻，上聲五十一韻，去聲五十六韻，入聲三三十二韻。所謂

會六韻J '乃是宋代〈廣韻〉的分韻。第五，關於〈切韻〉縛本。〈切韻〉療書確實已經吾先

縛，但是現存驛寫本〈切韻〉幾響應是因鐘，那捕祖讀〈唐至五代韻書集存〉所i設的殘賞一

(伯 3798 )、殘貫立(組括伯 3695 、 3696 )、聽頁三(斯 61訂)、殘真閱(包括攝

2683 、伯的17 )。講師種體卷全自起眾不過是五十五個韻，篇艦也蘊令，不昆輝本的

六分之一。〈辭源〉的說獸，乃是根據 1935 年出肢的〈十韻彙鎮} ，所謂敦煌殘譽f切

、 f切二J 、「切三J 0 f1l道種說法已躍;學峙。據周種麓的考證， r切之二j 、 f場主J都

是長孫訥言的2塵控本，並非臨議原本。

…~、關於f長切J ' {辭聽〉說:

自梵文輸入我鹽，問取漢字為三十六字母，用於&智，進蟲為精蟹。

在中關音韻學史上，反切在東鑽來年已經康生，三十六竿母則要到唐宋宋初才產生，

1 載〈中餾誇文卜 1961 年告終是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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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反切產生之初，怎麼可能採用三十六字母呢?即使在唐末宋初三十六字母產生

以後，中國的古人也沒有把三十六字母用於反切之中。三十六字母是用三十六個漢字

代表三十六個聲母，而跟聲母有關的反切上字則有幾百個之多，我們看不出古人怎樣

把三十六字母用於反切之中的情形。事實上，三十六字母倒是從反切上字中來的。張

世祿〈中國音韻學史〉一書指出，唐末和尚守溫必定是在類聚漢語反切上字的基礎上，

參照梵文和藏文，制定出了三十字母，以後經宋人增益為三十六字母。

三、關於「尖團字J ' <辭源〉說:

字音有尖團之別，尖昔的字，聲母的發音部位，是以舌抵齒。如「秋」字反切為

「此由J切， I先」字為「四煙」切，秋、先都是尖字。團音的字，其聲母的發音部

位，是以舌抵書頁。如「衝」字為「出翁」切， I川」字為「出灣」切，衝、川都是團

字。南音多偏於尖，北音多偏於團，唯河南口音尖團最分明。京劇講究尖團，

故度曲必以中州韻為準。

這真有三個問題。首先， I尖團字」的得名之由。清代〈團音正考〉原序云: I試取三十

六字母審之，隸見溪畫曉匣五母者屬團，隸精清從心那五母者屬尖。」用現代的話來

說就是，凡屬古代見、溪、畫、曉、匣五個聲母的字，現代的韻母是[ i ]、[ y ]或者

以[ i ]、 [y] 起頭的，為尖字。在清代，滿族人為了學習漢語，故用滿丈的圓頭字母

k 、 g 、 h 束對譯漢語的見、溪等五母的細音字，用滿丈的尖頭字母 c 、 j 、 s 來對

譯漢語的精、清等五母的細音字，團就是「圓J (如螃蟹，有團擠和尖擠之分，團擠就

是圓擠) ，這就是「尖字J (文吽尖音字)和「團字J (文吽團音字)的得名之由。 2 由此可

見， <辭源〉所謂「以舌抵齒」、「以舌抵穎J '並沒有把問題說清楚。第二， (辭源〉所學

的例子， I秋」和「先」固然是尖字，但「衝」和「川」就完全錯了。「衝」和「川」古代是穿母

字，旺不屬尖字，也不屬團字。〈辭頗H尖團音J11康的學例，尖字「將、節J '古代確是

精母字，團字「姜、結J '古代確是見母字，就完全正確了。第三，就現代漢語方言來

說，蘇州話老保保留了尖音，如「將」讀 [tsiaIJ ] ，未保留團音，如「姜」讀[ t s;: ia lJ ] ; 

廣州話保留了團音，如「檢」讀 [kim] ，未保留尖音，如「剪」讀 [t!in]; 北京話則尖

團均未保留， I精、姜、轍、剪」都讀 [ts;:]聲母。因此， (辭源〉所謂「南音多偏於尖，

北昔多偏於團J '實在是外行話。至於說河南昔「尖團最分明J '也不符合現代河南方

言的實際。例如洛陽話， I酒」讀[ tsiou] ，保留尖音，但「九」讀 [t~iou] ，顯然未保

留團音。

四、關於〈韻補卜〈辭源〉說:

2 參見馮蒸((圓音正考)及其相關諸問題) .載〈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年) .頁 8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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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吳械撰。......此書參考五十種著作，由同韻以推定古音，由五押以推定韻部

的通轉。自宋以來，言古音者以此書為最早。但引書不及宋人，卅韻之說，常

為後人所議。

案臭棋〈韻補〉一書的缺點恰恰是它引用了許多唐宋人的詩文來證明上古音。上古音是

指先秦兩漠之音， (韻補〉一書中固然有引〈詩經〉、〈楚辭〉來證明的，但是它又引了韓

愈、柳宗元、自居易、歐陽修、蘇軾等人的韻文，來證明先賽兩漠之音，這顯然是不

妥當的。因此， (辭源〉的這一句話，應該把「不j字拿掉才行。

五、關於「攝音J ' (辭源〉說:

音韻學名詞。......其韻攝有的分為迦、結、岡、庚、械、高、該、傀、根、

干、鉤、歌十二攝;有的分為果、假、遇、蟹、吐、殼、流、成、深、山、

臻、右、江、酋、擾、通十六攝。方言不同，師承各異。

在漢語語音發展史上，十六攝是代表中古音的東西，例如作於公元 1039 年至 1203 年

之間的〈四聲等字〉已經併〈韻鏡〉的四十三轉為十六攝，而作於五代時期的〈韻鏡〉雖然

沒有「攝J的名稱，但實際上已有十六攝的觀念;十二攝則是代表近代音的東西，例如

載於〈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韻要法)(作於 1701 年後) ，就是分十二攝。從十六攝

轉變為十二攝，其中的差別主要是: (一)減去收[ -m] 尾的深攝和威攝。(二)通、

硬、曾攝合併。(三)右攝與江攝不分。(四)吐、遇兩攝合一。(五)分出一個傀攝和一

個結攝。 3 十分明顯，這種差別的產生，根本原因在於漢語實際語音的不斷變化，而

跟所謂「方言不同，師承各異j實在是沒有關係的。

六、關於「古音J ' (辭源〉說:

宋以來稱陪陸法言〈切韻〉以前漢語音韻為古音，對〈切韻〉以後各韻書稱今音而

言。......分部繁筒，各家不同。近人章炳麟分古韻二十三部，黃侃分二十六

部，並由分部而研究音值，使古音研究更趨精密。

黃侃的古韻分部為二十八部，不是二十六部。關於研究古音音值的問題，最早企圖描

寫古音音值的是戴震，他的古音九穎二十五部全部用零聲母字標目，表示韻部的讀音

跟這些零聲母字的讀音一樣。以後，章!炳麟的〈二十三部音準〉對於各個韻部，分別用

許多漢字註音，跟戴震也是一樣的意思。但是他們都以漢字標音，於是一不能顯示構

成字音即音節的音素，二不能統一各方言區的讀法，所以他們的擬測工作實際上是失

敗了。因此研究音值實際上是從高本漢、馬伯樂開始的。也只是在高本漢、馬伯樂以

後，漢語古音的研究才「更趨精密j 。可見〈辭輝、〉的這一說法也是有很大缺點的。

3 參見李新魁〈漢語等韻學)(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 年) ，頁 2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