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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诗人用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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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要 本文考察出拉朝i寺鹊 41 部，因声分韵、自入相承的格局已接近《切韵)) 0 <<切韵》的
分韵、韵部之间的亲疏关系，太多能从~t朝诗人用韵取舍上得到解释。南、 ~t两朝虽赴南一
时代，韵部分合仍有许多提别，一些韵部(尤其是工等韵)的分立，南朝明显早于北朝。本
文还结合文献材料，对~t朝诗韵中反映店来的花音特点以及与《语韵》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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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撕迪
北朝 (386-581)，系指中国历史上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北方五个政权的统

治时期。由于长期处于与南朝对持的软态，它的语言跟南方产生了较大差距，i[所谓 : t，方
苦楚剧团白不同，闰北江南最为钝异。" I从诗人用韵角度看，韵部分合与魏晋回不→致， j在

南韩也有一定整别，故陆法吉《切韵序》曰"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研究这一时期韵部的
演变，有于安榻《汉魏六朝韵谱)) (1936)、主力《南北朝诗人用韵5号>> (1936)、何大安《离
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1 981)、用担漠《魏普南北朝韵部之演变>> (1996) 等论著，但各家均把
南北诗文陀到共论，不易辩明南、北取韵的室主异。《切韵>> }\{虫讨论者有五位是北人，北方
语音成分在《切韵》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反映，目前研究也远东根深入。本文专门每察北朝

恃人用韵，并对其中反映出来的北音特点及与《切韵》相关的问题进行分轩讨论。
本文取材限于运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两汉南北朝诗》中的北魏、花齐和北周三朝有韵

诗，书中所辑"仙道"、"鬼神"一类诗歌用韵特殊，白东汉出现以来就代代沿袭模伤，不能
反映…时…地的语音现象，故一律剔除L 遥过对材料的鉴期处罪，共得到 731 首诗、 944 个
韵段非为我们讨论的依据。经考察，北朝诗韵可分为 41 部，其中阴声韵和陆声韵各 14 部，
入声韵 13 部。现提北朝i寺的都与魏晋 37 部对照列表如下: 2 

I (经典释文·序录，.

2 本文府作比较的(魏}晋韵部为了邦新先生的 37 部，南朝韵部为周祖读先生的 5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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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声 韵 入 声 韵 g月 声 韵

(魏)晋 ~t 朝 (魏)曹 ~t 朝 (魏) 晋 北 朝

16 1民(铃江) 1 ~且(冻三} 29 屋(烛觉} 1 屡{是重二}
1 主二 1 之{脂〉

15 冬(东三} 2 钟{钟就:) 28 沃(座三} 2 烛(烛觉)
9 n首 (HIi) 2 微

17 陪 3 阳 30 药(陆爱蕾} 3 药
2 商合 3 附 (目台灰)

18 耕 4 庚 31 惕 4 陷(陌爱蕾}

10 皆 (0台灰) 4 齐 (齐
13 蒸 5 蒸 26 职 5 职

位)(~牢)

14 'If 6 呈量 27 德 6 德
8 支(齐伎} 主支

1吉真 ?真 32 质 7 质
11 祭(雾) 毛祭

20 文 电 3ζ

12 毒草 7 毒草

21 魂 33 没

7 歌(麻} 毡歌
22 元{山先仙) 争元{魂} 34 月(黯屑薛} 8 月(没}

10 先(ÙJ先他} 9 属(黯属董事}
9 麻{麻)

23 寒 11 寒 35 揭 10 米
6 敛 o.模) 10 急

24 侵 {猿X章主} 12 侵 36 魏〈含} 11 缉 11 模(虞模) I 

13 累 (骂声} 12 合{俞} 3 幽 12 幽

14 盐 (主主添) 37 阶 13 叶 5 豪 13 豪

25 谈{盐添} 4 商 14 萧

[注:表中的魏晋韵部采用丁邦新先生原来的序号，北朝韵部的排列以音近梧次，闻时兼颜
韵部之间的分合关系。南朝桔承的韵部放在南…横仔，分化出来的韵放在括号里，♀l显示它
们在两个时期所属的不国的韵部。例如，魏曹栏F所列的"东(钟江)" '" '‘冬(东三)"和北
朝栏下研列的"东(东三)"、"钟(钟江)"，表示魏晋东部转为北朝东部，但魏晋东部中的钟
江西韵转到了北朝的钟部:魏晋冬部转到北朝的钟部，但冬部中的东三韵转到了北朝的东部。
余肉。]

从若是中可看出 ， ~t朝阴声韵与入声音考基本无纠葛，陆声韵与λ声韵之间己具有紧密的相
承关系，凡阳声韵通用的韵部，其相应的入声韵之间也往往是适用的，整个分韵将是已接近
《坊韵》。北朝诗人用韵巳趋严谨，跺钟、元两部还包含后来分藕两个摄的韵字外， 3 其它
韵部的分合基本上与后来的摄一致。这时期分立出来的主要是王等韵，也有二、三等兼具的
韵部，如徽、支、麻、鱼、侵、缉等。当然，北韩诗的分韵不知《切韵》摇密，它的一个部

3 钟都包括眉来属于通、窑两摄的韵字步元韵包括了黑来藕于山飞臻两郁的字a 这两部所包含的具体韵字
与前一时期也不同。钟部包含了魏晋时期东部的钟、江韵系字和冬郁的冬韵系字，元部包含了魏曹时期的
元部元韵系字和魂部字。相应入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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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还包括《切韵》中的凡个韵，跟南朝用韵也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下商几个方面z
(一)开合口韵掘雨不分。豫延续到《访韵》都还合用的真t亭、寒桓、歌戈、展术、碍

来等韵部之外，欣文、哈灰、泰震、模5建、瘤魂五组具有开合口关系的韵部，这一时期都还
是合用的。
〈二〉一、二等韵合用。如冬钟、陆庸、元魂、模票、尤侯、沃烛、药锋、月没等，也

还未分离。
〈三)三、四等韵合用。纯四等的五个韵中，萧、先、膏、添四韵部分别与同摄三等的

宵、伪、靖、盐合用不分:齐部只有亭、去雨声有字，平声齐韵独用，去声雾韵也与向摄二
等祭韵合用。

〈困)工等韵均未注虫立。周祖漠先生(1996:703): "二等韵的分用，是齐梁陈隋时期最大
的特点。"而北朝诗的部与周祖漠先生齐粱陈隋(包括北齐、北周) 53 部相比，最明显的区
别就是少了江、佳、皆、山、蹦、肴、觉、黠 8 个二等韵部。 4黄保先生(1983:106) 认为:
气广韵章中于等韵全韵曾为…、自等者，即为古今同有之韵:子等韵为二、三等者，必非
宙者，何以故?以其中有古所无之声母。"这是从声韵配合关系来解释古今音变。从魏晋到
南北朝韵文的演变情况来看，二、王等韵也是后起现象。

工 主要用韵现象讨论

周祖漠先生把魏晋南北朝用韵情况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魏晋宋(包括北魏)为一个阶
段，齐梁陈情(包括北齐、北周〉为一个陪段e 本文不分段讨论，程对个别历时因素造成的
差异给予应有的重视。王褒、康信等由南入北的诗人的府韵，体现南朝诗韵特点的地万，也

作区别对待。

(一〉雨声韵
。) 东部、钟部5
魏晋时期东一与钟江两部，东三与冬同部，到北朝东三转丽与东…阿部，冬也转而与钟

江罔部。东三周酶 43 次，全部与东一向屑，跟冬、钟、汪之间毫无牵连a
元醋、 (~t魏平域人) <应制戴钢聪山松i寺)) (2205). 岳叶"冬同飞以东一冬向用，较特

殊。《旗氏家节日·音辞篇》曰: "河北窃攻字为古踪，与工、公、功二字不同，殊为僻也。"
《经典释文. }芋录>> "条倒拌亦曰 : 'ì 以楚、升共为一韵，攻、公分作两膏，如此之传，吉野非

为得JP 二者均以"攻"不i卖东一部读冬韵为误，估计东一冬的摇撞在当时并不竿见，所以

元藤诗东一冬相押也不是偶然的了。《广韵>> "攻"字分见于东、冬商前(冬韵宙冬切一读与
颜之推所言吉琼切同音).义阔。这条又音记录实际上揭示了两音之间的历史关系。东一句
冬同为一等韵，在东三与冬分离，分射向东一和钟江转变的过程中，两韵有趋向的可能性。

江韵，局提漠先生(1996:709) 认为"在粱代和北齐的时候，大部分踉冬钟两韵合屑，
到龙腾陈商之际，大部分踉阳唐两韵合尉，这是锻显著的变化。"北朝诗江共商韵 7 次，如
下:

江据用 照信《送卫王南征诗>> (2403): 降江
东一江同用 北周杂歌谣辞《蜀中为子仲文语>> (2412): 双公

东一钟江闰用 韩廷之《耀中尉李彪i夺>> (2197): 在踪龙从邦鸿1司

北魏杂歌谣辞《广平面姓为李被小妹语>> (2234): 容莲逢政

钟江周围 陆平等《太棒圈丘及北郊歌辞(七)高明乐>> (2305): 从恭雍邦

4 另外还有谈部、辑部飞辖郁、业部 4 部， :It朝诗无用韵-
5 本文所讨论韵部均主持平以骸上去.
6 题名后为该诗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页码，下i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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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阳 i司用 庚信《代人伤往i寺》之一 (2410): 鸯现

用锋同期 陆平等《事!高乐辞(六)登歌乐)) (2312): 用降

江稳用、江lJEl闰周都只是摸倍的用韵，藏信为南人，他的用韵显然不能作为北周诗人的代表。
~t朝早晚期江韵都只跟东一钟肉埠，和陆部完关，也就是说江、陆两韵的语音差距还很大。

(2) 陆部、庚部
阳部包括四唐两韵，庚部包括耕庚清背回韵，两部之间只有叫一次合韵z 北魏杂歌谣辞《贾

息毒草寻 i壤论力拼)) (2243) 叶"汤耕"(庸耕间用)。此外，耕还有 2 次用韵，都与庚部字同用 t

圈圈悟坦问用 油子阳从驾斡刷刷 (2221):精峰静地蝠辑
耕站岗F自 北齐杂歌谣辞《济北民为崔铀谦歌>> (2290): 政争

这表明，耕与庚j青青之间还分不出亲磁远近来。

青韵独立趋向不如南朝明显，用韵 43 次，其中换用的 5 次有 3 改为花搜诗人王褒、康
信用倒，北朝诗仅 2 次独用 z 一为高允《王子乔>> (2201) 叶"星真气一为北臻杂歌谣辞《同
门生为李i盘语>> (2236) 叶"曹经飞用例少，韵段也簸，对比王褒《从军行》之… (2330) 叶
"经亭怪注形星青刑铭靡屏" 11 个青韵芋商言，北朝诗青韵的独立性显然还不强。
局提读先生认为这一时期 "青韵有键多人是独用的" (1996:702) , ..耕再庚靖音担近，

与曹稍远" (1996:71哟，应该只是南朝诗人用韵现象。
。) 燕部、登部

菇、暨南部上、去雨声无用韵，平声分用。北齐谚语有一次合韵: <<省中为祖理裴让之
语)) (2296) 叶"能撮"。

(的 真部、文部
真、文南部分韵与辈辈晋…致@文部俞文韵与真部无阿用现象:欣韵~t液诗人王褒和萧馨

与真i事合用不分，这j~南朝齐梁议后的诗人用韵一致:北朝政仅有 1 次用韵，见子北齐燕射
歌辞《食举乐》之七 (2318)，叶"分君瑕7 群云熏氯气欣文合用。三E仁晌《刊读补缺切黯》
〈以下称《王韵}}) "殷"韵(即《广韵》政韵)下注云: ，~陆、杜与文雨，夏侯与臻罚，今井

别。"阳体之，在北乎无终(今河北冀基〉人，杜台瓣，搏睽曲陵〈今河北定县〉人，夏侯碌，
谁都(今安徽毫县)人。陀、杜殷丈罔蹈，与北辑持南韵一致:夏侯睐殷臻向用，则主否南朝
殷真向用一致。事《切韵》虽然未从醋、杜合并殷、文，亦未从夏侯合并臻、殷，而是殷、
文、臻三韵分立，但从其排序bI.殷次于文雨不次于真臻，知其所取为1仁音。

(5) 先部、元部、寒部
先音程钮括爵~山先他因韵，克部包括元瑰摸王韵，葱部包括寒桓南韵。先部与寒、元两部

均可通挥，但菇、元之间疆界分明。元韵魏晋时期与山先伯合为一部，南北朝以后转丽与瑰
痕合用不分。曹班情诗先部跟痕魏柜捍时总有元前字作中舟，如《奉和活娃应诏i寺)}(2363) 叶
"昆魂轩园酣元门魂根攘摞元昏魏苔元天弦先"，体现了元韵与这两组音之间的联系。《锦韵》
把元放到巍模之前，高不把它与先铀南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
由韵晋束时期多与先他通押，南朝齐架时后与先他充分立，自成一部。北朝仅有 2 次捕

前，均为E贺信诗( <<游山 i寺>> (2355) 山独用， <<间接封中最i寺>> (2410) 寒桓删山间用)。其
相应的入声黠只 1 次用韵，出现在北魏杂歌谣辞中，与末韵罔用，坯不能据此确定它的归属，
我们只能提据魏晋周前提它酣于先部。

删用韵 11 次，其中北渡诗人萧综强用 1 次，康情独用 6 次，与寒问埠 3 次:还有 l 次

?本句"掏有象，化无垠J'"垠" (广韵》分觅于真、痕、欣三韵，但普代为支部子，王仁贿《刊谬补缺切
韵》也{íU乱于殷〈欣}韵，语斤反@故当以欣韵字论。
s 商朝殷真间用，晃周祖漠 ]996:7]3. 据《玉韵)，夏侯咏《四声韵略》臻、真分立，南朝诗臻韵属于真部，
欣真i司用实际上也包括了直侠咏的臻韵在内。
9 据《王韵>>，阳休之《韵赂》元痕魂亦不分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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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方诗人元和《诗)) (2211)，叶"患玩换班"， ~谏押入换。估计北朝班i韵还未从寒部分

立出来。

(6) 锺部、章部、盐部
侵、罩、盐三部分别最为清楚，侵部只一个使韵，滥用:孽部也只有一个罩韵，独用:

盐部包括魏晋侵部和谈部的盐、添两韵，三部之间已无关涉。各举一伊~:郑公超《送庚寻寻骑
掘i寺>> (2266) 叶"深心研吟"(侵猿用)，庚结《如侃法j席三绝诗》之一 (2401) 叶"潭商" (慧
独用)，魏枚《永世乐>> (2268) 叶"添需嫌" (盐添合用}。草韵上声和侵韵上、去离声都无

用韵。
(二}随声韵
(1) 之部、橄部
黯、之、微三韵在魏晋时期分为南部，即之为一部，崩微为一部。北斩微部猿立出来，

黯之合为一部。微用韵 48 次，独用 29 次(均为平声芋)，黯微商用 12 次，之徽两周?。其
中脂微南围的 12 次需作解释。北搜诗人萧慧、王褒、威信脂韵奇、辅音合口字如"迫"、"衰"、
"撞"等，只跟撤韵相摊，如菇嚣《租司提铠曹阳醉疆软晚诗>> (2279) 叶"衰归"，王褒《日
出东南隅行)) (2335) 叶"归辉飞追"，这样的用剖共有 8 次。《切韵》徽韵无音、齿音字，
王力 (1980 [1936]:19)、周祖读(1996:716) 两位先生都主张把这部分字归入辙部。也就是说，
这 8 次用例不能算作黯橄合用。余下的只有 4 次脂微雨用，分期是藏信宗庙i寺和花魏离允、
阳固诗。这些部不影晴对微韵1虫立性的判眠。~t;齐以后的诗人(庚恼除外)甚至不把脂、微
放在一提押韵了。陌之、微两韵从北魏开始就有部分通押，如盟承根《赠李宝诗》之四 (2199)
叶"戴棋"，邢部《应诏甘露诗>> (2265) 叶"旗挥机"0 <<切韵》以之次于蹈，而不以原本与

胳同部的微次于髓，反理起了实际语音的变化。
(2) 日台部、齐部、支部、祭部
魏晋输部包括始灰离韵，北朝哈灰依然同尉，魏晋皆部的 u开、哀、四、堆、枚"等属

于《广韵》始灰韵的字，到北朝时期也转到了陪部。如惠化趋《谣>> (2287) 叶"噩由"，事

提《奉和重适阳关>> (2325) 时"蠢埃苔开哀回来"，等等。

佳、皆共南韵 7 次，其中佳强用 1 次，皆独用 3 次，皆日台合用 1 次，都出现在康信诗咐:
另外的 2 次，一为齐皆罔周:昌先《咏贞如彭城刘氏i寺)) (2203) 叶 u算谐乖怀飞一为佳皆
(蟹骇) 1司用:北魏杂歌谣辞《时人为崔揩语>> (2238) 叶 u黯楷气用销太少，不能说明什么
问题。但《王韵》小注却提供了一个旁证，其刮皆"韵黯于在: ({昌、阳与齐阁。"蟹韵目F

注: "李与骇向 J' 也就是说，北朝阳体之、李季节(赵郡平棘人)齐皆、佳皆〈蟹骇)也是
海用的。 这些材料的-一致性，大致可推断北朝齐、佳、皆诸韵是合用不分的。

齐韵去声挥韵魏晋时期是与祭韵合为一部的， ~t;朝诗雾，单共用韵 4 次，如r:
葬独用 卢元明《晦日泛舟应诏诗)) (2215): 蒂计

北魏杂歌谣辞《杨街之引语>> (2239): 臀婿
雾祭向周 段承根《蹭李宝诗》之五 (2199): 樊岁陈继

摸信《周把方泽歌〈一〉昭.1:>> (2418): 荔卫齐祭

靠靠同用的商倒，一为抱韵，一为交韵，显熬只能看作算绿合韵。葬韵激立出来，第部就只
剩一个祭韵了"高先《替宗钦诗》之十二 (2203) 叶"造精散踢"，以真押入祭韵，是方吉

现象还是偶然合韵，目前不是很清楚。
支部用韵 18 次，只有 1 次去声寞韵押入禁韵，其余均为1虫用 o <<颜氏家音11 .音辞篇)):

"北人……以紫为姊J' 周担读先生垃曰: l'紫、姊自属精母，高紫在纸韵，姊在旨韵，北人

读紫为姊，是文、黯王别矣J' 北朝诗中这两个字来入韵，但就整个支部的用韵句腮无纠葛
来看，颜氏所述可能只是个别方宫中这几个字的读音相施，还不能就此断定支、黯两个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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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相混。
(3) 泰部、禁部
魏晋毒草部包括毒草央麽三韵，花朝毒草韵寻虫用，央前无字，废韵仅一例，与始部的队前同用:

北齐谚语《文林馆中为陆平语}) (2296) 叶"对义"，估计废韵还未独立，据魏晋用韵的把它
归入秦部。

(4) 歌郎、麻部
歌戈用韵 25 次，其中向用 16 次，歌稳用 8 次，戈猿用 1 次:麻用韵 26 次，均为稳踊〈其

中有 1 改麻马异调相押)，歌、麻两部界眼般然。王力 (1936)、周租漠 (1996) 均把歌戈麻
闰用视为南拉朝阜期用韵特点，结论失之笼统。

(5) 鱼部、摸部
鱼、模阁部用韵 91 次，其中集独用 30 次，虞独甩 10 次，模组周四次，最囊同期 8

次，鱼模向南 2 次，集藤摸再用 1 次，藤摸词用 21 次，革烛同用 1 次。大致说来，鱼与冀
模日经分立。《颜氏家训·音辞篇》两次提到北人鱼、提两韵字相混的情形，一日: "~t人以
庶为戎、以如为髓。" I告一曰: ít 北人之膏，多以举、1!为矩:唯李季节'云: I齐桓公与管仲

予台上谋伐寓，东郭牙望黑框公口开雨不闭，故知所言者高也。然则富、矩必不同呼。'此
为知青梨。" !I北朝诗盘与虞的关系怎么样呢?先看商前向用情况:

鱼虞向用 高允《罗敷有>> (2201): 敷肤珠辘据髓

花魏杂歌谣辞《海中童谣》之一 (2232): 初珠

~t魏杂歌谣辞《事彪号i 模>> (2238): 书芜

语囊向用 北齐杂歌谣辞《酶辑程黯为麟律光造谣》之二 (2293): 坚斧语

北踊幸与歌谣醉《盟中为于仲文语}} (2412): 掘武

J!R.信《现调曲》之工 (2431): 暑雨聚!芋肃

翻遇由周 南先《答宗钦诗》之二 (2202): 着务

北齐杂歌谣辞《武成殖后谣>> (2292): 树去

梅遇盏阿甩 庚f畜《商调曲》之工 (2428): 虑萃豫惧

文人诗中只有高允刷康情盘虞同期，高允 (390--487，渤海高人)，北巍早期诗人，用韵犹存
量是普遗风:庚倍兔攫间用的也只是承周前代的"蕉挝歌辞"类作品，创作诗中绝无摇用。也
就是说，颜之雄所描述曲拉方虞、王在南韵的字梅爵的情况，在颜之雄时代及其以后的文人诗
中都没有反映。杂歌谣辞用韵虽然与颜说吻合，但这提作品用韵都比较宽泛警不足为确定两
韵关系的主要依据。事实上，北齐以嚣，除了花旗诗人刘地、萧菇、王褒、庚信虞模混用外，
其它诗人鱼、 5建、模三剧都是分用的， {J!J如，邢邵《齐韦造逊晓春宴i寺)} (2265) 叶"相鱼
琉书" (鱼独用)，释亡名《五苦诗·病苦>> (2434) 叶"夫扶俱隅" (虞猿用)，魏枚《晦日泛
舟应诏诗>> (2270) 叶"呼摹罄步" (暮强南).等等. <<王韵)) "语n 韵吕 F注: 4' 自与虞阁，

夏侯、阳、亨、杜剔。今依夏侠飞阳、李、杜J' 从北朝诗人用韵来看，夏侠、陆、李、杜
的分韵是有实际语音#根据的e 颜之推所言只是个期字的读音槌向现象，不宜就此认为北方
鱼、虞两个韵部相混e

(6) 黯部、萧部、豪部

黯部跟魏晋一致，包括尤侯黯三韵。但克韵具有…定她立性，如常景《赞四君诗》之四

10 周祖谎先生曰: tl此论北入语音，分韵之宽，不着商人之密.案:庶、戍降为审母字，广韵庶在御韵，戍
在遇韵，音有不闰，庶，开口，戍，合口。如、德罔属日母，如在鱼韵，儒夜虞韵，韵亦有开合之分:北
入读庶为戍， i卖妇为僧，是鱼、虞不分也J'
11 周被漠先生日 : It此号!李季节之音，当见《音韵决疑).举、1!(切韵》音居许反，在语韵，矩音俱羽反，
在鹰韵。颜氏举此以见鱼、虞二韵，北人多不能分，与古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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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叶"流体修求带飞陆却等《大搪菌JÍ.及北郊歌辞(十一)高明乐)) (2306) 叶"局潺
流州留休气腾韵字少，仅平声有一例: ~t周杂歌谣辞《时人为裴辙榜射语)) (2412) 叶 "i取
射"，{类曲同用。

肴用韵 6 次，庚倍i寺独用 3 次z 北朝诗用韵 3 次，都与它韵民用 z 北齐舞曲敬辞《武舞
阶步舞>> (2320) 叶"昭巢商朝韶盟"，萧宵肴罔用:陆却《太棒黯丘及北郊歌辞(十三)皇

夏乐)) (2306) 叶"孝耀"，笑效向南:高允《咏贞如彭城刘氏诗》之六 (2203) 叶"好到醒

主主飞笑效号间用。可见，着韵还没有独立的迹象。
(三)入声韵
(1) 崖部、烛部

屋一句烛觉均可通拌，但患三或独用或跟靡一i苟用，韵部分合与陆声东…东三一致。觉
用韵 2 次， 1 次与药锋同期， 1 次雇一觉罔周:

觉蕴锋同用 膜信《和张待中述怀诗>> (2371): 剥角落墨鹊握寞键亮蔬洛索盔

盘诺托毫郭麓薄获乐溜朔霉撞撞囊数廓

雇一觉向周 北齐杂歌谣辞《废帝时章谣>> (2291): 秃角

艇f畜i夺觉药锋同扇，与他的平声江南 i哥琅是一致的，但康情i夺用韵不能作为划分北朝诗韵的
主要依据。屋一觉商用与平声东一江罔用性质一样，属于音近通押。觉韵没有独用的例子，
摄据平声江韵的分合，只能把它归入烛部"

陆留《疾幸诗>> (2208) 时"蠢粟辱"，以馨烛南蹄，较特殊。阳菌是北朝唯一以朗声韵

和入声韵向用的诗人，北朝诗的三次阴、入相押揭出现在他的诗中(另两倒见蝇部〉。
。) 弱部、南部、职部、德部
药都包括药锋商韵，阳都包括黯麦普锡回韵，职都是职韵，德部是德韵。魏膏药部字句

其相应的陆声韵阁部所含韵都不对应，茹部包括药、锋、麦、费、锡五个韵中的芋，陆部员2
只包含了《广韵》的阔、黯两韵。北朝药、锋共用韵 6 次， !!虫用、向用各 2 次:麦、昔、锡
共用韵 8 吹，其中昔独用 2 次，阳昔同踊 2 次，麦普锡间用 l 次，带锡陪用 3 次。这离组分
属于宿、棱两个摄的入声韵之间互无纠葛a 锡韵只跟昔韵和麦韵闰用，无强用例:陌、营商
韵庚倍同用，北朝诗人则分周:

陌昔同用 痰倍《周祀踵丘歌{五) ~是夏)) (2416): 格泽尺

苦甥两周 元宏《县辑方丈节堂给侍臣联句诗>> (郑蘸) (2200): 辟历

麦茸锡网用 庚信《萄漓曲直之居 (2432): 尺石璧锡脊盘籍

陌稳周 北齐崔氏《珩面辞>> (2286): 白洋
昔强用 陆邱等《事!菌乐辞(十七)高明乐)) (2315): 奕适

陪爱蕾锡四韵的分合，与相腥的阳声韵完全一致。
(3) 质部、月部、属部、末部
质部包括质术榨三韵，盾韵!;).独用为主，术精踊韵次数少，只眼质韵商用，如花卉燕射

散辞《食举乐》之九 (2318) 叶#自滋律" (威术商用).北齐燕射歌辞《食举乐声之一 (2318)
时"瑟-" (虚柿周围).

痛月分离，属部包捂黯屑薛三韵，月部包括月没两韵。魏晋时期，腐薛往往与去声祭雾
屑梧持，北朝诗不再有这种用例。黑韵只踉薛合用，薛韵多独用，如常景《赞四君诗》之二
(2219) 叶"雪说舌甜"， 崔民《辑苗辞>> (2286) 叶"雪悦"，等等。薛韵的教立性，为《切
韵》羁薛分立奠定了基础稳黠只有一改用韵，与末向用 t 北魏杂歌谣辞《孝晓时意瑶>> (2231) 
叶#接末飞因无其它韵例，只能据魏晋扉鹊把它归入踵韵。没也只有一次用韵:周南《晚

牧诗>> (2225) 叶"月发滑越"，以月没闰用。联系月投南韵的平声元魂合用不分的情况，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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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韵归到月都是合适的。
物飞珞两韵无字，所以文部没有棺盟的入声韵部。
〈吗 缉部、合部、叶都
阳回诗键韵与3在韵 i商用 2 例: (剌诲诗}) (2208) 时"至及"， <<疾虫在诗}) (2208) 叶"备军

及"，估计他的方宫中窒韵还有某种韵尾存在。
合、叶两部的分合与平声主要、盐一致，合部只有一个合韵，拙用 1 时部包摇叶帖两韵，

闰蹄。例如:

含1虫蹄
叶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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