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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考 

摘 要 

本文以文献表层韵部分十二类为归纳依据，不以深层的韵部分类为归纳特点。

但相似主题下，具体内容仍有不同，受立论基础以及实际语音的影响，即使同样

的主张往往也会使用不同的术语表示（或赋予同一术语以不同意义），“十二韵

摄”韵书韵图的分类也是如此。古代韵书韵图作者对“十二韵摄”名称的分类既

有传统的“十二韵”“十二摄”，也有“十二佸”“十二律”“十二统”“十二

声”“十二纲”等，但是本质都只是韵腹相似、韵尾相同各韵的聚合，因此笔者

统称为“十二韵摄”，不单论不同。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材料丰富，管窥所及，肇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的《字

学元元》（1603），终于民国二十三年的《刘氏切韵指掌》（1934），历时三百

多年，有四十多部音韵文献，内容多样。既有综合“南音”“北音”的《音声纪

元》（1611），表示“官话”与“俗语”不同的《翻切空谷传声》（1798），综

合“古音”与“时音”的《切韵声原》（1652）《本韵一得》（1750），也有与

满文结合的《音韵逢源》（1840）《黄钟通韵》（1744），以及包含梵汉译音的

《同文韵统》（1749），含有蒙汉对音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1917）等。编

纂体例也几经调整，从延续宋元韵图“开合四等”的《音声纪元二十四气音声韵

表》（1611），到根据合流规则合流韵部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1603）《元

韵谱》（1611），再到明确以“四呼”分韵的《字母切韵要法》（1716），再到

声介联合分图的《韵籁》（1824—1854），以及根据汉语音节特点以声母分图的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最后又回归到以韵为纲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1917）等，文献体例几经转变。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除去较多的文献数量、较长的时间跨度、丰富的文献

内容和多次调整的编纂体例之外，文献内部的音韵思想也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

几经变革，多有调整。“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从明中后期以“尽括天下之音”为

旨趣，构建理想音系的《音声纪元》（1611）《太律》（1618）《元韵谱》（1611），

转变为童蒙识字服务的《五方元音》（1654—1673），再变为追求同文之治的《同

文韵统》（1749），再一变为专为传声射字游戏而作的《音韵逢源》（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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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又变为寻求教育普及、开启民智的《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蒙汉合

璧五方元音》（1917）等，音韵思想多次调整。据此，从“音韵思想”“语音系

统”“编纂体例”等多个方面入手，对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进行综

合考察。同时，用史学视角重新审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音韵文献，重返历史现场，

综合三种研究视角，考察“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演变，根据“十二韵摄”

韵书韵图的历史间架，分为：“发端、成型、发展、成熟、衰落”五个阶段，各

阶段的文献内容和结构特点分而论之。 

论文第一章着重讨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与成型。明中期以降“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与成型同处于明中后期，这一阶段的内、外因相互影响，

促使音韵学家追求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字学元元·增字学上下开合图》（1603）

和《音声纪元十二律音声分韵开合后谱表》（1611）因为内容和结构限制，是“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元韵谱》（1611）因为韵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成

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成型的标志。《元韵谱》（1611）之后，葛中选《太律》

（1618）、郝敬《读书通》（1630）、方以智《切韵声原》（1652）虽然形态各

异，但都分韵为十二类，也都基本完成了等呼转换，所以都属成型期。 

论文第二章论述“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初步发展。清初樊腾凤《五方元音》

（1654—1673）的产生，推动“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樊氏之后年希尧、

高明直增补的《五方元音》，因为基本结构不变，也归于此类。这一阶段的“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思想上重实用，多为童蒙读书而设；内容上以实用性韵书《韵

略易通》为蓝本，建立了以“时音”为据的语音系统；但文献内部的“四呼”格

局不够完善，所以只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而非成熟。 

论文第三章和第四章联合讨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成熟及其内容的多元

化发展。清代官修《字母切韵要法》（1716）的产生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成

熟的标志。这一阶段的音韵文献具有官方肯定的正统地位，思想上追求适用于南

北各域的标准音；结构上书、图相配，韵图层次性更为突出；同时，确立了以实

际语音为据的“四呼”格局，对之后的韵图产生较大影响。同时，成熟的“十二

韵摄”韵书韵图内容更为多元。不仅有延续《五方元音》（1654—1673）、《字

母切韵要法》（1716）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1810）、《等韵简明指掌

图》（1815）、《音切谱》（1848）；也有与梵文结合的《同文韵统》（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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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文结合的《黄鍾通韵》（1744）《音韵逢源》（1840），与“古音”研究结

合的《本韵一得》（1750）；以及结构上以《韵法直图》为基的《切韵考》（1712—

1722）、《翻切空谷传声》（1798）、《增补韵法直图》（1769）等。 

论文第四章讨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衰落。《等韵精要》评述诸家，折

采其中，承载着总结“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历史使命，是“十二韵摄”韵书韵

图的最早总结。就编纂体例而言，《等韵精要》虽有调整，但都不出已有韵图结

构之外，衰落之势无法阻拦。清末民国随着传统等韵学的衰落，以及社会环境的

急剧变化，处于衰落阶段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作图旨趣和编纂体例都有调

整。这一阶段的等韵文献，坚守汉字和传统反切，保守性突出，但又在时代思潮

的影响下，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寻求教学方式和反切注音的改良之方，以求教育

普及、开启民智。此类以《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1917）为代表。另外，衰落阶段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重字母，韵图多以声

为纲，《等韵学》（1878）的“等音图”、《韵籁》（1824—1854）是此类代表。 

论文第五章总论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文献特点，主要分为三

个方面：第一，讨论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结构特点；第二，结合

明清等韵学，根据“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传承关系，作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

韵书韵图传承关系图；第三，考察文献内容，汇总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

韵图的编纂体例，同时进行分类和韵图描写方式的改良。 

 

关键词： 

十二韵摄，明清等韵学，韵书韵图史，音韵思想史，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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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hythm of the Twelve Rhy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twelve categories of surface rhyme parts in 

literature, and does not use the deep classification of rhyme parts as the inductive 

feature. However, under similar themes, the specific content still varies. Influenced b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ual pronunciation, even the same proposition often uses 

different terms to represent (or assigns different meanings to the same term),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welve rhyme categories(十二韵类) rhyme book rhyme chart is 

also the sam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ames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by ancient 

rhyme book and rhyme chart authors includes both traditional Twelve Yun(十二韵) and 

Twelve She(十二摄), as well as Twelve Huo(十二佸), Twelve Lv(十二律), Twelve 

Tong(十二统), Twelve Sheng(十二声), Twelve Gang(十二纲), etc. However, in 

essence, they are only the aggregation of different rhymes with similar rhymes and 

endings. Therefore, the author collectively refers to it as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and does not specifically refer to differences. 

As far as we can see, the phonological literature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

摄)originated from the Zixue Yuanyuan(《字学元元》1603) in the thirty-first year of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finally ended in the Liushi Qieyun Zhizhang 

(1934) in the twenty-thir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sting more than 300 years, 

with more than 40 volumes. They include the Yinsheng Jiyuan(音声纪元》1611)that 

combines Southern( 南 音 )and Northern( 北 音 ) sounds, the Fanqie Konggu 

Chuansheng( 《 翻 切 空 谷 传 声 》 1798)that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darin(官话)and Colloquial(俗语), the Qieyun Shengyuan(《切韵声原》1652)and 

Benyun Yide(《本韵一得》1750)that combine Aancient(古音 )and Seasonal(时

音)sounds, as well as the Yinyun Fengyuan (《音韵逢源》1840) and Huang Zhong 

Tongyun (《黄鍾通韵》1744) that combine with Manchu, And the Tongwen Yun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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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韵统》1749), which include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Sanskrit and Chinese, as well 

as the Menghan Hebi Wufang Yuanyin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1917), which combines 

Mongolian and Chinese phonetics.The compilation style has also been adjusted several 

times, from the Yinsheng Jiyuan Ershisiqi Yinsheng Yunbiao (《音声纪元二十四气音

声韵表》1611) that continue the kai He Si deng (开合四等)of the Song and Yuan rhyme 

diagrams, to the Zeng Zixue Shangxia Kaihe Tuiology(《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1603) 

and Yuanyun Pu (《元韵谱》1611) based on the merging rules of the merging rhyme 

section, to the Zimu Qieyun Yaofa (《字母切韵要法》1716) that clearly divide rhymes 

based on the Sihu(四呼), to the Yunlai (《韵籁》1824—1854) that combines phonetics 

and media to divide rhymes, and the Yunyin Zimu Mengxue Liangneng (《元音字母蒙

学良能》 1907) that divides vowel letters into initial consonan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yllables, Finally, it returned to the Menghan Hebi Wufang 

Yuanyin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1917) based on rhyme, and the style of the literature 

underwent several changes. 

In addition to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a long time span, rich literature content, 

and multiple adjustments in the compilation style, the phonological ideas with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have also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ends. The rhyme chart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evolved from the Yinsheng Jiyuan(音声纪元》1611), Tai Lv (《太

律》1618), and Yuanyun Pu (《元韵谱》1611)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aimed to encompass all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and constructed an ideal phonetic 

system.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Wufang Yuanyin (《五方元音》1654—1673)for 

children's literacy services, then into the (《同文韵统》1749) for pursuing the rule of 

the same culture, and finally into the Yinyun Fengyuan (《音韵逢源》1840)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game of transmitting sound and shooting characters. Finally,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Yunyin Zimu Mengxue Liangneng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 

and Menghan Hebi Wufang Yuanyin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1917) seeking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opening up public wisdom. The phonological thinking was 

adjusted multiple times.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yu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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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iang (音韵思想), phonetic system(语音系统), compilation style(编纂体例), etc,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rhyme diagrams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us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 phonological literatur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and integrating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origin(发端), formation(成型), 

development(发展), maturity(成熟), and decline(衰落).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of the literature are discussed separately.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origin(发端) and formation(成

型)of the rhyme diagram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diagram from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were both influenc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hich 

prompted phonologists to pursu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ue 

to limitations in content and structure,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originated from 

the Zeng Zixue Shangxia Kaihe Tu of Zixue Yuanyuan (《字学元元·增字学上下开

合图》1603) and the Yinsheng Jiyuan Shierlv Yinsheng Fenyun Kaihe Houpu Biao (《音

声纪元十二律音声分韵开合后谱表》1611). The Yuanyun Pu (《元韵谱》1611) 

became a symbol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due to the unity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rhyme section. After the Yuanyun Pu (《元韵谱》1611), 

Ge Zhongxuan's Tai Lv (《太律》1618), Hao Jing's DuShu Tong (《读书通》1630), 

and Fang Yizhi's Qieyun Shengyuan (《切韵声原》1652),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forms, are divided into 12 types of rhymes, and have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iting for calls, which is also a finalization period.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发

展）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diagram.The emergence of 

Fan Tengfeng's Wufang Yuanyin (《五方元音》1654—1673)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 structur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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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fang Yuanyin (《五方元音》1654—1673) added by Nian Xiyao and Gao Mingzhi 

after Fan's reign also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because the basic structure remains 

unchanged.At this stage, the phonological literature of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is 

practical in thought, and is mostly designed for children's reading; The content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rhyme book Yunlue Yitong(《韵略易通》1442) , and the phonetic system 

based on Shiyin(时音) is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Sihu(四呼) pattern in the literature 

is not perfect, so it is only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of the dissertation jointly discuss the maturity（成

熟）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chart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ts content.The emergence of the official revision of the Zimu Qieyun 

Yaofa (《字母切韵要法》1716)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 sign of the maturity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rhyme book. The documents at this stage have an official 

and positive orthodox status, and pursue the standard tone that is applicable to all 

regions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book and picture match in structure, and the 

level of rhyme is more promin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Sihu(四呼）pattern based on 

pronunci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prosody. At 

this time, the matur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rhyme book has more diverse content 

in its rhyme charts. Not only does it continue the Wufang Yuanyin (《五方元音》1654—

1673) and Zimu Qieyun Yaofa (《字母切韵要法》1716), but it also includes the Tibi 

Guangzeng Wufang Yuanyin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1810), the Dengyun Jianming 

Zhizhang Tu (《等韵简明指掌图》1815), and the Yinqie Pu (《音切谱》1848); There 

is also the Tongwen Yuntong (《同文韵统》1749) that combines Sanskrit; Huang Zhong 

Tongyun (《黄鍾通韵》1744) and Yinyun Fengyuan (《音韵逢源》1840) combined 

with Manchu, and Benyun Yide (《本韵一得》1750) combined with Guyin(古音）

research; And structurally based on the Yunfa Zhitu(《韵法直图》), Qieyun Kao (《切

韵考》1712—1722), Fanqie Konggu Chuansheng (《翻切空谷传声》1798), Zengbu 

Yunfa Zhitu (《增补韵法直图》1769), etc. 

The fourth chapter of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decline(衰落)of the rhyme 

diagrams in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The Dengyun Jingyao (《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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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 reviews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selects them, carry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ummarizing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It is the earliest summary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s. In terms of editing styl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adjustments to Dengyun Jingyao (《等韵精要》1775), they are not beyond the 

existing rhyme structure, and the trend of decline cannot be stopp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rhyme studies and the sharp changes in social environment, the interest and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s, which were in a 

declining stage, were adjusted. At this stage, the equirhyme literature adhered 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ditional fan qie(反切 ), with outstanding conservatism.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 times, it sough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fan qie(反切) phonetic 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open up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 the waves.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is represented by the Yunyin 

Zimu Mengxue Liangneng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 and the Menghan Hebi 

Wufang Yuanyin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1917).In addition, during the decline stage,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emphasized letters in its rhyme diagrams, 

which were mostly based on sound. The Eengyin Tu(等音图) in Dengyun Xue(等韵学

1878) and Yunlai (《韵籁》1824—1854) were its representatives. 

Chapter fifth of the disserta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s in the mid 

Ming period, which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ly, discuss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s in 

the mid Ming period; Secondly, combining with the rhyme studi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 create a diagram of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rhyme map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lower period; Thirdly, examine the content of the literature, summarize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twelve rhymes(十二韵摄) rhyme book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rhym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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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本文以明中期以降韵书韵图表层的韵部分为十二类为归纳依据，不以深层的

韵部分类为归纳特点。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

作用的结果：内因是随着语音的发展，音韵学的内部调整；外因是受社会环境影

响，根据时代要求做出的部分调整。就内因而言，韵部合流，以摄归韵，在宋元

韵图中早有出现。《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6）

虽都以十六摄归纳韵部，但是内部已有合流之迹：《四声等子》“果假”合流、

“江宕”合流、“曾梗”合流，实际分十三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6）

偏向保守，但仍体现“果假”合流；《切韵指掌图》除“果假”合流、“江宕”

合流、“曾梗”合流之外，还有“止蟹”合流，实分十二摄，即“十二韵摄”韵

书韵图分类的最初萌芽。 

语音演变历经宋元，在明中叶“等”“呼”转变中表现出“十二韵摄”韵书

韵图的特点，然而初期的转变无法脱离宋元韵图的影响，韵部合流也多以宋元韵

图的“开合四等”为基础：即开口一二等合流为一类，与“开口呼”基本相应；

开口三四等合流为一类，与“齐齿呼”基本相应；合口一二等合流为一类，与“合

口呼”基本相应；合口三四等合流为一类，与“撮口呼”基本相应。所分韵摄也

多是基于传统十六摄“江宕”合流，“曾梗”合流，“果假”合流，“止蟹”合

流的基础上，在是否独立闭口韵“深”“咸”两摄，是否将对应《中原音韵》（1324）

“车遮”韵独立，是否将“通”摄并于“曾梗”摄，以及“山”摄是否分立两摄，

“止蟹”合流后的三四等韵是否开、合分列，“遇”摄是否独立一摄等问题上有

所不同。韵书韵图的韵摄总数总在实际语音特点，传统韵摄结构，以及“四呼”

结构的相互配合中，保持在十二类左右，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提供学

理支持。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分为十二韵摄的外部因素，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中国传统“易理”“象数”“律吕”等思想的影响下，结合邵雍《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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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声音唱和图》分声为与“地支”相配的“十二音”，分韵为与“天干”相

配“十音”，分调为与“日月星辰”相配的四类的“声有定数”“声有定位”观。

明清音韵学家多在语音上合流和四呼相配的结构基础上，把音韵术语与“十二律

吕”“二十四气”“五音”“七均”“四象”“阴阳对立”等通行的概念相配，

以此证明语音理论的不异之理。第二类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尤以“华严字母”为

先，“满文”“蒙文”字母也在其中。佛教用书“华严字母”内分十二行的图表

结构对《字学元元》（1603）《三教经书文字根本》（1699—1702）《字母切韵

要法》（1716）等书产生直接影响；“满文十二字头”不仅被清代官方推广，也

与传统音韵学结合，《黄鍾通韵》（1744）《音韵逢源》（1840）等在其列；“蒙

文”虽对汉语等韵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受汉语的影响更大，以《蒙汉合璧五

方元音》（1917）为代表。然而，势极必反，音韵学家严格恪守的“声有定数”

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音韵结构的内部发展，出现了削减内容或虚设韵位以就

十二之数的《等韵简明指掌图》（1815）《字学元元》“增字学上下开合图”（1603）

等。 

因此，结合“十二韵摄”发展的内外因，从“十二韵摄”的韵部特征出发，

以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为研究对象，根据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

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1972），林平和《明代等韵学之研究》（1975），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1984），曹述敬《音

韵学辞典》（1991），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李新魁、麦耘《韵

学古籍述要》（1993），阳海清、褚佩瑜、兰秀英《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2002），

林焘《中国语音学史》（2009），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2009），许

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2010），王松木《明代等韵之类型及其开展》（2011），

刘一梦《赵荫棠珍藏明清官话音韵文献十种通考》（2017），周赛华《明清等韵

图新探》（2023）等书的相关记载，整理出四十多部“十二韵摄”的韵书韵图①。 

仅就目力所及，“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上起明万历三十一年的《字学元元》，

下至民国二十三年的《刘氏切韵指掌》，历时三百三十多年。其中寓目的传世文

 
① 乾隆二十五年（1760）朱琰《韵谱》单纯集录前人成说，其“九音”“十二摄”“附寄韵歌诀”“借入声

歌诀”“内含四声音韵图”“明显四声等韵图”是《字母切韵要法》“分九音法”“分十二摄韵首法”“寄

韵法”“借入声法”和“内含四声音韵图”“明显四声等韵图”的转录。朱琰《韵谱》除了在“内含四声音

韵图”声母位下加以“清”“次清”“浊”“平”等发音方法外，基本未变原书内容，因此不单列《韵谱》，

也不详细讨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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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有二十九部，只见于古今著录的有十五部。见于古今著录的十五部文献又可以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存于世，已有研究的九部文献，其中五部可知馆藏信息，

剩下四部见于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未见馆藏所属；第二类是只见于古今

著录，存世与否不可知的六部文献。据此，将四十多部“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书

目信息分类汇总，每类内部以成书或刊书年代为次，整理于下： 

一、传世寓目的“十二韵摄”音韵文献汇总 

! "##$%&'()*+,-./,0123#

序号 书名 作者 成书时间 所用的版本 

1 字学元元 袁子让 万历三十一年（1603） 明万历癸卯年刻本 

2 音声纪元 吴继仕 万历辛亥八月（1611） 明万历刻本 

3 元韵谱 乔中和 万历三十九年（1611） 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刻本 

4 太律 葛中选 万历四十六年（1618） 光绪甲辰昆明陈荣昌跋本 

5 读书通 郝敬 崇祯三年（1630） 崇祯年间郝洪范刻本 

6 切韵声原 方以智 顺治九年（1652） 康熙丙午夏日龙眠姚文燮校订本 

7 五方元音 樊腾凤 
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二年间

（1654-1673） 
清文秀堂刻本 

8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阿摩利谛等①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一年间

（1699—1702） 

清康熙年间刻本 
9 谐声韵学 阿摩利谛等② 

10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释阿摩利谛 清抄本 

11 五方元音 年希尧 康熙四十九年（1710） 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12 字母切韵要法 佚名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同文书局《康熙字典》本 

13 切韵考 李邺 
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六十一

年（1712—1722） 

光绪间南陵徐乃昌刻《积学斋丛书》

本 

14 新纂五方元音全书 年希尧 雍正五年（1727） 光绪九年扫叶山房刊本 

15 黄鍾通韵 都四德 乾隆甲子（1744） 清乾隆甲子刻本 

16 同文韵统 章嘉胡土克图等③ 乾隆十四年（1749） 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务府刻本 

17 本韵一得 龙为霖 乾隆十五年（1750）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18 等韵精要 贾存仁 乾隆四十年（1775） 清乾隆四十年河东贾氏家塾刻本 

19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 佚名 嘉庆三年（1798） 直方斋写本 

20 音韵集注 高明直 嘉庆四年（1799） 竹园刻本 

21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 赵培梓 嘉庆十五年（1810） 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 

22 等韵简明指掌图 张象津 嘉庆二十年（1815） 道光十六年捧经堂刻本 

23 音韵逢源 裕恩 道光庚子年（1840） 清道光聚珍堂刻本 

24 韵法传真五美图 马攀龙 道光乙巳新镌（1845） 赏绿轩道光乙巳新镌本 

 
①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书前署有：“阿摩利谛订集十二摄，司马温公订集二十一母，满洲胡文伯订集切

音，汉人虞嗣订集谐声韵学。” 
② 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弁言》中云：“《谐声韵学》是根据阿摩利谛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而作。”

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弁言》，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 页。 
③ “章嘉胡士克图”即第二代章嘉呼图克图（1717-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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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音切谱 李元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巾箱本 

26 韵籁 华长卿 
光绪四年至咸丰四年

（1824—1854）① 
清光绪十五年华氏松竹齋刻本 

27 等韵学 许惠 光绪四年（1878） 择雅堂初集本 

28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 佚名 光绪丁未年（1907） 清末民国京都元会斋刊本影印本 

29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海山 民国六年（1917） 民国六年石印本 

二、只见于古今著录的“十二韵摄”音韵文献 

（一）只见于古今著录的“十二韵摄”音韵文献 

! 5##6789:;<()*+,-./,0123#

序号 书名 作者 成书时间 馆藏信息 

1 挹湅轩切韵宜有图  清代中叶 南开大学图书馆 

2 五音通韵 佚名 
雍正二年至乾隆三十二年

（1724—1767）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国东京市庆应义

塾大学永岛荣一郎文库；台湾省台北市台

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3 音韵画一 杨志体 光绪甲申年（1884） 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 

4 音韵六书指南 崔鸿达 道光二十五年（1845） 陕西省图书馆；河南温县档案馆 

5 切韵指南 徐桂馨 宣统三年（1911） 山东省图书馆 

6 音韵一得 陈熙光 民国己未年（1919）  

7 声韵识解 刘霆翰 民国十二年（1923）  

8 等韵捷径 佚名 民国八年（1919）  

9 等韵疌法 佚名   

10 朱子韵纲③ 佚名  

 

11 佐同录④ 杨庆万  

12 韵统图说⑤ 耿人龙  

13 增补韵法直图⑥ 王敬亭 乾隆己丑年（1769） 

14 刘氏切韵指掌⑦ 刘廷遴 民国二十三年（1934） 

15 词类元音⑧ 汪真理 清 

 
① 《韵籁》的作者、成书时间以高志白《〈韵籁〉作者考辨》结果为据。高志白：《〈韵籁〉作者考辨》，

《语言研究论丛》，1988 年，第 5 辑，286—298 页。 
② 秦曰龙：《日藏〈五音通韵〉著作年代补正》，《江海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196 页。 
③ 《朱子韵纲》的韵目见于方以智《切韵声原》等书。 
④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257）对杨庆万的《佐同录》有所辑录。 
⑤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3：297）和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83：257）对耿人龙《韵

统图说》有所辑录。 
⑥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2：261）对王敬亭《增补韵法直图》有所辑录。 
⑦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255）对刘廷遴《刘氏切韵指掌》有所辑录。 
⑧ 戎毓明《安徽人物大辞典》（1992：212）对汪真理《词类元音》有所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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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韵学古籍述要》（1993：284）中论及（清）罗愚作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的《切字图诀》，其云“此外，又转刻《康熙字典》前的两种韵图，并

详细介绍二十门法。又有九弄图，介绍神珙之学”，但因不见原书，不知罗氏在

转录之时是否有所更改，是否仍分十二摄，因此不录其内容。 

（二）简述见于古今著录中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 

这一部分是在一些音韵学著作或版本目录学著作中见到的“十二韵摄”等韵

著作书目。这些著作中有些已不知存亡，有一部分是现今已知的存世之作，但因

各种原因，无缘目睹。因未见原书，不能确定文献是否包含完整的音系，无法明

确“声介韵调”之间的配合关系，更无从了解作者的作图旨趣，以及特定背景下

的音韵思想。因此本章的论述方式与前章不同，无资料可凭的文献，仅录其书名、

作者、出处，有资料可凭的，则标明出处，简述内容，但不做大段引证，整理于

下： 

1. 《朱子韵纲》 

《朱子韵纲》或称《徽传朱子谱》或《朱子谱》，撰者不详，时间不详，分

韵见于方以智《切韵声原》。林本裕《声位》、李邺《切韵考》等书转录方氏内

容。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256）也是如此。 

《朱子韵纲》为“赵㧑谦门人柴广进云朱子定本，此黎美周所藏本”。此书

也以五音律吕为据，声母据乐律分“唇舌腭齿喉”“羽徵角商宫”五音，共三十

六字母。韵分十二①，不定韵目，《切韵声原》以“邦”母定之，为“绷、逋、

陂、牌、宾崩、波、巴、邦、包、褒、鞭、班”。 

2. 杨庆《佐同录》 

《佐同录》杨庆撰（1616-1703），见于《四库提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

通论》（1992：257），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1990：631）转录其内容。 

杨庆，字宪伯，陇西人（今甘肃陇西），明诸生，入清后专心著书，著有《古

韵叶音》《蒙训》《诗叶》《易叶》《诗解》《佐同录》等书。汪楷《陇西金石

录下》（2010:74）内录锡山吕高培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杨秀才传碑”，

 
①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云：“其十三韵部为繃、逋、陂、牌、宾、崩、波、巴、邦、包、褒、鞭、

班”，“宾、崩”一韵分为两类，但据方氏的描写，应以十二韵为准。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

出版社，1992 年，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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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记载推测杨氏应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九十有三，无疾而卒。 

《佐同录》内有“新定等韵考原”，以“如是观”三字分前后六摄。 

!"#$%&"'()*&"+)$#,"-./#+01%#,"23)#+*

#452*67 89:;"<=>?@ABCD>EFGH+I&FJHKLMNG

O+PFQHK3O<
!"

3. 耿人龙《韵统图说》 

清耿人龙《韵统图说》又称《韵统》，见于《四库提要》，有康熙五十六年

的定省堂藏版传世。此版书前有耿氏作于康熙丁酉年（1717）的序，盖是成书之

时。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3:297），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

（1983:257）等书有简述。 

耿人龙，字书升，号岵云，江苏江阴人（今江苏江阴县），康熙时廪贡生，

与江阴人杨名时交，为胡润的幕僚②，其“学探儒先宗旨，为人淳古敦朴”，著

“《韵通》三十余卷，又著《易解》”③，盖《韵通》即《韵统》。 

《韵统图说》的编纂体例见于《四库提要》，转录其述： 

RSTGFU#VWXYZ$[U#+\(GF]<1A^_`EO>abcd

e<fO.g+hiLMN3+0j>klml+n(F&o+p(EFJ?<jTF

&o.gn(GH<!C(qr&#+1rCsGF]+q#sEFJ?+tuv?

sw<
#
x

韵图删“知彻澄娘敷微”六母，定三十声母，但不用传统声目，用“英烟”

“焚烦”等助纽字为声目。韵分“呼呵嘻嘘”四声，即“合开齐撮”四呼。调分

“平上去入”。韵图于“呼呵嘻嘘”四声之下各统十二通韵，共分四十八韵，与

崔鸿达《音韵六书指南》以“呼”分图的结构相似。 

4.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抄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李新魁《汉语等韵学》

（1983:280），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3:287）等书有简单描写。

 
①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 年，第 257 页。 
② 赵统：《江阴历史文化丛书 江阴明清学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45页。 
③ 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文苑传》之《耿人龙传》。 
④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 年，第 257-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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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大约为清代中叶以前的人所作”①，体例与《韵法横图》相似，分

韵与《字母切韵要法》有关，音系则近于《五方元音》。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四声分统诸韵”，即据平、上、去、入分列四图，

每图之内横列三十六字母，纵列十二类韵，每韵之下再分与“开齐合撮”相配的

“一二三四”四韵，无字不存其位，共三十六韵。转录《韵学古籍述要》的分韵

内容于下： 

! =##>?@AB,CDEF*+,GH#

摄 一 二 三 四 摄 一 二 三 四 
迦 迦 加 瓜 㭫 该 该 皆 乖 （衰） 
结 （迦） 结 （瓜） 瘸 傀 悲 （晆） 傀 （圭） 
冈 冈 江 光 𢚇 根 根 金 昆 君 
庚 庚 经 公 弓 干 干 坚 官 涓 
裓 （悲） 饥 孤 居 钩 钩 鸠 （浮）  
高 高 交   歌 歌  锅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的分韵内容与《字母切韵要法》基本相合。韵图分“平

上去入”四声，但入声兼配阴阳，每类韵母都有入声，实际分韵不足三十六。 

5. 《五音通韵》 

《五音通韵》撰者不详，清抄本，成书时间不早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分藏于日本国东京市庆应义塾大学永岛荣一郎文库；台湾省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

图书馆特藏室，只存韵图；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索书号 007250），其日藏本盖为

祖本。秦曰龙著有多篇论文，专论此书，研究比较全面。 

《五音通韵》“书图”兼备，“以韵为纲”，先据十二摄分列十二图，每图

之内横列十九声母，纵列齐、开、合、撮四呼，每呼之下分列阴平、阳平、上、

去、入五声，有音无字处列虚圈“○”。是书书、图相配，韵书也以摄分卷，共

十二卷，同声的字根据来源的不同用“○”隔开，与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

元音》的编纂体例相似。 

《五音通韵》声分五音十九母，即：（喉音）阿、呼、苏；（牙音）孤、枯、

租、粗；（唇音）夫、模、逋、铺；（舌音）都、土、卢、奴；（齿音）书、如、

诸、初。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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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分为十二摄，分为：“一心、二别、三光、四果、五行、六泰、七贤、八

卦、九州、十位、十一逍、十二支”。 

声调有五，即“上平、下平、上、去、入”。入声兼配阴阳，但有“本”“借”

的不同。“寄入声例”云“心行州摄入随支，光近逍遥纳果基；一四贤收寄别内，

二三借卦果无疑”①。“借入”的字，加圈以别。	

6. 王曰恭《增补韵法直图》 

《增补韵法直图》（清）王曰恭著，刊于乾隆己丑年（1769）。见于李新魁

《汉语等韵学》（1983:261）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261）等书。 

王曰恭，字敬亭，若谷，临溪人（今浙江省德清县北）。 

《增补韵法直图》分上下两卷，是《韵法直图》系韵书，与南丰刘氏《翻切

指掌空谷传声》关系密切，同分十二摄。除去《韵法直图》，王氏还综合它书，

其云： 

!y?z{|?+!?C}~rC+=��.�j�����0�1E�+u��

�+����<��������"f�Q�;F��+(���\#�O.�
$
<x

是图以《韵法直图》为据，以韵分图，其十二摄、六十六韵共分六十六图，

每图横列“平上去入”四声，纵列字母。字母以《韵法直图》的三十二母为据，

但据“等韵”补其删除的“知徹澄娘”四母，与“端透定泥”四母错出，仍列三

十二行。声调综合《韵法直图》和“等韵”，分平上去入四声，阳入相配，但又

“借”入声字填阴声韵入声位。 

韵图虽据“时音”分十二摄，但每摄之内又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根据“等

第”分韵。转录《汉语等韵学》中对十二摄、六十六韵的相关记载，见下表： 

! I##>JK,LMEF*+-N*N,(GH#

一摄：公恭庚惊颈觥弓坰搄兢肱冋 七摄：姑居 
二摄：冈薑光𢚇江 八摄：根巾斤昆麏均金今 
三摄：干间 甄官关勬 

涓弇缄黯黔兼 
九摄：高交骄骁 

四摄：该皆傀娲 十摄：歌戈 
五摄：饥基龟𩓸饑鸡闺圭 十一摄：迦𩨭𨔣 
六摄：钩鸠樛 十二摄：嘉瓜 

 
① 秦曰龙，李晔：《〈五音通韵〉编纂特点述论》，《古汉语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②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记录“其音韵仍尊等韵”，根据记载的声、韵、调特点，其《等韵》盖是《康熙字

典》前的《等韵》，但因未见其书，只能存疑。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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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具卿《音韵画一》 

《音韵画一》（清）杨具卿撰，共一册。是书成于光绪甲申年（1884），藏

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索书号为：A930 633.456。周赛华《清代几种巴蜀方言

韵书述要》（2013:157），以及刘一梦《赵荫棠珍藏明清官话音韵文献十种通考》

（2017：340）对该书有所论述。 

杨具卿,字志体，四川潼川府射洪人，同治三年（1864）甲子带补辛酉科举

人。是书受《周易》的影响较大。其《总说》云： 

"�f +R¡¢O+¢O¡EO+EO>;O+;O\GFUy+GFUyHF

&?+£-!b+bB0¤¥¥f ¦§¨©<
!
x

《音韵画一》内有两组韵图：“韵序”之后的“韵表”按“韵部—字母—声

调”的顺序编排；《转音》“也是一个音节表，按照平声、上声、去声分为三大

部分，每部分皆按上下两栏排列。”②韵图以入为宫，以表声母，有三十六宫，

其《字》云： 

EO�ª«LO+¬�ª«MNO+0�®-T3+R3O(".b¯°<13

O(b+±1²³?Hy+´µq¶+·T!3+0W!¸+¹º»¼"#A½
%
x

但“三十六宫”的后三字位只列虚圈，有音无字，实际只有三十三字，分别

为“入、卜、兀、六、不、木、出、合、各、竹、托、沃、作、叔、壳、旭、足、

弗、局、曲、促、俗、朔、约、略、笃、雀、恧、别、的、惕、辟、滅”（同上）。 

韵图分十二韵，即“1东冬；2 都庐；3支齐（儿）；4微；5佳灰；6真侵；

7 元咸；8江阳；9麻（爷）；10萧豪；11哥；12尤”，第三韵内兼列“支齐”

“儿”两韵，第九韵内兼列“麻”“爷”两韵，实分十四韵。 

平声分“先后”两类，共有“先平（阴平）”“后平（阳平）”“上”“去”

“入”五调。 

8. 崔鸿达《音韵六书指南》 

《音韵六书指南》（清）崔鸿达著，张模校订作序，刊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藏于河南温县档案馆，善本。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8:199），孙志波

《〈音韵六书指南〉音系与温县方音》《论古知庄章组声母在〈音韵六书指南〉

 
① 刘一梦：《赵荫棠珍藏明清官话音韵文献十种通考》，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42 页。 
② 刘一梦：《赵荫棠珍藏明清官话音韵文献十种通考》，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45 页。 
③ 刘一梦：《赵荫棠珍藏明清官话音韵文献十种通考》，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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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读音分合》，赵祎缺《从〈音韵六书指南〉看豫北晋语温县话的入声》等文，

对音系特点有所研究。 

崔鸿达，字儒英，河南温县人，精于韵学。《音韵六书指南》盖为童蒙识字，

正音，检索而作，“‘原以补字汇之阙’（指南·取字例）”① ，“‘学者观书

时，字之音义有不明者，于字汇查之；书写时，字之点画偶忘者，于此编查之’

（指南·取音例）”（同上），“‘教书时，必以识字正音为入门的第一义’（《指

南·序》）”（同上）。 

《音韵六书指南》包含“张模序言”“取字例”“韵图”“凡例”“韵书”

等内容，书、图兼备。“韵图”按“合开齐撮”四呼分图“举平以赅上去入”，

每图之内横列十二韵部，纵列二十声母，有音无字处有反切记音，无字无音处列

虚圈。韵书的编纂体例为“四呼分统诸韵”，按“呼—声—韵—调”的顺序列字，

其韵图是韵书的小韵检字表。 

《音韵六书指南》书中有二十声母，与兰茂《韵略易通》“早梅诗”相同。

内分十二韵部，但未明列韵部名称，入声独立，与阳声韵相配。以阴平、见母字

为韵目，其十二韵为“刚、干、庚、根、高、该、勾、归、歌、皆、姑、瓜”②。 

平分阴阳，声调有五，即“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 

9. 徐桂馨《切韵指南》 

《切韵指南》（清）徐桂馨撰，现存宣统三年（1911）翔实馆石印本，藏于

山东省图书馆，见于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201），孙志波《清代山

东方言韵书述要》等书。 

徐桂馨（1852-1899），字明德，号天香，山东济宁人，女音韵学家，济阳艾

紫东（字佑宸）之妻。 

《切韵指南》与樊腾凤《五方元音》、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

关系密切。韵图“以韵为纲”，据十二韵分十二图，每图横列二十声，纵列四呼，

每呼之内再分四声。横列的二十声，用传统三十六字母表示，为“见溪影晓，端

 
① 赵祎缺：《从〈音韵六书指南〉看豫北晋语温县话的入声》，《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第 37卷，第

2期，第 20页。 
② 孙志波：《〈音韵六书指南〉音系与温州方言》，《语言研究》，2017 年 10 月，第 37卷，第 4 期，第

44 页。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列举《音韵六书指南》十二韵部为：“当、丹、登、敦、刀、呆、兜、

堆、多、遮、都、巴”，其以“端”母字为目，实质分韵无别。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 年，

语文出版，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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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泥来，邦滂明敷，精清心微，照穿审日”①。据樊氏分十二韵，即“天、人、

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同上）。十二韵内部效赵氏用“上

等”“二等”“三等”“四等”配以开合，以与四呼相配，不似樊氏分韵混乱。

列字亦效赵氏，据声母清浊区分声调，以示声母来源不同，“平上去入”四声共

分八调，即“上平、下平、清上、浊上、清去、浊去、上入、下入”，实际只分

五类。 

10. 刘廷遴《刘氏切韵指掌》 

《刘氏切韵指掌》（清）刘廷遴著，有作于民国四年（1915）的序，刊印于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现存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见于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

论》（1992:255）。 

刘廷遴，字幼哲，昌平（今北京市）人。 

《刘氏切韵指掌》用《李氏音鉴》的三十三声母；韵母按《五方元音》分十

二韵部；内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声母列字之下区分来源、“正音”

“俗读”的不同，与李汝珍《李氏音鉴》，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

关系密切。其下卷“字音证讹”云“编内字皆俗读误者，兹悉遵《剔弊元音》正

音按母详录于下，以证其讹，按母横读即係其音”。 

11. 陈熙光《音韵一得》 

《音韵一得》嘉兴陈熙光（字耀卿）著，成书于民国己未年（1919）。详细

论述见于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2023:200）。 

据周氏所论，《音韵一得》与《五方元音》的关系密切，其内分十二摄、十

九母、五声，以摄分图，“每图中横列十九声母，纵分开合二呼，开合内再分二

等（即开齐合撮四呼），在每等中再按上平、下平、上、去声列字”②，但“蛇”

摄有入声，其他入声字另编入《入声谱》。 

韵图十九母是对《五方元音》二十声母的合并，即合“云”母于“蛙”母，

但韵图仍存“云”母之位，只是不列韵字，即韵图虽横列二十声母位，但实际只

有十九母。十二摄是：一龙、二狼、三狮、四狐、五豺、六麟、七蛇、八猿、九

 
① 孙志波：《清代山东方言韵书述要》，《汉字文化》，2015年，第 1期，第 27 页。 
②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200页。 



$%&'()'*#+"

 12 

豹、十驼、十一豝、十二虬①。入声独立，内分三部，编入《入声谱》。声调有

五，即“上平、下平、上、去、入”。 

12. 刘霆翰《声韵识解》 

《声韵识解》 “湖南祁阳北区絜非邨人刘霆翰”②著，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

五卷，书、图相配。详细描写见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2023:240）。 

卷首的“五声必读”是韵图，是图“横列三十六字母，纵列十二摄，每摄分

为五声”③，但实际语音中声母不足三十六。一至四卷是等韵化的韵书，小韵首

字之下有反切注音，下列同音字组。十二韵是：“1.工韵；2.江韵；3.姑韵；4.饥

韵；5.皆韵；6.龟韵；7.庚韵；8.干韵；9.高韵；10.钩韵，11.歌韵；12.加韵。”④

声调系统是“雌平、雄平、上、去、如”五声，其“雌平”即阴平，“雄平”是

阳平。 

13. 《等韵捷径》 

《等韵捷径》著者不详，“民国八年（1919）徐经畬堂刻本”⑤，见于周赛

华《明清等韵图新探》（2023:360）。内分十九母，即：“见溪影晓、端透来、

知彻审日、精清心、邦滂明、非微”⑥，“平上去入”四声，“通、流、臻、山、

效、宕、歌、止、蟹、加、结、都”十二韵部。 

14. 《等韵疌法》 

《等韵疌法》刻本一册，著者不详。见于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2023:366）。

据周氏记载，该书与《字母切韵要法》关系密切，以韵分图，按：十二韵—“横

三十六母—纵‘开齐合撮四呼—平上去入四等’”的层次分图列字。 

韵图横列三十六字母，去其重复，只有二十二母，即“见溪○郡疑是牙音，端

透○定泥舌头音，知彻○澄娘舌上音（知彻澄与照穿状疑重复），帮滂○並明重唇音，

非○敷○奉微轻唇音，精清○从心○邪齿头，○照○穿○状审○禅正齿，晓○匣影○喻是喉音、来日半舌

半齿音”⑦。 

韵分十二韵部，具体内容为：“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⑧，下分“开

 
①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201 页。 
②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240页。 
③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240页。 
④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242页。 
⑤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360页。 
⑥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360页。 
⑦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366 页。 
⑧ 周赛华：《明清等韵图新探》,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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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合撮”四等，每等内分“平上去入”四等。 

15. 汪真理《词类元音》 

《词类元音》（清）汪真理著，见于戎毓明主编的《安徽人物大辞典》①。

转录其书内容为： 

9¾¿+"ÀÁ<kÂ�<ÃÄÅWÆ<ÇÈÉÊ+ËÌ�Í<Î?�+"#1|

? ÏÐ i(Ñ+>?ÒÓoÔÕÖ
$
v×ywØ�vÙ×ÚywÛÜ<x

汪真理，安徽旌德人③，尤善书法，精等韵。《词类元音》分十二摄，与潘

耒的《类音》关系密切。 

 

  

 
① 戎毓明主编：《安徽人物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2年 11月，第 212页。 
②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引文中的“潘家堂”是“潘稼堂”的讹误。 
③ 乔晓军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三秦出版社，2007 年，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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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有四十多部，这些文献基本都有了专门的

研究，研究范围涉及音系、作者、版本、音韵思想等方面。通论性文献多根据音

系特征，将这类文献归于“北音系列”或“官话系列”，并以《五方元音》和《字

母切韵要法》为代表，归纳“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成因。曾恺《明清十二摄韵

格局形成的文化原因》（2018）列二十部“十二韵摄”的韵书韵图，把“十二韵”

的成因归为：十二地支、乐律、满文十二字头三个方面，并且将“十二韵摄”音

韵文献作为专题讨论。专书、专论性研究多以单书的整体音系为主，并与同一音

系的韵书、韵图进行共时比较；或和现代方音进行历时对比，展现语音演变过程；

或以书中某一突出的语音特征为主，研究这一语音特征的演变轨迹。专书、专论

性文献与通论性文献相比，研究范围更广，除去语音之外，也涉及编纂体例、作

者、版本等问题。 

一、通论性研究成果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1938）在“近代‘北音韵书’的源流”中，把《五

方元音》归于“北音韵书”，并对北音韵书分十二韵和十三韵理论的根据进行说

明，指出这一派韵书的最大缺陷是“只在广泛的官话区域内选择一些比较普通的

音读，没有纯粹采取北平的方音来做标准音”，这种批评以“官话”音系已经明

确为前提，忽略了“官话”自身的演变轨迹。再者，在“‘反切’的改良和‘国

音字母’的产生”一节中，从汉字、汉语的性质出发，对《音学阐微》和《音韵

逢源》的反切改良进行说明，指出反切注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弊端，并认为“反

切的弊病，必定等到正式的拼音符号产生之后，才能扫除净尽”，但对“反切改

良”的历史演变过程，尤其是《音学阐微》前后韵图反切改良的内容涉及较少。 

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应裕

康《清代韵图之研究》（1972）都根据音系特点把《元韵谱》《五方元音》《三

教经书文字根本》《黄钟通韵》《本韵一得》《韵籁》等书归于：“明清等韵之

北音系统”“官话区等韵音系”“北音系统之韵图”三个系列。另外，《等韵源

流》附录《〈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根据“十二”的来源把“十二韵

摄”的音韵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的国货”十二律，始于《皇极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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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有《元韵谱》《五方元音》《黄钟通韵》；第二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天

竺字母”，《字母切韵要法》是中外混血儿。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把韵图分为三派，《字母切韵要法》属于第

三派“把字音分为四呼而不分等”，《字母切韵要法》分十二摄“表现了大刀阔

斧的革新精神”。《中国语言学史》根据编纂体例区分韵图，与《等韵源流》《明

清等韵学通论》《清代韵图之研究》以音系为主的划分标准不同。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林焘《中国语音学史》（2009）都根据韵

分十二类这一特征，把分“十二韵摄”的《五方元音》《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

声韵学》《黄钟通韵》《本韵一得》《音韵六书指南》和徐氏《切韵指南》统归

于“《五方元音》之类的等韵图”。《汉语等韵学》和《中国语音学史》将“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独立成一类。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1939）把《五方元音》归于“北音系统韵

书”，并从语言学的角度肯定了《五方元音》对近代语音做出的研究，但批评

樊氏“为了与时月世会、五行、两仪等相配，分十二韵、五声、上下两卷的做

法，不免唯心主义”，评价中肯。 

李新魁和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3）把“等韵类”细分为四类：宋元韵

图、明清“今韵”韵图、明清“时音”韵图、门法及等韵学理。“十二韵摄”的

《元韵谱》《字母切韵要法》《黄钟通韵》《等韵简明指掌图》等，归于第二类

“明清‘时韵’韵图”，《等韵精要》归于第四类“门法及等韵学理”，但是因

为“述要”体例的限制，文献分析稍有不足。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2000）在第二十八节“清代等韵学”中，对

《字母切韵要法》中的《内含四声音韵图》和《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编纂体例进

行简单说明，在第二十九节“清代韵书”中，从音系角度把《五方元音》归为“中

原系韵书”。 

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2009）在第九节“乔中和《元韵谱》”中，

对《元韵谱》的编纂体例、语音系统、韵字来源、注释内容等方面作出全面的研

究，而且从韵书史的角度对《元韵谱》做出评价。在第十一节“郝敬《读书通》”

中，对《五声谱》的概述、声韵特点、入声韵、声韵调系统作出全面的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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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研究了郝敬的音韵思想。但是没有把明代“十二韵摄”的等韵文献作为专题

讨论，虽论及了《元韵谱》与《读书通》，但与《太律》无涉。 

二、专书、专题的研究成果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基本都有了专门的论述，期刊类文献多进

行对比研究，或就某一语音特点进行专门的论述，硕博论文多以单一韵图的整体

音系的研究为主，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一）《五方元音》系列文献的相关研究 

《五方元音》继承《元韵谱》韵分十二类，体例简洁，实用性强，影响深远，

受其影响产生的韵书韵图有很多。年希尧增补的《五方元音》（康熙四十九年本

和雍正五年本）、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海山《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都与《五方元音》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分论于下。 

1.《元韵谱》的相关研究 

《元韵谱》（明）乔中和著，共五十四卷，兼有韵书和韵图；调分“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韵分“𢏳、㨐、奔、般、褒、帮、博、北、百、

八、孛、卜”十二佸；每佸内根据介音分“柔律、柔吕、刚律、刚吕”四响；五

十四韵，七十二母，体例复杂，因此对该书的研究也涉及多个方面。 

音系研究：张新《论〈元韵谱〉声调系统的两个问题——平分阴阳和保留

入声调》（2007）；汪银峰《〈元韵谱〉微母来源考》（2007）；张新《论古知

庄章三组声母在〈元韵谱〉里的读音分合》（2008）；张新《〈元韵谱〉韵部研

究》（2008）；张新《〈元韵谱〉入声字文白异读探析》（2010）；汪银峰《〈元

韵谱〉入声字的文白层次》（2014）；汪银峰《〈元韵谱〉声母系统的若干问题》

（2008）；汪银峰《〈元韵谱〉与明清语音研究》（2016），都以《元韵谱》的

整体音系为研究对象，对该书的声、韵、调系统，以及文白异读等方面都有研究。 

对比研究：汪银峰《从〈元韵谱〉、〈五方元音〉韵图结构看两者之间的

关系》（2010）；汪银峰《〈元韵谱〉与〈五音集韵〉》（2013）；汪银峰《〈元

韵谱〉与〈西儒耳目资〉〈等韵图经〉音系比较研究》（2014），通过对语音系

统，编纂体例，列字内容，注释来源的比较凸显《元韵谱》的语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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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研究：汪银峰和姚晓娟《〈元韵谱〉版本考》（2009）；李琛《〈元韵

谱〉校勘》（2014），对《元韵谱》的四个版本，万历本、崇祯本、康熙本、光

绪本之间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 

音韵思想研究：汪银峰《〈元韵谱〉音学思想与明末易学哲学思潮》（2012）

对《元韵谱》与易学的关系进行研究。 

《元韵谱》的音系、版本、思想、文白异读等方面都已有研究，但对《元韵

谱》与《文韵考衷》关系的研究仍然不足。 

2.《五方元音》的相关研究 

《五方元音》清初樊腾凤著，是书分十二韵，二十声，五调，在我国韵书史

上有重要地位，赵荫棠称之为“小学派之后殿”，学界对《五方元音》的研究涉

及作者、音系、版本、释义等多个方面： 

作者研究：余明象《〈五方元音〉作者樊腾凤是河北隆尧人》（1981），东

泽民《樊腾凤及其〈五方元音〉》（2008），对樊氏的出生地的考察细致入微。 

音系研究：陆志韦《记五方元音（附英文摘要）》（1948）；王平《〈五方

元音〉音系研究》（1989），及《小学派韵书之后殿——〈五方元音〉》（1996）；

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1989）；李清桓《〈五方元音〉六韵三母下

两套小韵对立新论》（2004）；李清桓《〈五方元音〉音系研究》（2008）；李

清桓《〈五方元音〉的韵图研究》（2006）；汪银峰《也谈〈五方元音〉六韵三

母下两套小韵对立》（2010）；胡琳和冯蒸《樊腾凤原本〈五方元音〉音节统计

与分析》（2016）等，对《五方元音》的整体音系，以及部分语音特征都有详细

的论述。 

除去语音系统的研究之外，《五方元音》与《元韵谱》《韵略易通》的亲

疏关系，韵图中六韵三母下两套小韵列字的来源，韵图列字方式与四呼的关系等

问题，也都还在讨论中。龙庄伟和汪银峰认为《五方元音》与《元韵谱》的关系

更为密切；李清桓认为韵图中六韵三母下两套小韵列字的对立来源于《中原音韵》，

汪银峰则认为来源于《元韵谱》；李清桓认为韵图反映四呼音的特点，列字虽有

不精密之处，但并非完全凌乱，但所得观点，并无新意。除去这些之外，胡琳，

冯蒸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韵书各小韵的收字情况，方法新颖。 



$%&'()'*#+"

 18 

释义研究：胡菲《〈五方元音〉的释义研究》（2017年），归纳《五方元

音》释义体例与特点，探究樊腾凤的释义观，但却忽略了樊氏的注释内容并非原

创，而是对《韵略易通》注释内容的删减。 

版本研究：周赛华《〈五方元音〉刻本考》（2016）；秦曰龙《永岛荣一郎

藏“原本”〈五方元音〉论考》（2020）。《五方元音》虽非官修，但是在有清

一代影响颇巨，翻刻的版本较多，周赛华在《〈五方元音〉版本考》中把该书的

版本归为四类：樊腾凤原本、康熙庚寅年（1710）广宁人年希尧增补本、雍正五

年（1727）年希尧增补本、嘉庆十五年（1810年）赵培梓改编的《增补剔弊五方

元音》，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出所见的版本。秦曰龙《永岛荣一郎藏“原本”

〈五方元音〉论考》，补充周赛华“樊腾凤原本”的内容，并确定“永岛本”与

“文秀本”的时间先后。 

对比研究：龙庄伟《〈五方元音〉与〈元韵谱〉——论《五方元音》音系的

性质》（1996）；田荣颖《〈五方元音〉和〈西儒耳目资〉的比较研究》（2014）；

邱彤《〈音韵阐微〉和〈五方元音〉的比较》（2018）等。《五方元音》与《元

韵谱》有承袭关系，时间相去不远，且与《音韵阐微》《西儒耳目资》都反映“官

话”音系，通过比较更能凸显《五方元音》的音系特点。 

3. 年希尧增补《五方元音》的相关研究 

年氏自序中云“增者什之五，删者什之一，仍其名曰五方元音，存其旧也”，

因此对年氏增补本的研究以对比研究为主，在“增删”的具体内容中寻求语音差

异。汪银峰《年希尧增补〈五方元音〉与清代官话音系》（2018）从三个方面论

述年氏所说的“重加删定”的含义，即：更改的韵图列字，增补的小韵及韵字，

入声字位置的调整，论述详细。单鸿飞《年希尧增补〈五方元音〉研究》（2020）

以增补和改动的内容为切入点，从作者、韵图改动、韵书改动、增补本价值与意

义四个方面研究年氏增补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把两次增补本分开讨论，每个版本

的侧重点不同，研究更为深入。 

4.《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相关研究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是赵培梓的增补本，和《五方元音》一样都兼有

韵书和韵图。对《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研究以对比研究为主，宋韵珊《〈增

补剔弊五方元音〉的声母系统》（1998）；《试论〈五方元音〉与〈剔弊广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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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五方元音〉的编排体例》（1998），将韵书、韵图分开，分别与《五方元音》

的韵书、韵图的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宋韵珊认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虽

与实际语音的发展潮流不合，但却与士人作诗押韵，识字审音的需要相合，评价

中肯。 

5.《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的相关研究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海山著，成于民国六年，是《五方元音》的蒙文译本，

对该书音系的研究以对比研究为主。春晓《〈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研究》（2011）

不仅研究《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与《五方元音》《韵略易通》的关系，对书中的

蒙古文标音也有研究，但研究的深度不够。再者，海山作为“泛蒙古主义”的积

极活动者，在 1911 年外蒙独立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海山生平的

考察，也成为研究的又一个方面。李贵连《海山及其〈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研究》

（2018）对海山的生平，及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都有详细考察。 

6.《五音通韵》的相关研究 

《五音通韵》作者、著述时代均不详，但根据韵图内容可知，此书与《五方

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的关系密切，既有韵书又有韵图，是清代等韵著作中非

常典型的一部。对《五音通韵》的研究仍以音系为主，也涉及版本、作者、音韵

思想等方面： 

音系研究：李无未和秦曰龙《〈五音通韵〉的音系拟订问题》（2009）；秦

日龙《清抄本〈五音通韵〉的声母系统》（2011）；秦曰龙和李晔《清抄本〈五

音通韵〉的语音意识》（2012）；秦曰龙《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调类系统》（2014）。

以上文章，对《五音通韵》改良反切的具体内容；废除等韵门法，变等为呼的编

纂体例；十九声母，十二韵摄，五调的音系特点都有论述，更把《五音通韵》与

《五方元音》《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中原音韵》《切韵指南》《语言自迩集》

和现代汉语普通话进行共时、历时的比较，研究全面。 

序言内容：秦曰龙《〈五音通韵〉征引〈正字通〉考辨》（2010）；秦曰龙

《〈五音通韵〉所见〈字汇〉刍议》（2011），通过分析《五音通韵》对《字汇》

《正字通》相关正字、注音条目的不同意见，探察《五音通韵》编纂者的语言文

字规范意识，和清初社会语言使用状况，研究视角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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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内容：秦曰龙《日藏珍本〈五音通韵〉所见〈中原雅音〉》（2008），

研究《五音通论》注释内容，为辑录和证明《中原雅音》提供依据。 

版本研究：秦曰龙《〈五音通韵〉编纂特点述论》（2012）；秦曰龙《台湾

师范大学藏抄本〈五音通韵〉校考》（2015）；刘一梦《日本及我国台湾藏清抄

本〈五音通韵〉的版本与校勘研究》（2015）；秦曰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五

音通韵〉考论》（2016），研究《五音通韵》三个版本：台湾藏本、日本藏本与

吉林藏本之间的异同，确立版本间的时间顺序，以及承袭关系。 

成书时间研究：秦曰龙《日藏〈五音通韵〉著作年代补证》（2019），以十

二卷支摄铺母齐齿呼入声“匹(譬吉切)”小韵“癖(匹戟切)”下引用“纪诗”的

内容为线索，补正该书的著作年代，由之前的不早于雍正二年(1724)，后延至乾

隆三十二年(1767)，考证详实。 

7.《黄钟通韵》的相关研究 

《黄钟通韵》作者都四德，刊于乾隆甲子，是书参杂音律，分十二律图，用

十二律来统摄韵，有二十二声母，五调，满、汉两语的注音，对该书的研究可分

为两个方面： 

以满文为主的研究：王为民《从满汉对音规则看〈黄钟通韵〉所表现的尖

团音分合状况——兼论北京官话尖团音合流完成的年代》（2006）；杨春宇和孟

祥宇《从满汉对音角度看〈黄钟通韵〉中的倭母字》（2012）。王为民根据满汉

对音规则，分析《黄钟通韵》见、精组细音字在韵图中的分布格局，认为《黄钟

通韵》的见精组细音已经腭化为[tɕ]、[tɕ‘]、[ɕ]，在满文因素的影响，将其列于“齿

属”的“轻下”和“重下”之下。杨春宇、孟祥宇则通过满汉对音，探讨声母“倭”，

并非源自“微”母，也不是反映北京音，而是反映辽东音。 

以汉语为主的研究：汪银峰《满族学者在近代语音研究的贡献之一：〈黄

钟通韵〉与辽宁语音研究》（2010）；邹德文和汪银峰《论〈黄钟通韵〉的潜在

音系特征》（2006）对《黄钟通韵》的音系所属有所界定。 

（二）《太律》的相关研究 

《太律》葛中选著。葛中选，云南河西人，是明末著名的画家、乐律家，他

根据音律分析字音，把音律和“气”、干支等概念套在音韵系统上，形成一系列

理论。韵母分为宫商角徵羽华六音，又与“内运”“外运”相结合成十二韵，每



!"#"

 21 

类之中根据介音分为正、昌、通、元四呼；声调分平、上、去、入四声，即“四

衡”；声分三十二类，并命以初息、二息、三息、黄声等名目，编纂体例复杂，

因此对音系和编纂体例的研究是两个主要方面： 

语音系统研究：戴飞《〈太律篇〉音系研究》（2010），张玉来和高龙奎及

戴飞《葛中选〈太律〉的史实及其音系》（2014），以文献本身为主，分析三种

韵图：“太律音专气音”“太律声专气声”“太律直气位”，编纂体例的异同，

以及声韵调系统，并制作音节拼合表，具体呈现《太律》的语音系统。赵俊梅云

南大学硕士论文《明代韵书〈太律〉语音系统与云南方音》（2015），不仅研究

《太律》的声韵调系统，而且根据韵图中的特殊列字，发现一些特殊的语音演变

规律，比如阳声韵[-m]韵尾与[-η]韵尾相混,[-n]韵尾[-η]韵尾相混,平翘舌不分,齐

撮呼不分等,并把这些特殊的音变规律与现在的云南方音进行比较，说明明末云

南汉语方音的演变过程，重视细节，对《太律》语音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 

序跋内容研究：《太律》书前有乐律家董应举的序，学者焦竑的题词，光绪

间昆明人陈昌荣的跋。张玉来《有关〈太律〉的序跋》（2013）对这些序跋内容

有比较全面的研究。 

韵图史价值研究：张玉来和戴飞《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2012）

通过分析韵图的语音构成成分和葛氏的语音分析理念，认为该书音韵学价值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立了语音分析范畴，二是描写了一个完整的明末官话语音系

统。文章的分析全面，但不出语音研究之外。 

版本研究：张玉来《〈太律〉的成书及其版本源流》（2013）详细研究了该

书的四个版本：明刻本、明人金声刻本（万历间，藏无锡图书馆）、清嘉庆十五

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经部 114册所收光绪甲辰昆明陈荣昌跋本之间的异同。 

（三）《字母切韵要法》系列文献的相关研究 

《字母切韵要法》刊于《康熙字典》之前，包含《内含四声音韵图》和《明

显四声等韵图》，两图关系密切，互为表里，且与《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图》关系

密切，在有清一代有很大影响，《谐声韵学》《等韵精要》《等韵简明指掌图》

《韵籁》都与其有密切关系。 

1. 《字母切韵要法》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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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切韵要法》包含两种不同的韵图，《内含四声音韵图》是声、韵拼合

表，不涉声调，《明显四声等韵图》是声、韵、调拼合表，两图都分十二摄。吴

亚《〈字母切韵要法〉音系研究》（2018）对比两图，研究语音系统。《字母切

韵要法》与《等韵切音指南》同附于《康熙字典》之前，关系密切，因此多做对

比研究。李新魁《〈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1980）；李国华《从两个韵图的

对比中看明清时期的语音发展变化》（1984），都是通过对比研究，说明语音变

化。《字母切韵要法》对之后的韵图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仍以

音系为主，其他方面研究不足。 

2. 《谐声韵学》的相关研究 

《谐声韵学》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书图相配，反切多源自《大藏字母九

音等韵图》，韵字及其注释多来自《五音集韵》，韵分十二类，有二十一声类，

五调。因此对《谐声韵学》的研究，多是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切

韵要法图》《音学阐微》的对比研究为主： 

陆志韦《记三教经书文字根本（附谐声韵学）》（1948）；林庆勲《谐声韵

学的几个问题》（1989）把《谐声韵学》与《音韵阐微》进行比较。周赛华《谐

声韵学校订》（2014）补配了与《谐声韵学》相配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并

根据台本《谐声韵学》和明刻本《五音集韵》，补充《续修四库全书》所缺失的

五卷。宁忌浮《读谐声韵学》（2017）研究《谐声韵学》的反切系统，并与《五

音集韵》进行对比研究；白晶晶《〈谐声韵学〉研究》（2019）与《音韵阐微》

进行比较。 

因为《谐声韵学》是稿本和抄本，原书没有序跋凡例说明，究竟成于何人之

手，一时难以定断，所以学界对《谐声韵学》的研究除了以音系为主之外，也涉

及到作者的考释：赵荫棠《等韵源流》的附录《〈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

中认为是虞嗣作；林庆勋《谐声韵学的几个问题》推测是王兰生；詹满福《〈谐

声韵学稿〉音系研究》认为是南书房中的某个大学士；冯蒸《〈谐声韵学〉作者

蠡测》（1990）认为是《谐声品字笺》的作者虞嗣集，其中赵荫棠的考证最为详

实。 

3. 《等韵简明指掌图》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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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韵简明指掌图》（清）张象津著，书前的序作于嘉庆乙亥年，是书分十

二摄，十九声，五调。韵图横列声母，纵分开合正副四栏，交合处有音有字者列

字，有音无字者列反切注音。对该书的研究，以音系为主，但也涉及对比研究。 

宋韵珊《清代的一种山东方音——〈等韵简明指掌图〉》（2006）研究该书

的语音系统，并与山东方言进行历时的对比研究。宋韵珊《论清代的河南与山东

方音——以〈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和〈等韵简明指掌图〉为对象》（2013）

研究两书的音系内容，并且根据音系特点认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入声

声调型态，是移民影响下反映时音的结果，而《等韵简明指掌图》的声母类型，

是该地域衍生的独特音变，但把韵图作为纯粹的标音工具，没有剥离韵图中列字

的其他来源。 

4. 《韵籁》的相关研究 

《韵籁》华长忠著，书分四卷，韵图以声为纲，根据五十声类，分五十“衍

章”，韵分十二类，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调，对《韵籁》的研

究以部分语音特征的研究为主，而不是整个语音音系，分论于下。 

作者考释：冯志白《〈韵籁〉作者考辨》（1988）考证《韵籁》编著的时间

不在光绪年间，而是在道光四年到咸丰四年，即 1824-1854年间；《韵籁》原名

作《韵类》，只有一卷，后来才易作今名，并分四卷。 

音系研究：黃凯筠国立中山大学学位论文《〈韵籁〉的音韵探讨》（2005）；

魏建功《华长忠的韵籁》（1925），研究《韵籁》的语音系统，并与现代的天津

音进行历时比较。 

部分语音特征研究：竺家宁《〈韵籁〉声母演变的类化现象》（2004）把

《韵籁》中发生“类化音变”的列字一一摘出，以此说明《韵籁》时代“有边读

边”的风气十分兴盛。但以清末的文献为材料，说明“有边读边”的现象，时间

上没有说服性。王思齐《〈韵籁〉中的古知庄章声母》（2015）；郝艳林《〈韵

籁〉声母的中古来源》（2016）。王思齐以知庄章声母的分合作为切入点，探讨

天津方言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认为《韵籁》音系不能作为天津方言来源于南

京的证据，但文章仅以《韵籁》音系为证据，说服力不强。郝艳林认为中古“开

合”“等”概念，以及庄、章两组分立的中古音系特点，不适用于《韵籁》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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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宋元和明清韵图本就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术语的使用也不相同，《韵籁》

是成书于清末，更无需用中古的“等”和“开合”分析。 

（四）受满文、蒙文影响的等韵文献的相关研究 

清代受外来语音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包含多种语言的等韵文献，明清“十二

韵摄”的《同文韵通》《音韵逢源》都属于这一类。 

1. 《同文韵统》的相关研究 

《同文韵统》是清乾隆时允禄等奉诏编撰，是书以“华梵字母合璧谱”为主

要内容，以梵文、藏文字母、满文十二字头、三十六字母、四呼相互比较对照，

说明拼合原理，阐明反切改良，因此对《同文韵统》的研究，也分为多个角度： 

汉语的角度：吴圣雄《〈同文韵统〉所反映的近代北方官话音》（1994）

研究《同文韵统》的汉语音系特点，并认为这个语音系统与十八世纪中叶的北方

官话已经一致。 

藏语的角度：施向东《〈同文韵统〉所见清初藏语概貌》（2018）；聂鸿音

《〈同文韵统〉中的清代藏文音读规范》（2015）。施向东对《同文韵统》中清

初藏语，全浊辅音清化，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清化后送不送气，藏语声调中“清

高浊低”，复辅音声母的简化等问题都有研究。聂鸿音认为《同文韵统》反映的

不都是藏语的实际面貌，其中强调读出浊声母是为了转写梵文的需要。 

梵文的角度：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2014）；

《〈同文韵统〉中的官话尖团音》（2016），对《同文韵统》中的藏汉对音和梵

汉对音的演化状况，以及汉字音译梵文的规则进行了说明。 

《同文韵统》内容的复杂性，对该书的研究也分多个方面，但这些研究最终

归于语音系统的研究，语音之外的部分涉及较少。 

2. 《音韵逢源》的相关研究： 

《音韵逢源》裕恩撰，分元、亨、利、贞四集，无凡例，无说明，仅有裕恩

序。其书分四部、十二摄、四声、二十一母，统一切音。十二摄以地支统摄，每

摄各有四呼，凡有四十八韵，共四十八图，韵图有满、汉两文，遇到汉字有音无

字处，用满文注音，因此对该书的研究，也分为两个方面。 

汉语音系研究：高晓虹《〈音韵逢源〉的阴声韵母》（1999）；邹德文，冯

炜《〈黄钟通韵〉〈音韵逢源〉的东北方言语音特征》（2008）。高晓虹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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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音韵逢源》阴声韵的中古来源，和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认为一百多年前北

京话的阴声韵母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但对北京音的历时演变脉络，以及文白系

统的论述不足。邹德文和冯炜以《广韵》音系为参考，描述两书的语音演变状况。 

满文系统研究：杨亦鸣、王为民《〈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

音分合之比较研究》（2003）；王为民《〈音韵逢源〉氐毕胃三母的性质》（2004）；

赵昕和龙国富《试论〈音韵逢源〉汉语音节满文标记法》（2018）。王为民通过

对《音韵逢源》中满文译音的研究，认为书中的精组细音[ʨ]、[tɕ‘]、[ɕ]和见晓组

细音[k] 、[k‘]、[x]的对立，以及“氐”“毕”“胃”三母的设立，都是为了解决

满汉译音中的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进行的人为区分，之后的赵昕、龙国

富的观点基本与之相合。 

文献整理：周建设主编的《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

与研究》（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音韵逢源》，在原文影印件之前

有《〈音韵逢源〉评介》部分，对原书进行了整理、拉丁转写和收字统计。 

（五）总结性等韵文献的相关研究 

清代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一批具有总结特点的等韵文献，这些文

献既总结传统韵图的特点，又吸收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特点，探寻汉字反切

方式的改良。这类等韵文献有李邺《切韵考》，贾存仁《等韵精要》，许惠《等

韵学》。 

1.《切韵考》的相关研究 

李邺《切韵考》是一部讲求音理的书，韵分十二统，入声韵只与阳声韵相配；

以声列图，声母与介音结合，分五十类；调分阴平、阳平、上、去、入五类。对

《切韵考》的研究以语音为主，但也兼顾音理。 

孙文霞福建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李邺〈切韵考〉研究》（2010）不仅

注重音系，对《切韵考》中的“集说”“图表”“韵谱”“切法”等方面也都有

论述，研究比较全面。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2011）用比较、推

理、排除等方法，剥离《切韵考》中的江淮官话音系，同时对《切韵考》的声母

系统、介音分类、分韵和归韵问题也有涉及。 

2.《等韵精要》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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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韵精要》（清）贾存仁著，成书于乾隆四十一年，是一部讲求等韵学理

的书。韵分十二类，四呼，入声与阴声韵相配；声母分三十类，喉、舌、颚、齿、

轻唇、重唇中各分五类；调分五类。《等韵精要》的研究仍以音系为主，虽也涉

及作者考释问题，但是其他部分研究不多。 

语音系统研究：宋珉映《“等韵精要”声母系统的特点》（1997）；邹湘梅

厦门大学的学位论文《〈等韵精要〉音系研究》（2007）；余跃龙山西大学的博

士论文《〈等韵精要〉研究》（2010）；余跃龙《〈等韵精要〉音系性质再认识》

（2013）；余跃龙《〈等韵精要〉音系基础再论——从入声韵归并看〈等韵精要〉

的音系基础》（2013）；张辉《清代韵图〈等韵精要〉韵母特点及价值》（2014）；

张辉《清代等韵图〈等韵精要〉声调特点及价值》（2015）。以上文章对《等韵

精要》的声韵调系统都有研究，除去语音系统，余跃龙还将其与《皇极经世·声

音唱和图》《元韵谱》《五方元音》和《音学阐微》等书进行比较，对韵图间的

传承关系有所说明。 

作者考释：余跃龙《〈等韵精要〉作者考释》（2018）；张楚，余跃龙《〈等

韵精要〉作者贾存仁籍贯及生平新考》（2017）考订贾存仁是山西浮山县人。 

3. 《等韵学》的相关研究 

《等韵学》（清）许惠著，书前的序言作于光绪四年，其书序中云：“出《等

韵学》一书，见其以反切之音博证古今，穷源索隐，定天下之音不出十二韵。每

韵以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分列五门为之纬，又各列喉、舌、牙、齿、唇

五音清浊、轻重、粗细三十八音为之纬。”分十二韵，二十二声，五调。对《等

韵学》的研究，基本是以耿振声《明清等韵学通论》中所说的“《等韵学》反映

的是清朝江淮官话中的桐城方言音系的特点”的观点展开，范文凤《〈等韵学〉

音系研究》（2007）；孙宜志《许惠〈等韵学〉反映的语音现象及其性质》（2008），

都分析《等韵学》的声韵调系统，也都与江淮方言进行对比研究，但对编纂体例、

传承关系等方面涉及较少。 

（六）“韵法横直图”影响下的等韵文献 

明代的《韵法横图》《韵法直图》删繁补缺，变等为呼，有开创之功，对后

世韵图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十二韵摄”的等韵图直接承袭《韵法直图》

的有《本韵一得》，承袭《韵法横图》的有《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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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的相关研究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著者不详，是《韵法直图》一系的韵图，声母分为三

十二类，无知组声母，声母分八句，配以宫商之称，韵母分十二摄，调分平、上、

去、入。对《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的研究，仍以音系为主。 

李军、胡银银《〈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

的语音性质》（2015），文章对《翻切指掌图》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进行详细

论述，指出《翻切指掌》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与同时期官话韵书高度一致，

但没对“书本中州，皆官话”中，的“中州”“官话”的具体区域进行界定。李

军、熊远航《〈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清末南丰方音》（2016）根据刘孚

周的旁注，总结当时南丰方言特点，并将其与现代的南丰方音进行比较，考察南

丰方言的演变轨迹，但受周氏旁注内容所限，比较内容不够全面。 

2. 《本韵一得》的相关研究 

《本韵一得》（清）龙为霖著，刊于乾隆年间，是书以音律分析音韵，分二

十卷，前六卷为论说，后十四卷为韵书。韵分舒声十二，入韵七，入声兼配阴阳；

声母二十四；声调分平、承、上、去、入五声。对《本韵一得》的研究基本脱离

音系，着重于音韵思想。 

王松木《坠入魔道的古音学家：论龙为霖〈本韵一得〉及其音学思想》（2012），

主张从“音韵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本韵一得》的音韵思想和设计理念，并

从音韵思想史、音韵学史和语音史三个方面，重新评价《本韵一得》，研究比较

全面。王松木《论汉语音韵学的“接受”转向——以龙为霖〈本韵一得〉接受史

为例》（2013），以“龙为霖《本韵一得》的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二百

六十余年间（从 1750年至 2012年）不同读者对于《本韵一得》的理解与评价。

文章以“接受理论”为视角，为等韵图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是研究明清等韵学中不可忽略

的组成部分，通论性文献虽都有涉及，但是都没有作为专题讨论，又因为所涉书

目不全，对文献内部条理、脉络和承袭关系的整体把握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专论性文献的研究多以语音为主，对编纂体例、音韵思想等内容讨论不多，不足

以建构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史①。因此，本文以明中期以降“十二

 
① 于上官《切韵学史》云：“‘汉语韵图史’是指汉语韵图传承因袭、嬗变推衍的历史，其研究重点是展

现韵图发展流变的逻辑线索和历史事实。”于上官：《切韵学史》，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绪论”，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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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摄”韵书韵图为研究对象，根据文献的语音系统、编纂体例、音韵思想等特点，

展开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专题史研究，以完善当前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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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纵观近百年音韵学的发展，学者虽然注重文本阐释，但更多的是寻绎音变规

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音韵学家对语音的主观认知。然而，明清音韵文献大都不

是客观语音的直接展现，而是作者音韵思想的具体化呈现，或多或少的会掺杂一

些人为的因素。因此，音韵研究开始逐步的回归文献本身，从编纂者的音韵思想

出发解释一些特殊的编排现象，音韵思想史的地位也逐步提高。但想要单纯的研

究某一部文献的音韵思想，则有较大困难，这不仅要求文献具备相对完整的语音

系统，还要文献具有明显的音韵观，如若不然则难以切入。而且，音韵思想的应

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若过分强调，势必影响文献本身的功用性评价。因此，

音韵思想虽然重要，但仍不能成为等韵研究的核心。 

因此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综合“音韵思想史”“语音史”“韵书韵图史”

三个方面，将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放归于时代语境和特定的思维脉

络中去，将音韵文献还给音韵学家，将等韵思想回归时代思潮，深入考察音韵学

家的内在动因，从而形成以时代背景为补充，以音韵思想和语音史为切入点，以

韵书韵图史为重点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专题史。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据目力所及，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字学元元》

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刘氏切韵指掌》，历时三百三十一年，涉及四十多

部韵书韵图，脉络清晰，赓续传承，衍生出独立发展的文献系统，体现了明清音

韵学的发展与嬗变。虽然，部分文献未得寓目，但多数文献已有其他学者的专门

论述，为文献的归类总结提供依据，而且这些文献多处于“十二韵摄”韵书韵图

内容的多元发展或衰落阶段，不影响整体规律的把握。因此，从演进的历时性论

述“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从“发端”“成型”到“发展”，由“发展”到“成

熟”，再由“成熟”至“衰落”的过程，考量“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在每一时期

的“变异”，以此折射韵书韵图在各个时期的新发展。换而言之，结合“十二韵

摄”韵书韵图发展的内、外因，将“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演变分为“发端、

成型、发展、成熟、衰落”五个阶段，论述各阶段的文献内容和阶段特点。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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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构拟法：着重文献本身，研究文献的理论基础和运用过程，在异

端处寻求突破，发掘其隐含的语音特点。 

（二）历史比较法：宏观与微观比较相结合，从图式、列字、语音情况、社

会文化背景等方面，梳理韵图之间、韵图与韵书之间的发展轨迹。  

（三）历史文献考证法：搜集整理前人的研究，筛选出可靠的文献材料，结

合现存韵书韵图的面貌，探索韵书韵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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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与成型 

明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明王朝被迫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

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有限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阶段”①，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向

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阶段。同时，伴随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至正德、嘉靖间而古

风渐渺”，出现了“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社会生活，致使出现了一批“复非名

教所能羁络”的思想家，社会风气陡然一变。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反映

到社会意识形态上，就造成了传统学术的蜕变与挣脱囚缚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

其中既有阳明心学的勃兴与分化，又有其他学派对理学观点的批评和修正，以及

新兴质测之学的兴起等。这一阶段思想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抗议权威，冲

破囚缚，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②。	

身处这一阶段的音韵学家，其思想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浸染，所创作

的韵书韵图亦承载时代特点，“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亦是如此。这一阶段的“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有六部，分别是袁子让《字学元元》（1603）吴继仕《音声纪

元》（1611）乔中和《元韵谱》（1611）葛中选《太律》（1618）郝敬《读书通》

（1630）方以智《切韵声原》（1652）。这六部文献都以建立不受古今、南北、

人物限制的理想音系为目的，并非单为配合韵书而作；且注意到南北方音的共时

殊别，斟酌古今语音之历时嬗变，其书多以审音为主，亦多以“时音”为据；同

时舍传统术语之繁琐、细碎，另立新目以求音韵之坦途，也因此格外注意术语的

理据性，援引“易理”“律吕”以定其基。但也因为各家都另立新目，各有“新

论”，众说纷纭，反而削减了实用性，总而言之“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 

但是，以“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轨迹而言，明中后期的六部文献又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端期，第二类是成型期，分论于下：	

第一类以《字学元元》（1603）启其端，《字学元元》的“增字学上下开合

图”为补“华严字母”“释谈章”声、韵结构之不足，以介音为据分列四图，上

下两图更是明分“十二字”，但韵图实际分十五摄，只是为了迁就“华严字母”

的图表结构而分列十二行，因此只是“十二韵摄”结构的发端。同期的《音声纪

 
① 萧箑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② 萧箑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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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声纪元十二律音声分韵开合后谱表”虽然以“十二律”为分韵依据，但

是仍然保留宋元韵图“开合四等”的结构特点，不具普遍性，因此同归发端期。	

第二类以《元韵谱》（1611）为标志，是书不仅明分“十二佸”，韵部内容

也基本实现了等、呼转换，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成型的标志。《元韵谱》之

后的《太律》（1618）《读书通》（1630）《切韵声原》“十二统”（1652）虽

然形态各异，但基本特点一致，因此都在此类。	

明代文献善用多组韵图，多种角度说明音理的古今演变。《字学元元》（1603）

内有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6）为基的“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受《洪

武正韵》（1375）《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影响的“子

母全编”；分析《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声韵结构的“总括十二音图”“总括

十声图”；分析“华严字母”声韵所属的“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等。《音声纪元》

前后两组韵图，前图“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以“二十四气”为分韵之据，变等为

呼，后图“十二律开合表”以“十二律”为分韵之基，延续宋元韵图的“开合四

等”。	

同书各组韵图虽然表面上相互独立，但内部多有关联。例如，《字学元元》

（1603）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虽然独立一组韵图，但其分韵受“子母全编”

“总括十声图”的影响，列字更以“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为源。《音声纪元》

（1611）的“二十四气音声韵表”虽然独立，但分韵却以“十二律开合表”为基

等。因此只有完整分析、把握全书内容，才能更全面的体悟作者的音韵思想。所

以，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考，虽以韵分十二类的韵图为主要研究对

象，但不只论某一图，对同书中相关的韵图也作简单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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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 

一、描写“天地之元声”的《字学元元》 

《字学元元》①（明）袁子让著。袁子让字仔肩，号七十一峰主人，湖南郴

州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受嘉定知州，转知眉州，官至兵部员外郎，

著有《字学元元》《香海棠集》等。《字学元元》十卷，刊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

自序云： 

Ý¡FÞ+¬�1Sg��&"�ßà.+áâ(Mãäåæçè+4ãLMN

3+éêë.+Fg!Q+ì�W|.�#©+áíWî.�?©<FQÞïðñ?+

òó!O+ôW4�>?<õð�vEO|öw+ò÷¾�+ôWM�>#+ø�ë

.+Fg!;<ùúûüýþÿ.�+!!"#+ïð$��%&+ò'()*.++

R,T��ôFë0Fg<j-0.v/¨01w+23O4y56.7+8j9T

":<;<=>+�?@1ABS<x

袁子让在《四声等子》《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华严字母”等书的影响

下，分作“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子母全编”“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三组相互

关联，又相互独立的韵图，各图特点分论于下。 

（一）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基的“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虽云“继得古‘四声等子’尽概真切”，但考其分

韵、列字，其“四声等子”实乃《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韵图基本照搬刘氏之图，

但有三处大的变动： 

第一，把“通摄内一”晓组、三等、入声的“郁囿录”三字删去。 

第二，把“止摄内二”开口、帮组、二等位的“陂（帮母、平声），彼（帮

母、上声），㱟（滂母、上声），被（並母、上声），糜（明母、平声），美（明

母、上声）”六字移到合口、帮组、四等位，“下六字原开摄移此”，并删帮组、

三等位重出的此六字。 

第三，把“臻摄外三”开口、端组、四等位“颠室、天、田耋、年昵”七字

删去，“颠天田年在山摄此宜去”。 

 
① 《字学元元》，《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本，第 225部，经部·小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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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以上三处，袁氏还删改了一些列字，这些删改在刘晓英《〈字学元韵〉

研究》①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此不赘言。但仍有几点需要补充： 

首先，“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通摄、三等、疑母、去声位的“𡵜”字，不

是新增，是承袭。 

其二，文中罗列的“‘切韵指南图’原本有字之处，袁氏删除并标‘〇’”

的情况不全，另有四条遗漏②。 

其三，文中“袁氏改换‘切韵指南图’中的用字”中有一处遗漏，即“臻摄

外三”、见母、一等、去声位列“挖”，《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列“扢”，“挖”

是“扢”字之讹。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虽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基，“予于《等子》

不敢易”，但也不是全无新意。袁氏在每图的图头、图尾增加按语，说明各韵在

《洪武正韵》《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诗韵”等书中的分合状况、每图所含

韵字数、入声与他韵的相配关系、正俗音变、以及各音所属“上下开合”的变化。

总而言之，即“各摄韵有初分，有后并，详于诸摄之右，独韵摄中，原有开合，

注于各摄之左”（卷二，四声等子题首）。 

（二）“变等为呼”的“子母全编” 

《字学元元》的“子母全编”是以摄分图的“同音字表”，内分二十二摄，

列二十二图，按：二十二摄—“横‘大母—小母’—纵平上去入四声”③的顺序

分图列韵，详而论之。韵图横列三十六“大母”，大母之下分列与开、合符号“ ”

“ ”④结合的“小母”，以实现“固根母而辨其清浊也，并代韵而辨其辟翕上下

也”（卷六，子母全编题首），标明各母列字所属的开合上下；“大母”（或称

“本母”）之下“先上后下”，据上开、上合、下开、下合的顺序列字，无字处

 
① 刘晓英：《〈字学元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75-76 页。是书也以《续修四库全书》

本《字学元元》为研究基础。 
②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臻摄外三”、群母、三等、上声位列“近”字；“臻摄外三”、溪母、四等、上

声位列“菣”字；“山摄外四”、群母、四等、平声位列“𡰞”字；“咸摄外四”、並母、二等、平声位列

“𨂝”字，此四字袁氏尽改为“〇”。 
③ 本文考虑到韵书、韵图编纂体例不同，为凸显韵图的“空间性”和“层次性”，借助双引号“”区分“分

图因素”和“列图因素”；然后用“纵”“横”两字展现韵图内部“列图因素”的空间性；同时，在“列图

因素”的双引号之内用单引号‘’标示韵图纵、横方向上的层次性。据此，定“字母全编”的编纂体例为：

二十二摄—“横‘大母—小母’—纵平上去入四声”，之后的韵图编纂体例描写都仿此。 
④ 《字学元元》“子母全编”用形状不同的两个符号“ ”“ ”区分开、合，“分开合者别以‘ ’‘ ’”，

表开的符号“ ”上缺，表合的符号“ ”下缺，形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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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设其位；“小母”之下分列四行，列平上去入四声之字。韵图“小母”源于

“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内容整理于下： 

1. 声介合母的“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 

《字学元元》的“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列于“子母全编”之前，首列三

十六字母的“大母”。“大母”之下分列上开、上合、下开、下合四组“小母”，

两字一组。转录于下： 

! "O"O"##>PQRRF)STUVU*WS'<.#

母

中

一

百

一

十

九

小

母

目

录 

大

母 見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上

開 
干

艮 
可

口 
𩑓

𩑔 
嵓

卬 
刁

旦 
台

土 
宕

太 
乃

南 
貞

哲 
丑

疢 
長

呈 
赧

鐃 
貝

布 
沛

怕 
杷

朋 
忙

馬     
早

左 
此

采 
才

皁 
三

叟  
爪

壮 
叉

冊 
岑

查 
山

生  
亨

罕 
亥

吭 
恩

安 
願

猇 
老

冷  

上

合 
官

古 
苦

困  
五

玩 
堆

短 
退

彖 
囤

段 
内

奴 
中

追 
楮

冲 
佇

䖝 
呐

𦔹 
半

卜 
叵

判 
匍

弁 
木

毛     
祖

宗 
寸

厝 
存

萃 
莎

㢲  
阻

茁 
匆

初 
淙

助 
所

拴  
火

昏 
户

回 
汪

烏 
𧥦

侉 
路

弄  

下

開 
巾

己 
丘

豈 
奇

求 
牛

堯 
吊

丁 
汀

天 
廷

田 
念

年    
尼

女 
兵

必 
品

批 
皮

平 
米

名 
方

法 
芳

泛 
房

乏 
亡

𡕢 
卩

井 
千

七 
前

齊 
先

西 
息

囚 
支

正 
叱

昌 
示

舌 
世

申 
辰

上 
向

休 
刑

系 
因

央 
由

羊 
力

了 
人

而 

下

合 
君

居 
去

犬 
窮

窘 
元

玉        
扭

䛘 
陂

丙 
㓲

姂 
淲

被 
皿

䁇 
弗

分 
芬

丰 
吠

父 
未

文 
苴

足 
逡

荃 
全

埾 
宣

巡 
旬

㳬 
准

主 
吹

杵 
船

唇 
水

束 
垂

殳 
兄

血 
玄

迥 
淵

於 
于

云 
劣

吕 
芮

如 

表中四分的“小母”内容与传统的“助纽字”相似，但不完全不同：第一，

传统助纽字一般只有“齐齿呼”一组，如《玉篇》的“切字要法”，《韵镜》的

“归纳助纽字”，《四声等子》的“七音纲目”等。“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

不限一组，而是据介音分列四组，比叶秉敬《韵表》（1605）自称为“千古未泄

之秘”的“四派祖宗门法”还要早。第二，传统的助纽字一般限于“山”“梗”

摄的三四等字，《玉篇》《韵镜》《卢综迈切韵要法》《四声等子》《切韵指掌

图》等都是如此，但是“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既有“山”摄的“干官山元”，

又有“宕”摄的“方芳房王”，又有“蟹”摄的“台才回”，又有入声字“卜叱

劣”等，列字来源更为丰富。 

“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的四组“小母”不仅用以区分声母，也用于区分

各韵所属的“开合上下”。卷六“子母全编题首”云： 

f#C��+j>#g.DE#F+T#4öM£Gf"1n.<H����+k

mI#+JKH.?LMNI?+JKH.#LM4I|+JjKH.�<O>#.f

"+PQ#0R!km©+SÂ?0R!MNM4©+!T��¢"+�TUVW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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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分列四等，用于“子母全编”，但在“非”“敷”

两母的分类，以及“小母”的使用上仍存有不足。“母中一百一十九母目录”中

“非”“敷”两母下分下开、下合两组小母，但韵图列字中两组小母的界限模糊，

甚至出现“互用”的现象。例如，“子母全编”第九图“吻”摄的“非”“敷”

大母位下列表示下开的小母“方”“芳”。但是，“方”“芳”小母位下却列本

属下合的“分芬”等字；第二十二图“咸”摄“非”大母下列下合的“分”小母，

但实际列字却是属于下开的“泛”字。“非”“敷”两母下开、下合之字既然可

以“互用”，何以分列两组。而且，实际语音中“非”“敷”两母已无分别①，更

无分立的条件。 

除去“非”“敷”两母，韵图“子母全编”实际使用的小母内容亦与“母中

一百一十九母目录”存在矛盾。韵图“字母全编”只用“小母”中的一字为声目，

或上字或下字，所选不定，有时还不用表中之字。例如“通”摄“穿”大母下列

的“春”小母，“床”大母下列的“鉏”小母，“审”大母下的“书”小母，此

三字全然不见于“目录”。既然，韵图小母用字可以是随意选择，又何以汇总小

母于前，又如何能“根母而辨其清浊也，并代韵而辨其辟翕上下”。 

2. “子母全编”的编纂体例 

“子母全编”以“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为分韵之基，将“二十四摄”拆分

合并成二十二摄。卷六“子母全编题首”云： 

D|ö&FEiFÝBND5Ffi+YDZFfi+BND[Ffi+0YD\F

fi+BND]Ffi+0YD^Ffi+BND_Ffi+0YD3Ffi+>D`F

0YDaFfi+>DbFDcF£fi+BNDûFfi+BNDdFfi+BNDeF

fi+0YDÅFfi+D&F&i<x

“子母全编”以“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为基，延续《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的“十六摄”和“内外八转”之序，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现将“子母全编”二十

二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十六摄内外转、“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之间的对

应关系整理于下表（图中序号是原书图次）： 

 
① 《字学元元》卷一“三十六母本切辩”云：“轻唇四母，‘非敷’似觉一类，于其子之‘非霏’‘方芳’

‘封峰’可知，俟达者再订。”卷二“佐等子上下四等议”亦云：“至于声有不类者，非三等字。如通摄

‘封峰逢犎’、臻摄‘分芬坟文’稍不类三等，而类一等。又如遇摄‘夫敷扶无’类‘孤枯〇吾’，而不类

‘居区渠鱼’之甚。山摄‘蕃翻烦樠’亦类‘官宽〇岏’，而不类‘涓弮拳元’之甚，不知又何以居三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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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摄 1 通内一 3 止内二 
4 遇 

内三 

5 模 

内三 
14 果内四 16 宕内五 18 曾内六 19 流内七 20 深内八 

内八转 通内一 止内二 遇内三 果内四 宕内五 曾内六 流内七 深内八 

二十四摄 
1 通内一 

    独韵 

3 止内二开 

4 止内二合 

5 遇内三 

      独韵 

13 果内四开 

14 果内四合 

15 宕内五开 

16 宕内五合 

17 曾内六开 

18 曾内六合 

21 流内七 

      独韵 

22 深内八 

独韵 

二十二摄 2 江外一 
6 

齐外二 

7 

蟹外二 

8 

臻外三 

9 

吻外三 

10 

山外四 

11 

天外四 

12 

宵外五 

13 

效外五 
15 假外六 17 梗外七 

21 

盐 

外八 

22 

咸 

外八 

外八转 江外一 蟹外二 臻外三 山外四 效外五 假外六 梗外七 咸外八 

二十四摄 
2 江外一 

     独韵 

6 蟹外二开 

7 蟹外二合 

8 臻外三开 

9 臻外三合 

10 山外四开 

11 山外四合 

12 效外五 

     独韵 

13 假外六开 

14 假外六合 

19 梗外七开 

20 梗外七合 

23 咸外八合
① 

24 咸外八合 

 “子母全编”虽固守“十六摄”内外转之序，但也展示袁氏分韵之意， “予

于《等子》不敢易，而‘全编子母’，于各摄之后，则应分者分之，以存愚见”

（卷一，二十四摄分韵），即在各摄“按语”中合流韵部。“子母全编”韵部合

流的基础是实际语音，即一二等的“上二等”合流为“上等”，三四等的“下二

等”合流为“下等”。卷一“一百五十二音开发收闭”云： 

B0..+R1E|(>+ffgÈ&g2GghE©¥¥ijDfFkDÈFl

×+D2FkDhFl×+=DÈF.nTDfF+DhF.nTD2F+Ò�mW©<

nop!q+DfFÒºDÈF+D2FÒºDhF+qáro+Ò¢>.sáJìA<x

《字学元元》卷一“读上下等法辨”亦云： 

v|öwtu(E+vw.M&|DfFDÈFlx+4&|D2FDhFlx+

y>M4|z.<zM|."+{äåæçèK|}å.g+nDfFDÈF.|!

O�~+t|}g<4|."+{äåæçèK|}.�+nD2FDhF.|!O

��+t|}�+�R4|<�DQ«FM©+1DQ«Fz�}�Ò(D�hF<ë

1DQ«F�D�hF+j�01D��F�D��FLD��F�D��F¥¥x

 “上下两等”又各与“开合”相配，成上开，下开，上合，下合四组，作为

各摄分韵列字的条件，内涵与“开齐合撮”四呼相应。袁氏将四等转为上下两等

具有开创之功，只是限于时代特点，还不能完全脱离“等第”概念的束缚，但是

韵部合流多是传统韵书的韵部归并，没有完全根据实际语音。而且，只引“上下”

入分类，未为“四呼”另立新名，也是其不足。 

 
① 袁氏“子母全编”的继承《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开口呼、合口呼，所以第二十三图和第二十四图都继

承刘氏标为“合口呼”，但在按语强调“挕字宜作开”“当作开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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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母全编”以摄分纲，按：摄—“‘横三十六字母—开合上下四等’—

纵平上去入四调”的层次列图分韵，四声都没有的声母不留其位，有声母的有音

无字处列“〇”，列字不限于小韵首字，是一个同音字表，即“《等子》以母摄

子，平上去入各一声，然一声仅一字尔，夫字有数十而同一声者，可一字尽乎……

故予校订其韵，而全编之，使人知某类字皆属某母，知某类字，似某母下而实非

某类字”（卷六，子母全编题首），也因此称为“全编”，与叶秉敬《韵表》的

体例相似。 

“子母全编”于图首“按语”中说明各摄包含的韵部个数，以及其与“古韵”

（即《广韵》）《四声等子》《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对应关系，又因以《经

史正音切韵指南》为基①，所以各摄包含的韵目也遵从刘氏，列韩道昭《改併五

音集韵》的一百六十韵部。现将按语内容整理于下表： 

! "#"#$%%&'()*+,-./!

摄 韵部 按语 

1通 
东董送屋 
冬〇宋沃 
锺肿用烛 

此摄韵分东冬钟，既合冬钟，予从《正韵》及《等子》并合之。

东别以“〇”，冬以“、”，其分“ ”开，“ ” ②合，则体《经

世图》以佐《等子》也。 

2江 江讲绛觉 
此摄韵独用，《等子》自一摄，而《经世图》以阳兼之，予仍为

一摄，见帮晓喻 者属开，知照来 者属合。 

3止 
脂止寘质 
微尾未物 

此摄韵分脂微，予从《正韵》及《等子》合之，别脂以〇，微以、，

又并《等子》开合二摄，别开以 ，合以 。 

4遇 
鱼语御烛 
虞麌遇〇 

此摄韵分鱼虞，予从《正韵》及《等子》合之，别鱼以〇，虞以、，

通作合口呼。鱼之疎初，虞之都夫等自为一摄，不在摄中。 

5模 模姥暮屋③ 
此摄古为一韵，《等子》置鱼虞中，予从《正韵》分之，亦通作

合口。 

6齐 
齐荠祭质 
废术 

此摄《等子》在蟹，《经世图》在止，予从《正韵》分之， 属

开， 属合，去声废并入祭中。 

7蟹 

皆骇怪鎋 
咍海代曷 
泰 

灰贿队末 

此摄古分咍皆灰，既合咍灰，予从《正韵》及《等子》合之，

别皆以〇，灰以、， 属开， 属合。 

 
① 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自序云：“仆于暇日，因其旧制，次成十六通摄……名之曰《经史正音切韵

指南》，与韩氏《五音集韵》互为体用，诸韵字音，皆由此韵而出也。” 
② 《字学元元》卷六“子母全编题首”云：“共二十二摄，摄中合两韵者别以‘〇’‘ 、’，分‘开’‘合’

者别以‘ ’‘ ’”。“子母全编”中区别韵的“〇”“、”列于“小母”之下，首字之上。表开合的符

号“ ”“ ”与“小母”结合后列于大母之下，首字之上，形状不同，表开的符号“ ”上缺，表合的符

合“ ”下缺。例如，“通”摄“见”大母位下列带有区分作用的“ ”“ ”两小母以区别开合，其上缺

的“ ”小母属开，下缺的“ ”小母属合。 
③ 《字学元元》“子母全编”第五“模”摄不仅包括合口一等的“模姥暮”，还包括合口三等“鱼虞”韵

“照二”组字。“照二”组字与一等韵字合流，说明属三等的“照二”组字已经没有了[i]介音，变为开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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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臻 
真轸震质 
谆准稕术 

此摄古分真谆，既合一韵，《等子》摄《经世图》俱同，殷文予

分之自为一摄， 属开， 属合。 

9吻 

殷①隐焮迄 
文吻问物 
痕很恨没 
䰟混慁〇 

此摄古分四韵，后以文兼殷、魂兼痕，《等子》摄于臻，予分出

自为一摄，别文以〇，魂以、， 属开， 属合。旧又以元入魂，

声似不合，予分元入天摄。 

10山 
寒旱翰曷 
桓缓换末 
山潸谏鎋 

此摄古分三韵，既合寒桓，《等子》并与仙韵同摄，予谓上平、

下平声必有分，从《正韵》合三韵为一摄，别寒以〇，山以、，

属开， 属合，仙自为一摄。 

11天 
元阮愿月 
仙獮线薛 

此摄《等子》在山摄，予从《正韵》分之，而元韵古分入魂，予

又从《等子》合之，别元以〇，仙以、， 属开， 属合。 
12宵 宵小笑药 此摄古为一韵，《等子》在效摄，予从《正韵》分之，通作开。 

13效 
豪皓号铎 
肴巧效觉 

此摄古分肴豪，《等子》同摄兼宵，予分宵而从《正韵》合此为

一摄，别肴以〇，豪以、，帮等作合、余做开。 

14果 
歌哿箇铎 
戈果过〇 

此摄古分二韵，予从《正韵》合之，歌 作开，戈 作合。 

15假 
麻马禡鎋

薛 
此摄古为一韵，《正韵》分麻遮，予合为一摄。别麻以〇，遮以、，

示不敢倍《正韵》也， 属开， 属合。 

16宕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此摄古分为二韵，予从《等子》合之，《经世图》又兼江，予泥

上平、下平之分不敢从， 属开， 属合。 

17梗 
庚梗诤②陌 
清静劲昔 
青迥径锡 

此摄古分三韵，既合庚清，予从《正韵》及《等子》并之，别庚

以〇，青以、， 属开， 属合。 

18曾 
登等嶝德 
蒸拯证职 

此摄古为二韵，予从《等子》合为一摄， 属开， 属合。 

19流 
尤有宥屋 
侯厚候〇 

此摄古韵及《等子》皆独用，帮一非三属合，余作开。 

20深 侵寝沁缉 此摄古韵及《等子》《经世图》皆独用，通作开。 

21盐 盐琰艳叶 
此摄古为一韵，《等子》及《经世图》与覃咸同摄，予从《正韵》

分之，《等子》作合，如俗呼当作开。 

22咸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凡范汎乏 

此摄古分覃咸凡，既以凡分入覃，《等子》《经世图》并入盐，

予从《正韵》分为一摄，《等子》作合，俗呼作开。 

“子母全编”改“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的声母结构，由一纸两行为一行尽

列三十六字母，同时删有音无字之声母，扩充列字，虽分二十二摄，但是整体韵

系结构变动不大。“子母全编”在按语和“小母”声目中体现“时音”特点，但

是受宋元韵图和《洪武正韵》分韵列字的限制，各韵所属开合上下并未完全遵从

 
① 《字学元元》“子母全编”第九“吻”摄的“欣”韵用“殷”作韵目，承自《改併五音集韵》。 
② 《字学元元》“子母全编”第十七“梗”摄遵《改併五音集韵》用“诤”字作韵目，不用“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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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音”，有较强的妥协性。例如，“麻”“遮”合韵；“江”摄独立；“曾”

“梗”分立等，都是妥协的产物。 

（三）补“华严字母”“释谈章”声韵结构不足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 

袁氏用反切之法分析“华严字母”“释谈章”的声韵所属，成“附载华严经

字母图”和“附解释谈章等摄图”，并在两图分韵的基础上作“增字学上下开合

图”，补其不足。卷十“总括声音清浊辟翕上下图说”云： 

D��"5F�f0B+��1ò"�.R+0M4�l��+��1¯£|.

�<..��mnyg.#+�á�mp#g.y©<tÝ�RC+¬ÿ!ê0�n

.<x

《字学元元》卷十“华严四十二字母释谈三十七字题首”亦云： 

��"5r�Ò#(DbcFi+14D�ûo�F£i1�>�&FEi+��

D Fi"+ê1D�Fh.<q�ÒD¡¢Z£¤[k¥ã¦§¨©;F£|!f+

0D@ªW«¯Î¬®FK¯!&+D°\F̄ !G+DãF̄ !E+D±F̄ !J+

0²D³Y/$%´µ¶FJ#+·!g�±h+t��u¸<D¹ºF>|»FQ#+

>i»FEi+n¼1½yOJ�º³¾+OKGFU#g&FEi.¿+�ÀÁÂ

.+1òÃÄ.Å<x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在“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的基础上调整声韵系统，据

介音分“上开十二字唱图”“下开十二字唱图”“上合十字唱图”“下合十字唱

图”四图（以下简称“上开图”“下开图”“上合图”“下合图”），以补“华

严字母”只有“开口”，“释谈章”的“声未备”“母未全”等。具体内容见下： 

1.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作图旨趣和“十五摄”的分摄依据 

袁氏分析“华严字母”的声、韵结构，将其列字汇总于卷十的“附载华严经

字母图”。现以《改併五音集韵》的一百六十韵、十六摄为基础，分析“附载华

严经字母图”的声、韵所属，整理于下表： 

! "O"OI##)ghij\PSE.(bk,P,dlm#

声母 十二摄 

阿 1 佒 2 鞥 3 翁 4 鳥 5 爊 6 哀 7 醫 8 因 9 安 10 音 11 谙 12 讴 

果假 江宕 曾梗 通 遇 效 蟹 止 臻 山 深 咸 流 

戈麻 江阳 蒸庚青 东冬 鱼虞 宵肴豪 佳灰 脂微齐 真文魂 寒山先 侵 覃盐咸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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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学元元》“附载华严经字母图”分“华严字母”为十二摄，但是又在卷

十“华严四十二字母释谈三十七字题首”中强调： 

��"5r�Ò#(DbcFi+14D�ûo�F£i1�>�&FEi+�

�D Fi"+ê1D�Fh.<x

袁氏只言“华严字母”“惟少‘江’摄字，意以‘宕’兼之”，却不言所缺

的“果”“假”摄，是因为声母所属的“果”“假”两摄已算入分摄之中。因此，

卷十“总括声音清浊辟翕上下图说”认为“观之者纵能别音中之母，恐亦不能析

母中之音也，故予作是图，即师其意而详别之”。明确将“果”“假”两摄归入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分韵之中，以此实现“析母中之音”，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释谈章”的声韵结构。 

袁氏分析“释谈章”的声、韵结构，重字不列，成三十七字的“附解释谈章

等摄图”，“五图中不载重字，其后图字已具前图者止于前图见之，恐重载必重

其母，不便观览尔”（卷十，释谈章辨）。韵图横列三十七字所属的十五声母，

纵列所属的“蟹果山假臻遇止咸效”九摄，并据“附载华严经字母图”补不足的

“江宕、曾梗、通、深、流”五摄，成“蟹、果、山、假、臻、遇、止、咸、效、

江宕、曾梗、通、深、流”十四摄。即卷十“华严四十二字母释谈三十七字题首”

所云： 

D¹ºF>|»FQ#+>i»FEi+n¼1½yO+J�º³¾<x

《字学元元》卷十“释谈章辨”亦云： 

Ý>pOy+(#�FQ+(i�FE+ìi�í�?Æ�Ç+#�í³;yÈ

É<x

“果”“假”分立，分十四摄的“释谈章”仍是摄未备，有所遗。更何谈为

补其不足而作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增字学上下开合”在“华严字母图”

分摄的基础上，结合《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切韵指掌图》韵部内

容，成十五摄，但是未定摄名。现据各摄来源以及韵图首字定十五摄为：“臻、

山、通、桩、止齐、遇、佳、效、果、假、冈、曾梗、流、深、咸”。其十五摄

除了把“臻、山”两摄提前外，基本延续十六摄的排列顺序，而且“桩”摄的独

立，不仅弥补了“华严字母”所缺的“江”摄，也完善“释谈章”未尽善的分韵

内容。十五摄的分韵内容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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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作图规则及韵摄内容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有明确的编纂体例。卷十“总括声音清浊辟翕上下图

说”云： 

tÝ�RC+¬ÿ!ê0�n.+Ê(M.fgM.B+Ê(4.fg4.B+J

�M04+J�40M+J�f0B+�B0f+ÒË!]+Ì�z.±ð!

M4fB.>+0Íy+�²y<x

但是适用于十五摄的作图规则与“华严字母”十二行的结构冲突，无法实现

无字处虚其位，只得根据各摄的分韵特点列入对应的上开图、下开图、上合图、

下合图。又因为十五摄所含韵部内容不同，所以上下开合四图所含的韵摄内容也

不同。例如，上开图没有“遇”“深”两摄，下开图没有“止”“通”两摄，上

合、下合两图都没有“深”“咸”两摄，四图所含韵部内容不同。更因为无法做

到无字处虚其位，致使各摄在四图中的顺序不能对映。例如，“脂”摄在上开图

处第四位，下开、上合图则处第三位，下合图则处第五位，位置参差不齐。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亦以“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为分韵列字的来源①，

所以韵图也以《改併五音集韵》的“一百六十韵”为分韵之基。因此，根据各摄

“开合上下”的对应关系，将十五摄在四图中的对应关系，以及各摄所含的韵部

情况整理于下表（举平以赅上去入）： 

! "O"On##)JPQopqrE.*s-tEulv,d#

十五摄 上开图的分韵 下开图的分韵 上合图的分韵 下合图的分韵 
臻 1 真谆殷文痕魂 1 真谆殷文痕魂 1 真谆殷文痕魂 1 真谆殷文痕魂 
山 2 寒桓山仙元 2 寒桓山仙元 2 寒桓山仙元 2 寒桓山仙元 
通 3 东冬钟   3 东冬钟 
桩    4 江 
止齐 4 脂微齐 3 脂微齐 3 脂微齐 5 脂微齐 
遇  4 鱼虞模 4 鱼虞模 6 鱼虞模 
佳 5 佳咍灰  5 佳咍灰 7 佳咍灰 
效 6 宵肴豪 5 宵肴豪 6 宵肴豪  
果 7 歌戈 6 歌戈 7 歌戈  
假 8 麻 7 麻 8 麻 8 麻 
冈 9 阳唐江 8 阳唐江 9 阳唐江 9 阳唐 
曾梗 10 庚清青登蒸 9 庚清青登蒸 10 庚清青登蒸 10 庚清青登蒸 
流 11 尤侯 10 尤侯   

 
① 《字学元元》卷十“华严四十二字母释谈三十七字题首”云：“此皆三十六母，二十四摄之翼，例宜附

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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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On##)JPQopqrE.*s-tEulv,d#

深  11 侵   
咸 12 盐覃咸 12 盐覃咸（凡）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开合上下”是对“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的“开

合四等”的合流，宋元韵图的四等合流为“上下”两等，再各自配以“开”“合”，

乃成“上开、下开、上合、下合”四组，与“开齐合撮”四呼相应，但是“知照”

组列字的合流稍有不同。《字学元元》卷一“读上下等法辨”云：!

�W¥¢|k,|ÎÏ+çg¥&�¥|z+¥fÐ¥&ÑÎ×Îf|+ÒzIÎ

f¥&.Ó+ågW&ÎÔ¥fÐ¥&Ñ+ÕGÐWGÑÎÔ¥&Ð¥GÑ+0Z#4

"+W&ÐZ&ÑjÎÔ°fÐÖÑ+ÕGÐZGÑjÎÔ°&ÐÖEÑ+kÖ×IØ

Ù+O(\�+ª;/Ò�G|+¢z©+OzM4.�©<x

袁氏详辨“知照”组的二三等之别，并于“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中将“知”

组二三等字合流，同放下等，列字以三等字为先；将“照”组二三等字分列两组，

照组二等字和“假二等”同放上等，三等字则放于下等。现综合上述内容，对“十

五摄”的分韵依据作具体说明。 

3. “十五摄”的分韵依据及列字来源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参考《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洪武正韵》诸书分韵，以“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为列字来源，合流韵部，

成十五摄，同时用“内含四声法”①从中选字。各摄的具体内容讨论于下： 

“臻”摄以“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的分韵为据，独为一摄，也与《四声等子》

《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分韵一致。韵图“子母全编”第八图“臻”摄按语

云“此摄古分真谆既合一韵，《等子》摄、《经世图》具同，殷文予分之自为一

摄”。韵图“臻”摄分见上开、下开、上合、下合四图，与“古四声等子二十四

摄”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表： 

! "O"Ow##)ghij\PSE.)x.-[)9abcX+*a-.(yzef#

臻摄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上开图 第八图“臻”摄开口一等位“痕”韵、二等位“真”韵假二等的“照二”组字 
下开图 第八图“臻”摄开口三四等位“真”韵列字 
上合图 第九图“臻”摄合口一等位“魂”韵、二等位“谆”韵的假二等“照二”组字 
下合图 第九图“臻”摄合口三四等位“谆”韵列字 

 
① “内含四声法”是指列字的选择不限于平声，而是根据对应韵图四声列字出现的先后从上到下选字，舒

促都有，因此是“内含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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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根据合流规则分韵列字，但是实际语音已与之不同。卷二“古四声

等子二十四摄”“臻”摄开口图按语云“‘非’三等声俗呼如上等，当以下等呼

之”，轻唇音应读为“上等”。卷二“佐‘等子’上下四等议”亦云“臻摄‘分

芬坟文’，稍不类三等，而类一等”，“臻”摄轻唇音发生了音变，不读为三等，

而应随“俗呼”读如一等，但是“臻”韵图仍归于下合图。 

“山”摄遵从“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分摄一致，

与“子母全编”分立“山”“天”两摄不同。韵字分见四图：上开图列“古四声

等子二十四摄”第十图“山”摄开口一二等位的“寒山”韵字，但是开口二等“山”

韵的“知”组字和开口三四等的“元仙”韵合流，同归于下开图；下开图列第十

图“山”摄开口三四等位的“仙先”韵字；上合图列第十一图“山”摄合口一二

等位的“桓山”韵字，但是合口二等“山”摄“知”组字与合口三四等“元先”

韵“知”组字合流，同归下合图；下合图列第十一图“山”摄合口三四等位的“元

仙”韵字。但是，“非”组字与“臻”摄一样，变为开口一等字，即卷二“佐‘等

子’上下四等议”所云“山摄‘蕃翻烦樠’亦类‘官宽〇岏’，而不类‘涓弮拳

元’之甚，不知又何以居三等也？”卷二“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山”合口

图摄按语亦云“非三等，声类上等，未得其解，俗作开，并非”，但是韵图仍列

下开图。 

“通”摄承“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的分韵，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一致。

列字分见于上开、下合两图，与《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子母全编”的分韵

一致。卷二“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通”摄云“此摄《指掌图》独韵无开合，

予谓见一、端宜作开，余宜作合”。卷六“字母全编”“通”摄亦云：“此摄韵

分东冬钟，既合冬钟，予从《正韵》及《等子》并合之……则体《经世图》以佐

《等子》也”。但是，《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对应“通”摄的第六声上两行

“宫孔众〇”和“龙甬用〇”分别对应“辟（通之开）”“翕（通之合）”①，开

合两类。《四声等子》“通摄”亦标为“重少轻多韵”。袁氏继承两书的开、合

分韵的特点，将“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的“通”摄一二等（东三钟韵的假二

等）位之字归为上开图；三四等位（东三钟韵的假四等）字归为下合图。 

 
① 《字学元元》卷一“二十四摄辟翕”云：“字音有‘辟’‘翕’，‘辟’则内外八转中开口呼者是也，

‘翕’则合口者是也。”袁氏用“辟”“翕”区分“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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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摄是新增之摄，只见于下合图，亦只列“江”摄“知”组字。下合图

中“江”摄脱离“宕”摄独立为“桩”韵，是为补“华严字母”“惟少‘江’摄

字”，以及“释谈章”的“有所遗”。袁氏在“《四声等子》”（实际是《经史

正音切韵指南》）分韵的影响下，坚持“江宕”分立。“子母全编”“江”摄独

立，按语云“此摄韵独用《等子》自一摄，而《经世图》以阳兼之，予仍为一摄”，

“宕”摄按语亦云“此摄古分二韵，予从《等字》合之，《经世图》又兼江，予

泥上平、下平之分，不敢从”。但是，“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中的“江宕”分立，

只见于下合图，其余三图仍保持“江宕”合流，之所以前后不一，是因袁氏既遵

“华严字母”“予作是图，即师其意”（卷十，总括声音清浊辟翕上下图说），

又于心中另立一部“《四声等子》”。下合图的“桩”摄是遵从“《四声等子》”

而设，而上开、下开、上合三图的“江宕”合流，则是“华严字母”“释谈章”

分韵的延续。 

至于“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为何只于下合图内“江”“宕”分立，仍因“华

严字母”。卷十“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的“江宕”摄列“宕”摄开口一三等及合

口一等字，列字分见于“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上开、上合、下开三图，唯独不列

“宕”摄合口三等“阳”韵字，也就不见于“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下合图。袁

氏既要维护“华严字母”的分韵结构，又要补“江”摄之未立，只能于下合图中

实现。但是“江”韵本属开口二等，根据合流规律，以及实际语音的演变，“见

帮晓喻 者属开，知照来 者属合”（“子母全编”“江”摄按语），唯有变为合

口的“知”组字可见于下合图。因此就形成了下合图内，“阳”韵合口三等的“𢚇

匡狂怳忹王”与“江”韵“知”组的“桩憃幢䁸”的分立，即“阳”“桩”两摄

的分立。 

“止支”摄遵“附载华严经字母图”并“蟹”摄“齐”韵于“止”摄，包含

《广韵》的“支纸寘、脂旨至、微尾未、齐荠霁、祭、废”十一韵，也与《皇极

经世·声音唱和图》①《洪武正韵》的分韵相合。“子母全编”第六图“齐”摄按

语云“此摄《等子》在蟹，《经世图》在止”。但是作为列字来源的“古四声等

子二十四摄”“止”“蟹”独立，所以“齐”韵字在“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中没

有出现。“止支”韵字分见四图，与“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的关系如下： 

 
① 《字学元元》卷九“总括十声图”对《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第五声所属的归纳依次为：“妻子四日（止

齐之开）、衰〇帅骨（止齐之合）、〇〇〇德（止齐之开）、龟水贵北（止齐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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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ghij\PSE.)|}.-[)9abcX+*a-.(ef#

止支摄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上开图 第三图“止”摄开口假二等“照二”组的“菑差茌曬”等字 

下开图 第三图“止”摄三四等位的字 

上合图 第四图“止”摄合口假二等“照二”的“𦸺衰〇衰〇”和四等“帮”组的“陂㱟被糜”等字 

下合图 第四图“止”摄三四等位的字 

“止”摄“帮”组的“陂彼㱟被糜美”等字，《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列于“止”

摄开口二等位标为“合口呼”，因此“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将其放于第四图“止”

摄合口四等位的“帮”组声母位下，并云“下六字原开摄移此”，但是“子母全

编”归于上合，并延续到此图。但是，袁氏根据“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将“精”

组开口字归于下开图，却与实际语音不符。“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云“‘赀’

等俗呼上等”“齿宜如下等呼”；卷二“佐等子上下四等议”亦云“止摄精等‘咨

雌慈思词’实属曾摄‘曾㣒层僧〇’，则当在一等”，按照俗呼“精”组字已经

变为了开口呼，但是韵图仍归于下开图。 

“遇”摄承“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一致，与“子

母全编”的“虞、模”分立不同，韵字分见于下开、上合、下合三图。但是，“子

母全编”第五图“模”摄按语云“此摄古为一韵，《等子》置‘鱼虞’中”；卷

一“二十四摄辟翕”云“‘孤’类‘昆官’，‘鱼’类‘元月’，则‘遇’当纯

合”；卷二“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第五图“遇”摄按语云“《经世》以‘孤’

等作合，‘居’等作开，予谓通作合”，说明“遇”摄只有合口。所以，韵图虽

在下开图中设“遇”摄，但是不列其字，只是虚设其位。 

“佳”摄承“附载华严经字母图”将“齐荠霁、祭、废”五韵归入“止”摄，

“蟹”摄只剩下二三等的“佳皆灰咍泰夬”，分见于上开、上合、下合三图。上

开图列第六图“蟹”摄开口图一二等位的“咍皆佳”韵字；上合图列第七图“蟹”

摄合口图一二等位“灰皆佳”韵字；下合图列“知”组合口二等的“膪顡尵𦔹”

等字。 

“效”摄独立，与“附载华严经字母图”《四声等子》分韵一致，且兼顾“时

音”分见上开、下开、上合三图。上开图列第十二图“效”摄一二等位字，但是

开口二等“肴”韵的“知”组字与开口三等“宵”韵“知”组字合流，同归于下

开图；下开图列“效”摄开口三四位“宵”韵字；上合图只有唇音“帮滂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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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下的“裦抛袍毛”等字。“子母全编”第十三图“效”摄按语云“‘帮’等

作合，余做开”；卷一“二十四摄辟翕”云“效摄‘高交’类‘根巾’，而‘包’

等却类‘奔般’，则‘见端精晓’等当属开，而‘帮’一二等当属合”，因此列

“帮”组的“裦抛袍毛”于上合图。 

“果”摄从《四声等子》独立一摄，根据《改併五音集韵》的韵部特点，归

“戈三”于“麻”摄。韵图“麻遮”合为一韵，与实际语音不合，“古四声等子二

十四摄”第十五图“假”摄按语云“（麻）此摄古为一韵，《正韵》分麻、遮，

予合为一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不主张“麻遮”分韵，仍以“古四声等子

二十四摄”为分韵之据。韵图将第十三图“歌”韵开口一等字归于上开图，将第

十四图“戈一”合口一等字归于上合图。又因为“戈三”归于“麻”摄，所以“果”

摄只见于上开、上合两图。但是为了四图架构的完整性，在上开图中虚设“果”

摄位，不列字。 

“假”摄不以“附载华严经字母图”为源，而是遵从《四声等子》独立一摄，

并根据《改併五音集韵》调整韵字，分见四图：上开图列第十三图“假”摄开口

二等位“麻”韵字；下开图列第十三图“假”摄开口三四等位的“麻”韵字，和

开口二等“麻”韵“知”组字；上合图列第十四图“假”摄合口二等位的“麻”

韵字；下合图列“戈三”韵的“瘸𩨷𫖇𦚢𦣛䅗”和“麻二”合口的“知”组字。下

合图继承《改併五音集韵》并“戈三”于“麻三”韵①，因此“假”摄有了属下合的

列字，而“果”摄没了下合字。 

“冈”摄承“附载华严经字母图”“江（知组除外）宕”合流，分见四图，

列字亦遵“附载华严经字母图”只列“宕”摄，不见“江”摄字。所以，上开、

下开、上合三图的所属韵部都有“江”韵，却不见“江”韵字。其列字来源汇总

于下表： 

! "O"O~##)ghij\PSE.)�.-[)9abcX+*a-.(yzef#

冈摄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上开图 第十五图“宕”摄开口一二等位“唐”韵和“阳”韵的假二等“庄”组字 
下开图 第十五图“宕”摄开口三四等位“阳”韵字 
上合图 第十六图“宕”摄合口图一二等位的“唐”韵和“阳”韵假二等“庄”韵组字 
下合图 第十六图“宕”摄合口图三四等位“阳”韵字 

 
① 《改併五音集韵》第十七“麻”韵“迦”字下按语云：“此字符在‘戈’韵收之，今将‘戈’韵第三等开

合共有明头八字，使学者难以检寻。今韩道昭移于‘麻’韵中收之，与‘遮车蛇奢’同为一类，岂不妙哉。

达者细详，知不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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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明确了“冈”摄韵字来源，但是其分韵却与实际语音不合。《字

学元元》卷二“佐等子上下四等议”云： 

D�FiD@F|D𢚇ÚÛÜFK×DÝÞÜßF+�×D|àáâF+Òá�Ò

IG|+0ÀIf|¥¥D�Fi§|DÜÜãäF×DåæçÜF+�×DèÜéêF+

Òá�ÒIG|+0ÀIf|<x

卷二“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第十六图“宕”摄“见”组声母位下按语亦云

“三等不宜如‘俗呼’作一等”，说明合口三等“阳”韵的“牙喉”音不读为撮

口呼，应读如合口呼。 

“曾梗”摄从“附载华严经字母图”“曾梗”合流，与《四声等子》“曾梗”

合流的实际相合，与“子母全编”“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的“曾”“梗”的

分立不同。韵字分见四图： 

! "O"O�##)ghij\PSE.)��.-[)9abcX+*a-.(yzef#

曾梗摄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上开图 第十七图“曾”摄开口一等位的“登”韵，二等位的“蒸”韵“庄”组字，

以及第十九图“梗”摄开口二等位的“庚”韵字（“知”组字归下开图） 
下开图 第十七图“曾”摄开口三四等位的“蒸”韵字，和第十九图“梗”摄开口

三四等位的“清青”两韵之字 
上合图 第十八图“曾”摄合口一等“登”韵，和第二十图“梗”摄合口二等位的

“庚”韵字 
下合图 第十八图“曾”摄合口三等位“蒸”韵，和第二十图“梗”合口三四等位

“清青”韵字 

“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第二十图“梗”合口四等“精”母平声“𡲾子迥”字，

“清”母入声 “𥄎七役”字，心母平声“觪息营”字，心母上声“颍庾顷”字，根据合

流规则应列于“曾梗”摄下合图，但是韵图不列其字，与之相应的“子母全编”

第十七图“梗”摄亦不列。 

“流”摄承“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一致，内含“尤

侯幽”三韵，分见于上开、下开两图。上开图列第二十一图“流”摄一等位的“侯”

韵字，不列“帮”组的“㨐捊裒呣”；下开图列第二十一图“流”摄三四等位的

“尤幽”韵字。但是因为“流”摄“帮”组一等的字读如合口，所以上开图不列

“帮”组一等“侯”韵字，即“子母全编”“流”摄按语所云“此摄古韵及《等

子》皆独韵用，‘帮一’‘非三’属合，余作开”，卷一“二十四摄辟翕”亦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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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钩’‘鸠’类‘根’‘巾’，而‘㨐’等却类‘奔’‘般’，‘不’等却类

‘非’‘霏’。则‘见端精晓’当属开，而‘帮一’等、‘非三’等当属合”。“子

母全编”也将“帮”组字归为“上合”， 因此上开图遵从“时音”不列“帮”组

字。但是根据“时音”“流”摄“非三”也应归为“合口”，而“增字学上下开合

图”不从“时音”，仍将“非敷奉微”四母的字归于下开图，与“时音”相差甚

远。 

“深”摄遵从“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一致。“子

母全编”“深”摄按语云“此摄‘古韵’及《等子》皆独韵用，通作开。”“增

字学上下开合图”只有下开图有“侵”韵字，列字来源于第二十二图“侵”韵开

口三四等位。但是，考察“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侵”韵不仅三四等位有

列字，一等位还有“精”母上声的“怎”和“晓”母上声的“吽”字，两字都见

于“子母全编”第二十摄“深”韵图；二等位有“侵”韵假二等的“兂參岑森”

等字，此既见于“子母全编”“深”摄“照”组声母位，也用上开的“小母”“壮

叉查山”标注所属。根据合流规则，一二等位的列字应列于“增字学上下开合图”

的上开图，但是上开图不列“侵”韵字，盖是受“华严字母”十二行的结构限制，

无处插入“侵”韵字。 

“咸”摄遵从“附载华严经字母图”独立一摄，与《四声等子》《皇极经世·声

音唱和图》的分韵一致，与“子母全编”的“盐”“咸”两摄的分立不同。《字

学元元》“子母全编”“盐”摄按语云： 

Oi�(f?+v|öwùv01CwkDëeF®i+Ý´vì?w>.+v|

öw�B+�DíAFÒ�f<x

《字学元元》“子母全编”“咸”摄按语亦云： 

Oi�>Dëe)F+-1D)F>3DëF+v|öwv01CwS3DÅF+

Ý´vì?w>(fi+v|öw�B+DíAF�f<Fx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咸”摄开、合分图，合口图列“凡范梵乏”四韵的

字。“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从“俗音”将“凡”韵并入开口三四等的“盐”“添”

韵，并合列于下开图，并在卷一的“二十四摄辟翕辩”中云“‘弇’类‘干’‘金’，

‘兼’类‘巾’‘坚’，则‘咸’深当纯作开”，在卷二“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

图”第二十四图“咸”摄按语中强调其“宜当作开口呼”。所以，“咸”摄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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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开、下开两图：上开图主要列第二十三图“咸”摄开口一二等位“覃咸”韵

字，但是开口二等“咸”韵“知”组字应归于下合图，因韵图列字所限没有体现；

下开图主要列第二十三图三四等位“盐”韵字和“凡”韵的字。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分韵回归“《四声等子》”，其“江宕”“曾梗”

合流，调整“止”“蟹”摄的韵部内容成十五摄。韵图内部打破宋元韵图开合四

等的既有结构，合流“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韵部成上开、下开、上合、下合

四图，并据内含四声法选字，都是创新之处，并对之后的韵图结构产生较大影响。 

袁氏《字学元元》将宋元韵图的四等归为上下两等，是变等为呼的关键一步，

在韵图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书内部的三组韵图“古四声等字二十四摄”

“子母全编”“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体例复杂，但是严密性不够，韵图之间虽有

配合，亦相互矛盾，“增字学上下开合图”尤甚。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为补“华严字母”“释谈章”的声、韵不足，以“附

载华严经字母图”的结构为基，成横声纵韵的韵图结构。并在“华严字母”“释

谈章”的影响下，增代表“江”韵的“桩”摄，以成十五摄，以“古四声等子二

十四摄”为列字来源，根据上下开合调整开合四等，以“呼”为纲，分列四图，

开明清韵图变等为呼的先声。但是内容上却无法脱离十六摄的影响，仍以“十六

摄”为起点，分韵标准不统一，有时遵从合并规则，有时又遵从“俗呼”，列字

更是古今正俗混杂。更在“华严字母”韵图结构的限制下，无法做到无字处虚其

位，削弱了韵图间的连续性，甚至为了维护韵图结构消减韵图内容，削足适履，

是其不足。 

“增字学上下开合图”的韵图结构、分韵依据虽有不足，但是其脱胎于“华

严字母”的分韵结构，以介音分图的韵图形式，内含四声的列字方式，以及明确

的“无字处虚其位”的列韵规则都对之后的韵图产生持续的影响。而且，其内分

“十二行”的韵图结构，更是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具有开

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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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声音之始究律吕之源”的《音声纪元》 

《音声纪元》（明）吴继仕著。吴继仕字公信，号苍舒子，明万历年间徽州

盐商，著名经学家，精通声音律吕，推崇邵雍《皇极经世书》和李文利《律吕元

声》，并据此著《音声纪元》六卷。 

《音声纪元》书前有焦竑作于万历辛亥年（1611）的序，是书“求声音之始，

究律吕之源”，非为审音而作，“吾之论乃声之始，而非因字以辨声者也”（吴

氏自叙），内含“音声纪元二十四气音声分韵前谱表”“音声纪元十二律音声分

韵开合后谱表”①前后两组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韵图，“前谱声无重出，而

后谱则间有重复，虽各自为调，而其实一也”（卷五）。并效李文利《律吕元声》

的论述方式，明分三段：评古今各家得失、正名、实践其理论。因此，以《音声

纪元》的论述方式出发，分论吴氏的作图旨趣、音韵思想，以及前后两组韵图的

结构特点和内部关联。详论于下： 

（一）明古今韵家得失以及寻声音之道遂泯之因 

吴继仕见识广博，“为韵学者先使知古人各家作法，又使知各家用法，又使

知各家得失，当因当革是否昭然，然后可令辨析韵中应分各类”（卷一），对古

今韵家多有评述： 

吴氏评《中原音韵》“不知四声如四时不可缺一”；沈约“蔓录四声行世”；

郑樵《七音略》、韩道昭《改併五音集韵》、“平水韵”“限于四声之隘而清浊

未尽”；《礼部韵略》、吴才老《韵部》、杨用修《转注古音略》“五音前后无

序”；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黄公绍改咢音‘公’字为首，然亦未甚明确，

但能厘先后稍有次序”；韩道昭“韩氏《五音集韵》虽检寻校便，而浅陋冗杂”；

王应电“《声韵会通》法故简约惜其音声未辨”；顾野王《玉篇》、孙强增补之

《玉篇》《集韵》、韩孝彦等“失于音律”“律吕风气茫然”等。 

综合吴氏之言不过两点：其一，各家不以律吕风气为本，“知声音须究律吕

风气根本”（卷一）。其二，各家但论“四声”“七音”,独不明“五音”，“音

有宫商角徵羽，而八风二十二四气其序不可紊也。”（自叙） 

 
①《音声纪元》前后两图在卷五中简称为“二十四气音声韵表”“十二律开合表”，为行文简便，下文都用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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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认为要寻声音之源，就必须正“五音”，明“律吕”，以邵雍、李文利

的学说为据，即邵氏“著《皇极》之法出于浑成，条理精密，真可为律吕之正宗”

（卷一，述古），李文利《律吕元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之气天之气

也，天以元气分为五行，曰土金木火水也……元气出为无声，曰宫商角徵羽” （《律

吕元声》“定五声生数次第第八”），尊五音，定五音清浊。因此，以邵、李两

家为据的《音声纪元》综五音,合八风,加十二律,应二十四气，实现声音律吕和

谐，以达千古之绝学。 

当然，吴氏是有选择的继承，他继承邵雍声有定数，律吕相和，欲达一切之

音的作图旨趣和有音无字的处理方式，但是又批评邵氏“其法最为繁密，但学者

难于记意，字眼多而不便为烦锁细碎耳”（卷四），因此调整和简化韵图结构“而

余之说较为易入矣”。其继承李氏的五音六十调、清浊次序、隔八相生、时令相

会、律吕相配、天地一气、以生为本、五德终始的内涵，但是五音、十二律的实

际内涵，二十四气所应卦位等，也与李氏不同。 

（二）《音声纪元》正“五音”斥“七音” 

郑樵《七音略·序》为给“七音”正名，将矛头直指沈约。吴氏虽宗“五声”，

但是效仿郑氏斥沈约不以“雅音”为正，反从“吴音”，“窃古人押脚杂以西吴

俚俗之音，漫录四声行世”（卷一），以至“其韵声不能通之北人”，批评沈氏

只明“四声”不知“五音”，“江左制韵之初，但知纵有四声而不知横有五音”。

《音声纪元》不仅从方法论上效仿郑氏，亦承其言辞。郑樵《七音略》云： 

 î.ïðEO0�ð;y+Òñ¼?.ò¥¥E"(0+;y(ó+ î.ïW

��LMN3(EO+0�Wô�bcdõeöõöc(;y+�(0+ôBó+0ó

�÷+?1ñ¼?.ò<x

;y.?+�øùú+û3,ü+ýþÿ1!!"34+t(OS<x

《音声纪元》卷一亦云： 

#3$.%øB0ó+��EO1B0+q�Qy1Bó+j�öõöc¢y1Ã

':+/&'"()O*+ îEO�+!,<x

 î'?.�+iW��EO0�Wq�Qy+Rí)T0�.)+0ñ��¼?

.ê°<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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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借郑氏之言，达相异之旨。郑樵主张“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起自

西域梵音，吴氏主张“五音”天籁自成，本国固有；郑樵以“七音”为之始，吴

氏以“五音”为源，两者的立论根基不同，究竟以何为正需要另作说明。因此，

于《音声纪元》卷四中云： 

ùú-./�;y+0012á�;y�¥¥3405.+�¼;6<0s��1

7ä;y+8;ô(ì+j19;*�:&*(�bg�;(ì+<�WQy?´®=

°+Ò,>𧃍¹?@ABÈ/.<0CD(;yE1FG!s<#ùúOy.�+ªH

I7J34+�WyO.I3KÓL�QyM¥¥0CN(O.+HPQSR>ST

T�íò+UXR¹VW<cXJY+¹1Ò,�!O'(Z+é[T\]+&]0^

_`axTb/.yc+deHgfH.�kvghwSDoFD5F,iáijl�+

k�(�0lT�m©+;y.��O+d�±nZo³©<x

吴氏从源于的“五音”讲起，批评郑樵不明“七音”始于“五音”，认为“七

音之不足信”，甚至不惜以后出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据，虽不合理，但也

是出于对自身理论的维护。 

（三）《音声纪元》“五音”“律吕”思想的韵图化体现 

《音声纪元》继承邵氏“律”“吕”相拼的作图旨趣，“千古之下惟邵子有

独诣之识，其著皇极之法出于浑成，调理精密，真可为律吕之正宗，学者由其法

推而广之，即纪元之体在是矣”（卷一），但识邵氏之说繁密，因此调整声韵拼

合方式，以韵为纲，声韵相拼，成简易的“二十四气音声韵表”。 

1.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的结构特点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根据二十四气分二十四图，图头标明各图所属的卦位、

节气、风气、韵；每图根据十二律分十二格，始“黄钟”终“林钟”，从上到下

相继排列，但是因为纸张所限，分为四列；且改声母的三十六字母为十二律①六

十六声，“三十六字母、翻切之类特殊为烦锁，今纪元以六十六字标题于上”（卷

一）；每格之内分“宫商角徵羽”五音；每音之下分四声，入声兼配阴阳②；图

尾标明所属韵部、通韵“古之通用者亦通用之”、仄声所属，分论于下： 

 
① 《音声纪元》“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用“十二律”表声。“十二律开合表”用“十二律”表韵，内容不

同。 
② 《音声纪元》卷四云：“夫造化之理既不能有春夏秋而无冬，则声音必不能有平上去而无入，今一循自

然之韵，而以‘东董冻笃’之法推之，使凡有字者皆得其入声，以补平上去所未足，则运而为时，既足以

补四时之缺，而被之于律，又足以备四时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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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音、十二律旋宫成综合南北正俗的“六十六声” 

吴氏“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继承李文利的五音“宫（喉）商（㗁）角（舌）

徵（齿）羽（唇）”，但改“㗁”音为“齿”音；依十二律分声母为十二类；同

时，据李氏“十二律旋宫六十调图”（卷之六）五声十二律配合成六十声，加润

余之流徵、清商、半徵商、半商徵，成六十六声，以括南北之音。即卷一所云： 

1OUFUO+pIqFUH+DQ�q&F&O+nDryFÒs�(GO+Ë

�(EO+DhyFÒs�(EO+Ë�(GO+�{�tt+0fO.�¸+

fO.Íu+#á34øì.v¿©<x

“六十六声”分见三处：一见于卷一的“声元论”；二见于卷二“二十四气

音声韵表”之前的表格；三见于“二十四气音声韵表”声母位，且稍有不同。“声

元论”结合十二律说明五音所属，四字一组；韵图之前的表格受李文利“十二律

旋宫六十调图”的影响，五音、十二律配合成六十字的表格，不列六变声；“二

十四气音声韵表”六十六声俱全，通以一字为声目，与表格一致，与“声元论”

的列字偶有不同。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五音、十二律、六十六声的对应关系，及具体内容见

下表（下表以“声元论”所列的六十六声为本，韵图声目与之不同之字列于“/”

后，韵图声目加粗以别，同时为说明其兼具南北正俗的语音特点，兼列相关注释）： 

! "O"O"�##)+*a�/b,!.s/k*+�kN*Nb(yzef#

律 宮（喉） 商（齿） 角（牙） 徵（舌） 羽（唇） 流徵 清商 半徵商 半商徵 

黄

钟 

和洪寒合 

 

南音從藏雜

鑿 

南音共惟此一字 同彈特達 

 

蓬蟠白跋 

 

    

大

吕 

北音文無萬物

南音則入逢 

北音棖茶寨

宅 

乾權極及 

 

成牀直軸 逢浮服伐 雷龍 

勒落 

   

太

簇 

北音黃桓胡滑

南音入王 

𩛿涎席灂 南音吾頑偽

兀北音则入王 

北音寧年暱涅

南音入迎 

明綿謐密     

夹

钟 

容陽聿月 

 

俗音隨曾頌

續北音呼则入棖 

昂敖額咢 

 

能農諾訥 

 

萌芒脈末 

 

  神常署蜀  

姑

洗 

北音玄雄硎黠 北音生山色

煞 

南音迎研逆

業 

人然石日 南音微晚味襪

北音入文 

 南音嵩山 

速箑 

  

仲

吕 

烏溫沃揠 精將即爵 圭光國刮 丁顛嫡跌 冰邊壁別     

蕤

宾 

翁安屋遏/

恩 

南音宗臧則

作/尊 

公剛格閣/

根 

東當德怛/

敦 

邦賁百八/

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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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O"�##)+*a�/b,!.s/k*+�kN*Nbyzef!#

林

钟 

因邕一益 

 

北音榛之隻

匝 

江京擊級/

斤 

知中正祝 

 

分方福法 

 

靈良 

力略 

   

夷

则 

讙荒忽豁/

轟 

清千七切 坤寬窟闊 天梯惕鐵 篇披匹撇     

南

吕 

亨蒿黑壑 

 

南音聰蒼猝

錯/琤 

空康客磕/

鏗 

通湯忒撻 

 

丕滂泊潑 

 

   聲收束鑠 

无

射 

興香旭歇 

 

北音撐初測

察 

穹輕曲卻 稱昌尺綽 南音非斐沸〇

北音入分 

 星相 

息削 

  

应

钟 

王完回或 

 

全情夕絕 

 

南音揆狂簣

●/葵 

田亭地迭/

庭 

平便闢別 

 

    

“六十六声”内容上兼顾南北、正俗，结构上“声介合母”，是一个复杂的

声母系统，特点如下： 

第一，兼固南北正俗之音。“六十六声”设立的标准不一，其“随”母为“俗

音”设。“共”母为“南音”，且“惟此一字”，韵图也只列“共”字。“微”

母也是为“南音”设，韵图也只在第四图“齐微”韵中列“微尾未”三字，与专

为北音而摄的“文”母分立。“非”母亦为“南音”设，也只在第四图“齐微”

韵中列“非斐沸日”四字。“葵”母也是为“南音”而设，列字只见于第九图“江”

韵的“狂俇诓”三字等。 

“六十六声”兼顾南北，其北音系统中“知照”组合流，即李新魁所说的“比

三十六字母少了知彻澄娘等母”①；“船禅日”三母合流；“非敷”合流；“泥

娘”合流；“微”母由唇音变为喉音；“疑（‘吾頑偽兀’北音入‘王’）喻匣”

三母部分合流等。南音系统中唇音“微（‘微晚味襪’北音入‘文’， 北音‘文

無萬物’南音則入‘逢’）”“奉”两母部分合流；“疑”母独立，与北音不同；

“精”“清”“從”三母“尊”“琤”“從”独立与北音不同；其“嵩”母“嵩

山速箑”“心”“生”两母部分合流；“共”“非”“葵”表南音与北音不同。 

第二，“声介合母”②。“六十六声”声介合母的特点通过“声元论”的列

字更容易说明。例如，对应“端”母的“丁”“敦”两母，是“丁颠嫡跌”和“東

當德怛/敦”齐齿与开合两呼的分立；对应“来”母的“雷”“灵”两母，是“雷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37 页。 
② 《音声纪元》卷四云：“余既以二十四气分属韵音矣，于十二律亦各以韵分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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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勒落”“靈良力略”开合与齐撮的分立；对应“晓”母的“轰”“亨”“兴”

三母分立，是合开与齐、撮两呼的对立等。 

（2）“阴阳相配”的二十四气图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承《律吕元声》配韵以节气，“今从平水刘韵分属

二十四气，从莆田李书分为五音谱而为图，‘元寒’属立春……‘鱼虞’属大寒”

（卷四），列“平水韵”韵目于韵图。现据韵图内容将各韵对应的风气、韵、韵

部、通用①、仄声所属尽列于下表（卷一“音元论”总论“二十四气音声韵表”

的分韵，但是所列韵目与韵图韵目稍有不同，现用小字列于韵图韵目之后）： 

! "O"O""##!+*a�/b,!.lvGH(yzef#

图次 节气 风气 韵目 韵部 通韵 仄声所属 

艮一 立春 条风中 1 涓卷眷决 元寒 山先 痕删 
寅二 雨水 条风末 2 交绞叫觉 豪萧殽  江光 
甲三 惊蛰 明庶风初 3云允运聿役 元文 真 呴鱼 
卯四 春分 明庶风中 4熙喜戏汔戟 齐微 呬吹 因真文 
乙五 清明 明庶风末 5因引印乙 真文 元 熙微 
辰六 谷雨 清明风初 6 开凯忾客百 皆 牙佳 庚青蒸 
巽七 立夏 清明风中 7 阳养漾药 阳 江 交萧 
巳八 小满 清明风末 8牙雅迓轧 佳 皆 咸 
丙九 芒种 景风初 9 光广榥郭 江 阳 华麻 
午十 夏至 景风中 10呵火货欱 歌  含 
丁十一 小暑 景风末 11空孔控酷 东冬  呼模 
未十二 大暑 凉风初 12华譁瓦马化豁 麻 些车 嘽山 
坤十三 立秋 凉风中 13 庚梗更革格 庚青蒸  吹灰 
申十四 处暑 凉风末 14些写卸节 遮 麻 先 
庚十五 白露 阊阖风初 15嘽坦歎挞 山 先元 牙佳 
酉十六 秋分 阊阖风中 16呬史四式 支 熙吹 庚青蒸 
辛十七 寒露 阊阖风末 17 坚蹇见结 先 山元 写车 
戌十八 霜降 不周风初 18收守狩宿 尤  东空 
乾十九 立冬 不周风中 19阴饮荫邑 侵  熙微 
亥二十 小雪 不周风末 20吹水位国 灰 熙呬 庚青蒸 
壬廿一 大雪 广莫风初 21 缄减鑑鉴甲 咸 覃 牙佳 
子廿二 冬至 广莫风中 22呼虎嘑𨄥

②
忽 模 呴鱼 真文 

癸廿三 小寒 广莫风未 23含颔感撼憾合 覃 咸 呵歌 
丑廿四 大寒 条风初 24呴许煦旭绿 鱼虞 呼模 东空 

 
① 《音声纪元》卷四云：“而古之通用者，亦通用之，以上去入声隶之，而韵法无余韵矣。” 
② 《音声纪元》“音元论”所列“𨄥”字，是“嘑”字之讹，不算列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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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图“阴阳相配”，阳声韵、阴声韵依次更迭，阳声韵入声所属列阴声韵，

阴声韵入声所属列阳声韵，对应整齐①。“二十四气音声韵表”虽以“平水韵”

的分韵为主，亦有调整，其比“平水韵”平声多出“模”“遮②”“皆”三韵，少

“盐”韵（并入“咸”“覃”两韵），且改“删”为“山”，实分三十二韵。 

“音元论”与韵图入声韵目的不同有十处，分为：“聿物/役昔”“汔迄/戟陌三”

“客陌二/百陌二”“华麻/譁麻”“瓦马/马马”“革麦/格陌二”“鑑銜鑒銜”“颔感/感感”以及

“撼感/憾感”“旭烛/绿烛”，其不同多是字形的不同，韵部所属不变，但“聿物/役昔”

“汔迄/戟陌三”的不同，说明入声韵尾[-t][-k]的混用。再结合“十二律开合表”山、

深、咸三摄的合流状况，可以说明入声韵尾[-t][-k][-p]已经没有了区别特征。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以声介合母的“六十六母”为列字原则，以“开合四

等”分图的“十二律开合表”为列字来源，合流韵部，一二等合流、三四等合流，

去其繁难，以常见字为主，从而实现“前谱声无重出，而后谱声则间有重复”。

而此“无重出”不仅是韵字的减少，还指韵部合流。 

（3）“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的实际分韵 

吴氏重联系、循环，图中各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通韵”为纽带相互联

署。通过“通韵”内容，考量韵部的同用、互用、递用关系，可以将三十二韵联

成十四摄。但是因为吴氏善用平声字表韵部，所以将涉及的平声韵目字列于“/”

后（表中序号表韵图图序）： 

! "O"O"5##)+*a�/b,!.)�,.f�!#

韵部 1 元寒 15 山 17 先 2 豪蕭殽 3 元文 5 真文 4 齐微/熙 16 支/呬 20 灰/吹 

通韵 山、先 先、元 山、元  真 元 呬、吹 熙、吹 熙呬 

摄 山 效 臻 止齐灰 

通部 6 皆 8 佳/牙 7 阳 9 江 10 歌 11东冬 12 麻 14 遮 13庚青蒸 

通韵 牙佳 皆 江 阳   些车 麻  

摄 蟹 江宕 果 通 假 曾梗 

通部 18 尤 19 侵 21 咸 23 覃 22 模/呼 24 魚虞/呴 

 通韵   覃 咸 呴魚 呼模 

摄 流 深 咸 遇 

 
① 《音声纪元》“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第一图“元寒”韵的仄声所属列阳声韵的“删痕”，此与韵图“阴

阳相配”的整体结构不合，怀疑是勘误：首先，韵图“删痕”两韵既不见于“韵部”“通韵”，也不见于他

韵。再者，韵图阴阳相对，对应整齐，此处阳声韵配阳声韵明显破坏了“一阳一阴”的整体结构，与吴氏

的立论观点不合。最后，“删痕”两韵并列一字之位，与韵图列字不合。因此怀疑“删痕”是后人所改，非

原书系统。 
② 《音声纪元》卷四云：“一韵当析之为二者，平声如‘麻’韵自‘奢’字以下；上声如‘马’韵自‘写’

字以下；去声如‘禡’韵自‘籍’字以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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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气音声韵表”的十四摄，借“十六摄”定名为：“山、效、臻、止

齐灰、蟹、江宕、果、通、假、曾梗、流、深、咸、遇”摄。此十四摄与“十二

律开合表”“北音”十二摄相比，多出对应“闭口音”的“深、咸”两摄。 

“二十四气音声韵表”虽以“十二律开合表”为分韵列字之基，但是两图的

声母系统，分韵依据都有不同。“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以综合正俗、南北的“六

十六声”为声目。“十二律开合表”则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定声母次序，但两

图都以“三十六字母”为声母的纽带。“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以“四呼”分韵，

“十二律开合表”据“开合四等”分韵，但是都以“十六摄”为韵部的中转，实

质是“虽各自为调，而其实一也”。 

2.“十二律开合表”的韵图结构 

吴氏据“二十四气”作“二十四气音声韵表”，又据“十二律”作“十二律

开合表”。其卷五云： 

w-(D&FExyO?yF°+.�(DF&]fByF�¹½nn*.¿+�

q�\+tCáÃ�÷'+M4�z+{|}~�.�l(Q�+�f�º¢çM4�

\ìPïm��+ªM46\Ò�Bn*°+iI�O¯¸+0P�ÒÓ�¯�+�

£ø(½+0!�f©<x

“十二律开合表”以十二律分图，即按：十二律—开合—“横‘五音—清浊’

—纵‘四等—平上去入四声’”的结构分图列韵，具体特点如下： 

（1） 承载丰富内容的“十二律” 

“十二律开合表”继承李文利对十二律的分析方式，始“黄钟”终“应钟”，

在开口图的图头标明各律的开合、韵部、通转，以及与月、地支、主次星宿、星

次、十二气和乾坤六爻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在乾坤爻次方面有所调整①。具体

内容，即每图横列阳梓的“宫商角徵羽”五音，每音之下再分五音、清浊（“宫

商角徵羽”五音不仅用于区分发音部位的不同，亦用于区分发音方法）：“〇”

表全清、宫；“ ”表次清、商；“ ”表清浊半、角；“●”表全浊、羽；“ ”

 
① 李文利《律吕元声》卷三“日月会辰合气生律第十九”列十二律与节气、月、地支、星纪的对应关系，

在“十二月律吕卦气图”中列十二律与“乾、坤”六爻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氏“十二律开合表”以李氏的

对应关系为基，但有所调整。李氏十二律纪“阳”，以黄钟为“阳之始”，从黄钟至仲吕“阳”气上升，属

“乾”，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的顺序排列；蕤宾为“阳之极，阴之始”，阳气渐

衰，阴气渐盛，至此从蕤宾至应钟属“坤”，按“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的顺序排列。吴

氏则坚持阴阳相配，孳乳相生，交叉分布“乾坤”两卦，顺序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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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次浊、徵” ①，共二十五位，不列声目；声母之下分四扇，并效仿《七音略》

分轻重，“有重之重、轻之重、轻之轻、重之轻”②，以表四等。“重之重”表一

等，“轻之重”表二等，“轻之轻”表三等、“重之轻”表四等。每等之内根据

“平上去入”四声列字，入声兼配阴阳，但有本、借之别，“韵有四声，或有平

上去而无入声者，借入韵以谐之”（卷五），与阳声韵相配的入声为本韵入声，

与阴声韵相配的入声为“借入”。现将“十二律”中包含的内容分列于下表： 

! "O"O"=##)*+�qr!.lvGH#

律吕 
韵部 

通转 十二月 
十二 

地支 

星宿 十二 

星次 
十二气 乾坤六爻 

平上去入 主 次 

黄钟 
阳江絳覺 

  养漾藥 
江 十一月 子 虚 须女 星纪 冬至 乾之初九 

大吕 歌哿箇藥借 麻 十二月 丑 牵牛 建斗 玄枵 大寒 坤之六四 

太簇 

皆蟹卦曷借 

灰賄隊物借 

    泰 

支 正月 寅 箕 尾 娵訾 雨水 乾之九二 

夹钟 

麻馬禡葉借 

遮    洽借 

         合借 

歌 二月 卯 心 房 降娄 春分 坤之六五 

姑洗 

魚語御沃借 

模    屋借 

麌遇 

虞 三月 辰 氐 亢 大梁 清明 乾之九三 

仲吕 

東董送屋 

冬  宋沃 

  腫 

 四月 巳 轸 翼 实沈 小满 坤之上六 

蕤宾 
支紙寘質借 微齊灰

转咍佳 
五月 午 张 七星 鹑首 夏至 乾之九四 

林钟 

真軫震質 

侵寢沁緝 

    問物 

庚青蒸

殷痕文

元 

六月 未 柳 井 鹑火 大暑 坤之初六 

夷则 齊薺霽緝借 支 七月 申 觜 参 鹑尾 处暑 乾之初九 

南吕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先銑霰屑 

  阮願月 

覃感勘 

  琰艷 

  豏陷 

盐 八月 子 毕 昂 寿星 秋分 坤之六二 

 
① 吴氏效（明）释真空《篇韵贯珠集》，用符号表声母。 
② 吴氏在序言中明言标有“轻重”。《音声纪元》卷五云：“谱横外四扇者，分轻重也，用小字于边傍别

之”。但是本文所用的版本未见“轻重”标目，此处依照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237）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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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O"=##)*+�qr!.lvGH 

无射 

蕭篠嘯覺借 

肴巧效屋借 

  皓號沃借 

尤有宥 

 九月 戌 胃 奎 大火 霜降 乾之上九 

应钟 

庚梗敬陌 

  迥徑錫 

      職 

真青蒸 十月 亥 壁 室、危 析木 小雪 坤之六三 

李氏《大乐律吕元声》卷三“日月会辰合气生律第十九”中“姑洗”与“谷

雨”相对，吴氏与“清明”相对，考《月令》实吴氏不精。 

“十二律开合表”以“平水韵”为据，但是内容上稍有不同，其“虞”“模”

通用；改“佳”为“皆”；“盐”“咸”“覃”三韵合于一类；独立“遮”韵，

与“二十四气音声韵表”呼应；入声“叶”“洽”“合”与阴声韵“麻”“遮”

相配，不与阳声韵相配等，都是其调整。  

（2）以“律”名定分韵的“十二律开合表” 

吴氏不仅据十二律排列韵部，亦以乐律为据定各律所含韵部内容。卷四云： 

F&].?1>�?�¹©½D��F.D�F¬����g}���©LDi�F

.DiFyD�F+¬���+�?.DiF©LD§�F.D§F¬K$����©L

D��F.D�F¬����g���0¨.13O©LD� F.D�F¬��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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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律开合表”根据乐律名称定所属韵部，但是有几点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第十一律“无射”包含的“效（开）”“流（合）”两摄，“夫萧、

尤本异韵和合之”。韵图为与十二律开合相配，援引“古音”，合两摄为一律，

与实际读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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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八律“林钟”和第十二律“应钟”是据北音一分为二，“夫林（林

钟）、应（应钟）本同韵而分之以为二者，盖‘真侵庚青蒸文’六韵，虽曰通用

而中原有分别故分之”①。吴氏实际语音中“臻、深、曾、梗”四摄合流为一组，

但是因为“若入之以鄙俚方言，市侩俗字，则反令古文晦灭矣”，所以从北音不

从方音，分为两韵。 

第三，第七律“蕤宾”和第九律“夷则”虽分为两类，实无别。“夷则之‘夷’

即‘夷以异亦之、齐荠霁’也”，直接将属“蕤宾”的“夷脂以止异志之之”与“夷

则”的“齐”韵同列，说明读音无别。而且，卷六“风雅十二诗”②中“夷则”

“蕤宾”两律列字多相混，混用的之字汇总于下（重复的字不列）： 

! "O"O"I##)��*+�.T)��.)��.���P��!#

列字 以止 维脂 麗霁 兮齐 施支 谁支 季纸 

所属韵部 夷 夷 蕤 夷 夷 夷 夷 

“支”“齐”韵所属的混乱，说明两者读音无别，即“蕤宾”“夷则”不当

分。“十二律开合表”与“六十六声”一样兼顾南北之音，北音系统中第十一律

“无射”应分“效”“流”两摄；第七律“蕤宾”与第九律“夷则”无别，应归

为一摄，共分十二摄。南音则在北音分韵的基础上，将第八律“林钟”与第十二

律的“应钟”合为一律，只有十一摄。 

（3）各具“开”“合”的“十二律” 

吴氏受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音”分“辟翕”影响，“遇奇数则

声为清音、为辟，遇偶数则声为浊音、为翕”，所以“每律各为开合图表”，十

二律都有开、合，共二十四图。“十二律开合表”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③《七

音略》为列字来源，但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主，《七音略》为辅。但因“十

 
① “臻侵曾梗”四摄合流，亦见于李汝珍《李氏音鉴》、吴烺《五声反切正均》所描写的“南音”系统。

《李氏音鉴》“凡例四”云：“以韵而论，北于程陈、银盈、勤檠、神绳、林灵、贫平、金京、民鸣、亲

青、宾兵、奔崩、根庚、真蒸、新星之类分之甚细，南或合一，盖北以‘真文元侵’四韵音近，以‘庚青

蒸’三韵音近，二者迥乎不侔，而南以七韵音近相类。”吴烺《五声反切正均》云：“北人以程、陈读为

二，南人以为一；江以南之生、孙异，淮南则同”，韵图中的“根”“斤”“昆”“君”四韵亦体现着“臻

侵曾梗”四摄合流。许惠《等韵学》“真”韵与《广韵》的“真谆臻文欣魂痕庚耕清青蒸登侵”相配，也是

四摄合流。而此合流在程定谟《射声小谱》（1838）、郦珩《切音捷诀》（1880）中亦有见。 
② 《音声纪元》卷六云：“右风雅十二诗谱《仪礼》中已载……其音既不合度……今以己意谬撰十二谱，

一本于余律吕谱之说歌曲之调试。”吴氏据“十二律开合谱”重新确定“十二风雅”的用韵所属。 
③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钦定四库全书》本，图序也用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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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开合表”未列韵目，所以用韵图“首字”为目，三者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表

（表中序号是原书图次，因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主，所以不特别标属书名。）： 

! "O"O"n##)*+�qr!.[>\]^/B,_`F>�/�F(yzef#

十二律图 《切韵指南》《七音略》 十二律图 《切韵指南》《七音略》 

1黄钟 
开 亢 2 江和 15宕摄开口 

7蕤宾 
开 饥 3止摄开口 

合 光 2 江知照组、来母舒声和 16宕摄合口 合 龟 4止摄合口 

2大吕 
开 哥 13 果摄开口一等 

8林钟 
开 根 8臻摄开口和 22深摄 

合 戈 14 果摄合口一等 合 昆 9臻摄合口 

3太簇 
开 该 6蟹摄开口一二三等 

9夷则 
开 鸡 6蟹开口四等“齐”韵 

合 傀 7蟹摄合口一二三等 合 圭 7蟹合口四等“齐”韵 

4夹钟 
开 加 13假摄开口① 

10南吕 
开 弇 10山摄开口和 23咸摄开口 

合 瓜 14假摄合口 合 官 11山摄合口和 24咸摄合口 

5姑洗 
开 孤 5遇摄“模鱼虞”韵② 

11无射 
开 高 12效摄 

合 拘 《七音略》第 12图三等“虞”韵 合 钩 21流摄 

6仲吕 
开 公 《七音略》第 1图“东”韵 

12应钟 
开 搄 17曾摄开口和 19梗摄开口 

合 攻 《七音略》第 2图“冬钟”韵 合 肱 18曾摄合口和 20梗摄合口 

“十二律开合表”与《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都分二十四图，但是内容稍有不

同。“十二律开合表”“江宕”“臻深”“山咸”“曾梗”合流，共少六图。但

是，“果”“假”分图；“蟹”摄“齐”韵独立一摄，开、合分图；独韵的“通”

“遇”两摄开、合分图，都以《七音略》作补充，共增六图，增减各六，因此仍

是二十四图。十二律中“姑洗”“仲吕”的列字比较特殊，分论如下： 

第五律“姑洗”开、合两图的来源不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遇”摄只

有一图，无法满足“十二律开合表”开、合相配的需要，因此借《七音略》作补

充。《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第五图“遇摄”虽含“模鱼虞”三韵，但是三等位以

“鱼”韵字为主③，可以与《七音略》“鱼”“虞模”分图的“遇”摄相配。吴氏

忽视了《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韵图中少量的“虞”韵字，以至于与合口图中的列

字重出（“清”母遵从《七音略》用“區”字）。更因为《七音略》阴声韵“虞”

 
① 《音声纪元》“十二律开合表”第七图，第四律，夹钟“麻二”，角音“帮滂並明”四母的列字“巴把靶

捌、葩帕汃、麻馬禡㑻、爬跁𤝡拔”，单独放于一等位。 
② 《音声纪元》“十二律开合表”第五律“姑洗”开口图，二等位“角徵”音列“初楚楚”“角羽”位列

“菹阻詛”“徵宫”位列“鉏齟助𢋱”“徵商”位列“䟽所䟽數”，但据《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列字可

知，“角”音的列字是“徵”音的误入，四组列字都是“徵”音字，分别对应“徵商、徵宫、徵角、徵徵”

四位。 
③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虞”韵只出现在轻唇音“非敷微奉、清、喻”六母之下，分列“跗甫付匸、敷撫

赴、無武務媢、扶父附幞、樞、芋”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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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没有入声字，所以“十二律开合表”的第五律“姑洗”合口图“虞”韵也不列

入声，违背了吴氏“阴阳相配”的作图旨趣。 

第六律“仲吕”本应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通”摄列字为据，但是因为

刘氏韵图“东冬钟”三韵之字混列，不好拆分为开、合两图。所以改用“东”“冬

钟”分图的《七音略》“通”摄之字为列字来源。 

（4）“五音均齐”的声母结构与实际声母系统的冲突 

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卷一“正五音第六”中云： 

QyÒT30¡T�¥¥QO.¡¸Tg©+�ÔOô¸TèrM¸(bL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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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声纪元》继承《大乐律吕元声》的五音、清浊，具体内容有所调整。卷

五云： 

bcdõeQyÜÝ,S+?����®+�/Þßtàs>á=(x¿+tf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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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äcÐ Ñ+kmö�ädÐ Ñ+�mäõÐ Ñ+Ûm�äeÐåÑ<x

五音、清浊在“十二律开合表”中是每图“直列五排”，每排之内又分“宫

商角徵羽”五音，“五音二十五位”。现将五音、清浊、二十五位与三十六字母

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 

! "O"O"w##!*+�qr!.s/k��k+*s�[�*NPS(yzef#

宫（牙） 商（舌） 角（唇） 徵（齿） 羽（喉、半）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见 溪  疑 群 端

知 

透

徹 

 泥

娘 

定

澄 

帮

非 

滂

敷 

 明

微 

並

奉 

精

照 

清

穿 

从

床 

心

审 

邪

禅 

影

晓 

晓

喻

匣 

匣

喻

来 

来

匣

日

喻 

日

喻

来 

“十二律开合表”的五音、清浊概念来自李氏，具体内涵又有不相同。李氏

“宫商角徵羽”按“喉㗁舌齿唇”的顺序排列，“十二律开合表”则据《经史正

音切韵指南》按“牙舌唇齿喉半”的顺序排列；李氏的“清浊”是对发音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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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吴氏则应用到发音方法之中，但是又没能完全遵守，在“宫”“商”“角”

三音之内声母还可以与“清浊”相配，到有五声位的“徵”音就不再与“清浊”

相配，而是根据《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顺序列字。而有六声位的“羽”音与只

有五位的韵图结构产生矛盾，只能“见缝插针”的列字，不再考虑清浊对应关系。

所以“羽角”位下既有“匣”母字，又有“喻”母字和“来”母字，列字混乱。 

吴氏欲以“五音”“律吕”为据，建立一个包含南北、胡越、昆虫、鸟兽的

旷世理想之音，但是审音不详，分韵列字都有不尽之处。韵图遵从五音十二律，

据此调整韵图结构，虽有不足亦有创新，且见识广博对诸家韵书多有评定，虽力

斥沈约不尽合理，但是对推崇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大乐律吕元声》也

有评议，取舍有度，值得借鉴。 

《音声纪元》继承李氏的理论体系和论述方式，但最终的目的不同。李氏“依

古书元声起数，阴阳老少相生立说，五声主天，人声气所出升降清浊为则”（卷

一，凡例），其论黄钟三寸九分之则，正五音清浊次序，是为明“君臣尊卑之等”，

以实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上下升沉秩不紊也”，维

护社会和谐和等级制度，具有明显的伦理法则。吴氏虽然借律吕、音律论声音之

道，但是与社会伦理无涉，具有学术独立的色彩。 

中国哲学重直觉，重关系，主张在联系中把握事物，而把握事物的方法就是

要辨析其本末、先后，把握事物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吴氏在其影响下，力求

与律吕、风气相合，以此建“千古之绝学”。其将“十二律”“地支”“节气”

“五行”“五音”等概念抽象化，所指不定，用以表示事物内部各部分或事物之

间的某种确立的关系。例如：“十二律”既在“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中表声，又

在“十二律开合表”中表韵；五音“宫商角徵羽”在“二十四气音声韵表”与“喉

齿牙舌唇”相对，又在“十二律开合表”中与“牙舌唇齿、喉半”相对；“宫商

角徵羽”五音在“十二律开合表”中既用于区分发音部位，又用于区分发音方法，

这些都是吴氏追求适用于一切声音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对

具体事物的分析，更不适合于对具体语音的描写，所以《四库提要》批评其“宫

羽舛错，清浊逆施，以是审音，未睹其可。又论与表自相矛盾，亦为例不纯”。 

“十二律开合表”以“十二律”为基，归纳韵部为十二类，实是明中期以降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开端。但因为其以《切韵指南》《七音略》为分韵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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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开合四等的韵部划分，于变等为呼的时代潮流不合，不具典型性，因此只是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开端，而非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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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成型 

一、用十二佸“摄众声”的《元韵谱》 

《元韵谱》乔中和撰。乔中和，字还一，内邱（今河北内丘）人，“万历二

十六年贡生，官垣曲知县、太原府通判。解组归里后，日以著书为事。著述甚丰，

除《元韵谱》，还有《说易》十卷、《大易通变》六卷、《图书衍》五卷、《说

畴》一卷、《葩经旁意》一卷、《阴符经注》一卷、《大九数》一卷，以及《内

邱县志》等。”①乔氏自序云： 

NæçTRÞÐèéGFqêÑ.ëG=+ìU=0í\+îïð.ñò0ïóB

ô%¥¥�-B+�QO"£fÜ+0u?+ÒQO®$�õ©+ö?÷;F&#+�

"+Oøù<x

《元韵谱》成书于万历三十九年冬（1611），书、图兼备，共五十四卷，书

前有蒋先庚序。蒋氏序云： 

ìS.úã�C+ûü�,+ô�TèéÍý+"TXþtÿ+=!"#$+tÿ

%&�+wðRS0'z.+()GFwê+�ÿ(�@=*<+,Í-ë+.ê/

ög012öe%T3¡.�+45RS+�678+N9³®:+=*ïíò+ô;

BS<x

《元韵谱》在“乔中和在世时只刊行了韵图部分”②，全本传于其子乔文衣。

乔文衣于顺治甲午仲冬将其现于黄云师，顺治十八年（1661）将书稿交与蒋先庚。

蒋先庚珍藏三十多年，在康熙辛未（1691）将全书付梓。因此，《元韵谱》有明、

清两种版本系统，两种版本在内容、序言、印章方面都有不同。 

“明代版只有韵图，清代版既有韵图，又有韵书。”“明代版有五篇序文，

清代版只有四篇，且仅有乔中和和崔数仞两篇序文相同。”除此之外，“明代版

本乔中和序后有三方印章，崔序后无印章；清代版乔序后无印章，崔序后有两方

印章。”③清代本即康熙辛未（1691）年刊刻的梅墅石渠阁本，现藏于北京图书

 
① 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60 页。 
② 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60 页。 
③ 汪银峰，姚晓娟：《〈元韵谱〉版本考》，《文化学刊》，2009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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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分馆，这个版本既有韵图又有韵书。“1997 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和 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均收录此本。”① 

本文用《续修四库全书》②本，此本前有崔数仞、黄云师、蒋先庚、乔中和

四篇序文；释文十六篇，分别为：五声释、四响释、七音释、三籁释、十二佸释、

七十二母释、切释、阴阳释、柔刚释、律吕释、十二佸应律图、清浊释、寄归释、

转叶释、蒙音释、总释；韵谱五十四卷目录；十二应律圆图、式例、十二佸韵图；

以及韵书五十四卷，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一）《元韵谱》十二佸—“四响—‘横十九母—纵五声’”的编纂体例 

《元韵谱》据一元之数分十二韵，“一元之数会十二，恰有十二韵”（卷一，

十二佸释），以佸分图；每佸之下据“四响”即“四呼”分列两图，“柔律”“柔

吕”一图，“刚律”“刚吕”一图，十二佸共二十四图；每图“每响”之内，横

列十九声母，其内又分“清”“半清浊”“浊”三籁，纵列“五行”，即五声；

声韵调交合处列字，有音无字处列“〇”，入声位的无音无字处列“●”。韵图、

韵书相互配合，列字基本一致，也有少数不同③。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1. 五声 

《元韵谱》“五声释”云：“上平宫，下平徵、上声啇④、去声羽、入声角”。

“阴阳释”云：“上平为阴、下平为阳、上声为阴、去声为阳、入声阴极而阳微。”

《元韵谱》平声分阴阳，共有“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调。 

2. 十二佸、寄归韵 

《元韵谱》受《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将《改併

五音集韵》的一百六十韵归并为十二类，以“佸”字统之。卷一“十二佸释”释

“佸”云： 

<u=½1fO0i>O+1G�UFO0´fO+?D@AF.q+dfÚ.C

@F&+B�F&?+0Æ�+tu.<j¦C+f�.}F�.}©+1f�.

åE´Qq+D0Eìf��!F©<x

 
① 汪银峰，姚晓娟：《〈元韵谱〉版本考》，《文化学刊》，2009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② 《元韵谱》，《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 256册。 
③ 汪银峰《〈元韵谱〉研究》对韵书韵图列字的差异进行总结，书图列字共有 50处不同，其中用字不同有

30处，韵图有而韵书无的有 7处，韵图无而韵书有的有 13处。汪银峰《〈元韵谱〉研究》,吉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4 年，第三章第二节“韵书与韵图的差异性”第 19-23 页。 
④ 《元韵谱》除去序言，其余部分的“商”字都写作“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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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而摄众声”，“佸”与“摄”的含义相当。“十二佸”的依次是：“一

𢏳、二㨐、三奔、四般、五褒、六帮、七慱①、八北、九百、十八、十一孛、十二

卜”。十二佸以“帮”母为目，前六佸以“帮”母舒声韵字做韵目，后六佸以“帮”

母促声字做韵目。 

《元韵谱》阴入相配，但是阴声韵的“㨐”“褒”两佸也没有相配的入声，

和阳声的“𢏳奔般帮”四佸一样，入声位列无声无字的“●”。针对入声韵的所

属，乔氏提出“寄归韵”。卷一“寄归释”云： 

L3lB©+O£�-+¹GDHF+I|?0V©+)H\+O±HJá±H+

K!��0H:+�HLì+�M�N/%?+tGH<D-FÒ¡TO+PTO+t

Q\RSk0TU+V!NW¬!ôW©+́ X°<ÒHøË/Ë©+£�%O+Y

"�ÿ!Z+/×1l[+\\L³03²+3³0L²+j35U=ÒLMN.ö+

O!C±1¿]+�±^_<x

乔氏之所以在“㨐褒𢏳奔般帮”六佸入声位列“●”，是因为“寄自虚非虚

也，各有本声，宁无字不欲其让”。 

3. 多样的声母分类：十九母、四响、蒙音、七十二母、七音、三籁 

乔氏根据介音将韵部分为“四响”，命之以“刚柔吕律”，即：柔律（合之

开呼）、柔吕（合之合呼）、刚律（开之开呼）、刚吕（开之合呼），实质与合、

撮、开、齐四呼基本相应。韵图对“四响”有明确的界定，卷一“英”韵按语云： 

R?©+�D¥ò�Í`�kÏÐFq?.|O+BDab]�FEc+¥¥de

D¥Fa]©+Dò�Fa�©+DÍ`�Fb]©+DkÏÐFb�©+��Î�

¸3+0i°ªO<x

但是“四响”分类存有不足。例如，开口独韵“幽”为凑足四响，归为“柔

吕”，卷二“憂韵”云：“是韵也，集‘幽尤侯’三韵之阴声，按‘幽’柔吕也，

‘尤’刚吕也，‘侯’刚律也。而‘柔律’之字灭没矣，然其音弗容缺也”。而

且，卷一“英”韵按语云：“‘庚耕登’刚律也”，但是实际列字却将“庚”韵

根据等第分为两组，开口二等字归“刚律”，开口三等字归“刚吕”。例如：“兵

命”等字就列于“刚吕”唇音之下，“京卿”等字归于“刚吕”牙音之下等。 

 
① 考察《元韵谱》韵书、韵图内容，“慱”字是“博”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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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氏不受传统助纽字的限制，声介合母，声母根据介音分为四组声母。卷一

“七十二母释”云： 

.TD@F"fn¼DfgÍFG#0Ec£�+�Df�F(DhF+Dg�F

(DiF+DÍ�F(DQF+D@�F(D�F<x

声介结合的具体内容，即十九声母①与“四响”的结合，共成七十六位，去

虚设之蒙音，实有七十二母。“七十二母释”云： 

1fi0¢;F&#+0G�UFO¡:+#¡°+uÑ#�Ë°+T\GFU]

V.(Fq+E:0(;FU+NjyE+ð;F�&+C¸øì/k©<x

《元韵谱》去四“蒙音”得七十二母。“蒙音”即“去之则缺，加之则赘，

阴梓焉而注曰，蒙前而生，非二也”（蒙音释），是声目以及列字的重出，韵图

付诸阴梓以示区别，韵书重列“蒙音”声目，存其位，但是不重列韵字，盖因“先

立位以待声，声无弗备，其字之多寡有无弗计也”（四响释）的作图旨趣所致。 

《元韵谱》的十九声母根据发音部位分为“七音”，即：唇（宫）；舌（徵）；

半舌（半徵商）；下齿（商）、上齿（次商）；半齿（半商徵）；喉（羽）；牙

（角）。又根据发音方法，发音部位间的对应关系，分“清、半清浊、浊”的“三

籁”，“清音”六母，“半清浊”音六母，“浊音”六母。其“清浊释”云： 

l�Tfy>E$+Ñmk+Ñ�k+Ñm+Ñ�m<ë1}A.+�D¥F(k+

DoF(�k+RÈ<=D®F(m+DnF(�m+±c½nDoF.k�ùD¥F+

0DnF.mMTD®F©<*1fy>G$mÑk+Ñkmö+Ñm<0D¥F".

4Ëfy1oD®F+DnF".MËfy1pDoF<x

《元韵谱》没有全浊声母，只列十九声母，与适用于三十六字母的“清浊”

概念相隔。因此继承前人根据塞音、塞擦音的送气与否区分“清”与“次清”，

并改名为“清”与“半清浊”，根据声带振动与否，将“次浊”范围内的鼻音、

边音、半元音归于“浊”，至于已变为擦音的“损雪三心”“誰顺沙審”则根据

“三籁”预先设定好的顺序归为“浊”，将“懷訓寒曉”归为“半清浊”。乔氏

过分注重相同发音部位声母之间的“清浊”相配，以至忽略了语音事实，致使“清、

半清浊、浊”的分类也不尽如人意。《元韵谱》“五音、七音、三籁、四响、十

九母”的对应关系汇总于下表（“蒙音”附诸阴梓，为了简便“半清浊”简称“半”）： 

 
① （清）樊腾凤《五方元音》“五声释”云：“《韵谱》之七十六，四分之亦止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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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 宫 徵 半徵商 商 次商 半商徵 羽 角 

七音 唇 舌 半舌 下齿 上齿 半齿 喉 牙 

三籁 清 半 浊 清 半 浊 浊 清 半 浊 清 半 浊 浊 清 半 清 半 浊 

柔律 幫 滂 門 端 退 農 雷 鑽 存 損 中 揣 誰 戎 翁 懷 光 孔 外 

柔呂 幫 非 微 冬 彤 紉 倫 遵 從 雪 追 穿 順 閏 喻 訓 倦 群 元 

剛律 幫 滂 門 德 透 能 來 臧 倉 三 臻 產 沙 仍 恩 寒 庚 慨 咢 

剛呂 並 皮 明 定 剔 泥 林 精 清 心 知 徹 審 日 影 曉 見 奇 疑 

《元韵谱》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不仅与声母相配，还与声调、五行相配，

即：“宫，土、上平；徵，火、下平；商，金、上；羽，水、去；角，木、入”。

五音名称不变，内涵已经不同。 

《元韵谱》将十九声母与刚柔吕律结合成七十二母，即“声介合母”，以“呼”

分声，这在明中后期的等韵文献中比较常见。《元韵谱》之前有桑绍良《青郊杂

著》据“四科”分类的七十四母；袁子让《字学元元》有据“上下开合”分类的

“一百一十九小母”；叶秉敬《韵表》有据“上下等四派”分类的“一百二十祖

宗”；陈献可《皇极图韵》有据“开齐撮闭合”五音分类的“经纬省括图”等。

其乔氏之后有沈菽《七音韵准》据“开齐合撮”四呼分作“七十二字组”，《同

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据四呼分类的“第二谱”等，都是如此。 

（二）“五声—十二佸—四响—十九声”的韵书编纂体例 

《元韵谱》韵书的十二佸根据舒、促分类，舒声韵四声相承成四十八韵，促

声六韵独立，共分五十四韵，按照“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顺序分五十

四卷。但是韵书多用“影”“怀”等母之字作韵目，与韵图的“帮”母之字不同。

韵书十二佸、五声、五十四韵的对应关系，依图序整理于下表： 

! "O5O5##>R,�F*+�ksbks*a,(yzef!#

 一𢏳 二㨐 三奔 四般 五褒 六帮 七慱 八北 九百 十八 十一孛 十二卜 

上平 1英 2憂 3殷 4煙 5 要 6央 7訶 8灰 9虺 10花 11些 12 呼 

下平 1盈 2尤 3寅 4盐 5遥 6陽 7何 8回 9懷 10華 11邪 12 胡 

上 1影 2 有 3隱 4 琰 5杳 6養 7㰤 8賄 9扮 10踝 11寫 12虎 

去 1映 2宥 3印 4艷 5燿 6漾 7賀 8誨 9壞 10化 11謝 12互 

入  7郝 8或 9劃 10滑 11屑 12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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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韵谱》韵书受《改併五音集韵》的影响，以“五声分卷”，同时加入“四

响”，即按：“五声—十二佸—四响—声母”的顺序分韵列字。详而论之，即先

据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分卷；每声之下分十二佸；每佸之下根据柔律、

柔吕、刚律、刚吕四响分列四组，且于上平声十二韵每韵卷末标明此韵与《广韵》

“二百零六韵”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各韵所属“四响”；每响之下根据声母分

十九位，“蒙音”声母亦重出，但是具体列字不重出；声母之下根据字形的相似

性列字，同时“每韵标七十二母，虽无字声弗隐”，即使无字也不去其声母位，

界限分明。 

《元韵谱》以《改併五音集韵》为韵字来源，同时以《韵略易通》《韵林原

训》《韵谱本义》以及常用俗字做补充；韵字无反切注音，仅有简略释义，常用

字不释义，释义内容多来源于《改併五音集韵》，并摘抄《古今韵会举要》的部

分内容。 

（三）韵书、韵图编纂体例的矛盾 

《元韵谱》虽然书、图相配，但是两者的编纂依据和体例都不同。韵图效《经

史正音切韵指南》，并在《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影响下成：十二佸—“四

响—‘横十九母—纵五声’”的韵图结构。韵书则以韩道昭《改併五音集韵》“四

声—韵—声”的结构为基，与“四响”结合后成“五声—十二佸—四响—十九声”，

图、书体例不同。 

除去编纂体例，其分卷方式，韵目字的选用也不相同。韵图根据十二佸分图，

用“帮”母字做韵目字。韵书用十二佸的下级“五十四韵”分卷，并用“五十四

韵”的“影”“怀”等母字做韵目字。书、图在分卷方式、韵目字、编纂体例都

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相配，韵图又如何能承担起韵书目录的作用！ 

（四）《元韵谱》的语音系统 

1. 《元韵谱》的声母系统 

学术界对乔中和《元韵谱》的拟音内容各不相同，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

（1998；180），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1993；245），宁忌浮《汉语

韵书史》（2009；263），汪银峰《〈元韵谱〉研究》（2007；71）都认为《元韵

谱》有二十一声母，但是赵荫棠《等韵源流》（2011；240）认为有二十五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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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舌面音[tɕ][ʨ‘][ɕ]是否产生，以及舌面中鼻音[ɲ]是否独

立。本文以四等俱全的第四“般”佸的具体列字出发，分析舌面音[tɕ][ʨ‘][ɕ]是否

产生。《元韵谱》上平声、第四卷“烟”韵按语云： 

R?©+�DÚqr_V3sëºÅteu�)FfFQ?.|O+eDrFa]

©+DÚ)Fa�©+Dq_VëºFb]©+D3sÅteu�Fb�©<x

合口一等“桓”韵字归柔律（合口呼）；三等的“元凡”韵的合口字归柔吕

（撮口呼）；一二等“寒山删覃谈”韵的开口字归刚律（开口呼），且开口二等

“山删”韵的字只列于“上齿音”声母位下，并将“咸衔”两韵的“上齿音”也

列于此。例如，刚律“臻”母位列“詀咸、〇、斬豏、蘸陷”，“產”母位列“攙咸、

䜛豏、產產、懺鑑”，“沙”母位下列“山山、〇、澘澘、訕諫”，四响界限明确；二

三四等“先仙盐添咸衔严”韵的开口字归于刚吕（齐齿呼），却只把开口二等的

“咸衔”韵列于“牙喉”音下。例如，刚吕“晓”母位下列“掀元、咸咸、豏豏、

陷陷”二三等字混列，“见”母位下列“堅先、〇、簡產、諫諫”，二四等字混列。

“般”佸的开口二等韵可以见于刚律，但是只列于卷舌音[tʂ][tʂ‘][ʂ]声母位；开口

二等也可以见于刚吕，但仅限于“牙喉”音声母位，这也就刚好说明开口二等在

与牙喉音相拼的时候产生了[i]介音，舌面音[tɕ][ʨ‘][ɕ]大概已经产生。所以，据赵

荫棠《等韵源流》定为二十五声母，转录其拟音于下表： 

! "O5O=##>R,�F(bS�/f�#

p帮並 p‘滂皮 m门明 f非 v 微 
t端冬德定 t‘退彤透剔 n农纽能泥 l雷伦来林 ʦ鑽遵臧精 
ʦ‘存从仓清 s损雪三心 tʂ中追臻知 tʂ‘揣穿产徹 ʂ谁顺沙审 
ʐ戎闰仍日 ø翁喻恩影 x怀寒 ɕ讯晓 k 光庚 
tɕ倦见 k‘孔慨 tɕ‘群奇 ŋ外咢 ɲ 元疑 

2. 韵母系统 

《元韵谱》分十二佸，五十四卷，上平、下平、上、去各十二卷，入声六卷，

且于上平卷每韵之后说明此韵与《广韵》二百零六韵的对应关系。但是因为举平

以赅上去入，所以据韵书、韵图内容将入声韵的《广韵》来源补充出来，具体内

容整理于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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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OI##>R,�F*+�(>�,F ¡#

舒声韵 《广韵》韵目 入声韵 《广韵》韵目 

一英韵 东冬钟庚耕登清青蒸   

二忧韵 幽尤侯 

三殷韵 真諄臻文殷魂痕侵 

四烟韵 元寒桓山删先仙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五要韵 宵萧肴豪 

六央韵 江阳唐 

七诃韵 歌戈 七郝韵 铎觉药 

八灰韵 支脂之微齐灰 八或韵 质术栉物迄职德缉 

九虺韵 佳皆咍 九划韵 陌麦昔锡 

十花韵 麻 十滑韵 末曷黠鎋合盍洽狎 

十一些韵 麻韵中遮韵 十一屑 没薛屑月葉帖业乏 

十二呼韵 鱼虞模 十二縠 屋沃烛 

关于《元韵谱》的具体韵母个数，前贤多有总结。各家总结的韵母个数基本

相同，差别只在于具体音值的拟测。现以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的拟音

为据，整理《元韵谱》的韵母系统于下表： 

! "O5On#">R,�F(,S�/f�#

一𢏳 二㨐 三奔 四般 五褒 六帮  七慱 八北 九百 十八 十一孛 十二卜 

uəŋ  uən uan  uaŋ 
柔律 

舒 uo uei uai ua  u 

 促 uoʔ ueiʔ uaiʔ uaʔ  uʔ 

yəŋ  yən yan  yaŋ 
柔吕 

舒     ye y 

 促 yoʔ    yeʔ yʔ 

əŋ əu ən an au aŋ 
刚律 

舒 o ï ai a   

 促 oʔ ïʔ aiʔ aʔ   

iəŋ iəu iən ian iau iaŋ 
刚吕 

舒  i iai ia ie  

 促 ioʔ iʔ iaiʔ iaʔ ieʔ  

3. 声调系统 

《元韵谱》平分阴阳，共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全浊上声归

去，但是在《改併五音集韵》的影响下，仍有部分全浊上声字留在上声位；入声

独立，具体音值不可考。 

（五）《元韵谱》与桑绍良《青郊杂著》的术语对比 

《元韵谱》虽论及《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韵略易通》《韵

补》等书，却未谈及《青郊杂著》，但是两书的编纂术语对应整齐。现将两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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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表： 

! "O5Ow##>R,�F>¢£¤;F�¥¦§(y¨#

书目 韵 声 调 

《青郊杂著》 十八部、借音、摄声 四科、二十声、弃音、七十四母、五品、五位 六级 
《元韵谱》 十二佸、寄韵、归韵 四响、十九声、蒙音、七十二母、三籁、七音 五声 

至于《元韵谱》是否直接继承了《青郊杂著》，不敢妄定，因为面对大致相

同的社会背景时，不同的音韵学家的意识反映可能具有某种相似性。 

乔中和精通易学，受绍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音有定位、声有定数思想

的影响较大，并以此作为研究等韵，阐扬音理的出发点，“人具唇舌齿喉牙，自

当以呼吸缓急会天地之元音”，并且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坚持“不腻之古，而裁

之我”，多自立标目，创新性突出。也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大纲

不立而万目纷错”，先立纲目，后定内容，所以有些分类不免繁琐，“先立位以

待声，声无弗备，其字之多寡有无弗计也”，列七十二声母，即使有重复的“蒙

音”仍不去其位；根据“虽不无稍有出入，而大端若此，故凡音响之分合，不泥

之古而裁之我，不䧵之我，而准诸法”，使得四响分韵不够合理；根据“余以为

一比管而三籁具，故圣人作乐以宣八风之气”，而分三籁，但是声母的清浊所属

与实际语音有所相悖；根据“则寄自虚非虚也，各有本声，宁无字不欲其让”定

寄归韵，每佸都有入声位，即使无音无字也不让其位等。 

乔氏“自垂髫读诸家韵，觉未备天地之完音而蓄疑久矣”，以完备的理想的

天下之元音为目标，借鉴诸家“昔邵子以十声十二音分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相唱

和，用力精苦矣，而未免牵合。温公《指掌图》取自僧神珙三十六母，昔人谓夺

造化之巧矣，亦不无复且略，兰廷秀氏删之为《早梅》二十字似乎是然，而缺略

者如故，且注入声之有无正相误”成《元韵谱》。《元韵谱》韵十二佸，声分十

九母，五调，都符合北方官话的特点，但是受编纂体例以及韵字来源的限制，并

没有完全的遵从实际语音。 

《元韵谱》前图后书，结构完整，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分十二摄，同时实现

等呼转变的等韵文献，也是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成型的标志，更对

之后的《五方元音》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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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声圆之妙”的《太律》 

《太律》明葛中选著。葛中选，字见尧，号澹渊，云南通海河西人（今通海

河西镇），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以孝廉授湖广嘉鱼长，累官至苑马寺卿，

因此当地人称葛苑马公，后人尊称为“见尧父”。葛氏学问广博，著书宏富，对

音韵、律吕、周易、诗画都有研究。《续修四库全书》《太律》陈荣昌的跋文云：

“公之学首音律，次文艺，尤善诗画。自为诸生及服官，无日不披吟，综览群书，

精易象、周礼，作阴阳图，以六十四卦配为阴阳之声，与五音交称《太律》一书，

精深奥衍，人鲜知者。” 

《太律》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前有焦竑写于万历戊午年（1618）的序文，是

书结合五音、律吕共论声音之微妙，“葛见尧《太律》《含少论略》①论其谈声

圆之妙”（董应举序）。《太律》的版本较多，最为常见的是《云南丛书》和《续

修四库全书》收录本，清嘉庆十五年（1810）的刻本较早。本文以分十二卷的《续

修四库全书》本为据。 

（一）“括天下之声”的作图旨趣 

焦竑《太律》题辞云：“葛见尧独以声为律，以耳决声……黄钟、大吕等字

人皆以为律名，见尧独援《周礼》以为阴阳之声，与五音交恰足以括天下之声。”

不仅点出《太律》用“律吕”表声，用“五音”表韵的结构特点，而且说明其“括

天下之声”的作图旨趣。《太律》卷十二亦云：“翕辟、出入、疾迟、开合、伸

缩十事，的的相对，的的各别，口可转以告人，耳可决以自明，凡过耳之声尽此

矣”，亦点明作图旨趣。《太律》欲谱尽一切“过耳之声”，乡谈俗语亦在其列。

《太律》卷八云： 

*vºí¡ģ 4�è+;�.+;�w.+xGyV0È+�WOK34ìy+

£�]�f±Æ+*¼\OÓ+)�"�ò(z3+"��D�{|}F
$
E�à

 
①《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第 87 册，收《含少论略》一卷。此《含少论略》即《太律》第十二卷的

《含少总论》，“宫者音之元，黄钟者律之元，黄钟之宫，其音‘含少’”，也是《太律》内容的总括。 
②《太律》卷八云：“今立定声局凡有字者尽为填入，无字者用‘切贯约翻’四法求之。‘切法’取律中清

浊二十五字为母，有母有韵者用‘切法’……有韵无母者用‘翻法’，迟下就疾母，翻取其迟，疾下就迟

母，翻取其疾也。至入声有母无韵者用‘贯法’，就平上去贯其声，疾声用平，迟声用上去以别之，若无

平上去入则用‘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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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氏以“乡谈俗语”为正音，纳方音入韵图，以求通过“切贯约翻”“减字

合字”之法谱尽一切之音，括尽一切之声。同时指出“中国同文而有乡谈不可从

也”的根本弊病在于未谱尽无字之声，不是不纳方音入韵图。 

（二）《太律》的语音分析范畴 

明代的韵书、韵图重创新，《青郊杂著》《元韵谱》《音声纪元》等都不失

为表率，《太律》亦是如此。是书不仅编纂体例不拘一格，术语的使用也令具新

意：其用“六气”括五音、和音；用“十八息”括十二正声和六侧声；用“比”

标注疾迟；用“运”“转”标注入出（专气声）、内外（专气音）、内出（直气

音声）；用“四规”表四呼；用“四衡”表四声等。具体内容如下： 

1. 区分韵部的“宫商角徵羽华”六气 

《太律》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别立一“和”音，与五音合成六音，以

此区别韵部，与用“宫商角徵羽”区分声母、声调的传统结构不同①。《太律》

主六音，对五音、七音结构有所批判，“自汉以下惟以义理解律，不复知声，故

任意去取，主五声者于本具之‘和声’去之，主七声者又并无用之‘缪声’②参

以，乐几何不坏哉”（卷八）。 

《太律》强调本、用之分，“音实有六，厥用惟五，其一以为和”（卷一）。

本音有六“宫、商、角、徵、羽、华”，用音五“宫、商、角、徵、羽”，转换

关系为“华比和”。韵图（卷四的“和音图”除外）和卷六的“六气分”都用六

音、内外区分韵部，并在“六气分”中标明各音与“时韵”的对应关系，整理于

下表： 

 
① 《李氏音鉴》“第四问五音总论”云：“五音者宫商角徴䨒《集韵》同羽也……古人韵书，俱以中音三十六母配

之，或以四声记之，其说不一矣。” 
② 《太律》在说明五音、六音、七音关系时，有时称所增之音为“缪声”，又时又称为“谬声”“谬音”，

用字不同，意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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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O{##>©�FN/kGª[)«,.(yzef#

  “时韵”   “时韵” 

宫 

入 
登等嶝、蒸拯证、侵寝沁、东董送、 

宋、锺肿用、江讲绛，十九韵 

徴 

入 

鱼语御、质栉迄没术昔锡缉物十二

韵，及支纸寘、脂旨至、之止志、齐

荠祭霁、微尾未废，十七韵之开声 

出 

臻、痕很恨、庚梗敬、真轸震、殷

隐焮、清静劲、耕耿诤、青迥经（径）

①、魂混慁、谆准稕、文吻问，三

十一韵 

出 
咍海代、皆骇怪夬、佳蟹泰卦，十一

韵 

商 

入 唐荡宕、阳养漾，六韵 

羽 

入 
候（侯）厚候、尤有宥、幽黝幼、模

姥暮、虞麌遇、屋沃烛，十五韵② 

出 

寒旱翰、山产谏、删潸裥、覃感勘、 

咸豏陷、仙獮线、先铣霰、元阮愿、 

盐琰艳、添忝㮇、谈敢阚、銜槛鑑、 

严俨酽、凡范梵、桓缓换，四十五

韵 

出 

灰贿队三韵，及支纸寘、脂旨至、之

止志、齐荠祭霁、微尾未废，十七韵

之合 

角 

入 歌哿箇、鐸、弋果过、觉药，九韵 

和 

入 麻马祃、鎋盍曷合乏狎洽，十韵 

出 
豪皓号、肴巧效、霄小啸（笑）、

箫篠啸，十二韵 
出 

德麦陌业叶帖末黠薛屑月，十一韵，

及《正韵》之“遮者拓” 

根据韵部内容，“时韵”即《广韵》的二百零六韵，但是少“冬、职”两韵。

再根据“止、蟹”摄与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穿插分列的韵部顺序，“齐荠祭

霁、微尾未废、皆骇怪夬、佳蟹泰卦”，可以更进一步确定其“时韵”是指《七

音略》，韵图列字也源于《七音略》。但是，《太律》“六气分”（卷六）所列

韵部与韵图实际列字的韵部所属不能完全契合，不同之处分论于下： 

（1）“六气分”中“江讲绛”三韵与“宫入”的“通曾梗”三摄合流，但

是韵图列字中“江讲绛”三韵与“商入”“宕”摄合流。这是因为“六气分”遵

从“古音”，韵图列字遵从《洪武正韵》，两者所本不同。卷八云： 

Vv§]w>D }F®3b+*D }F®z3c+¹©½Ñm�?D ��F

kD¥¦�F®y+tuT�+P1AkD}��Fl®+tvì?wS.<*zby

´.��'©+ë.G?.�OKD¥¦§F?.�Ó+ø@1�1(ó+±�©<x

卷一“专气商音内运第三”亦云： 

 
①《太律》“宫出”图、去声位所列的平声“经”字是“径”字之讹；“角出”图、去声“啸”与三四等的

“霄小、箫篠”相配，可知“啸”应是“笑”的讹误；“羽入”图、平声位列去声“候”字，应是平声“侯”

字的讹误。 
② 《太律》“卷六”云：“侯厚候、尤有宥、幽黝㓜、模姥暮、虞麌遇、屋沃烛，十五韵”。引文中的“十

五”应是“十八”之讹。 



$%&'()'*#+"

 78 

D ��FG?�y®D¥¦�F¥¥y�´v�7ì?wD }FB©<x

“江”韵不仅归入“商入”，而且列字三分，牙喉音产生[i]介音归齐齿“昌

规”，“知照”组产生[u]介音归合口“通规”，唇音和“来”母字“瀧”仍列开

口“正规”。 

除此之外，“商入”图“通规”“元规”的“江宕”两摄韵字混列，“元规”

“影”母位下混列合口一三等的“唐阳”韵的“汪唐枉阳汪唐”，“喻疑”母位下

重列合口三等的“王阳忘阳迋阳”说明“江宕”两摄合、撮界限不明，有合流的趋

势。 

（2）“遮者拓”三韵“六气分”归为“和出”，韵图列于“华入”，所属不

同。韵图“麻”韵两分，二等字列“和出”，开口三等列“和入”，说明“六气

分”的“入”和“出”术语颠倒。“入韵”应括“时韵”的“德麦陌业叶帖末黠

薛屑月，十一韵及《正韵》之‘遮者拓’”。“出韵”应括“时韵”“的“麻马

祃、鎋盍曷合乏狎洽，十韵”。 

（3）“六气分”中“果”摄只归于“角入”一图，但是实际韵图中“果”

摄三分，开口一等“歌”韵和“戈”韵合口一等归“角入”；“戈”韵合口三等

归入“华出”；“戈”韵开口三等“迦伽”等字归入“华入”。 

2. “十八息”与韵图“十五用声” 

《太律》结合声、律 “乐之不明，正由十二律之不明也”（卷八·太律问·标

问），用十二律表声母。声母分正、侧，正声十二，侧生六，正、侧共十八声，

卷六称为“十八息”。卷六“十八息分”详论十八息与三十六字母的对应关系，

整理于下： 

! "O5O~#">©�F*¬[�*NPS(yzef#

正 

黄 大 太 夹 姑 中 蕤 林 夷 南 射 应 

晓匣 端 透定 见 溪帬 照穿床 

知澄徹 

审禅日 来① 泥孃 与“夷”合 

同 

影喻疑 与“射”

合同 

侧 

宾 无 则 簇 洗 〇  

帮滂並② 非敷奉 

微明 

精 清从 心邪 无声 

 
① 《太律》卷六“十八息分”，正声，林钟中未列与三十六字母的对应关系，根据韵图列字，以及前后关

系可知此处缺“即母之来”一句。 
② 根据《太律》韵图可知，“十八息分”侧声“宾”声下少列“並”母，应与“帮滂並”三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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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律》音分本、用，声亦分本、用。“十八息”本声十八，用声十五是在

十八本声的基础上，正声藏“南”于“夷”、藏“应”于“射”；侧声藏“〇”

于“洗”，表现在韵图中即“夷”与“南”合为“尼（夷）南”，“射”与“应”

合为“射应”，侧声“〇”仍独立一位，共十六位。 

3. 与声母清浊相对的“疾迟”  

《太律》用“疾、迟”表声母“清、浊”，即“此疾而清为轻，彼迟而浊为

重”（卷八）。“疾”表“清”，“专气音图”将符号“〇”和数字“一”与“疾”

并列。“迟”表“浊”，“专气音图”将符号“●”和数字“二”与“迟”并列。 

4. 表四呼的“四规”，与表四声的“四衡” 

卷六“四规分”对“四规”内容有所说明：“正规”为“开之开，张口呼”，

即开口呼；“昌规”为“开之合，解口呼”，即齐齿呼；“通规”为“合之开，

合口呼”，即合口呼；“元规”为“合之合，撮口呼”，即撮口呼。 

卷六“四衡分”对“四衡”内容做出解释，“四衡”即“四声”：平声“为

伸之伸，其气平，形最长”；上声“为伸之缩，其气中长，减平之半”；去声“为

缩之伸，其气短，长减上之半”；入声“为缩之缩，其气促长，减去之半”。 

5. 表韵的“和音” 

卷四“和音”云：“周前止五音，不出‘和音’也，汉后加七音，杂以谬音

也，今从古立一均五音，以‘华’为‘和’，主律和乐之法，以此为则。”卷八

“太律问·标问”亦云：“今余《太律》以宫商角徵羽别出‘华’，‘华’为音

之母，即《淮南》所谓‘和’也。” 

葛氏在传统五音的基础上别立一“华音”，并在卷六“太律分·六气分”中

说明了“华音”与“时韵”的对应关系，其云： 

6&'(¥¥²,?.D���g�g�g�gBg�g�g�FF?¥¥²,?.

D�g�g�g�góg�g�g�g�g g=FFf?+ùvì?w.D¡�¢F+

ù"O¥¥(Qy.6+QyøÉ+tã!�<x

“和音”在“华严字母”《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皇极经世·声音唱合图》

分韵的影响下①，以“假”摄字为主体，在卷一“专气音图”中与五音并列。但

 
① 《太律》卷八“太律问·标问”云：“五音以角为中，华实附之矣。《华严》以‘茶沙迦’附‘阿多波’。

《指南》《经世》合果假为一，是角与华并如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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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音”与“五音”的理论关系并非并列，而是“实五音之中也”（卷一）。

关于此点，卷八“太律问·标问”有生动描述，其云： 

3�|}+4�ba+|}ba£�g+R(U©¥¥Q£�+e¤¥ï¦+gÒ

�§°LQ¨�Ï�0&©+gÒ�ª°LQ«�±¬®¯+gÒ�±°±°LQú

�+²³´µQ+gÒ�~�°LÒbcdõe.g���.fy°<x

葛氏的这段话颇具哲学色彩，“和音”存于五音之中，又独立于五音之外，

但是因为“和音”“无成名”，所以“附于角”。古人之所以不立“华音”，正

因“古人但知五音而已”（卷八），没认识到隐藏在五音之内的“和音”。葛氏

用相同的理论方式设立“应声”，即“无音无和”“无声无应”（卷六）。 

6. 表声的“应声” 

何为“应声”，卷五“应声”云： 

ËV.¶©+c.·©+T¸¹(xº».w©+Tµ¼½(C¾¿.w©+tT

](O.À©<x

卷六“应声分”亦云： 

w?1ÁR(ËO+Ë�(].ò+UÒ!>©+1F&]Â.+Ë(u]+�,

��+1FUOà.+Ë(ËO+kOÃ¸¥¥öFQ0fË+�©ÄC+fJÅ<x

“应声”为韵之余，声之尽，表现在韵母上即韵类，表现在声母上即零声母。

但是因为“应为列律有时不用”，所以“应声”在“专气声”图中与十六声的“射

应”重出，单列于韵尾。 

7. 为表无字之音设立的“减字合字法” 

《太律》为谱尽天下之音，在“曹柔琴谱减字合字之法”的基础上创“减字

合字”法。卷八云： 

.!Æa9�Ç"B".�+eUy\Î(.+öfO(f"+öf"ºBÓ.+

JeJf+O.JÈJÉ+EÊ¹]+Eô¹u+1!"TÓË}.¬ð+�q¸QQ

.y+�èÌH.?+f�lM.O+±1�.<x

“减字法”即减“宫商角徵羽华”六音，十六声“黄、大、太、夹、姑、仲、

蕤、林、夷南、射应、宾、无、则、簇、洗、〇”，二十一字之笔画，以成合字

部件。《太律》卷八的减字内容，根据语音系统分类整理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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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O�##)N/Gª.®P!#

外宫“宀” 外商“ ” 外角“ ” 外徵“彳”① 外羽“习”列右 外华“ ” 
内宫“口” 內商“ ” 内角“ ” 内徵“ ” 内羽“ ”列左 内华“ ” 

! "O5O"�##)*Nb¯°.®P!#

疾黄“艹” 迟黄“田” 疾大“大” 迟大“人” 疾太“太” 迟太“ ” 
疾夹“从” 迟夹“ ” 疾姑“女” 迟姑“古” 疾仲“中” 迟仲“ ” 
疾蕤“ ” 迟蕤“生” 疾林“ ” 迟林“木” 疾夷南“ ” 迟夷南“ ” 
疾射应“广” 迟射应“隹” 疾宾“ ” 迟宾“ ” 疾无“ ” 迟无“ ” 
疾则“贝” 迟则“刂” 疾簇“方” 迟簇“矢” 疾洗“氵” 迟洗“先” 
疾〇“〇” 迟〇不用  

! "O5O""##)a±.®P!#

平“ ” 上“上” 去“ ” 入“入” 

根据上表，对应韵部系统的“六音内外”，声母系统的“十六声疾迟”，声

调系统的“四衡”都有相应的减字，唯独“四规”不用减字，直接用数字标注。

正规用“一”、昌规用“二”、通规用“三”、元规用“四”。 

卷八所列的减字主要用于“和音图”“应声图”的和音位和应声位。“和音

图”将表十六声疾迟、四衡、四规的减字合成为一字，“应声图”将表六音内外、

十六声疾迟、四规、四衡的减字合成为一字。“合字”为方便翻切谱音而作，同

时也有标明各图所属的音、声、内外、疾迟、四规、四衡的作用。例如，“和音

图”第一图“乾”图、和音位列合字“ ”，此字是表黄钟疾比的“艹”、表正

规的“一”、表平声的“ ”、表内华音的“ ”，四个部件的组合，即说明此图

是表华音、晓母、内音、开口呼、平声位，韵图列“〇宫沆商诃角〇徵齁羽〇华”六字。 

“应声图”第一“乾”图应声位列“鞥”字，第二“夬”图应声位列合字“ ”。

此字是表宫音内的“口”、应射律疾声的“广”、正规“一”、上声“上”，四

个部件的结合。也说明是图宫内音、影母、开口呼、上声位，韵图列“哞黄等大鼟

太 夹肯姑拯仲沈蕤〇林○能尼南 射应琫宾〇○蠓无㽪则〇簇〇洗〇”十六字。 

《太律》的“减字合字之法”仍以汉字为本位，“合字”也以“方块字”呈

现。其音素的拼合之理却与近代“注音符号”异曲同工，开时代先声，具有不可

忽略的韵图史价值。 

 
① 《太律》卷八“徵”“羽”二音，标注“疾迟”的符号，与“应声图”“合音字”的使用情况相反。“应

声图”外徵从“ ”，内徵从“彳”，外羽从“ 列左”，内羽从“习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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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律》五组韵图的配合关系 

《太律》十二卷，前五卷各为韵图，每图从不同角度分析音类，安排列字，

基本音系不变，内部存有关联。五组韵图的关联如下： 

卷一“专气音图”          卷三“直气音声定位图” 

“专气”          （互为表里）              卷五“应声图” 

                  卷二“专气声图”            卷四“和音图” 
E "O5O"##>©�Fs²,E(G³efE#

卷一的“专气音图”强调“音”，故以六气为纲。卷二的“专气声图”强调

“声”，故以十六声为纲，两图互为表里。卷三的“直气声音位图”变专为直，

仍以六音为纲，但是宫居角位，平声居上声之位。卷四的“和音图”强调“和音”，

以和音为纲，与卷五强调“应声”，以应声为纲的“应声图”，互为表里。 

五图之中，卷一的“专气音图”，卷二的“专气声图”和卷三的“直气声音

位图”以声、韵为图之经、纬，更具传统韵图的特点，多为学者所关注。之后的

两组韵图因为内容分散，不便系统的研究，因此缺乏详细的论述。现将五组韵图

的编纂体例分论于下： 

1. “专气音图”的编纂体例 

卷一“专气音图”以韵为纲，按：六音—内外—“横‘声律—疾迟’—纵‘四

规—四衡’”的层次分图列韵。详而论之，即韵图以“宫商角徵羽华”六音为纲，

每音之下分内（入）、外（出），以“宫音、内运”为始，共十二图。每图横列

声母，正声十律，侧声六律，应声一组，并用空格隔开，共十七组；每律之下分

疾、迟，用数字“一”“二”与符号“〇”“●”相配合，共分三十二声，并于

图末标明各音与三十六字母的对应关系；每声之下分正、昌、通、元“四规”；

每规之下分平、上、去、入“四衡”；韵图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全浊声母位下无

字可列，但是因为平声分阴阳，正好借用阳平字列于送气清声母的“迟”音之下，

又因为仄声不分阴阳，只好重出列字。所以，韵图声母除“射应”之外，每律下

的迟、疾仄声列字互补重出①，重出列字加“〇”以别。 

2. “专气声图”的编纂体例 

 
① 《太律》声调“阴阳”与声母“清浊”概念的混用，在明清韵图中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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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专气声图”以卷一的“专气音图”为列字来源，以声为纲，按：十六

律—疾迟—“横‘六音—出入’—纵‘四规—四衡’”的层次分图列韵。韵图以

十六律为纲，每律内分疾、迟，共成三十二图；每图横列六音，始“宫”终“华”，

每音内部分出、入，并用“一”“二”和“ ”“ ”配合区分，共十二列；每列

之下分正昌通元“四规”；每规内部分“四衡”；并在图尾标明“干支”顺序。 

3. “专气声音位图”的编纂体例 

卷三“专气声音位图”以卷一“专气音图”为列字来源，改“专气”为“直

气”，调整韵图内容，“‘宫’今退居中以为之中，乃得‘角’之数”（卷三）。

详而论之，即换卷一“宫”“角”之位，表面上仍用原序，即韵图的“宫商角徵

羽和”六音之序，但是实际内容已经变为卷一的“角商宫徵羽华”，“此之宫乃

昔之角也，此之角乃昔之官也”（卷三，直气声音定位图），同时调整内、外之

序，专气图先内后外，直气图先出（即“外”）后内①。 

另外，卷三“直气声音定位图”云“‘平’衡退入为中，乃得‘上’衡之数”，

即换卷一平、上声之位，不变声调。但是，卷三四声仍是卷一的四声，只改顺序

为“上平去入”，与“此之‘平’乃昔之‘上’也，此之‘上’乃昔之‘平’也”

的论述不合，不知何故。同时，“直气声音定位图”取消仄声位列字的重出，平

声仍分疾、迟。 

4. “和音图”的编纂体例 

卷四“和音图”以卷二的“专气声图”为列字来源，以“和音”为纲，即以

同声、同音、同运（内外）、同规（四呼）、同比（疾迟）、同衡（四声）的“宫

商角徵羽华”六字为单位，“内一‘和’辖‘宫商角徵羽’五音”（卷四），“一

和”即是一组和音图。同时，结合卷八的“减字合字之法”，以谱一切过耳之音，

列“合字”于有音无字的“和音位”。 

“和音图”的实质即把声母拆分到声类，把韵母拆分到韵类，然后以声类为

纲组成韵图。“和音图”以声类为纲，是内含五音次第的圆图。卷八云： 

VDdFÍD�FyP°¥¥Îbf+|rLÏc&+|hLÐõG+|¥LÑe

E+|ùLÒÓdu¦T¥rùh0ÔÕ1ÒMg+(|}.�<x

 
① 赵俊梅《明代韵书〈太律〉语音系统与云南方音》的表 3-4“专气音图与直气位图连线比较表”误把“直

气徵音出运第七”与“专气徵音内运第七”相配，实应与“专气徵音外运第八”相配。赵俊梅：《明代韵书

〈太律〉语音系统与云南方音》，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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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云“五音以‘角’为中，‘华’实附之矣。”每一和图都含六气之字，和

音居中，“角包华音”居上中，呈同心圆，角音外有四个半圆分列东南西北四方，

从内到外分别是，居西的坎羽，居东的离徵，居南的乾商，最外层为居北的坤宫，

与先天方位图相合。韵图列字以卷二的“专气声图”为源，但是“和音位”的列

字不定，有字时列字，有音无字时不列虚圈“〇”，转列声、调、韵、内外、四

规减字组合的“合字”。x

“和音图”具有层层区分的特征，卷四云：“每一音具六十四和，十六之共

具一千零二十四和，阴阴位置与卦爻诉合”，即按：“十六律—六音—内外—四

规—疾迟—四声”的层次分韵列图：韵图先据十六律分十六类，黄钟为始；每律

内部根据内、外分为两类；内外两类之下各分四规，以正规为始；四规之下再分

疾、迟；疾迟之下再据四衡分列四图，平声为始，按照平上去入、入去上平、平

上去入的顺序交替排列。层层分类之后，十六律每律都有六十图，“与卦爻诉合”，

因此用六十四卦定韵图顺序，四卦一组，从上到下依次为韵图标序。按葛氏所说，

应有一千零二十四组“和音图”，但是卷四只列“黄钟”“大吕”两声的一百二

十八图，其余未列。 

5. “应声图”的编纂体例 

“应声图”亦为圆图，外圈列十六律，黄钟为始，内圈列各律对应的列字，

中间亦有一圈重列“射应”律的应声字。是图也以卷一“专气音图”为例字来源，

但是以“应声”为纲，以同音、同转、同规、同比、同衡的十六声为最小单位，

即“每一应辖正侧声一十有五”成一图。同时，结合卷八的“减字合字之法”列

“合字”于有音无的“应声位”，与外圈“射应”律的列字重出。 

“应音图”的编排方式与卷四的“和音图”相似，都是层层拆分，即按：“六

音—内外—四规—疾迟—四衡”的顺序分图列韵，成“每音具六十四应，六之共

具三百八十四应”（卷五）。细而论之，即：韵图先据“六音”分六大类，“宫”

音为始；每音内部根据内、外分两类；内、外之下根据“四规”分为四类，以正

规为始；每规之下先疾后迟，疾音按照平上去入排列，迟音则反为入去上平。层

层计算下来，每一音具六十四应，即“应阴阳位置与卦爻诉合”（卷五），借用

六十四卦作序，“乾”至“复”卦表内音三十二图，“坤”至“姤”卦表外音三

十二图，共“三百八十四应”图。但是，卷五所列韵图不全，“羽”内音缺“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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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屯”二十图，外音缺“蹇”至“鼎”二十图，共缺四十图，且“和音”六十

四图全无，所以实际只有二百八十图。 

《太律》卷六“应声分”云：“余韵以扬是为应声，‘应钟’为律之尽，适

当其分也”。“应声图”是对“专气音图”六音十二韵部的再分，不仅按四规分

图，四衡亦不同图，将韵部细分到了韵类，声细分到声类，以韵为纲，每图含十

六声类组成圆图，如卷十二所说： 

34Ó�øì.?G�JFE+BÖO(?&�EF05+ª×.0BÉgÈ(?

f�GFE©+±Õ×.0>fB(?qFU©+±Õ×.0>Uy¬(U?©<x

强调韵部层层划分的特点，但是三百八十四韵的分类参杂了声母清、浊，并

不纯粹，实际的韵类应是“若宽之而合疾、迟为韵一百三十四也”，即一百三十

四韵。 

（四）《太律》术语“比”的内含 

《太律》中“比”的含义复杂，既有与“疾迟”相对的“二比”之意，又在

“于音为‘比’”中表“和”，在与“角”音的关系中表“比附”等，详论如下： 

1. “二比”“同比”的含义 

卷六“和音分”云： 

D�F(6y+kyÃ+Ø£1&Hg&ÙgEÊgEôn.+Af�Ú&FE]+

�f�Ú&FE6O+öQy0f6+�©ÄC<x

《太律》用二转、二比、四规、四衡区分“和音”，五音一和，共一千零二

十四音。二转、二比、四规、四衡四组概念并列，其“二转”指音之内、外，即

入、出，其“四规”与四呼相对，“四衡”指四声，概念中的数字都有所指，由

此类推“二比”应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而非拼合之意①。而卷六的“和音分”与

卷四的“和音”图相互参照。卷四“和音”云： 

öfD6FÛDbcdõeFQy+e6e+f6f+fJÜ+öfyÉUFE

6+FU.DÉf�Ú&FE6<x

 
① 张玉来和戴飞《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中谈到：“葛氏在卷六说：‘以五音求之，音与音偕

俱，各以二转，二比四规、四衡，别之计一千零二十四位，有一千零二十四和声……’由此可见，‘比’就

是拼合的意思。”张玉来，戴飞：《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山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

4期，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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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的“和音图”以十六律分图，“黄钟”为首，以卷二的“专气声图”为

据；每律之下分内、外；内、外之下分四规；四规之下分疾、迟；疾迟之下按照

四声分四图，即：四规分四和图；疾迟倍之，为八和图；四衡倍之，为三十二和

图；内外倍之，为六十四和图；十六律倍之，为一千零二十四和图。据此算法可

以看出“二比”与“疾迟”相对。与“和音分”的分类相似，卷八的“应声分”

亦云“应为应声，与声偕，出五音，各以二转、二比、四规、四衡辨之，计三百

八十四排，有三百八十四应声，每十五而一应，如影随形。”应用其中的“二比”

亦指“疾迟”。 

卷八“太律问”云“五音本字呼之则分位不同，难以取准，今择同运、同律、

同比、同规、同衡者易之尤明。”可知“比”仍是指“疾迟”。而且，卷二的“专

气声”以声为纲，十六律根据疾、迟分三十六图，因此韵图标题也是“疾比”“迟

比”交替分布，更是直接说明“二比”就是指“疾迟”，“同比”是指同疾迟，

就如同“内、外”的单位“转”或“运”的含义一样。 

2. “于音为比”中“比”的含义 

《太律》中术语“比”的含义复杂，卷四“和音”云： 

D6yF.D6F©x.g©+T¸¹(xºÝ.g©+Tµ¼½(C¾¿.g©+

tTy(Ù+öf6ÛbcdõeQy+e6e+f6f+fJÜ<x

卷五“应声”亦云： 

ËV.¶©+c.·©+T¸¹(xº».w©+Tµ¼½(C¾¿.w©+tT

](O.À©+öfËÛìÞOfF�Q+eËe+fËf+fJÅ<x

《太律》用相同的结构解释“和音”和“应声”，称“应声”为“于金石丝

为形振掉之余也，故于律为声之竟也”，“竟”与“余”相对，同表剩余、终了

之意。类推和音“于金石丝为形振掉之中也，故于音为比也”，可知“比”与“中”

同义，表“和”，亦非“拼合”之意①。“和音”并非来自于五音的拼合，而是在

五音之中“无音无和”“举一音而和音在其中矣”，并非五音拼合而得。 

《太律》音分本、用，用音中“和”附于“角”。卷六“律本分”“用音五”

中不列“华音”，于“角音”下注“华比和”，此处的“比”是“比附”之意。

 
① 赵俊梅《明代韵书〈太律〉语音系统与云南方音》云“‘比’有‘拼合’的意思。那么和音‘于音为比’

的意思即‘和音’为其他‘五音’的拼合成分”。赵俊梅：《明代韵书〈太律〉语音系统与云南方音》，云

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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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音之律五”在五音之后注“华于角为比为和”，此处的“比”亦是“比

附”之意，而非拼合。 

（五）《太律》的语音系统 

1. 《太律》的韵母系统 

《太律》虽分五图，但都直接或间接的以卷一的“专气音图”为据，因此以

“专气音图”的分韵列字为据，分析其语音特点如下： 

（1）《太律》入声独立，不与阳声韵相配，而是根据“时音”与阴声韵相

配。入声韵尾[-p][-t][-k]变为没有区别特征的喉塞尾[ʔ]。 

（2）遇摄三等鱼韵归入“徵入”韵的通规（知照组声母位下）、元规，并

与止蟹摄的唇音“砒滂齐、庀滂纸、譬滂至、皮奉齐”同列元规，与崇祯十五年（1642）

年毕拱辰《韵略汇通》第九“居鱼”①韵的列字一致。更早的徐孝《司马温公等

韵图经》也将“西”“居”都归入止摄，之后的《北平音系十三辙》中的“西”

“居”亦同在“一七辙”。 

（3）通摄、曾摄、深摄合流。深摄[-m]韵尾归于[-ŋ]尾，列“宫入”，与莫

铨《音韵集成》归于[-n]尾“真文”韵的方式不同；臻、梗摄合流，[-n][-ŋ]同列

“宫出”；江、宕合流同列“商入”；山摄、咸摄[-n][-m]韵尾合流，同列“商出”；

止、蟹摄合流后分入“徵入”“徵出”“羽出”三图。“徵入”列止、蟹摄开口

三四韵及遇摄三等鱼韵字，与《韵略汇通》“齐微”韵基本相当，“徵出”列蟹

摄开口一等咍和蟹摄一二等韵，与《韵略汇通》的“灰微”韵基本相当，“羽出”

列蟹摄合口一等灰韵以及止蟹摄合口三四等韵的字，与《韵略汇通》的“皆来”

韵基本相当；遇摄合口一三等的模、虞韵与流摄合流，同归“羽入”；果假合流，

果摄合口三等与麻韵开口三等合流；果摄开口三等与麻摄开口二等合流；果摄开

合口一等独立为“角入”韵等。 

（4）“徵内”中止摄开口三等知照组字“支徵志质诗始试失时寔”和精组

的“咨子恣雌此次慈私死四词”等字同放开口正规，说明舌尖元音[ɿ][ʅ]的产生。 

（5）轻唇音字兼放通、元两规，唇齿音“非敷奉”三母放通规，双唇音“微”

母放元规。例如，“宫外”通规有“分非粉非粪非汾奉”，元规有“文微吻微问微”；

“商内”通规有“方非昉非放非房奉”；元规有“亡微罔微妄微”等。轻唇音通规与元

 
① 《韵略汇通》凡例第五条云：“今以‘西微’诸字归‘居鱼’”，即[i][ʯ][y]三音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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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不同是以声母来源的不同为据，并非从韵母出发，其列字也不能代表通规、

元规韵母读音的不同。 

（6）开口二等牙喉音变为齐齿呼放昌规。例如，“商内”齐齿昌规下列开

口二等江韵的“降匣”；“徵外”齐齿昌规下列开口二等皆、佳两韵的字；“华

音”齐齿昌规下列开口二等麻韵的“虾遐鸦牙”等字，并在牙音声母位下与正规

重列“嘉槚”等字。 

（7）知照组声母合流为一组，与三四等韵相拼时吞掉[i]介音，变齐齿、撮

口为开口、合口。但是韵图为“存古”所困，仍分两组，开口仍分正规、昌规，

合口仍分通规、元规，实际语音无别。例如，“宫内”知照组声母位，正规下列

开口三等蒸韵字，昌规下列开口三等蒸、侵韵字，通规下列合口三等东、锺韵字，

元规亦列合口三等东、锺韵字，四规之位同列三等字。再例如，“商外”知照组

声母位，正规下列开口二等的“山山陕咸”和开口三等的“詹盐蟾盐展仙战仙扇仙”等

字；昌规下列开口二等的“搀銜忏銜”和开口三等的“阐仙然仙冉盐染盐”等字；通规

下列合口二等的“𢹞删”和合口三等的“专仙转仙䍻仙䉊元”等字；元规下列合口三

等的“穿仙舛仙钏仙船仙堧仙輭仙𤲬仙”等字。知照组声母位下二三等混列，三等字既

列于昌规、元规之内，亦见于正规、通规之中，说明知照组声母只剩开、合之分，

已经没有了齐、撮之别，韵图虽列两组实为一组。知照组的四规列字，不能代表

韵部的四规之别。 

根据韵图列字以及“六气分”的分韵内容，参考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

358）、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196）、王松木《明代等韵之类型及

其开展》（2011；301）的拟音，将《太律》四十八韵的拟音汇总于下表： 

! "O5O"5##>©�Fa*¬,�/!#

宫 

入 

正 əŋ 

角 

入 

正 o 

羽 

入 

正 əu 
昌 iəŋ 昌 io 昌 iəu 
通 uəŋ 通 uo 通 əu 
元 yəŋ 元 yo 元 yəu 

出 

正 ən 

出 

正 au 

出 

正  
昌 iən 昌 iau 昌  
通 uən 通  通 uei 
元 yən 元  元 y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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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5O"5##>©�Fa*¬,�/!#

商 

入 

正 aŋ 

徵 

入 

正 ï 

华 

入 

正 e 
昌 iaŋ 昌 i 昌 ie 
通 uaŋ 通 u 通 ue 
元 yaŋ 元 ʯ  y 元 ye 

出 

正 an 

出 

正 ai 

出 

正 a 
昌 ian 昌 iai 昌 ia 
通 uan 通 uai 通 ua 
元 yan 元  元  

2. 《太律》的声母系统 

卷一“专气音图”的声母结构“用声十五”的疾、迟分类，具体内容见下表： 

! "O5O"=##>©�F)´�/E.(bSµ¶#

正声 侧声 

黄 大 太 夹 姑 仲 蕤 林 尼南 射应 宾 无 则 簇 洗 〇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疾 迟   

晓 匣 端 〇 透 定 见 〇 溪 群 知

徹

照

穿 

床

澄 

审 禅

日 

〇 来 〇 泥

娘 

影 喻

疑 

帮

滂 

並 非

敷 

明

微

奉 

精 〇 清 从 心 邪 〇 〇 

《太律》受《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影响追求“清浊”相配，所以一声

两分，一疾一迟，即“帮与滂同行，並为之偶；明与微、奉同行，非为之偶；知

与徹同行，澄为之偶；照与穿同行，床为之偶；日与禅同行，审为之偶”（卷十，

七音韵鉴断）。韵图虽将这些几组读音不同的声母列于一声之下，但是各母在韵

图中的分布不同，列字无涉，更无相混，分布见下表： 

! "O5O"I##>©�F·¸k¹º»k¼½¾¿kÀÁ³)aÂ.T(td!#

 正规 昌规 通规 元规 
帮滂 帮 帮 滂 滂 
明奉微 明 明 奉 微 
知徹、照穿 知、照 徹、穿 知、照 徹、穿 
禅日 禅 日 禅 日 

据其互补的列字关系，可以看出“帮滂、明奉微、知徹、照穿、禅日”的同

列与语音合流无关，只是人为区分。但是“疑喻、泥娘、知照、徹穿、床澄、非

敷”的同列，却是声母合流。卷十“七音韵鉴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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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U#g³¯gÖ¯ZgW¯¥g¢¯¬g¶¯Yg/¯$+Ò#(¯°<x

ä.³kè.®y+å.ÖkZ®y+å.W|kç.¥|®y<x

韵图疑喻合流、泥娘合流、知照组合流、非敷合流，共少六母，除去合流的

声母之外，全浊声母亦清化。卷八“轻重”云： 

³mØìÖ+tw-!¾Tßk4+0z�.(!xM+ë.vghwg³mM

N3GOKA�ßk.Ng3+n©<=µk±Ù+0µ.MN3KA�±.N3+

n©<§k¨+ãk¦áì+"à©=áâ
!
ì+ìWy�º�ÿlÍ©+tÂ�

kvgÒy?wTLO>|}+TÖÒãLßäåvyq�ÝwTDª\«´¦Y¶¨F

Cm#4+ÖOKN.LíSv?jæowTD¡ªç\F|kmlÙ�+K¸¢L+

01Ös.+ìHO©<x

全浊声母虽然清化，但是浊声的影响却保留在声调之中，因此《中原音韵》

平分阴阳，《书文音义遍考私编》声母分平仄两套，《韵略易通》平声两分。《太

律》追求清浊相配，清声母配以浊声母，浊声母配以清声母，凡没有相配的声母

亦列“〇”，以实现“全具仄声，清浊相配”。也因此，保留全浊“匣定群床澄

禅並奉从邪”声母位，分平声为两类。但是此时的全浊声母清、浊分类，已不再

用于区分发音方法，而是转变为表调的不同。职是如此，卷一“专气音”虽列全

浊声母，却只有平声位有真正的列字，仄声位只是重出相应清声母的字，无实际

意义。 

《太律》韵图虽列三十六字母，除去全浊声母和合流的六母之后，只剩二十

一母。葛氏精于审音，合流的声母，对应的列字也相混，“清浊”相配的声母虽

重列一声之下，但是所处四规不同，界限分明。韵图中“疑喻”与“影”的对立

仅限于“专气音”图，“直气声音等位图”的“应射”的仄声位“影喻疑”三母

混列，正说明“疑喻影”三母的合流，实际只有二十声母,附拟音于下： 

! "O5O"n##>©�F(bS�/f�#

声母 晓 端 透 见 溪 知 徹 审 日 来 
拟音 x t t‘ k k‘ tʂ tʂ‘ ʂ ʐ l 

声母 泥 影 帮 滂 非 明 微 精 清 心 
拟音 n ø p p‘ f m v ʦ ʦ‘ s 

 
① 《太律》次页残缺，此处缺一字，用“囗”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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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律》的声调系统 

韵图以“四衡”表四声，但是根据韵字内容可知，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实

际有平（阴平）、平（阳平）、上、去、入五调，具体音值不可考。 

《太律》将声、音系统与传统的五音、十二律相结合，成六音、十八息的本

音，五音、十六声的用音，以此成五组韵图，欲求天下过耳之音，但是终为实际

语音所限。表现出的实际语音具有明显的“官话”特点：平分阴阳、全浊声母清

化、全浊上归去、江宕合流、麻遮分韵、闭尾韵的消失、入声合流等。但是，“鱼”

韵与“止蟹”摄合流，“深曾通”三摄的合流，也体现出葛氏方言的特点，不容

忽视。 

《太律》有五组相互联系的韵图，最核心的是第一图“专气音图”。此图是

其他四图的基础，也最能体现语音特点，但是最能体现葛氏作图旨趣的却是“和

音图”“应声图”。“和音图”“应声图”用“合字”法标明各图所属的音、律、

四规、四等、疾迟、内外等概念，以实现对“无字之音”的谱写，韵图虽然复杂，

但将语音层层拆分，声母细化到声类，韵细化到韵类，然后各以声类、韵类为单

位作图，这是《太律》在韵图史上的创新。 

《太律》减“音律规衡”的标目用字以成减字，其减字作为注音符号与汉语

的声、韵、调的的相对，并通过注音符号的组合实现音素的拼合以表音节，突破

了传统汉字记音的局限，实现“括天下之声”的作图旨趣，这是葛氏在注音方式

上的巨大创新，也是二十世纪国语运动“注音符号”的先声，具有不可忽视的语

言学史价值。 

葛氏重视方言俗语，方言俗语亦是“天地正音”，是语言观念的进步。但是

缺乏发展的眼光以今讽古，斥《七音韵鉴》七音之“谬入”，“以牙舌唇齿喉别

角徵宫商羽，是以形揣音耳失其聪矣。且清清浊浊之间，牙之疑与喉之喻同音，

舌之泥与娘同音，舌之知等与齿之照等同音，何所分别。轻唇音多敷于次清不类，

齿音出心邪审禅又非太浊之类，何其不相配耶”（卷十，七音韵鉴断），以今评

古，不够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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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豁沈韵之陋”的《读书通》 

《读书通》郝敬撰。郝敬，字仲与，号楚望、楚伧，京山人（今湖北京山县），

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有《山草堂集》传世。

《读书通》是郝敬著作集《山草堂集》的第十六种，崇祯间郝洪范刻本，卷首有

郝敬作于天启三年（1623）的题辞，共二十卷。卷一的“四韵纠谬”是全书的理

论根基，“沈休文不达，尽割弃之以就四韵，岂天地之完音哉”（卷二，五声谱）。

郝氏豁沈韵“四韵”之不足，引而伸之为“宫商角徵羽五音”①，配合十二韵，

以求天地之完音。 

卷二的“五声谱”是“四声分统诸韵”的韵书，编纂体例与《中原音韵》相

似，是韵字的分类汇总，不同小韵之间一般用“〇”隔开。卷三至卷十八是据“五

声、十二律”编排的两千多组单字的通假字。即卷一所云： 

èe?é"+Jy®qÏ+JyÏq®+ê C¦�ºl�+�q¿x+��ëo

�+á�í0����+j��M�B+HìKo��+í×K±W©<x

卷十八和卷二十列“续录”，续补“两字相连通用者”②，即列双音节的通

假字。下文论及郝氏的音韵观点，以及韵书的音系特点，而通假字的研究，则俟

后之君子。 

（一）郝氏“文字主义理”的文字观 

郝敬《读书通》强调的“通”，是通“文字之义理”。郝氏在古文通用、假

借、异体的影响下，认为音、形可以无定，“何字无四声，惟义所通，平可仄，

仄可平”（卷一），“点画形象不必相似，惟义理近”（卷一），文字的作用唯

在于通“义理”。郝氏强调“义理”，弱化“语音”和“字形”的作用，因此提

出“古人文字主义理，声音随方俗，原无锁屑定局，必如翻切，强分舌齿喉唇”

（卷一），弱化语音系统。《四声纠谬》更将矛头直指沈约，以张其本。卷一云： 

 
① 《读书通》卷二“五声十二韵”云：“五声者，本沈韵四声，引而伸之，为完音者也。十二韵者，省一百

七类之繁，比而合之也。韵至十二，无不谐矣。五为天地之成数，十二者，天地之纪，五音十二律，从来

远矣。” 
② 《读书通》卷十八“续录”云：“前所录，皆单字，亦有两字相联通用者，举所见闻，不能详备，俟博识

者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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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y��î+E?j¹?îc<Çïtð�+ðfñ.O+��÷ î+ î

fy.O+ò�÷hr<*\1E?÷34�*t"+kW,y.ò/+0Ç?.DR

c<�k/�+gk/g+á1R<x

郝氏认为“沈约四韵，执字限音”（卷一），因此借“五行终始”理论，定

相旋的“五声”，以补“四韵”有定的不足。其卷一云： 

Ç|ç(E?+EÒº�B+BÒºBQ+Q�34.@<CS.g+tyôTb+

0cdõeól(b+xBTQ+0µ´²³Hô¡Q+yõTg+0¥ùhr+ö÷

Bg<x

�f}RÚO+fOb+&Oc+GOd+EOõ+QOe<Hì�O+=Q0B+

tQ(34è�.BC+�±Yø<yi±Vbcdõe+Ci±Vf&GEQ+�±

ùLMN3+\y(E©<x

郝氏“五声”以沈氏“四韵”为基“五声者，本沈韵四声，引而伸之，为完

音者也”（卷二）， 因此前四音“宫商角徵”即“平上去入”，但是又在通用、

转注的影响下，新增无定之“羽声”。“羽声”无定，因此可平，可仄，可为“平

上去入”任何一音，即卷一所云： 

ú0{.+¹"EO+�q?o+L±Ö+Ö±L+û\ü"L(ìy+ü"Ö

(ýy©<þ0ÿ.+)OK±�QH+)"K±}Qy<L}(Ö+Ö}(L+/º

\fO(L+GO(Ö©<x

L±óÖ+Ö±óL+!ºxQO\(L+0"1(Ec<x

羽音的设立并非以语音为据，只为说明通用、转注等字声调间的转换关系，

也因此反对“上平、下平、上、去、入”有定的五声，以及传统的“三十六字母”

分类。卷一云： 

*Í1e(L+0>MLg4L+HL�[#c½�W-HL+Ò[�¬�L+[

0$+¬e°<jòðH.L+ìÒ4L�+%Kb©<*�1(b0>M4+!1I

P%&+(M4c½x

*}�Õ1E"(ö+f"(#+¬Oq©+þ0ÿ.+¹iGFU"<)"KÉ

QO+LMN3+£hQ©<x

郝氏在“平上去入”的基础上增羽音，以说明“音”无定，“凡声皆五也，

宫声浊而重，羽声清而轻。平上去入，即是宫商角徵羽”（卷一），以此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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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的观点服务，并非出于语音上的不同①。从语音的角度来说，羽音实为

虚设，所以韵书也只虚设其位，不列韵字。而且，因对五声的强调，“凡字皆具

五声，平上去入，各兼五也”（卷一），所以韵书不以三十六字母为声目，甚至

不用声目，以示每字都含五声。但究其实，实是“字无定音”。 

要而论之，《读书通》的思路里路：受文字的通用、假借、异体的影响产生

音、形无定，惟通义理的文字观；在“字主义理”的观点下以沈约《四声谱》为

目标，否定通行的音韵理论；并在“五行终始”循环论的观点下，以五为尊，定

五声，十二韵，以此分韵列字。但是，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相互配合，不可

偏废。《读书通》独重义理，对形、音重视不足，是其特殊之处，也是不足之处。 

（二）“声音随方俗”的语音系统 

《五声谱》在“五声”之下据“十二律”合流“诗韵”，定为十二韵②，并据

五声、十二韵的配合已成六十韵。卷二云： 

QO�+%Ç?EO+þ0ÿ.(D'yF�©<F&?�+(f�;×.)+Ù

0B.©<?=F&+��°<Q(34.BC+F&�3ú.*<QyF&]´®

�°+3úUF0Â+tQOòTUF<U�+G+.,©<"��1òO+Oá�±

1"-+.!i®+/!iÏ+é!i)+f�±Óo°+0õ12+MjÒM<x

《五声谱》的基本体例是“四声分统诸韵”，更细一层是“宫商角徵羽五声

—十二韵部—小韵—韵字”，韵字无音释，无反切，无注释，也不用传统声母和

等韵术语。“宫商角徵羽”五声与“十二韵”配合的六十韵，及通用情况转录于

下表： 

! "O5O"w##>sb�Fsbk*+,kN*,u�Ãef#

五声
 十二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宫声 同 迟 危 虞 孩 沉 田 调 摩 邪 强 求 

商声 统 齿 伟 语 海 逞 忝 窕 麽 写 襁 臼 

角声 洞 穉 魏 遇 害 趁 簟 眺 磨 谢 绛 旧 

徵声 笃 徹 虢与徹通 月与徹通 黑与徹通 质 铁与徹通 涤与徹通 末 亵与徹通 甲 屈 

羽声 东与同通 志与穉通 屋与屈通 药与末通 汗与簟通 真与沉通 天与田通 殿与簟通 祃与磨通 削与末通 鉴与簟通 鸠与求通 

 
① 龙为霖《本韵一得》“论四声”云：“郝京山于四声后转一声为五”。许惠《等韵学》云：“郝京山论平

上去入之下更有一声，如‘崩䩬琫不帮’是也，如此‘崩’与‘帮’岂非皆阴平声乎，何以区别”，都论及

羽音。 
② 方以智《切韵声原》中记《郝京山谱》十二韵为：“同、迟、危、虞、孩、真、田、调、摩、邪、强、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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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通》虽列“六十韵”韵目，但羽声实“平上去入”，因此全与他韵相

通用。例如，第一韵羽声“东”韵与平声“同”韵相通，第九韵羽声“祃”韵与

去声“麽”韵相通。《读书通》的通用不仅限于声母，亦适用于韵部。例如，第

八韵羽声列“殿，与簟通”，不仅表示“殿”属去声，亦表其韵与第七韵角音的

“簟”韵通用，实为一类。 

徵声内的“三虢、四月、五黑、七铁、八涤、十亵”也是通用之韵。通用之

韵，韵书“五声谱”只存韵目，不列韵字，以表虚设。《读书通》的六十韵去虚

设的十八韵，实际只有四十二韵，舒声三十六韵，促声只有“笃徹质末甲屈”六

韵，分论如下： 

1. 《五声谱》的声母系统 

《五声谱》不用传统声母，亦不列声目，同声、同韵的小韵一般用“〇”隔

开，但不完善。例如，平声“十邪”韵，上声“五海”韵未用“〇”区分小韵。

根据韵书列字，声母特点如下：全浊声母清化；泥娘不分；精庄组列字合流，读

齿头音；微母独立，不与影喻两母合流；疑喻影三母合流为零声母等。现转录宁

忌浮《汉语韵书史》（2009；299）十九声母的拟音于下： 

! "O5O"{###>sb�F*WbS(�/!#

p宾般病 p‘烹盆喷 m门满命 f 分焚饭 v无文方 
t丁登淡 t‘天滕炭 n陵宁论   
ʦ晶争静 ʦ‘青岑粲  s生心羡  
tʂ 真征郑 tʂ‘春唇秤  ʂ身盛善 ʐ人冉若 
k京更近 k‘倾琴肯  x熏魂旱 ø迎寅温 

2. 《五声谱》的韵母系统 

《五声谱》合流“诗韵”成十二韵，阳声韵的特点为：“通曾梗”三摄的合

口字合流列于第一“同”韵；“臻深曾梗”四摄的开口字合流，收“[-n]”尾，列

第六“沉”韵；“山咸”两摄合流，列于第七“田”韵；“阳”韵“见”组合口

字读开口；“江山”两摄二等韵的牙喉音尚有部分列字保持独立，不与一三等韵

字合流。 

阴声韵的特点为：“遇”摄合口一等“模”韵舌齿音和三等“鱼虞”两韵的

“庄”组字并入第十二“求”韵；“歌戈”两韵开合一致；“臻”摄合口一等“魂”

韵的舌齿音字读开口；“蟹”摄开口一二等韵对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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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书入声独立，兼配阴阳，具有区别的特征的入声韵尾合流或消失。“徵声”

十二韵，除去“通韵”六部，剩下的六部舒促相配。配合关系分别为：“同/笃”

“迟/徹”“沉/质”“摩/末”“强/甲”“求/屈”。现根据韵图列字，参考宁忌浮

《汉语韵书史》（2009；300）的拟音，将其韵部系统及其拟音整理于下： 

! "O5O"~##>sb�F*+,(�/!#

一同 二迟 

质 

三危 四虞 

屈 

五孩 六沉 七田 八调 九摩 

甲 

十邪 

徹 

十一 

强 

十二求 

笃 

 Ï ei  ɑi；ai ən an；ɑn au o；a ɤ aŋ；ɑŋ əu 

uəŋ  uei u uɑi uən uan；ɑn  ua uɤ uaŋ；uɑŋ  

 i    iən ian iau io iɤ iaŋ iəu 

yəŋ   y  yən yan   ye   

卷一“四声纠谬”亦云： 

�1IP%&>M4+ÒD FkD}F+D¾FkDÍÐF+DtFkDÏF+

DÚFkD3ÅF+DVFkDëF+DqFkDeF.×+IP¯�Í3+M±(4+

4±(M<x

“江”与“阳”“删”与“覃”“寒”与“咸”前后重复，说明二等的“江”

“删”“咸”并非独立成韵。《五音谱》在平声“宫声”中保留“江”“山”两

摄二等韵牙喉音部分列字的独立，上、去声中又与三四等韵列字合流，取消独立，

说明合流是主要趋势，但是内部仍有不同。 

3. 《五声谱》的声调系统 

《五声谱》用“宫商角徵羽”五声区分“平上去入”四声，就语音系统来说，

“羽声”只是虚设，并无其位。是时平声已有上、下之别，只是限于“音无定”

的观点限制，未采用有定的五声分类。而且，韵书“宫声”列字中“清”声母与

“全浊”声母列字的部分分立，也说明了平声分化，此与《太律》平声声母的“清

浊”分立相似。例如，“宫声”的第一“同”韵，轻唇音“非敷奉”三母根据声

母的清、浊所属分列两组（“渢”奉母与清声母混列），即“風非楓非豐敷灃敷酆敷

麷敷渢奉封非葑非鋒敷峯敷烽敷”与“逢奉冯奉缝奉”。第三“危”韵喉音“晓”“匣”分

列两组，即“辉晓翬晓揮晓暉晓煇晓徽晓幑晓褘晓煒晓撝晓灰晓隳晓麾晓詼晓恢晓”与“回匣迴匣

徊匣”等。但是去声“角声”将分立的清浊两组合为一列，去声“洞”韵轻唇音

“非敷奉”三母合列一组“奉奉讽非凤奉賵敷缝奉”；去声“魏”韵合“晓”“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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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會匣滙匣惠匣誨晓晦晓缋匣”等，说明声母的“清浊”分立，已经转变为声调的

阴阳分立。也因此，不同于《汉语韵书史》的“平上去入”，定声调为：“上平、

下平、上、去、入”五声①。 

《读书通》主张“文字主义理”，反对对语音、字形的过分研究，致使其忽

视了“字形”和“语音”在“通义理”中的作用，“声亦不可以字穷，撮其大同，

简其大异，举其大凡”（卷二），并不可取。韵书强调“宫商角徵羽五音”，以

五音十二韵追求天地“完音”，先立结构后填内容，并非纯以语音为据。 

《读书通》强调方音“文字主义理，声音随方俗”，“五行之秀钟于人，五

方人声，生于五气……皆天地之正气也。今谓乡音不足据，四韵又何所据乎”（卷

一，四韵纠谬），正视“方音”，与《太律》的观点一致。郝氏“十二韵”虽以

“诗韵”为据，也体现着郝氏方音的特点②，“他的《五声谱》所记就是他的家

乡话——17世纪湖北京山方言”③，为研究京山地区语音的古今演变提供文献支

持。当然，“声音随方俗”，不强调“雅音”“正音”也是对传统语音观念的反

抗，是明中后期追求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具有独特的语音史和思想史价值。 

  

 
① 方以智《切韵声原》云：“郝京山以四声后转一声为五，何如此乎？西土谓之清浊上去入，故曰‘翁㚇

公东绷’五声也。” 
② 方以智《切韵声原》云：“郝京山亦分十二，而都尤则乡音也，然乡音亦古言也。” 
③ 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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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朱子谱而酌定”的《切韵声原》“十二统”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别号浮山愚者、宓山子、宓山

愚者、愚者等，身处明末动乱，为避祸远难，掩人耳目，故其称呼法号常变。方

氏广为交友，亦与西方传教士（意）毕方济（1582—1649）（德）汤若望（1591—

1666）相交。方氏兴趣广泛，博学洽闻，除家传《易》学之外，兼通经解、性理、

物理、文章、经济、小学、律历、医药、史传、诗词、书画等，著述丰富，有《通

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四韵等本》《正韵叶》等。 

方氏《通雅》①成书于顺治九年②（1652），第五十卷是《切韵声原》，又名

《等切声原》。《通雅》“凡例”首条云： 

OS%/×S+¹×©½k4Mû+Ä5^.+16P7<=Ô13+3��×°+

áö89:6ö;.ê©+v¾<w(FG0.E�+t�!>�<x

《通雅》是方氏的随手札记，累计滋多，便借《尔雅》体例编纂成书，其中

音韵学研究札记便是《切韵声原》。《切韵声原》虽以等韵学的“新谱”为主，

亦涉“古音”，内有“论古皆音和说”“字韵论”“韵考”“旋韵图”“十二统”

“十六摄”“六余声”“旋韵图说”等内容，亦在传统道学的影响下，“以配位

通几言之，以易律历徵之”，以象数、律、历为据，通万国之音，穷古今之法。

然而，就《切韵声原》的整体内容而言，方氏对与“十二韵摄”相关的“十二统”

的论述却不多，因此下文对“十二统”的讨论也相对有限。除此之外，方氏见识

广博，目光深远，对沈约和秦篆的评价尤为全面，远超同期之人，值得借鉴。 

（一）“字韵论”辩证的评价沈约和秦篆 

方以智对文字、音韵的发展有独特的认识。卷五十“字韵论”云： 

�y.bTÇ?+{�t.bT=>©+ìÇ|.?+á{=>.?¥¥�yÄø

ì.x+=�v;y?@w+0Aì.��ô¯+¥ÊBkï�CDEF�y¹+3?

 î.yV+0Ç|Y\.+G�VgH�¯g;I3.+�vD?w3.+tøÇ?

 
① 《切韵声原》取字清康熙五年（1666）姚氏浮山此藏轩刻本《通雅》。 
② 李葆嘉《方以智撰刊〈通雅〉年代考述》中考证“《等韵声原》（即《切韵声原》）自序曰：其书成于壬

辰（即顺治九年）。是篇附于《通雅》，为卷五十。此为《通雅》定稿期。据上考述，《通雅》撰著过程酝

酿、录编、修改、缀集、定稿五期终于完成，前后历 20余年。”《切韵声原》虽完成于顺治九年，但方氏

的主要活动仍处明末，文献本身也体现着明末音韵文献的特点，所以仍将其归入明末。李葆嘉：《方以智

撰刊〈通雅〉年代考述》，《辞书研究》，1991 年，第 4期，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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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之亡于沈韵，犹古文之于秦篆也，然沈约之功，亦犹秦篆之功”，方

氏中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沈韵”和“秦篆”，评价中肯。同时，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语音演变，“音韵之变，与籀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随之”，而且不以古

废今，重视今音，“何必定以古人掩后人呼”，这些都是其独到之处。 

除去评价沈约，方氏在“古音学”方面亦有论断，其坚持四声通转“古韵亦

平仄互通”和古韵通转，坚持古韵宽缓，古反切皆音和“详考经传史汉注疏说文

沈孙以至藏释，皆属音和”（论古皆音和说），以反对“叶音”说。间有不足，

却也推动了古音学的发展。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切韵声原》“韵考”内

所列的“古韵七部”非方氏所作①。现转录“古韵七部”的内容于下： 

�?LMNONPQmgo+!"#$%"&$L3�+'!()*+,$-*./012L

`}+34$LW®+5678$*6%"9$LÇ+:;<=>$*6%"?$L,

Å+@A$A*%"B$Lqó+CDEF$GHIJKL7MNOPNQPR!-*S

TUJVWXJYDZ6![$*\]-^$*72_`Gx

考察“韵考”内部，其内所列的“古韵、华严字母、神珙谱、邵子衍、沈韵、

唐韵、徽州诸子谱、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郝京山谱、金尼阁、陈䃤菴皇极纵横

图”尽是他人之书，推测“古韵”也不是方氏所作。而且，方氏在“旋韵图说”

中云： 

ìD´F=DeF�DqÚÏF.ah+0?ÒÈ�n-wTN.b,©+UFc

P.dl&e©<D�?FDf�FÒj.°+ãahT!®×+0éZg.DÍÏF

Ì\_.D¾tFs.+!1ëshc+!ij.ãEc<x

 
① 张民权《古音学研究》中认为：“方氏根据自己对古韵的研究和理解，划定古韵为七部”。 张民权：《古

音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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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朱子谱”都“率升鼻之‘庚青’使齐嘻之‘真文’统之”，但是

方氏不赞同此分韵，认为是“以春统秋”，以“京邵藏四呼”，以此证明“古韵”

非方氏自作。同时，也说明“朱子谱”的“宾崩”确为一摄，不应两分①。 

（二）“十二统”与“徽传朱子谱” 

《切韵声原》中除去分十六摄，横列二十字母，纵列五声的“新谱”之外，

亦有据“朱子谱”所分的“十二统”，“不论开闭撮穿但以叶韵，柴氏所传朱子

谱而酌定者”（十二统），亦是对陈献可《皇极图韵》②三十六韵的合并，“三

十六韵约为十二统，又约为六余声”，但是只列韵部，不列韵图。 

“徽传朱子谱”（或“朱子韵纲”③）是“十二统”的分韵依据，作者、时间

都不见，只在《切韵声原》中有少许记载，“㧑谦门人柴广进云，朱子定本，此

黎美周所藏者后见下庵许邃所抄，即此谱也”。耿振生论其书“见于方以智《切

韵声韵》、林本裕《声位》、李邺《切韵考》等，或称作《朱子谱》”。考察《声

位》《切韵考》④，知两者都未见原书，仅从方氏之言。 

除去上述之书，李元《音切谱》亦论及“朱子十三韵”。李元《音切谱》卷

二十云： 

2öFG?Ñmkglgmgng�gogpgqgrgÍgsgtg�<x

O?r¤#LO"(?�+n%0CgÇ²1æy(b©<uD9HvwÂ?ã+

mN?x+KO�<x

李氏亦未见原书，但引方氏之言。熊士伯《等切元声》亦在序言中论及《朱

子谱》，其云“拜访‘徽传朱子谱’论开发收闭之义，虽其丰復详明，终悭晤对，

疑义颇多”⑤。罗常培认为“据梅膺祚的《韵法直图·序》说‘壬子春从新安得

是图’……后人由‘新安’而联想到朱熹，于是牵强附会的认为这是‘徽州所传

朱子谱’”⑥，“此后，黄学堂根据罗氏之说认为《徽州传朱子谱》既是《韵法

 
①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云“其十三韵部为繃、逋、陂、牌、宾、崩、波、巴、邦、包、褒、鞭、班”，

“宾”“崩”两分。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 年，第 256 页。 
② 陈荩谟（字献可）《皇极图韵》（明崇祯壬申年）横列三十六字母，始见终日，纵列三十六韵。《皇极图

韵》的声母结构与方氏所说的“横列三十切母”不同。 
③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称“徽传朱子谱”为《朱子韵纲》。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

社，1992 年，第 256 页。 
④ 李邺《切韵考》云“（徽州传朱子谱）右录自《通雅》”。李邺：《切韵考》，《续修四库全书》经部，

第 258册。 
⑤ 熊士伯：《等切元声·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258册。 
⑥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 年，第 4 辑，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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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图》，并以《韵法直图》与《切韵声原》作比较研究”①。比较《韵法直图》与

《切韵声原》的分韵列字情况，两书并非一源。 

1. 两图的声母结构 

根据《切韵声原》对“徽传朱子十二谱”的相关记载，知是书将三十六字母

分列两行，按“唇舌腭齿喉”的顺序排列，与《七音略》结构相同，即“徽传朱

子法以河图生序，‘唇舌腭齿喉’为‘羽徴角商宫’律生之后，黄钟上旋，南吕

回旋，自然符号，即郑渔仲所明《七音韵鉴》也宫如翁，齿如抵，羽如补”，而据“中、征读

不却舌，故分正齿，中原则合徴”可知韵图“知”“照”组声母分立。方中履《切

字释疑》②亦云： 

*f"2ö�+yDæåäçèF(DeõdcbFR©+O¬0C??v;y?

@w.�<nF&]-¡DbõcedF.P+́ D��FMz+Ò(DbcdõeFL

´Dh�Fºz+Ò(DeõdcbF+{æ=è+{è=æ+f©<x

“徽传朱子谱”的三十六字母与《切韵声原》的“新谱”结构不同。“新谱”

“知”“照”组声母合流，全浊声母清化，始“帮”终“日”，横列二十字母，

即“‘发送收’三声，‘啌嘡上去入’五声，定论也，中土用二十母足矣”③。 

2. “徽传朱子十二谱”的十二韵 

“徽传朱子十二谱”分十二韵，不列韵目。方氏“就斗唇之声分列”，用“斗

唇”（重唇）平声字为韵目，其内容为：“绷、逋、陂、牌、宾崩、波、巴、邦、

包、褒、鞭、班”。除去韵部名称，方氏亦有简单介绍，其内容虽以“知”“照”

组列字的归类为主，但是也涉及分韵，转录和分析如下： 

|mh52¥
#
+f}2ò+2ìçDg~Fá-%?<x

“绷”韵内含东、冬两韵⑤，“知照”组三等字列东韵。 

 
① 陈圣怡：《〈切韵声原〉“十二统”音系研究》，“国立”中山大学，2005，第 24 页。 
② 方中履：《切字释疑》《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第 75册，第 707 页，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年。 
③ 《切韵声原》“新谱”的二十声母为：见溪（群）疑（影喻）、端透（定）泥（娘）、帮滂（並）明、精

从（清）心（邪）、知（照）穿（徹澄床）审（禅）、晓（匣）夫（非奉）微、来、日。 
④ 方氏术语“闭”的意义多重，既言“唇司开闭”与“开”相对，又用“闭”表闭尾韵，“闭如‘侵监’”，

“侵下四韵闭口”。“徽传朱子谱”的术语“闭”也有多重内含，既可以是“闭唱收东”“闭轻收皆”“闭

轻‘分焚，收文”“波独韵闭重”“角闭‘光匡’，商闭‘庄窻’”，表韵腹的不同，所以“十二开合说”

强调“尾闭之合：侵盐覃凡皆声将尽而闭……‘徽州谱’谓‘东为闭’，以含合也”，其“含合”即“翁东

中是也，绷斗唇亦是”，说明朱子谱中“东为闭”非指闭音韵尾。当然“闭”也用来表闭音韵尾，即“‘琴

心’收‘侵’”“尾闭收亷纤”“尾闭收监咸”都是表[-m]韵尾等。 
⑤ 潘耒《类音》卷二“四呼图说”中云：“吴人读‘东钟’韵正作开口、齐齿”。《古今中外音韵通例》

“公”韵图按语云：“金陵读‘工’韵皆开口，齐齿呼如北人读庚坑韵”，对应“通”摄的“工”韵读为

开、齐两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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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2Z+f}2â+ìçD2�F®2â<x

“逋”韵内含鱼、模两韵，“知照”组三等字列鱼韵。 

mmf¯2\+¯2åM+DWÈFìç+D�FHD�ÜFK2+}2[<x

“陂”韵内含齐、微两韵，舌尖元音仍归齐韵，与方氏“支韵独立，不合五

音”的分类不同。 

xnmf¯2�+h}2K+ìçD\
!
�Fá2+¯ðD��F+á±'2+9?

H"\©<x

“牌”韵内含灰、皆两韵。 

�omD�FL;52DÏF+åMD¾�Fìç+D��F2D¾F+D�F"

f¯2D�F+h}D>�F2DtF+f D̄o�F2DÍF+xahD9±F2D´F<x

“宾崩”韵对应曾梗臻深四摄，“知照”组三等字列真韵，一二等魂、登、

庚韵列字合流同归开重。 

pmD?h¯+J1D¹F><x

“波”韵内果摄独立。  

qmD?f¯+d}D��F+çðD��F+èðD��F®2+O?�Í+*

¯vì?w>.R©
$
<x

“巴”韵内假摄独立，与“新谱”“戈”韵合口三等字两见于“呵阿”“呀

揶”两摄的结构不同。 

rmf52}+}2Dy�F+dhDfÚF+chD��F+®2}<x

“邦”韵内“方忘、光匡、庄窻”归阳韵，与“新谱”列“方忘”于开口，

“光匡、庄窻”于撮口不同。 

Ímf¯2É+f}2a+ÒÈIe°<x

“包”韵内分轻、重，豪、宵两类，二等肴韵分与豪、宵合流。 

smf¯2Ã+ìçDÂ�F®+f}D��F2DTF<x

“褒”韵内分轻、重，侯、尤两韵，三等幽韵与尤韵合流。 

tmf¯52s+h}2Ú+ah2��<x

 
① 据《切韵声音》“新谱”韵图内容可知，此“齐”应是“斋”字之讹。 
② 《洪武正韵》“加”归“嘉居牙切”小韵与“伽具牙切”小韵不同；“蝦”属“遐何加切”小韵；“查”属“槎锄加

切”小韵，不明方式所说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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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韵含山、咸两摄，与“新谱”山、咸分立为“渊烟”“音唵”两摄不

同。 

�mf¯2q+f}2_+eOzqór+ah2�e<x

“班”韵含山、咸合流，与“新谱”山摄一二等对立，分为“欢安、湾闲”

两摄，以及保持闭尾韵的“淹咸”韵不同。“徽传朱子十二谱”的分韵与徽州方

音有关，是研究徽州方音的有利材料，可惜的是只存韵目不见全书。但是，仅存

的“十二韵”仍是《切韵声原》“十二统”、李邺《切韵考》“十二纲”的分韵

依据。 

 （三）《切韵声原》“十二统”之分韵 

方氏“十二统”以“徽传朱子谱”为基，“不论开合撮穿，但以叶韵，柴氏

所传朱子谱而酌定者”。其“十二统”分别为：“翁逢、余吾、为支、怀开、真

青、歌呵、耶哇、阳光、萧豪、尤侯、烟元、寒湾”。方氏“十二统”完全承袭

朱子谱“柴氏所传朱子谱而酌定者”，韵次、韵序都不变，同时参考《皇极图韵》

的三十六韵“三十六韵约为十二统”。现据“旋韵图”①将《皇极图韵》三十六

韵、《中原音韵》十九部②、“新谱”十六摄、朱子谱十二韵、十二统对应关系

整理于下： 

! "O5O"�##>ÄÅE,F>TÆ/,FÇ�kÈX�k*+�,def#

/�GFU?x Fq�x ��FUix 2ö�x F&sx

! "#$ %# ! "&# ! '(# ! )# ! '*#

+ ,#- .# + ,.# $ /0# $ 1# $ 23#

4 5#6 7#!8 9#
6 7:#

4 ;5# 4 <# 4 =5#
4 5>#

? @#A B CD# - DE# 6 FG# 6 H# 6 IJ#

!! K !$ L !4 M# ? KL# + NO#
+ PQ# + KR#

46 S# !? ST# !+ UV!#

 
① 《切韵声原》“旋韵图说”云：“元会呼吸，律历声音无非一在二中之交轮几也，声音之几至微，因声起

义，声以节应，节即有数，故古者以韵解字，占者以声知卦，无定中有定理，故适值则一切可配，缕析而

有经纬，故旋元则一切可轮。” 
② 《切韵声原》“旋韵图说”云：“细分十六摄之小翕辟为三十六……收‘中原韵’而并‘廉纤’‘监咸’

于西北；并‘家麻’‘车遮’于西南……然字少音逼，所谓并之以便用者也。‘支’为独韵，五音俱不相

配，故附‘逶’而立韵，又有‘儿’为独字韵，亦当附此。” 
③ 《切韵声原》“新谱”第十五“音唵”摄包含中古的侵韵和咸摄一等的覃、谈两韵。而“十二统”中侵

韵归“真青”韵，覃、谈两韵归于“班”韵，（“朱子谱”“賔崩”韵云：“尾闭‘琴心’收侵”；“班”

韵云“开重收寒，开轻收山，按此读寒叶桓”），所以此韵两见。“新谱”第十六摄“淹咸”亦两见。因

为，“朱子谱”“鞭”韵云：“尾闭收亷纤”，“班”韵云：“尾闭收监咸”，《中原音韵》的“亷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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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5O"�##>ÄÅE,F>TÆ/,FÇ�kÈX�k*+�(,def 
$C W 48 R 4! X# !+ WR# !$ YR# # #

$$ Z $4 [# !$ Z[# C \]# - ^# - Z\"#

$? _ $A `#
!6 a`#

!8 bc# ? d# ? ef#
!4 g_#

$6 h $+ i $- j# $ kh# !! lm# A n# A hi#

$8 o $! p# !! op# !4 qr# C s# C op#

4$ t 44 u# !- ut# !6 vw# !8 x# !8 ut#

!A y !C z# !8 y{# A |}#

!! ~# !! }z#
4+ � 4- �#

!A ��#
!- ��#

!C ��#

!6 � !+ �# C ��# - ��#

!$ �# !$ ��#
!6 � !- � !? �# A ��#

? ��#

!- ��#

!+ UV#

 “十二统”“朱子谱”的韵部系统，与体现休宁方音的《音声纪元》“十

二律开合表”的“南音”分韵相似，都是“山咸”两摄合流外②，“臻深曾梗”四

摄合流③。《切韵声原》只列“朱子谱”韵目，虽据此作“十二统”，未配韵图，

其后（清）李邺承方氏学说，尽录“朱子谱”内容，并配以韵图成“韵谱”“十

二纲”，但是内部分韵已然不同。 

方氏的“十二统”承于“徽州传朱子谱”与“新谱”十六摄不同。也因“徽

州朱子谱”的影响，沾染了部分徽州方言的成分。虽欲“勿泥乡音，少所习熟，

然后可以知古今万国之时宜矣”，但也无法避免方音的介入。 

方氏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既吸收古今中外的不同思想，应用“发送收”

“啌嘡”“粗声细声”等术语④，且不从古废今，主张“何必定以古人掩后人”

“存旧法考古今可也，岂守其混与借，以立法哉”。而且，用辩证的思想评价沈

 
咸”两韵在“新谱”十六摄中合流为“淹咸”一摄，所以此摄亦两见。 
① “徽传朱子谱”巴韵云“独韵开重”，假摄独立，与“新谱”十六摄“戈”韵合口三等两见于“呵阿、

呀揶”两摄不同，亦于《皇极图韵》不同。《皇级图韵》“戈”韵合口三等不重出，归于二十七“麻”韵。 
② 安徽休宁人吴继仕（字公信）于万历辛亥年（1611）著《音声纪元》。《音声纪元》卷四云“南吕之‘南’

即南湳婻纳、覃感勘合也”，“南吕”包含平水韵的“寒、删、先、元、覃、盐、咸”，山、咸摄合流。 
③《音声纪元》卷四云：“夫‘林’‘应’本同韵而分之以为二者，盖‘真侵庚青蒸文’六韵，虽曰通用而

中原有分别故分之”，即“真深曾梗”四摄合流。 
④ 《切韵声原》云：“阴阳、清浊、轻重留为通称，故权以‘啌喉’之阴平声、‘嘡喉’之阳平声，例曰

‘啌嘡’，不以混开合之阴阳、清浊之阴阳。其轻重则曰‘粗声’‘细声’。其清浊则曰‘初发声’‘送气

声’，不以混上声浊，去声清，平声清，仄声浊，啌声清，嘡声浊之通论也。”方以智不满传统术语的局

限，为更好的表达自己的音韵观点，用“粗声、细声”“啌嘡”“发送收”等术语代替旧有的“阴阳”“清

浊”“轻重”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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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小篆“古音之亡于沈韵，犹古文之于秦篆也，然沈约之功，亦犹秦篆之功”，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语音演变，“各土各时有宜”等，都是方氏的独到之处。 

方氏坚持“声数同原”，用形而上的易理去寻求适用古今万国的声音之道，

“知古今万国之时宜矣”，并空造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术语（例如“齐齿”声、韵

两用，“闭”内涵的驳杂等）和说明。例如，用四季、“四正四隅”等概念说明

韵部的分立。但“通几”不尽善，至微妙处则理穷“支分太细则另俟”，只得用

“声为韵迮多无其字并不得声逼纽太窘”敷衍其事。而且，方氏坚持中国中心观，

“万国之声喉同，而用唇舌者异，独中土为中声，善用其全末全本，犹万类以人

为受，天地之中也”，亦是方氏哲学思想的体现，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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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端与成型虽分为两个阶段，但是两个

阶段同处明中后期，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潮，内在理路差距不大，因此

合而论之，总论其特点如下： 

第一，追求“天地完音”的构建。 

古今音变，使得音韵学家注意到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从而促进寻求涵盖一

切过耳之声的理论性尝试，“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矣，虽鹤唳风声，鸡鸣狗吠，

雷霆惊天，蚊虻过耳，皆可译也”①，即寻“元”、探“原”的过程。《字学元

元》之“元”即“天地之心，所谓无心者也，予作是《元元》，正见其无心之心，

以宣其无心之体”。《音声纪元》的“纪元”即“声音之所自始也”。《元韵谱》

之“元”也是“天地之完音”，其“十二佸应十二律圆图”以明声律转叶相通。

《太律》更以五音阴阳括天下之声，“见尧援周礼以为阴阳之声，与五音交恰足

以括天下之声”。《读书通》“本沈韵四声，引而伸之”成宫商角徵羽五音，以

求天地之完音。《切韵声原》以象数、律、历为据，以穷“古今万国”之音，达

声音之“原”，并配以“旋韵图”，“旋元则一切可轮”以表一切之声音。 

第二，“配位通几”，借天下“不易之理”括声音之道。 

音韵学家追求可以涵盖一切声音的理想“韵图”，而讲求万物规律的《周易》，

以及后来以声音为载体推衍“万物之理”②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外来

的“华严字母”都恰好满足此要求。因此，音韵学家多将音韵术语与传统的五行、

阴阳、律吕相配，借此说明语音之规律，或虚设声韵结构，以满足阴阳相配、声

韵均齐的要求，即“以配位通几言之，以易律历徵之”，从而借天下“不易之理”

括声音之道，以此为其语音系统正名。例如，《增字学上下开合图》违反无字之

韵虚设其位的列韵规则，根据各摄所含的韵部所属，归入相应韵图，以维护“华

严字母”“十二行”的韵图结构。《音声纪元》“十二律图”为满足“翕辟”相

配，各律都分开、合，声母为实现“五音均齐”，五音之下各分五位，共二十五

位。《元韵谱》为与“刚柔律吕”相配，各佸强分“四响”，声母虚设“蒙音”，

 
① （宋）郑樵（1104-1162）：《通志》卷三十六《七音略·序》。 
② 《音韵阐微》“序”云：“尝观《皇极经世书》律感吕而声生，吕感律而音生，律吕倡和相生不穷，以声

音统摄万物之变，说者谓其以声起数，以数合卦，而万物之理备焉。”李光地，王兰生编撰，黄雪晴校理：

《音韵阐微校理》，中华书局，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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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结构完整。《太律》为实现每律之下的“清浊”相配，在没有与之对应的“清、

浊”声母位列“〇”，以实现“全具仄声，清浊相配”。《读书通》虚设“羽”

音，以成“宫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又与“十二律”相配合为“六十韵”，同时

以韵部通用以填无字之位等，都是其表现。 

此阶段的韵图不仅是拼读切语、辩证字音的实用工具，也承载了音韵学家的

世界观，及其对等韵的传统认知。虽然这些尝试多属客观唯心主义，而非真正的

以语音为据的客观唯物主义研究。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音韵学家也不能超越

时代的限制，不应过分苛责古人，以今律古。 

第三，内容多以宋元韵书、韵图为基。 

这一时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还不能完全脱离宋元韵书韵图的影响，多

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四声等子》《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七音略》等

书为作图依据。例如，袁子让《字学元元》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分韵列字

之本。乔中和《元韵谱》以《改併五音集韵》为基。吴继仕《音声纪元》延续宋

元韵图的开合四等，直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七音略》为列字来源等。 

第四，以实际语音为据的“四呼”格局还未真正确立。 

此阶段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还处于“变等为呼”的过渡期，“等”“呼”

转换的规律性更强。基本按照对应规律将开口一二等位之字合流为一类，开口三

四等位之字合流为一类，合口一二等位之字合流为一类，合口三四等位之字合流

为一类，此类以《字学元元》为代表。 

第五，注重“术语”的创新性。 

有明一代的韵书、韵图注重创新，明中后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亦是如

此。此阶段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多以语音演变规律为基，调整编撰体例，创

新术语以涵盖新的语音现象。例如，面对“四呼”之别，《字学元元》增“上下”

于“开合”之列，成“上开”“下开”“上合”“下合”四类。《元韵谱》分以

“柔律”“柔吕”“刚律”“刚吕”的“四响”。《太律》用“正昌通元”以与

“四呼”相配。《切韵声原》则以“开合粗细”以与“四呼”相应等。面对全浊

声母清化，声母合流的语音事实。《元韵谱》用“清”“半清浊”“浊”的“三

籁”表合流后的声母。《切韵声原》用“初发声”“送气声”“忍收声”的“三

迭”以与传统字母的“清浊”概念相区分等。但是对古今术语的内涵把握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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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已有的声母分类与传统术语“清浊”“牙舌唇齿喉”等概念的左右粘连，

界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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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 

以清代明，学者震惊于当时的政治变局，把先进汉民族的自取败辱引为沉痛

教训，“哀其所败，原其所剧”①。因而利用他们的文化素养，对他们认为的导

致民族衰败，学风堕落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检讨和批判，并把矛头直指

作为专制统治思想的宋明道学。 

“清初学术，在形式上是按照复归经学以通经致用、注重史学以推明大道、

扬弃程朱陆王以总结宋明道学、复兴先秦诸子之学以对抗儒家道统、重视测质之

学以格物穷理的方向而发展的”②。而历经明末抗争的樊腾凤亦是深沉反思，主

张实学，“子自童年，淡志功名，痴心韵学，流览诸韵书，见海篇直音法穷而涉

于粗浅，等韵门法错杂而又过于深微，学辄苦于难知，置而弗讲，因按《韵略》

一书，引而伸之，法虽浅陋，理近精详”（《五方元音》自序）。樊氏的《五方

元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物，有着与明中后期“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截然不同

的面貌。是书整体趋简，通俗性增强，理据论述减少，变革所据之书，开“十二

韵摄”韵书以“时音”韵书为据的先声。但是“四呼”的分类不够完善，因此只

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樊氏之后，年希尧的两次增补本，以及高明直

“录作袖珍”的《音韵集注》，但都不变《五方元音》的基本体例，因此归为一

类。 

  

 
① 王夫之：《黄书·后序》，《川山全书》第 12册，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539 页。 
② 萧箑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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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认难字以餙浅陋辩差讹以证声音”的《五方元音》 

《五方元音》明末清初樊腾凤撰。赵荫棠《等韵源流》考证是书成书于顺治

十一年（1654）至康熙十二年（1673）间，但是根据“晚近龙庄伟（1988:116—

117）据樊氏后代所录碑文，得知樊氏卒于康熙三年（1664），遂将成书年代现

定于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三年之间”①，即 1654—1664 年之间。 

樊腾凤（1601—1664），字凌虚，河北尧山人，明泰昌元年（1620）邑庠生

员，不求仕途，潜心研究学问，对天文、地理、经传都有涉及，但尤善音律、音

韵及《周易》之学，“子自童年，淡志功名，痴心韵学”（自序）。明亡后，参

与反清斗争，失败后，藏于地窖内三年，期间完成了《五方元音》。 

《五方元音》为“正音”而作，亦为识字知音为用，“若谓仅仅认难字以餙

浅陋，辩差讹以证声音，不务归于身心，了无关于性命，则矣浅浅乎”（自叙），

非为作诗用韵服务。并在传统“易理”思想影响下，配声、韵、调以定数，以括

“天地之元音”。自序云： 

ev?jwfS+þ0ÿ.+����+¿xÎ�<i´Iþ%+?�&F+¯j

Ç�+O5�E+'L�+d#ñ� +?�0ó<w��¡!+¢úV£+T?.

¯���.+Ç&F(F&+1¦,=1@+k34.fÚla+0�±Yø<TO.

'L�0¤.+tEO(QO+1¦úCyy+k34.Q]lÒ+0SñÆ<Ü>

M4¥+a¢¦<IU?3OØ+}kM$1¦3<PU?3O³�+̄ m4§1a

4¥¥qúr¨+£I0ó+í©ø1(R<x

又在“实用性”的指导下，不尊传统声目、韵目，亦与清浊、轻重、门法等

术语无涉，仅以常见的动物②、天象、天、地命名，通俗易懂，不仅减少了语音

演变后术语内涵外延界定上的纠葛，也更为通俗，更具实用性。且以北音系韵书

《韵略易通》为基，一扫明代韵书、韵图一以宋元韵书韵图为基的历史局限，开

启了以“时音”为据的新局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语音史价值，亦对之后的韵书韵

 
① 宋韵珊：《试论〈五方元音〉与〈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编排体例》，《声韵论丛》，1998 年，第

7 辑，137 页。 
② 张仲仁《等韵易简》在“五方元音非正书”中特别批评樊氏韵目用字的俚俗性，其云“韵目取用‘马牛

羊獒’等字，俱属鄙俗”，及其附会成分“俗传樊腾凤《五方元音》一书以十二韵配十二律，盖推本声音

所出犹可说也，篇首并列河图、太极图于字音毫无关涉，以觉荒诞”。 张仲仁：《等韵易简》，光绪壬寅

年（1902）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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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正是如此，学术界对此书颇为关注，对作者、音系、

编纂体例的研究都颇为完备，因此本文从简，只作简单论述。 

一、《五方元音》的编纂体例 

《五方元音》书、图相配。韵图按：十二韵—“横五声二十母—纵‘四呼—

五声’”①的顺序分图列韵，即以十二韵分十二图，每图横列二十声母，纵分四

行，每行内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无入声字亦有入声位，列“●”以

填之。韵书是“诸韵分统四声”，即按“十二韵—二十声—呼—五声”的顺序分

韵列字，书、图一致，结构完整。收字以《韵略易通》为基，以常用字为标准，

收字较少。 

《五方元音》在《韵略易通》的影响下分二十声母，但是不满“早梅诗”次

序的错乱，依《元韵谱》②排列声母，同时调整牙、喉音的先后顺序，定二十字

母为：“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亦在《元韵谱》“十

二佸”的影响下，并《韵略易通》的二十韵为十二韵，先阳后阴，与《元韵谱》

的阴阳相配不同。同时，在易理思想的影响下，赋韵部以易理色彩，所以《五方

元音》“西江月”第一云： 

D3FD4FÍª�a+D�Fyx&Bú+G(DåF?+4(D«F?+D@F

QUD¬F�Å+;DFJD®F\?+qD¯FFD�FÃ�+D°F|Ff�b

c+sM�µè¢<x

十二韵以“天”为首，以“地”为终，三才中的“人”位于“天”后。具体

顺序为：“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

十一豺、十二地”。入声与属阴声韵的后六韵“虎驼蛇马豺地”相配，前六韵“天

人龙羊牛獒”是寄韵入声，韵字加圈“〇”以别。 

《五方元音》亦受《元韵谱》“四响”的影响，分列“四等”，纳“四呼”

入韵图，与《青郊杂著》“四科”《字学元元》“开合上下”等相类。除去四呼，

《五方元音》亦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以《韵略易通》为据，据“时音”合流韵

部，“于韵之重叠者裁之，减二十为十二”，定十二韵，是明代韵图内容的进一

步发展。 

 
① 《五方元音》韵图中对“四呼”列字的区分并不严格，这里仅就韵图的总体格式而言。 
② 《元韵谱》声母按“唇、舌、半舌、下齿、上齿、半齿、喉、牙”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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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元音》的分韵方式及小韵次第尽依《韵略易通》，虽有合流，但是不

变韵部内的小韵分类。《韵略易通》小韵本身并没有严格的顺序规定，因此以此

为据的《五方元音》也扰乱了“四呼”的界限，韵图列字稍显混乱，但又不是全

然无绪，而是根据韵部内各小韵所拼声母的多寡排列四呼次第，小韵所拼声母多

者列前，少者列后，有类于《切韵声原》的“新谱”结构，但是无字者不设其位，

更增加了韵字的无序性。 

二、《五方元音》的音系特点 

《五方元音》以《韵略易通》为基，其十二韵是《韵略易通》二十韵部的改

并，对应关系如下： 

! 5O"O"##>sÉR/F*+,[>,�Ê�F+*,(yzef!#

《五方元音》 一天 二人 三龙 四羊 五牛 六獒 

《韵略易通》 

4山寒 5端桓 

6先全 9缄咸 

10廉纤 

3真文 

8侵寻 

1东洪 

7庚洪 

2 江阳 20幽楼 16萧豪 

《五方元音》 七虎 八驼 九蛇 十马 十一豺 十二地 

《韵略易通》 
14 呼模 

3居鱼（知组） 

17戈何 19遮蛇 18家麻 

 

15皆来 11支辞 12西

微 13居鱼① 

《五方元音》的列字和注释内容也源于《韵略易通》，但是在《元韵谱》的

影响下改列字的无序性，据字形的相近性排列韵字，并用“丨”代注释中韵字的

重出，内容更趋通俗，地名注释趋简，姓名、卦名、星名释义多有补充。同时，

部分列字增有反切注音，对比如下： 

! 5O"O5##>sÉR/FÇËÌB23#

声 韵 调 字 《五方元音》 《韵略易通》 
系 虎 入 㩋 似足切也，相玉切 打也 
云 虎 入 軉② 丹家宝也又余出毫州，禅六切  
金 虎 入 鹄 鸿鹄又古鸟，各六切 鳥名 
风 驼 入 缚 符镢切，束也 束也 
日 马 平 𩭿 无毛也本作，入声人下切 無毛也本作入聲人轄切 
云 地 入 壹 專壹也，又一切 專壹也 
蛙 地 入 额 定数，又于革切 頭角 

 
① 樊氏《五方元音》将“居鱼”韵分属两韵，一组归入“虎韵”，一组归入“地韵”，与徐孝《司马温公

等韵图经》《韵略汇通》《太律》和《北平音系十三辙》中把“居”韵归于“止”摄的方式相似。 
② 《五方元音》“軉”字是据《篇海》所增，不见于《韵略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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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注音既不见于《韵略易通》也不见于《字汇》，是年氏所增，盖是“时

音”的体现，且入声“𩭿”字反切注“人下切”，下字“下”属舒声“马”韵，

说明舒促合流的语音事实。除此之外，后六韵入声字之前多有反切注音，共五十

五处。除去入声，十二“地”韵、平声“鸟”母下亦有反切注音，即“鸟，弩威

切”。 

《五方元音》约收录 8409①个韵字，相对《韵略易通》增补了约 176 字，删

减 89 字左右，改变字形的约有 37处②。现据韵图列字，拟音为： 

! 5O"O=##>sÉR/F(,d�/#

一天 an ian uan yan 七虎   u  
二人 ən iən uən yən 八驼 o io uo  
三龙 əŋ iəŋ uəŋ yəŋ 九蛇  iɛ  yɛ 
四羊 aŋ iaŋ uaŋ yaŋ 十马 a ia ua  
五牛 əu iəu   十一豺 ai iai uai  
六獒 au iau   十二地 ï i uei y 

《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亦以《韵略易通》的二十字母为基，但是改动声母

顺序，按照发音部位排列，同时配以助纽字，调整部分声母内容。其“云”母对

应《韵略易通》“一”母的齐齿和开口呼，“蛙”母对应《韵略易通》的“无”

母和“一”母合口呼。二十字母与《韵略易通》相比，少了一个对应三十六字母

“微”母的“无”母，但是因为同属零声母的“云、蛙”两母两分，“而‘云’

‘蛙’二母相近，而实相分，亦经纬所必至，理数不能无”（五声释），所以总

数上仍是二十母，实际只有十九母。拟音于下： 

! 5O"OI##>sÉR/F(bS�/#

梆奔班

冰边 p 匏盆攀

平偏 p‘ 木门蛮 
民绵 m 风

分番 f 
斗登单

敦端 t 土吞贪

听天 t‘ 鸟宁年

能南 n 雷林连

棱兰 l 
竹肫专

真占 tʂ 虫春川

参搀 tʂ‘ 石申苫

唇拴 ʂ 日
仁然 ʐ 

剪精尖

尊鑽 ts 鹊清千

村攛 ʦ‘ 系新先

孫宣 s 云因言

氳元 ø（齐撮） 
金京坚

根干 k 桥轻

牵 
坑

堪 k‘ 火兴轩

昏欢 x 蛙文晚 
恩安 ø（开合） 

 
①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中记《五方元音》有 8745 字，但本文统计的只有 8405 字，相差 336
字左右。 
② 《五方元音》文秀堂版有三页“原缺”，据《五方元音》《韵略易通》和年氏增补《五方元音》的列字关

系，反推樊氏的列字各数，排列顺序，增减的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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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樊氏对“五方”不论“古今”的正音观 

《五方元音》深受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影响，在天地终始，循环不已的观

点影响下，认为“一人之口千万人之口，同一时之声。千万世之上，千万世之下

之声，又无不同，不以韵名又乌乎可”（十二韵释）。《五方元音》的“元音”

实乃“天地之元音”①，即适用于五方各域的“正音”。“五方释”云： 

±²G+"/�Ï®+y�Ï®+y/�Ï®+��Ï®+�/�Ï®+y�Ï®+

HRQ<0OxÏ©<�¥y.yIçå+ùy.yI×åLhy.yIæåLry.

yIèå<�Tè��àTæ+�Tç��àT×<{R³ì´cµ{+R/¸c�

s+)ì¶L+��ìy+Qy.ñ+òmì.W<·XW!s�´34.,+0�(

¸:+ô±kVOy°<x

樊氏虽然批评伊川先生五方音殊的观点，强调存在通行五方的“正音”，但

也认为语音的异同在于“方有异同”，不在于“千万世”，他的“正音”②观只

注重横向上五方之音的不同，忽视了纵向上的古今差异，因此把与“正音”不同

的古音、俗音并列于“俗讹”之类。所以，《五方元音》“俗讹字类”认为： 

¹RST��Aº.¡+*1A!»+�fWA(D1��F+kDäF®y�K+

3D|?F3cit©<x

¼U:T�O¡+�½�A#(¼+"=gÒ+A¾(¼+?�¿.q©+P.A

À(¼+ûù;Àgª;gû;À+�Kì+ØAi¼g&¼+úÁy.�+á�Â

ÃA(ü¼�+àíÄ�+M+>§<j�A#(DÎc�F�+�(±�<x

樊氏以“爷”“姐”两字的“时音”为正，反将古音的“以麻切”“精假切”

归为俗讹之音，正是樊氏“正音观”指导下的结果。 

《五方元音》以《韵略易通》为据，在《元韵谱》的影响下调整声、韵结构，

又在“正音”观念的指导下分十二韵、二十声、五调，音系与“官话” 基本相

合。但是，樊氏注重五方之异，忽视古今之变，是语音观念上的不足。樊氏深受

易理思想的影响，努力寻找声、韵数目与“易理”的对应关系，以此实现借天下

不易之理以括“天地之声”。因此，书分上、下册以配阴阳两仪，调、声都分五

 
① 年希尧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序言亦云：“今由是书观之，命名取义直欲以天地自然之律和天地

自然之声，谓之曰‘元音’，洵不诬。” 
② 明清音韵文献中的“正音”“正韵”“元音”等名目，都是音韵学家借助不同概念范畴相互整合，以展

现自己认为的可以囊括四海不同之音举世奉行的理想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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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以与“五行”相配，韵分十二部以与十二会一元之数相合等，这些都是等韵文

献惯用的理论，《五方元音》也无出其右。只是樊氏不论律吕，声、韵无需与律

吕相配，更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整体结构趋简，是其不同之处。 

《五方元音》最大的特点在于“通俗性”，声、韵都不用传统声目、韵目，

以常见字为目，减少了“术语”名实上的纠葛，更以《韵略易通》为蓝本，开以

“时音”为据的新局面。但是，韵书部分以《韵略易通》为据，忽视了韵图内部

的“四呼”界限，稍有不足。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新理论的提出必然不能尽善

尽美，需要后出者逐步调整和完善。樊氏之后，年希尧、赵培梓、徐桂馨、海山

都在不断的增补和完善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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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年希尧不变《五方元音》基本“条理”的增补本 

年希尧,字允恭,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清汉军镶黄旗年遐龄之子,年羹尧之

兄。年氏对樊氏《五方元音》推崇备至，“有所谓《五方元音》者，其审音叶韵

一览了然，几几乎驾《字汇》而上，之是书也，尧山樊君腾凤所辑也”（年希尧

康熙四十九年序），并两次增补《五方元音》，“而予独惜是书之湮没不彰，不

得与《字汇》并传，因于公务之余，重加删定付之梓人，庶乎是书之得以广其传，

而当世之留心字学者，亦不无少补也夫”（同上）。 

年氏第一次增补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是时年氏在武安初得此书，增补

后仍为《五方元音》，序言落款为“康熙岁次庚寅仲冬广宁年希尧题于武安公署”，

有的还印有“年希尧印”和“允恭”两个印章。《四库全书》收录的《五方元音》

就是年氏康熙四十九年的增补本。第二次增补在雍正五年（1727），善成堂重刻

年希尧的《五方元音》，序言落款是“雍正丁末四月广宁年希尧序”。光绪九年

埽叶山房刊本《新纂五方元音全书》就是年氏雍正五年的增补本。 

一、康熙四十九年《五方元音》与樊氏《五方元音》的不同 

（一）两书序言内容的不同 

年氏删樊氏自序，增自纂的序；删樊氏体现“易理”的“新纂五方元音目录、

河图、字学源流图、五声掌图、五声字母图、十二韵十二律图、十二韵释、俗讹

字类、西江月三首、附平仄歌诀”，留“十二韵目，二十字母，唇音水肾羽，舌

音火心徵，齿音金肺商，牙音木肝角，喉音土脾宫，身备五音诗，反切要法，取

字法”，并将“十二韵目、二十字母”放于最后，韵谱之前，定顺序为：“年氏

序，唇音水肾羽、舌音火心徵、齿音金肺商、牙音木肝角、喉音土脾宫，身备五

音诗，反切要法，取字法，韵目，二十字母”。 

（二）韵图列字和排列顺序的不同 

韵图列字顺序的不同。樊氏韵图虽以韵书同声小韵为次，但不严格，韵图列

字顺序和韵书小韵顺序不完全一致。年氏强调“是书者审音叶韵一览了然，岂必

规规焉，惟笔画之多寡可分类而求，悉数而得哉”（康熙四十九年序），严格根

据韵书中各小韵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韵图列字。当然，韵图列字亦遵樊氏之书，

有音无字处也列虚圈“〇”，但是删去五声俱无的小韵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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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两书对韵书贴合程度不同：年氏严遵韵书，尽列各韵首字；樊氏

不完全按照韵书，多列同音字，且与《元韵谱》相合处甚多，致使两书韵图列字

的参差，不同之处约有 336处。 

（三）入声分配的调整 

樊氏《五方元音》前六韵入声位用“寄韵”虚设其位，“天”“人”两韵入

声位有付之阴梓的入声字，“龙、羊、牛、獒”四韵虽然也有“入声寄某韵”的

字样，但是入声位全列“●”。年氏韵图与之不同，其“龙、羊、牛、獒”四图

入声位都有列字。另外，两书后六韵“虎、驼、蛇、马、豺、地”的阴入配合关

系也有不同，而且“虎、豺、地”三韵入声字的调整最为突出。汪银峰《年希尧

增补〈五方元音〉与清代官话音系》①对此调整有详细论述，但是论文只涉韵图，

忽略了韵书中入声字的调整。现重新整理于下表，（为明确对应关系，附相应的

平声韵字于“/”后）： 

! 5O5O"###ÍÎÏÐa*WÍÑ>sÉR/FÒbPÓÔ!#

《五方元音》 康熙四十九年增补本 《五方元音》 康熙四十九年增补本 

韵部 声 小韵 合并入声小韵 韵部 声 韵部 声 小韵 合并入声小韵 韵部 声 

七虎 匏 哱 泼/坡 八驼 匏 十一豺 火 获 霍/禾 八驼 火 

七虎 鸟 肭 诺/那 八驼 鸟 十一豺 蛙 嚄 霍/〇 八驼 火 

七虎 云 玉 聿/于 十二地 云 十一豺 蛙 额 萼/阿 八驼 蛙 

七虎 金 菊 橘/居 十二地 金 十二地 梆 北 薄/波 八驼 梆 

七虎 火 顼 戌/须 十二地 系 十二地 木 墨 莫/坡 八驼 木 

九蛇 竹 梲② 桌/〇 八驼 竹 十二地 斗 忒 （新增）/〇 九蛇 斗 

九蛇 虫 啜 繓/𠉧 八驼 剪 十二地 土 德 （新增）/〇 九蛇 斗 

十马 蛙 遏 腭/阿 八驼 蛙 十二地 竹 侧 啧/〇 九蛇 竹 

十一豺 梆 百 薄/波 八驼 梆 十二地 石 色 懎/〇 九蛇 石 

十一豺 匏 拍 泼/坡 八驼 匏 十二地 剪 则 啧/〇 九蛇 竹 

十一豺 竹 责 啧/〇 九蛇 竹 十二地 系 塞 懎/〇 九蛇 石 

十一豺 虫 策 拺/〇 九蛇 虫 十二地 金 国 郭/戈 八驼 金 

十一豺 石 索 懎/〇 九蛇 石 十二地 金 忔③ 阁/歌 八驼 金 

十一豺 石 率 索/〇 八驼 石 十二地 桥 刻④ 恪/珂 八驼 桥 

十一豺 金 格 阁/歌 八驼 金 十二地 火 纥 曷/呵 八驼 火 

十一豺 金 虢 郭/戈 八驼 金 十二地 火 或 霍/禾 八驼 火 

 
① 汪银峰：《年希尧增补〈五方元音〉与清代官话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2期，

第 186—189页。 
② 年氏康熙四十九年《五方元音》并非将《五方元音》“梲”小韵字整体移动，只是将其“茁䂐𠿡窡錣”

四字从“九蛇”韵移动到“八驼”的入声位。  
③ 《五方元音》“地”韵图不列“忔”小韵，韵书有其位，但平上去三声无字，只在入声位列“忔趷𩨘犵
格骼隔鬲膈嗝槅革”等字。 
④ 《五方元音》韵图不见“刻”小韵，只于韵书入声位列“刻克克喀揢”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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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O5O"###ÍÎÏÐa*WÍÑ>sÉR/FÒbPÓÔ! 
十一豺 桥 客 恪/珂 八驼 桥 十二地 蛙 厄① 萼/阿 八驼 蛙 

十一豺 火 核 曷/呵 八驼 火  

韵书入声有九处调整分别是：七“虎”韵的“哱、肭”，九“蛇”韵的“梲、

啜”，十“马”韵的“遏”，十二“地”韵的“忔、刻、纥、厄”。关于年氏入

声的调整，龙庄伟根据年希尧籍贯得出其入声字的调整是基于当时东北方音的结

论②。汪银峰则断定樊腾凤《五方元音》是以当时尧山话为基础，年氏和樊氏的

区别在于樊腾凤《五方元音》入声字读音保留在白读层,增补本读音保留在文读

层③。根据上文的表格，尤其是根据韵书补充出的九处入声位置的调整，可以明

确年氏是根据实际语音的相似性调整入声的对应关系，调整后的韵字更接近清代

官话。 

（四）年氏增补的列字，以及对注释内容的改动 

韵书列字方面。年氏《五方元音》共有 10438个单字，相对于文秀堂本《五

方元音》增了 2294个单字，删减了 265个单字。年氏基本没有改变樊氏的列字

顺序，增补的韵字以《字汇》为来源,并效“《字汇》盖以笔画之可分类而求悉

数而得也”（康熙四十九年序），把新增的字根据字形的相近性排列于原有列字

之中，如果没有相似就列于字尾。因为关注字形，所以新增了很多异体字。 

注释上，年氏基本未变《五方元音》的注释内容。新增字的释义以《字汇》

为据，保留了一些字形的辨析、直音、姓名释义和方言释义等内容，但为简便删

去引证。 

二、雍正五年《新纂五方元音全书》与康熙十九年《五方元音》的不同 

年氏于雍正五年（1727）第二次增补《五方元音》，这次增补音系上的变动

不大,但是增补了两倍多的单字。序言云： 

Ý�Å1QO."+e|?.�x+@BfS+1�Æj+@1ÇÇ+íÈÉù+

ÊêË7k+�ÆvQyÚywf%+ãyó?+fÜ�ð+±�Ì.+0[Í!íD<x

此次增补，在樊氏《五方元音》列字的基础上，“增者十之五，删者十之一”

 
① “厄”小韵不见于《五方元音》韵图，只在韵书入声位列“厄𩚬呝轭额”等字。 
② 龙庄伟：《〈五方元音〉与〈元韵谱〉——论〈五方元音〉音系的性质》, 《河北师院学报》, 1996 年，

第 3 期，第 69 页。 
③ 汪银峰：《年希尧增补〈五方元音〉与清代官话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58卷，

第 2 期，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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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由原来 10438 字增至 33763 字, 比《字汇》①所收之字还多，以此满足

“颛蒙”之用,同时沿用《五方元音》之名，“仍其名曰《五方元音》，存其旧

也”（同上），即《新纂五方元音全书》②。此本与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

的不同，分论如下： 

（一）两书序言内容的不同 

年氏雍正五年本重新撰写序言，以此对樊腾凤的易学和音韵思想做进一步的

阐述，其余内容不变，顺序有所不同，分别为：“年氏序、韵目、二十字母、身

备五音诗、反切要法、取字法、唇音水肾羽，舌音火心徵，齿音金肺商，牙音木

肝角，喉音土脾宫”。 

（二）韵图列字及内容的调整 

第一，此版本延续康熙四十九年的调整原则，为了保持表格列字的整体性，

删去原书中的虚设之位，以下补上，即将韵图中“五声”均无的“〇〇〇〇〇”

删去，并把下一行的列字上移，补充空白，不虚设五声之位。以韵图“地”韵为

例，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地”韵“桥”母位、第二行原有虚设的“〇

〇〇〇〇”，《新纂五方元音全书》删虚设，用第三行的“驱朐齲去曲”五字补

入。“地”韵“土”母列字也是如此，原来第二行无音无字的“〇〇〇〇〇”全

部删去，又因为原图第三行没有列字，因此空其位。 

第二，为了保持表格列字的整齐，在韵图第一行没有列字的声母位下增补无

音无字的虚圈“〇〇〇〇〇”，且只用于韵图第一行，韵书相应位不虚设。例如，

六“獒”韵的“风”母，十一“豺”韵的“风”“日”两母之下都增补了虚圈“〇

〇〇〇〇”。 

第三，增补小韵。年氏在“天”韵、“鹊”母、第二行上增补了一组小韵“

全𧂍烇碏”，原来二三两行的列字“撺攒㦌爨错”“餐残惨粲恣”依次下移一行，

韵书相应之字也有所增补和调整。 

第四，改动韵目字。两书的基本体例不变，但此本新增字多，远超常用字范

围，且有些新增之字取代了原有韵目之字。是书除去移动和增补，共改动 241处

韵图列字，其中付之阴梓的入声字比重较大。 

 
① 宁忌浮《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云：“《字汇》收字 33179个。《正韵》14544个，不到一半。”宁忌浮：

《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92 页。 
②《新纂五方元音全书》，光绪九年埽叶山房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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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韵字和释义内容的改动 

年氏根据《字汇》大量增补韵字，收字达到三万三千多，比康熙四十九年《五

方元音》多出两万多，接近原书的三倍。新增列字按字形的相似性排列，注释内

容来自《字汇》，并据《字汇》补充原有列字的其他义项。 

现以“天”韵“匏”母位下“偏”小韵为例，说明各书之间的承袭关系。下

表按《韵略易通》、樊氏《五方元音》、年氏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雍

正五年本《新纂五方元音全书》的顺序列字，并在最后列《字汇》的相关释义，

以做比较。下表韵字顺序以《五方元音》为准，保留原书序号列于字前，新增之

字不列序号，对比如下： 

aV"""b cd`e&` fghij` klmno pqrs tuuvwx yz{|}~�

�WVb ce&�������f gj`����k lmno pqrs tu�𨇀wx yz{|}~�

�WVb ce&�������f gj`����k lmno pqrs tu�vwx yz{|}~�

�WVb c�`�`���f gj`����k lmno�p qrs tu�vwx yz{|}~�

��`�`����������r���`�����𧡤�����𪅃�o���o�

!"#$c�`�`#`�`�`e�`�ghij`�lmn`��8o��l�qr`r

��q�� `�uuvwxo�z{}`���`�������¡¢�\£¤]�

¥¦ �¢r���\§¨UM©�����𧡤�����𪅃�o���o������������

X"ª «¬``®` ¯°°±²³´µ ¶·¸¹ bº »¼¹ bb ½¾); bf ¿1À\Á��

YVª «Â`®`Ã` ¯°�±²³´Ä ¶·¸¹ bº »Å¸ bb ½¾); bf ¿1À\x�

YVª «Â`®`Ã` ¯°�±²³´Ä ¶·¸¹ bº »Å¸ bb ½¾); bf ¿1À\x��

𠐈𠐈ÆÇÈ`�

YVª «Â`®`Ã`�ÉÊË` ¯°�±´µ` bº »¸` ¶·¸� bb ½Ì�Í�����

¾);�𨍍ÎÏ�Ð1Ñ` bf ¿ÁÒÀ`�Ó𩡼1ÎÏ�𠐈�ÆÇÈ bk ÔÕÖ`�×��

ØÙÚo�ÛÜ��ÝÞ��𧍲ßà`�𦳄áâ`�ãä`�𨂯x`�

!"#$«®`å`Â`æ`ç`�è«`�ÉéË`�°êëì�»¸`�·íUî�`�½Í

½Ì�Í��½]�¾);ïðñò�𨍍Î½�Ðóô1Ñ`�õ�`ÒÀ1Á`�"

ÐÎ�ÓÎõ�𩡼Îõ�𠐈𠐈ÆÇÈ�Ô"«ÎÕÖ`�××ØÙÚo�ÛÜ��ÝöÝ�

YÞ��𧍲𧍲÷ßà`�𦳄𦳄øâ��ãä`�𨂯õx`�                        �

Wbk ÔùÖ bp��`�

Wbk ÔùÖ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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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k ÔùÖ bp��`�

W""""ú�û�ü�o�ýþÿ`�!"#�

!"#$úúû�ü�o�ýþÿ`�!"#�������������������������������������������

Zbt$%Ü`�by&')þ` bª()ÏÀ�

Zbt$*Ü` by&')þ+ bª())À�

Zbt$*Ü` by&')þ+ bª()ÏÀ�

Zbt$Ü�` by&')þ+ bª&)ÏÀ`�,Þ�觚𤗷�-.�/`�{`�0{1�

!"#$$%2Ü$`�,`�3ÎÏ4(5678&ì�()ÏÀ`�,Þ�9𤗷�$`��

㸤革�/`�{`�0{1`��������������������������������������������������

从内容上说，年氏的两次增补各有侧重，康熙四十九年本侧重语音，尤其是

入声的调整，增字较少，“盖《字汇》之条理在数，而是书之条理在音”（康熙

四十九年序）。雍正五年本则有韵书字书化的倾向，侧重于增添韵字，字数比原

书翻了两倍左右。从编纂体例来说，年氏比之樊氏更保守，严格恪守书、图间韵

字的对应关系。但是韵图列字去虚设，以下补上，破坏四呼格局，不利于《五方

元音》音韵理论的系统化。 

音韵思想上，年氏虽删易理化的“河图、字学源流图、五声掌图、五声字母

图、十二韵十二律图、十二韵释”等内容，但是基本思路不变，“《舜典》曰：

声依永，律和声。是以天地自然之律，合天地自然之声，而是书以十二字为韵目，

非舜之十二律正五音之义乎。以二十字为母，则又大易所谓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之意，而由是以尽孳乳之迹，皆有自然之义条贯其间”（雍正五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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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录《五方元音》为“袖珍”的《音韵集注》 

《音韵集注》①清浮山高明直②撰，卷首有“自序”和“凡例”五条。“自序”

作于嘉庆四年（1799），盖是成书之时。是书直承樊腾凤《五方元音》，“自序”

云：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PQRS&TUV

W&XYZ[\!

不仅仿效《五方元音》书、图相配，具体的声、韵、调名称也沿用《五方元

音》，“《五方元音》原分‘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为十二音，又分‘邦

③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为二十字母，今俱依旧”（凡例，

第二），声调也用《五方元音》的“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除去继承，

整体内容也有调整。“自序”云： 

]^_`abc+&d/45&ebf+&dghi&jklimdn

KP&o8p.dq&rstu"vwAPxEAyz{iEF%&||}

~&�+5�bi����&����K�&�����`�\!

“音切、分韵概为增补”即在韵书小韵首字下增反切注音，同一小韵内部声

母来源不同的韵字另列反切，同时在小韵字后增加韵字来源，另以《字典》为据

增补韵字等。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一、《音韵集注》对《五方元音》的调整 

《音韵集注》对《五方元音》的调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韵图内容和结

构的调整，二是韵书内容的调整。分而论之： 

（一）韵图结构的调整 

《音韵集注》继承《五方元音》，以韵分图，十二韵共分十二图，每图横列

二十字母，纵分四行，每行之内形式上列“平上去入”四声，但“平”声内分“上

平、下平”两声，实有五声，与樊氏之书无别。具体调整概括为以下四点： 

 
① 《音韵集注》嘉庆四年（1799）竹园刻本，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中文

系资料室，但国家图书馆的藏本缺“十一豺”韵图。 
② 高明直，字号、生平不详，山西浮山（今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人。 
③ 《音韵集注》“帮”母用“邦”字，而非《五方元音》的“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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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图尾标注“平上去入”声调所属。 

第二，有音无字处空其位，不列虚圈“〇”。 

第三，取消入声的“寄韵”。“凡例”第四条云“‘天人龙羊牛獒’六字内，

入声统归‘虎驼蛇马豺地’六字内”，取消《五方元音》“天人龙羊牛獒”六韵、

入声位、付诸阴梓的“寄韵”字。 

第四，与年希尧增补本相似的韵字调整。《五方元音》虽注重四呼，但受《韵

略易通》韵字内容的影响，韵图内部的四呼格局并不完善，但同组声母的四呼顺

序基本一致。《音韵集注》继承《五方元音》，虽然也注重“四呼”，但更多的

只是类似年希尧增补本的韵字调整，即相同声母之下无字之呼不存其位，以下层

之字补入。现以“一天”韵图“风”母字为例，转录各书韵字内容如下： 

! 5O=O"##Õ¥)UÖ.,E)�.SPGH#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五方元音》 〇〇〇〇○乏 〇〇〇〇○縳 翻樊反飯○乏  

年氏康熙四十九年（1710）增补本 畨潘反飯○乏 十馬    

年氏雍正五年（1727）增补本 畨潘反飯○髮 十馬    

《音韵集注》 幡烦反贩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① 
开口上等 

〇〇〇〇〇 

开口下等 

〇〇〇〇〇 

合口上等 

〇〇〇〇〇 

合口下等 

翻烦返贩髮 

《音韵集注》这种以下填上的韵字调整，使本不明确的四呼分类更显混乱，

与“开合上下”四呼结构整齐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差别较大。 

（二）《音韵集注》韵书内容的调整 

《音韵集注》图、书相配，两者的四呼顺序虽然一致，但是小韵首字并不完

全相同。这种不同一部分源于高氏对《五方元音》韵图内容的继承，但是更主要

的原因在于韵书内容的调整。《音韵集注》韵书内容的调整较大，虽然“自序”

主要强调“音切”和“分韵”的增补，“余輙遵《字典》《佩文诗韵》二书，一

一考校，凡音切、分韵概为增补，且删繁就之简，历寒暑而草本成”，即在小韵

首字下或首字的异体字下以《字典》《佩文诗韵》为据增以反切注音，在同小韵

字后增以用“囗”围住的《佩文诗韵》韵字所属，同时保留同韵但声母来源不同

 
①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嘉庆十五年（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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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韵字反切。例如，韵书“一天”韵、“剪”母、上声、“尖”韵、“剪”小韵

的“铣”韵列字如下： 

����Y���5����c�� `�𧪈本作 譾才浅也 戩福祥也 錢田器銚

也先别俴在演切浅也 踐踏�� 

上述列字虽然都属“铣”韵，同处“剪”母之下，但声母来源不同，既有“精”

母的“翦剪”等字，也有“从”母的“錢踐”。所以，首字同音字下有“精”组

反切“子浅切”，小韵内部有又“从”母反切“在演切”。 

具体韵字以“五声”顺序分列，声调所属列于字头，以圈围之，以与韵字区

分，但当“平”声没有“上、下”之别时，用“平”字统称。释义内容亦以《佩

文诗韵》为主，但删繁就简，去引证，只留简单释义，释义内容中的韵字重出用

“丨”代之，与《五方元音》结构相同，但比樊氏之书更注重异体字。 

详考韵字内容，高氏不是简单的增补韵字，而是替换了《五方元音》的韵字

来源《韵略易通》为《佩文诗韵》，同时以《康熙字典》为据增以常见字。而且，

所增之字列于五声韵字之后，以与“诗韵”之字相区分，同时于字后注名所属声

调，声调标目加圈。现以《五方元音》《音韵集注》《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

“天”韵“金”母“干〇敢幹”小韵列字为例，进行对比说明： 

N:;<=P[WV\>?`@`A`�BC`�DE�F��GH`�Ü�IJ`�KLM�

N�OP��QRST`�UV`�W�X�[YV\[W\YZM[+�\]V�^P_�`�aP�

bcM�de��fgh�𥾍iË�jM²k+�lm��[Z\𠏉n�opqr#���stu`

v`w`�xyz�{ðÏ|Å�}~.�����������������

N=-��P���>!C�A`@`$�M�A`�G��`�DE�Ù��F���`�

B�����Iê7��J`,�C�K!���Ù`���â���OP��QST���`

�` ��Ïf!¡�g¢�£�¤%7de�¡�^!¥�P_`�`�¦P��§�¨©M�

YªM«+�¬�Y��®�s!¯�°�$±²�op³�C�xyz`�´µ9ö�¶�·�

¸¹º�»�¼½¾m`��¿�Y%7À!Á�½ÂÃÄ����Å�î�Æ�Ç.��`

���

W�X�ÈÜÉ`���Êm`Îl�ËM²k+`�Ï�

NÌÍP�WV �C�>@`A`?`�B���ÎE�Ù���AÏÐ`@`�=ÑÎ��

�`Ò`©�Óu�G��Ô[Õ`�IJ`�=Ö�○覃�U×`�KLM���Æ�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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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QÙST`���â����½ÚÛ�Ü`½�Å��®�Ý�WÞX�ßà`�áâã�[Y

V\[W\ ○旱£e�dÎ�=¤�äg¢�Y!«`å��æ�^_�P��§�¨©Mç�èé

ê�ë��`�¦P��¬��ÀjìÒ½í¾îïðM�Å�®"¿Î�=ì�Ý�𥾍Î

ÈñiË`�ËM²k+�𣔼ò`�Êóôõ³�\]×�=ì�𦼮â¢"[]W\[^Z\ ○翰sâÜ¢

`°u`1`�`ö�÷�">ø�±ò`²�op³ù¤�²ù#���Ü��úÏû

�=C�xyz�¸¹º`Ñ`�=ü�¼½¾mý7��´µ9ö`�¶D�o�·o� �○勘

Ç.��`�¿½�Å�ÎÀ��þÎ���𣆙ÿI[]Z\�

据此，可以明确《音韵集注》改变韵字来源，转以《配文诗韵》为据，同时

删减注释内容，所增之字列于字后。高氏的韵字调整与嘉庆十五年（1810）赵培

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相似，但具体内容又稍有不同。《音韵集注》除了

将声调、韵字所属分居小韵首尾之外，还用不同的符号予以区分，且不付诸阴梓，

与赵氏之书不同。另外，虽然两书都以《五方元音》《佩文诗韵》为基，但韵字

顺序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因为《音韵集注》更加注重异体字和声母来源的不同，

更因为赵氏不是直接的以《配文诗韵》为基，而是以倪璐《佩文诗韵四声谱广注》

为之中转。	

总而言之，《音韵集注》以《五方元音》为基，继承韵图结构，但以下补上

的韵图列字规则更接近年希尧增补本《五方元音》，韵图“四呼”格局仍不明确，

与参酌《等韵》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大为不同。韵书内容从《韵略易通》

转变为《佩文诗韵》，与《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相似。换而言之，《音韵集

注》在“存古”思想的影响下，用《五方元音》十二韵、二十声、五调的声韵调

框架拆分、合并“诗韵”，之所以是“合并”是因为其在反切、分韵中保留“诗

韵”的分韵、声母②和声调结构，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流。 

二、《音韵集注》的语音系统 

《音韵集注》用《五方语音》的声韵调系统合并、拆分《佩文诗韵》的一百

零六韵、三十六字母、四声，语音系统分论于下：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脱漏一个韵目“○感”。  
② 《音韵集注》“凡例”第二条云：“原本因其字母较‘见溪郡疑’等字母减少，故将同音之字统归一处，

又未分注反切，如‘扮’系‘博幻切’，‘辦’系‘蒲苋切’，音虽略同，自应稍有分别，今俱增入。”第

五条亦云：“‘邦斗竹剪金’等母下，仄声凡有反切不同者，皆非同一字母，因其原本统归一处，今仍依

旧方音两读均可”。《音韵集注》韵书通过保留“诗韵”反切，证明已经合流的韵字的声母或韵部来源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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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韵集注》的声母系统 

《音韵集注》继承《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但在韵书反切系统中保留三十

六字母，两者的对应关系大体如下： 

! 5O=O5##>/,×ØF+*PS[�*NPS(yzef#

声 邦 匏 木 风 斗 土 鸟 雷 竹 虫 石 日 剪 鹊 系 云 金 桥 火 蛙 

36 

字 

母 

帮 

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端 

定 

透 

定 

泥 

娘 

来 知照 

床澄 

徹穿 

床澄 

审 

禅 

审 

床 

日 精 

从 

 

清 

从 

庄 

心 

邪 

影 

喻 

疑 

见 

群 

溪 

群 

晓 

匣 

影喻 

疑微 

根据上表，以及韵图列字和反切内容，声母特点大致为：“知照”组合流；

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非敷奉”合流；“泥娘”合流；“影

喻疑微”四母部分合流为零声母，并效《五方元音》根据呼法分为对应齐、撮两

呼的“云”母和对应开、合两呼的“蛙”母，但“蛙”母列字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五方元音》“七虎”韵、“蛙”母合口呼只有“乌吾五务兀”一组

小韵，《音韵集注》根据声母来源的不同，将韵部来源相同的韵字，分为“乌吾

五晤屋”“无武务勿”两韵，其中“无武务勿”小韵只列轻唇音“微”母字。《音

韵集注》“蛙”母合口呼小韵的分立与《等韵精要》①“第一韵”、合口呼、舌音

第一位“乌侉坞恶屋”与唇音第一位“无武务勿”声母的分立相同。 

第二，《五方元音》“十二地”韵、“蛙”母合口呼只有“威为尾位〇”一

组小韵，《音韵集注》根据声母来源的不同，将韵部来源相同的韵字，分为“威

韦委位”“微尾未”两韵，其中“微尾未”小韵只列“微”母字。《音韵集注》

“蛙”母合口呼小韵的分立与《等韵精要》“第八韵”、合口呼、舌音第一位“威

为委位”与唇音第一位“微尾未”的声母分立相同。 

《音韵集注》特别分立“微”母小韵，以及《等韵精要》特别设立的唇音第

一位，盖是浮山方音“微”母读音[v]音的体现。但是，《音韵集注》将其同列于

“蛙”母之下，用分立的小韵予以区分，盖是对《五方元音》二十声母结构的维

护。据此，综合上文，认为《音韵集注》二十声母位实际共有二十声母，“云”

“蛙”两母虽有部分合流，但“蛙”母内含[ø][v]两母，也就比《五方元音》多出

一个“[v]”母，与《等韵精要》的声母系统基本相同。 

 
① 贾存仁，字木齐，与高明直同是浮山县人。《等韵精要》内有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自序，比《音韵

集注》早四年。《等韵精要》清乾隆四十年河东贾氏家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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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韵集注》的韵部系统 

《音韵集注》用十二韵拆分、合并《佩文诗韵》的韵部系统，入声根据《五

方元音》的列字系统，阴入相配，但不列“寄韵”字。《音韵集注》十二韵与《佩

文诗韵》一百零六韵的对应整理于下表（舒声举平以赅上去）： 

! 5O=O=##>/,×ØF[>Ù0�,F(,dyzef#

舒声 促声 

《音韵集注》 《配文诗韵》 《音韵集注》 《配文诗韵》 《配文诗韵》 

一天 寒删先元覃盐咸 七虎 鱼虞 屋月物沃质 

二人 真文元侵 八驼 歌 药觉曷合 

三龙 东冬蒸庚青 九蛇 歌麻开口三等 屑叶药质洽月 

四羊 江阳 十马 佳麻 黠月曷合洽 

五牛 尤 十一豺 支佳灰泰① 陌质 

六獒 
萧肴豪 

十二地 
支微鱼虞齐灰 职质陌锡缉物屋

沃 

根据对应关系，《音韵集注》十二韵的韵部特点可以概括为：“山、咸”两

摄合流；“臻、深”两摄合流；“通、曾、梗”三摄合流；“江、宕”两摄合流，

“宕”摄合口一三字合流；“麻”摄开口三等韵与“果”摄三等字合流为“九蛇”

韵；“蟹”摄合口二等的“蕐”“卦挂”等字，失去[-i]韵尾，与开口二等的“麻”

韵合流；“止蟹”两摄合流；“元”韵两分，一等归于“人”韵，三等字多归于

“天”韵；开口二等韵与牙喉音相拼时变成齐齿呼与三等字同列，但“梗”摄开

口二等字仍为开口呼；入声合流为六韵，没有了区分性的入声韵尾等。总而言之，

《音韵集注》的韵部特征与《五方元音》基本无别。 

（三）《音韵集注》的声调系统 

《音韵集注》下分五声，“平”分上、下，“上平”即阴平，“下平”即阳

平，但受“诗韵”四声结构的影响，并不强调平声的分立，所以在没有“上平”

“下平”分立的声母位下以“平”字统称，韵书、韵图都是如此。又因为没有入

声的参与，合流后的二十字母与上、下平的对应关系比较整齐，但因韵图“平”

声只设一位，“上平”“下平”合列一位，致使前后声母的平声所属不同，颇显

混乱。现以韵图“一天”韵、第一行、“平”声字为例，说明韵图“平”声列字

的特殊性，以及二十字母与上、下平的对应关系。详见下表（相拼之处列“+”）： 

 
① 《音韵集注》“豺”韵去声位有独立的“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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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O=OI##>/,×ØF+*PS[okpÚ(Ûref#

声 邦 匏 木 风 斗 土 鸟 雷 竹 虫 石 日 剪 鹊 系 云 金 桥 火 蛙 

平 
 

班 

攀 

盘 

 

蛮 

幡 

烦 

 

丹 

贪 

坛 

 

南 

 

兰 

 

占 

蟾 

缠 

羶 

蝉 

 

然 

 

簪 

参 

残 

 

三 

烟 

盐 

 

干 

 

堪 

憨 

含 

 

安 

上平 

下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韵集注》“平”分上、下，声调系统“五声”为“上平、下平、上、去、

入”，具体音值不可考。 

高氏欲将《五方元音》“录作袖珍”，但大量增补韵字，又加以“音切”和

“分韵”，内容远超原书，实在不能称为“袖珍”。就韵图体例而言，其继承《五

方元音》，内分十二韵，以韵分图，每图横声纵调，虽于图尾加以“四声”，但

在“存古”观念的影响下，上下平合列一位，颇显混乱。另外，韵图相同声母位

下，无字之呼不存其位，以下补上的列字方式，破坏了韵图本不完善的四呼结构，

与年希尧增补本《五方元音》的列字方式相似。韵书内容改用《佩文诗韵》，但

保留“诗韵”的“分韵”和“切音”，与《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相似，但因

赵氏于《五方元音》《佩文诗韵》之外，又参酌以“等韵”和倪璐《佩文诗韵四

声谱广注》等书，两者又有不同。就语音系统而言，《音韵集注》用《佩文诗韵》

填充《五方元音》的声韵调系统，韵字、异体字虽有增加，释义内容虽有改变，

但基本不变樊氏的语音系统，即“其结构、内容几乎完全因袭《五方元音》”①，

只有非常少量的方音特点表露出来。 

  

 
① 永岛荣一郎，董冰华，李无未：《近代中国语音韵史研究资料介绍——以北方话音韵系统为核心》，《厦

大中文学报》，2018 年，第 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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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以樊腾凤《五方元音》为标志，

年氏增补本延续其志，特点如下： 

第一，思想上重实用，为“童蒙”设。 

《五方元音》虽然也强调“天地之元音”，但是已经不是论述的重点，而是

更强调“若谓仅仅认难字以餙浅陋，辩差讹以证声音，不务归于身心，了无关于

性命，则矣浅浅乎视矣”（《五方元音》自叙），非为作诗考文服务，而是为“童

蒙”识音认字而作。 

第二，不受限于传统韵书，以实用性韵书《韵略易通》为蓝本。 

明中后期“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基本格局已经成型。因此，《五方元音》

在经世致用的时代要求下，以前人的分韵为基，弃与“四呼”结构不合的宋元韵

图，转用体现时音的《韵略易通》，进一步摆脱宋元韵图“开合四等”的限制。 

第三，不够完善的“四呼”结构。 

《五方元音》以《韵略易通》为基，分韵、小韵次第尽依《韵略易通》。但

是，《韵略易通》是韵书，本身没有“四呼”分列的需要，而以此为据的《五方

元音》也在结构上混乱了“四呼”界限。因此，《五方元音》不是“十二韵摄”

韵书韵图成熟的标志，只能是初步发展的表现。另外《五方元音》的“四等”列

字并非完全无绪，毕竟同组声母下的四呼顺序基本一致。其后，年氏增补的《五

方元音》基本不变原书的编纂体例，所以与樊氏之书归为一类。 

第四，建立以“时音”为据的声、韵、调系统。 

《五方元音》不仅以实用性的《韵略易通》为蓝本，更以“时音”为据，合

流韵部“于韵之重叠者裁之”，以常见的动物、天象、天、地、动物定韵之名；

根据发音部位调整“早梅诗”的排列顺序，改换声目用字；平分阴阳，阴入相配

等，建立起以“时音”为据的语音系统。 

最后，虽然《五方元音》也以“十二韵”之数与“一元”相配，也作“十二

韵应十二律图”，但是不强分、虚设、重出韵字以配合韵图结构。樊氏之后，年

希尧两次增补《五方元音》，虽然增列字，入声系统稍有不同，但是基本不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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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音》的整体面貌。同时，删去樊氏书中的“河图”“十二韵应十二律图”“十

二韵释”等内容，整体内容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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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成熟 

清自一六八三年统一全国，开始加强它的封建统治，在学术文化领域，更是

通过“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以限制人民的思想”，“查禁对于清

朝不利的书籍”“兴文字狱”，以及“寓禁书于修书” ①，以冲淡经世致用思想

的流行，从而以限制人民思想，加强思想管控，《谐声韵学》《字母切韵要法》

《音韵阐微》都属其列。 

除去政治目的不论，《谐声韵学》《字母切韵要法》确有不可比拟的学术价

值，不仅整体内容趋简，实用性增强，层层递进的结构特点更是进步之处，也是

“十二摄”成熟的标志。但是，《字母切韵要法》及其作图依据《三教经书文字

根本》都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佛教”用书的痕迹，过分注重韵图的框架性反受其

累。当然，也是因为“官修”正统地位的确立，扩大了《字母切韵要法》的影响

力，使其与《五方元音》并驾齐驱，构成“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两大分支。 

除去放于《康熙字典》之前的《字母切韵要法》，以及官修的《谐声韵学》，

同系列的韵书韵图《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虽非官订，但是

文献之间的传承性突出，整体结构和语音系统差别不大，因此也归入此类。 

  

 
① 白寿彝：《中国简明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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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力求结构完满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与图书相配，基本音系无别。据赵荫

棠考证，“《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大藏字母切韵要法》者，实产于康熙三十

八与四十一年之间” ①，“《谐声韵学》是根据阿摩利谛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而作”②。根据白晶晶《〈谐声韵学〉研究》考证“《韵学》成书时间应在 1622

至 1702 年之间”③，即康熙元年（1622）之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之前。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④书前署有： 

Î>àÏÐ�F&iLÑ�ç:Ð�&Ff#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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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荫棠认为《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作者和《大藏字母切韵要法》的作者相

同，都为阿摩利谛⑤。宁忌浮认为阿摩利谛不是《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编纂者，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编纂者不得而知⑥。陆志韦更认为“很可能的，三教是

晚出的书。那音韵系统全出于虞嗣之手。虞嗣生卒籍贯无可考。这书很可能是假

托阿摩利谛的。其实阿摩利谛有没有这个人都是疑问。据音理看来，三教跟要法

决不是同一类的著作”⑦等。 

《谐声韵学》现存的两个版本都是稿本和抄本，原书没有序、跋、凡例等说

明，是书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时难以断定，各家观点也不尽相同⑧。但就所署

内容而言，《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确是据阿摩利谛《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定十二

摄⑨，据传统三十六字母定二十一母⑩，由满洲胡文伯定“切音”，由虞嗣定《谐

 
①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09 页。 
② 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弁言》，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 页。 
③ 白晶晶：《〈谐声韵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 11页。 
④ 《谐声韵学》《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刊印本。 
⑤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4）阿摩利谛等《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康熙三十八年与康熙四十一年之间。

（5）阿摩利谛《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康熙三十八年与康熙四十一年之间。”赵荫棠：《等韵源流》，商

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15 页。 
⑥ 宁忌浮《读〈谐声韵学〉》云：“说阿摩利谛是《根本》的编者，就像说司马温公是《根本》的编者一样

不可信。阿摩利谛、徐孝对《根本》的编者而言，是前辈、老前辈，《根本》首先表出他们的大名，表示对

前辈的尊崇，对前辈学术成就的承传。推出胡文伯、虞嗣，是对他们二位的尊重，对他们的辛劳致谢。《根

本》的编纂者却不得而知。”宁忌浮：《读〈谐声韵学〉》，北斗语言学刊，第二辑，2017 年，第 5 页。 
⑦ 陆志韦：《记〈三教经书文字根本〉附谐声韵学》，《燕京学报》，1948 年，第 34 期，第 15 页。  
⑧ 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弁言》论及四种观点，分别是赵荫棠提出的“虞嗣说”、林庆勋的“王兰生说”、

詹满福提出的是由南书房中的某个大学士所作，以及冯蒸提出的虞嗣集。周赛华：《谐声韵学校订·弁言》，

中华书局，2014，第 3 页。 
⑨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其所谓《阿摩利谛》订集十二摄者，即《大藏字母切韵要法》之十二摄。”赵

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00 页。 
⑩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所谓司马温公订集二十一母者，是删三十六字母为：见、群、疑；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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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韵学》。其中“司马温公”明显是伪托，但云“满洲胡文伯”定“切音”确为

可信，因为韵图中的“切音”字有着明显的“满文”痕迹。明清两代的韵图在有

音无字处列“切音”字的现象比较常见，《西儒耳目资》《同文韵统》《等韵图

说》、陈澧《切韵考》《拙庵韵悟》《音韵逢源》等都是如此。但是，这些韵图

中的“切音”字都符合汉字书写习惯，或从上到下或从右到左，唯独《三教经书

文字根本》是从左到右，“上字”在左，“下字”在右，与“满文”的书写习惯

相合，有着浓烈的“满文”色彩，说明“满洲胡文伯”确有其据。 

一、《三教文字根本》的结构特点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所含内容依次是：“分九音法、开口正韵口张八分图、

开口副韵口张六分图、合口正韵口张四分图、合口副韵口张二分图、揭十二字头

韵首法、赞嘱韵学西江月二首、分四声法、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其中“开口

正韵口张八分图、开口副韵口张六分图、合口正韵口张四分图、合口副韵口张二

分图”是一组韵图，结构与《字母切韵要法》“内含四声音韵图”相似，亦是“大

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十二韵的总纲，因此简称为“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一）“内含四声音韵总图”的结构特点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是“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的音韵总纲，是图专以“介

音”为纲，根据“开合正副”分列四图，先开后合，先正后副，即按“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的顺序排列。图内则横列九音，纵列十四位十

二韵（内含四声）。 

详论之，每图横列声母，虚设合流的声母位，韵字重出，但是外加虚圈以示

区别；纵列十四位十二韵。现以开口正韵“见”母字为韵目，十二韵为：“獦、

、罡、庚、 、高、该、裓、根、干、○根、○干、钩、格”①。韵图声、韵相交处

列字，列字来源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根据“内含四声法”按“音（阴平）、

调（阳平）、理（上）、韵（去）”的顺序选字，有音无字处兼用“切音”字 ②

 
娘；帮、傍、明；奉、微；精、从、邪；照、床、审；影、晓；来、日等二十一母。删母是明清共有的趋

势；至于二十一字母是司马温公的，可谓无历史的常识。”认为《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声母结构来自于

删减后的“三十六字母”。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00 页。 
①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内含四声音韵总图”开口正韵“见”母所列之字，与“揭十二字头韵首法”开

口正韵的韵目字稍有不同。“揭十二字头韵首法”列“獦、 、罡、庚、 、高、该、裓、根、干、○根、

○干、钩、格”，除不列虚设的“○根”“○干”两字之外，第二、第五位的“切韵字”也不同，“内含四声音韵

总图”取阳平声“调声”的字。“揭十二字头韵首法”取阴平声“音声”的字，其余三图也是如此，与“内

含四声”的选字方式相合。 
② 宁忌浮《读〈谐声韵学〉》云：“切音”字不是汉字，“就是用两个汉字连接成一个音节性符号。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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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音无字的虚圈“○”两种，其中切音字（包括重出）共有三百四十七个。韵

图内含四声，其“分四声法”云：  

½OL,Ö#×+¿O[AØÙk+?O>¯`�,+yOÚÛÜ2ã<x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可能受《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移平换入”①平

声分居韵图首尾“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结构的影响，改传统

四声名称和顺序，用“调理韵音”四字定声调名称和排列顺序，即“调（阳平）、

理（上声）、韵（去声）、音（阴平）”，“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亦用此序。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的选字顺序却不是从上到下的“调理韵音”，而是从

最后的阴平“音声”位开始，即按“音调理韵”的顺序选字从“大藏字母九音等

韵图”中选字。而且，“分四声法”对阴平声“音声”的描写是“‘音声’短促

急收藏”，“短促急收藏”更像是对“入声”的描写。鉴于此两点，怀疑“大藏

字母九音等韵图”并不是与“内含四声音韵总图”相配的原本，后经改动。《三

教经书文字根本》内列“九音二十一母”，“分九音法”云： 

D@ª³F#RäyLD°çZF#RåyLD£Ý¯F#RæyLD%[F&#

}æyLDÎ´µF#çÞyLD¥¬ãF#ìçyLD©§F&#RèyLD®F"

f#öåyLD;F"f#öçy+Pà��ø¯><x

但是，“内含四声音韵总图”并非尽拼“九音”，而是根据韵图的“开合正

副”分为两组，拼合关系如下： 

! =O"O"##)Gvab/,3E.a²,E(bSÜr!#

开口正韵：见群○见疑、端透○端娘、帮傍○幫明、精从○精邪○邪、影晓○影○晓、来日 

开口副韵：见群○见疑、端透○端娘、帮傍○幫明、精从○精邪○邪、照床○照审○審、影晓○影○晓、来日 

合口正韵：见群○见疑、端透○端娘、奉○奉○奉微、精从○精邪○邪、影晓○影○晓、来日 

合口副韵：见群○见疑、端透○端娘、奉○奉○奉微、精从○精邪○邪、照床○照审○審、影晓○影○晓、来日 

“副韵图”比“正韵图”多照组，“开口图”有帮组，无非组，“合口图”

有非组无帮组，并用“傍”字表滂母，与传统字母不同。《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汉字，一个表示声类，一个表示韵类和调类，二者合并成一个音节性符号，很像反切的样子。”宁忌浮：

《读谐声韵学》，《北斗语言学刊》，第 2 辑，第 7 页。 
① 徐孝、张元善《合并篇韵字学便览·引证》（四库存目丛书，经 193 册）第三条云：“或日：‘古今文

章，平仄已成，尔今移平换入，其谬已甚。’不然，四声分析音韵而已，沈约创为平仄之设，其不知入声

亦有隐互于平声者。更兼诗人忽略于长短之别，虽尽其美，未尽其善也。切以入声乃四声之末，似去非去，

似平非平，互相混杂。今特分为清浊，以‘胡霞时扶’乃‘浊平’，其‘斛匣石伏’乃‘浊入’，俱归‘如’

声之内……所以不避疑论而添通用时俗之音，并无删削入声之说。今之所作，原为寻字简便，非敢擅易诗

家之格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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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含四声音韵总图”的声母结构与《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韵图”

结构相似，都有人为强分的因素在内。“内含四声音韵图”横列三十六字母，“始

见终日”，也分“九音”①，内容稍有不同。对比如下： 

! =O"O5##)Gvab/,3E.)Gvab/,E.(bSy¨!#

开口正韵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见、端、    帮、精、影、来 
“内含四声音韵图” 见、端、知、帮、精、影、来 

开口副韵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见、端、帮、精、照、影、来 
“内含四声音韵图” 见、端、帮、精、照、影、来 

合口正韵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见、端、    奉、精、影、来 
“内含四声音韵图” 见、端、知、非、精、影、来 

合口副韵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见、端、奉、精、照、影、来 
“内含四声音韵图” 见、        精、照、影、来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知照组合流，归于“副韵”图。《字母切韵要法》“内

含四声音韵图”知、照组声母实际也已合流，但在“存古”思想的影响下，仍分

立知、照两组，其中知组人为规定列于“正韵”图，照组列于“副韵”图②。除

去知、照组声母，两书“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三图的声母内容基本

无别，唯有“合口副韵”差别较大。《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为协调韵图结构，于“合口副韵”图内虚设端、奉两组声母，以与“开口副韵”

图声母结构一致，但是之后的“内含四声音韵图”直接不设其位，所以两图“合

口副韵”的声母差距较大。 

（二）明显四声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的结构特点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是与“内含四声音韵总图”相互配合的一组韵图。

是图“以韵为纲”，按照：十二摄—“横九音二十一字母—纵‘开合正副—四声’”

的顺序分图列韵，与《字母切韵要法》“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结构相当，具体内

容如下。 

1.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的编纂体例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以摄为纲，每摄之下分开合正副，先开合，后正副，

 
① 《字母切韵要法》“分九音法”云：“见溪郡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头音，知徹澄娘舌上音，帮滂並明重

唇音，非敷奉微轻唇音，精清从心邪齿头，照穿状审禅正齿，影晓喻匣是喉音，来日半舌半齿音，后习学

者自明分。”《字母切韵要法》以三十六字母为基，“知”“照”分列，比《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多出“知”

组“舌上音”，但将《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分立的“来”“日”两母合为“半舌半齿”一音。 
② 贾存仁《等韵精要》“述原”也论及此点：“又按《字典》十二摄，凡‘知徹’母下有字者，‘照穿’母

下皆无字，开合诸韵是也。‘照穿’母下有字者，‘知徹’母下皆无字，齐撮诸韵是也。然则意者，‘知

徹’四母与‘照穿’四母原即一音乎，惜乎闽广之音，愚终未得亲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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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合分图，十二摄共二十四图；每图横列“九音二十一字母”，纵分上下两层，

上“正”下“副”，每层之内列“调、理、韵、音”四声，与徐孝《重订司马温

公等韵图经》结构相似；声、韵、调相交处列字，有音无字的处列“○”或“切

音”字，每位之下都有反切注音，有音无字处亦有反切。 

韵图有音无字处虽间列“○”和“切音”字，但是两者的使用并非无序。韵

图为了结构完整，会在没有具体列字的“见”母、“调声”“韵声”位列“切音”

字，而上、去声则没有特定要求，一般用“○”表示。例如，“傑”摄开口正韵

“见”母“调、音”两声下列“切音”字“ ”“ ”，“理、韵”两声之下则

列“○”。但是如果某一摄的某一韵没有列字，或只有少数声母有字，那么这一

韵“见”母的“调、音”两声之下一般列“切音”字，其他位置则列“○”，以

撑起整个韵图。例如：“傑”摄合口正韵、“及”摄的开口正韵、“该”摄的合

口副韵等。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十二摄的内容顺序，与韵图的排列顺序不同，亦与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谐声韵学》韵部顺序不同。为了便于对比，现将韵目尽

列于下，同时附《字母切韵要法》《大藏字母九音等韵》韵目，以示对比： 

! =O"O=##>Ýb,QF>�Þ\¥0PßÑF>PSB,àLFc¥,'y¨!#

《谐声韵学》 及、干、庚、罡、根、该、傑、高、钩、裓、革、尜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 
所标图序 及、干、庚、罡、根、该、傑、高、勾、裓、革、尜 
内容顺序 尜、傑、罡、庚、及、高、该、裓、根、干、勾、革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獦、干舌、罡、庚、干自、高、该、裓、根、干、钩、格 
《字母切韵要法》 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的“内容顺序”与“内含四声音韵总图”一致，也

与《字母切韵要法》《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相同，只是韵目字稍有不同。而且，

韵图的“所标图序”与《谐声韵学》相同，韵目字也相同。 

2.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反切的系统性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不仅在韵图内部列有反切，亦在“开合正副”的基

础上追求反切改良，以及反切用字的统一，所以反切上、下字各有系统。分论如

下： 

（1）反切上字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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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各摄内分开合正副，韵字各有所归，其反切改良追

求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所属“开合正副”统一。反切上字不仅要与被切字所属

的开合正副一致，亦要避免用本字记注音，所以上字各有两组，一主一副。但是，

“合口正韵”为配合“及”摄比其他十一摄多出的“帮、照”组声母，反切上字

内分三组，就内容而言，实际仍为两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共使用 142个

反切上字（重复之字不算）①，尽列于下： 

! =O"OI##)áâPSW/c,E.(ÌBoP23#

 摄 见 群 疑 端 透 娘 帮 傍 明 奉 微 精 从 邪 照 床 审 影 晓 来 日 

开口 

正韵 

正 裓 刻 𤘑 得 忒 䅞 贝 倍 美   则 墄 塞    殕 黑 勒 𠎁 

副 干 看 岸 丹 贪 男 半 判 蛮   簪 参 三    安 罕 蓝 冉 

开口 

副韵 

正 吉 乞 逆 弟 剔 尼 卑 皮 米   即 七 夕 支 尺 失 乙 希 立 日 

副 见 欠 言 店 天 年 卞 片 免   尖 千 先 占 谄 山 烟 贤 连 然 

合口 

正韵 

正 古 苦 五 度 土 奴    夫 无 卒 粗 速    屋 户 芦
② 

入 

副 官 宽 顽 端 团 煗    凡 万 钻 攒 筭    剜 患 卵 𦘾 

官 宽 顽 端 团 煗 半 判 慢 凡 万 钻 攒 筭 专 穿 栓 剜 患 卵 𦘾 

合口

副韵 

正 居 去 鱼   女      足 蛆 徐 朱 出 书 于 虚 吕 如 

副 卷 犬 元         镌 全 宣 专 穿 栓 袁 玄 挛 软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的 142个反切上字，比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王兰生《音韵阐微》③的反切上字都要简洁合理。另外，是书追求反切上下字的

固定，所以十二摄有十摄都是以“及、裓”两摄作反切上字，但是“及、裓”两

摄不能用自注，因此另取“干”摄字作补充，即以“及、裓”两摄字为“主”，

“干”摄为“副”。而且，用作反切上字的“及、裓”两摄互补出现，组成“裓”

“吉”“古”“居”四组主反切上字，互补关系列于下表： 

! =O"On##)áâPSW/c,E.ãkäk9kåa²æÌBoP( ¡!#

主反切上字 来源 主反切上字 来源 
开口正韵“裓”类 “裓”摄开口正韵 合口正韵“古”类 “及”摄合口正韵 
开口副韵“吉”类 “及”摄开口副韵 合口副韵“居”类 “及”摄合口副韵 

 
①《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与《谐声韵学》的反切上字相同，本文“大藏字母九音

等韵图”列 142 个反切上字，比宁忌浮《读〈谐声韵学〉》（2017:9）统计的 128 个反切上字多出 14 处。

多出的 14处分别是：合口正韵“副”类上字中，用于“及”摄合口正韵“帮、照”组声母位的的“半判慢”

和“专穿栓”；合口副韵“正”类反切上字中，用于十摄合口副韵“端、透、奉、微”四母下的“ 、 、

、 ”；合口副韵“副”类反切上字中，用于“及、裓”两摄合口副韵“端、透、奉、微”四母下的“ 、

、 、 ”。十二摄合口副韵“端、透、奉、微”四母下都只有“切音”字或者有音无字的“○”，没有

具体的列字，所以反切上字可以不列，但上表列出。 
②《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庚摄、合口正韵、来母列所列的“笼，户红切”“拢，户

嗊切”“弄，户汞切”“○，户烘切”中的反切上字“户”都是“芦”字的讹误。 
③ 《音韵阐微》由康熙五十四年（1715）始撰，雍正四年（1724）完成，雍正御制序文，刊刻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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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之所以用“裓、及”两摄字作主反切上字，盖因两

摄之字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组完整的单元音韵母，同时与“开齐合撮”分韵特

点相合。但是，除去语音依据之外，“裓、及”两摄的选择，亦有维护韵图结构

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及”摄有着其他摄比不了的特点： 

第一，“及”摄开口副韵十九声母（“奉微”母除外）与“调理韵音”四声

的交接点上都有具体列字，其他韵图都不满足。 

第二，“及”摄合口正韵之字虽然不如开口副韵完满，但有“帮傍明”和“照

床审”两组列字，即使作为副反切上字来源的“干”摄亦不备此两点。但是，“及”

摄合口正韵“帮”组的反切上字“半判慢”，来自于“干”摄的开口正韵；“及”

摄合口正韵“照”组的反切上字“专穿栓”，来自于“干”摄合口副韵。“干”

摄因为实际语音的局限，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的开合正副所属无法实现一致。 

韵图开口正韵的主反切上字不用“及”摄，是因“及”摄开口正韵只有“精

从邪”三母有字，不足以撑起整个框架。所以，转以同样没有韵尾的“裓”摄开

口正韵作补充。 

（2）反切下字的系统性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寻求反切改良，不仅要求反切上字要与被切字的开

合正副一致，反切下字亦是如此。同时，固定反切用字，亦分主副两组，副反切

下字亦只用于主反切。例如，“尜”摄、开口正韵、“调”声，以“麻”字为主

反切下字，但是“麻”字也列于韵图的“明”母位下，因此“麻”字的注音就换

成副反切下字，即“端”母的“达”字，且只用一次。 

同一韵系主、副反切下字的声母所属基本相同，但当韵图列字太少，不足以

满足四声相承时，就会改变反切下字的声母所属。例如：“革”摄合口副韵，“调

声”只有“见、照”母有“戄、浊”两个具体列字，只能互为反切下字；“理”

声只有“见、审”母有“矍、所”两字，也只能互为反切下字；“韵”声只有“影、

来”母有“籰、荦”两字，只能互为反切下字；“音”声列字较多，以“见”母

“玃”字为“主”反切下字，以“审”母“朔”为“副”反切下字等。 

现将“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十二摄的正、副两组反切下字分类汇总于以下

各表，但是韵图中无反切注音的地方，下表亦空其位。例如，“傑”摄、开口正

韵“理”“韵”两声位下虽有虚圈，但无反切注音，因此空其位。但是，当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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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韵只于“见”母声下列一个“切音”字的时候，把它的反切下字归于“副”类。

例如，“傑”摄、开口正韵、只于“音”声位列“切音”字“干壹，裓噎切”，下

字“噎”归入副类。“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反切下字分类汇总表见下： 

! =O"Ow##)áâPSW/c,E.)ç.)è.�-ÌBpP23#

 

尜摄 干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 明 端 影 晓 晓 见 照 审 晓 透 影 晓 晓 影 影 晓 

调 麻 达 牙木 霞 滑 古伐 髽 偄 含 谈 延 贤 还 丸 袁 玄 

理 马 打 哑 煅 吪 寡 爪 耍 罕 坦 演 显 缓 椀 远 泫 

韵 骂 大 亚 下 化 卦 口窋 誜 汗 炭 晏 现 患 腕 怨 楦 

音 帓 荅 押 瞎 花 瓜 檛 刷 憨 贪 烟 杴 欢 剜 鸳 喧 

! =O"O{##)áâPSW/c,E.)é.)ê.�-ÌBpP23#

 罡摄 庚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 来 透 影 晓 晓 奉 床 照 来 明 影 床 晓 透 影 床 

调 郎 唐 羊 降 黄 房 床 朱床 楞 盲 盈 呈 红 同 容 崇① 

理 朗 倘 养 享 晃 纺 磢 𢪾 冷 猛 影 逞 嗊 捅② 永 宠 

韵 浪 摥 样 向 扩 放 创 撞 倰 孟 应 秤 汞 痛 用 揰 

音 俍 汤 秧 香 荒 方 疮 庄 ③ 懵 英 称 烘 通 壅 充 

! =O"O~##)áâPSW/c,E.)u.)ß.�-ÌBpP23#

 

及摄 根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 精 邪 影 审 晓 奉 影 邪 晓 明 影 审 晓 从 影 邪 

调 自 辭④ 邑 十 胡 扶 于 徐 痕 门 寅 神 魂 存 云 旬 

理 子 死 矣 史 虎 府 雨 胥 狠 懑 引 审 惛 忖 允 笋 

韵 字 四 易 士 户 父 浴 序 恨 闷 印 肾 慁 寸 韵 侚 

音 赀 思 乙 乙⑤ 忽 夫 淤 宿 哏 㵍 音 申 昏 村 贇 旬 

 
①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庚摄、合口副韵、调声、影母位列“容”字。“容”字为

“调声”的主反切下字，根据反切下字四声相承的关系，“容”字应用“床”母“重”字为反切下字，但此

处不用“重”字，而用非小韵首字的“崇”字为反切下字。 
②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庚摄、合口正韵、晓母位列“嗊，户捅切”。下字“捅”

虽与端母“桶”字同声，也见于韵书，但毕竟不是小韵首字，又与邪母位的“桶”字不同，怀疑“捅”字是

“桶”字的讹误。 
③ 根据韵图的声韵调地位可知，此“ ”字应是“ ”字的讹误。 
④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及摄、开口正韵、见母、调声列“自，簪辞切”，但台

本、海本中“自”都是“簪词切”，反切下字“词”也与其他三声的反切下字“死四思”同列于韵图的“邪”

母位，且“辭”字也不见于韵图，怀疑下字“辭”是“词”字的讹误。 
⑤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及摄、开口副韵、影母、音声位列“乙，烟乙切”，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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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攝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见 帮  影 影 见 微 奉  邪 影 见 
调 干舌 貝舌 耶 捷 尾耶 笍 𦚢 掘 
理   也 姐   哕 𧺖 
韵   夜 借   悦 𧼨 
音  噎 噎 接      雪 曰 诀 

! =O"O"�##)áâPSW/c,E.)ì.-ÌBpP23#

高攝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来 影 晓 来  见  影 精  明 见 影  照 来 见 
调 豪 牢 爻 肴 芦爻 卒爻   
理 好 老 宎 晓         
韵 号 涝 要 孝     古孝     尾孝   
音 蒿 捞 夭 鵁 喔交        鎬    鉊     

! =O"O""##)áâPSW/c,E.)í.-ÌBpP23#

该攝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从 影 床 晓 见 床   精  审 
调 孩 才 埃 柴 怀 古懷   
理 海 采 矮 𡺵 𡾨 枴 揣      
韵 亥 菜 隘 瘥 坏 怪 踹 帅 
音 咍 猜 挨 差 𩝨 乖 搋     衰 

! =O"O"5##)áâPSW/c,E.)ã.-ÌBpP23#

裓攝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帮 傍 审  影 傍  见 晓 影 邪 床 
调 彼 倍 谁 眭 回 韦 随 垂 
理 北 啡   悔 苇 髓 㷃 
韵 贝① 配     ② 㓲 会 位 岁 喙 
音 悲 坏          见黑 灰 威 虽 吹 

 
仍用“乙”，本切切本字，与韵图的整体注音系统不和。而且，根据及摄、开口副韵、影母，调声、理声、

韵声位列字，都用审母之字做下字，怀疑此处的“乙”应是审母的“失”字的讹误。 
①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裓摄、开口正韵、音声、疑母位、“𤘑”字的反切是“岸

悲切”，但下字“悲”属阴平声，不应列于此。而且，首都本、台本、海本都列“岸贝切”，知“悲”字是

“贝”字之讹。 
②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裓摄、开口副韵、韵声、傍母位列“㓲，片 切”，下字

为合音字“ ”，但“ ”字的下字“眭”是“调声”字，不应列于此。此“眭”字应是去声“㓲”字的

讹误，即为“㓲，片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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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来 影 床 奉 见 影 见  晓 
调 侯 楼 由 紬 艀    
理 吼 篓 酉 丑 㤱    
韵 后 陋 又 臭 䒇    
音 齁 搂 忧 抽 醅       休 

! =O"O"I##)áâPSW/c,E.)ï.-ÌBpP23#

革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影 见 影 晓 端 照  审  来 见  影 

调 何 阿 𠊬 𠿟 禾 夺 浊 戄 

理 荷 妸 觉 隘 火 朶     所  矍 

韵 贺 啊 捔 药 货 惰         荦     籰 

音 呵 恶 角 约 霍 掇     朔 玃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固定反切下字，在韵图既有列字之内，追求反切

下字声母的四声相承，共 360 字，比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王兰生《音韵阐

微》都要简洁合理。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追求反切下字与被切字所属开合正副的一致，但受

韵图列字所限，也有不足。不足之处有三点，分别为：“杰”摄、开口正韵、见

母、音声位列切音字“ ，裓噎切”，表韵的“噎”是开口副韵“影”母字，不

应列于开口正韵；“杰”摄、合口正韵、见母、音声位列切音字“ ，古雪切”，

但是下字“雪”属合口副韵“邪”母位，不应列于合口正韵；“勾”摄、合口副

韵、见母、音声位列切音字“ ，居休切”，下字“休”是勾摄开口副韵“晓”

母字，不应列于合口副韵。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已经完成了等呼转换，并以开合正副分韵列字，同

时进行反切改良，追求被切字与反切上、下字所属的开合正副的一致。现总论反

切特点如下： 

第一，用韵图的韵字系统注音，但是韵字不自注，所以反切上下字各分主、

副两组。 

第二，反切上下字都追求与被切字开合正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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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追求反切上下字在韵图位置中的固定性，同一韵的反切下字在韵图列

字允许的情况下，追求所属声母的一致。 

二、“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和《谐声韵学》的内部框架 

《谐声韵学》十八卷，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书、图相配，按“十二摄—

开合正副—声—调”的结构分韵列字。细分之，即以十二摄为纲，每摄内分开合

正副四韵，每一韵横列二十一声母，并付诸阴梓，每声之下并列“调、理、韵、

音”四声，付诸阳梓，韵图列字和注释内容来源于《改併五音集韵》，有音无字

处并用“〇”和“切音”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一致。“大藏字母九音

等韵图”是“韵书化”的韵图，内部兼列反切。《谐声韵学》是“韵图化”的韵

书，列声目入韵图。两者书、图相配，共用有一个具有层次性的框架结构。特点

分论如下： 

第一，虚设声母固定韵图长度。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和《谐声韵学》都无差别的横列九音二十一母，但

是实际列字无法填满这个理想的声母结构，因此需要虚设声母，以补空缺。这些

虚设之声多不见于“内含四声音韵总图”，也没有列字和反切注音，有时还会被

省略，具体内容如下： 

《谐声韵学》于开口正韵内虚设“奉、照”两组声母，“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无“照”组。《谐声韵学》开口副韵虚设“奉”组，“内含四声音韵总图”无“奉”

组。《谐声韵学》于合口正韵虚设“帮、照”组声母，“内含四声音韵总图”不

列。《谐声韵学》于合口副韵虚设“帮”组，“内含四声音韵总图”亦不列。 

第二，平声分列首、尾。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和《谐声韵学》都将平声分列首尾，即按“调、理、

韵、音”的顺序列字。平声字最多，所拼声母位最全，分居韵图两端，最能撑起

韵图框架。 

第三，用“两点”固定韵图宽度。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在横向上用声母固定韵图长度，亦用“两点”固定

韵图列宽。固定列宽的两点分别是分居韵图首尾，见母“调”声“音”声。“大

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十二摄据“开合正副”分四十八韵，每韵见母“调”声、“音”

声之下都有列字和反切注音，即使没有实际列字，亦有“切音”字，其他声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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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此要求。《谐声韵学》是韵书，没有空间上的强制要求，虽不需要固定列宽，

但是列字也是如此。 

第四，用韵字、虚圈“〇”“切音”字共同填充韵图内容。 

固定好韵图长、宽之后，两书都用实际韵字和“切音”字共同填充韵图内容，

但是韵字和“切音”字的使用范围不同。韵图以实际列字为主，“切音”字只用

于撑起声母位，如果某韵的实际列字较多，足以撑起整个韵图，那么有音无字之

处多用符号“〇”，不用“切音”字。例如：“尜”摄开口正韵、“罡”摄开口

正韵等。但是如果某韵的实际列字太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实际列字，就只能借助

“切音”字撑起韵图，基本方式是在各声母（除去“无音无字”虚设的声母）“调”

声位下列“切音”字，并加以反切注音。例如：“杰”摄合口正韵、“罡”摄合

口正韵、“及”摄开口正韵等图。但是也有只在一组声母的第一声母位下列“切

音”字和注音的现象①。例如，“高”摄合口副韵、“勾”摄合口正韵，都只在

“见、端、奉、精、晓、来”母位下列“切音”字。 

两书都是先定框架，后填列字，所以“切音”字必然会出现，也必然在“调”

声中占最大比重。但是两书遵从框架的程度不同，《谐声韵学》只遵从框架，“大

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则在框架之上考虑实际语音，这种不同体现在列字差异上，

也因此导致两书反切下字系统的不同（详见下文）。这一编排方式对之后的《字

母切韵要法》产生影响，并用“寄韵法”以达异曲同工之妙，也因此走上了与《五

方元音》完全相反的构图道路。 

三、《谐声韵学》的结构特点和反切下字的调整 

《谐声韵学》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书、图相配，列字基本一致。《谐声

韵学》初修时间虽早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但修订的时间应长于《三教经书

文字根本》，且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成书之后，又进一步改良反切，调整反

切下字的声母所属，使其归于“影、晓”两母，致使两书反切下字的差异增大。 

两书都注重反切下字的四声相承，但是《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只在既有列字

之内追求四声相承，《谐声韵学》则突破列字限制，通过重出字、新增字实现四

声相承。也正因《谐声韵学》的调整，致使两书反切下字不同。两书反切下字的

 
①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和《谐声韵学》都分“九音”，但韵图将“来”“日”

两母归为一组，九音二十一母实际只分八组，即：“见群疑”一组，“端透娘”一组，“帮傍明”一组，

“奉微”一组，“精从邪”一组，“照床审”一组，“影晓”一组，“来日”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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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列汇总于以下各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简称“《三教》”，《谐声韵

学》简称“《谐声》”）： 

! =O"O"n##>�Þ\¥0PßÑF>Ýb,QFukè�-ÌBpPðñ!#

及摄 干摄 

 
1开口副韵 2合口正韵 3合口副韵 4开口正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影 审 影 晓 晓 奉 晓 奉 影① 影 邪 影 晓 晓 透 晓 影 

调 邑 十 移 携 胡 扶 胡 扶 于 徐 于 䔓 含 谈 含 𢓕 

理 矣 史 矣 喜 虎 府 虎    舞 雨 胥 雨 许 罕 坦 罕 㽢 

韵 易 士 易 系 户 父 户    误 浴 序 浴 嘘 汗 炭 汗 按 

音 乙 失 乙 希 忽 夫 忽    屋 淤 宿 淤 虚 憨 贪 憨 安 

! =O"O"w##>�Þ\¥0PßÑF>Ýb,QFêké�-ÌBpPðñ!#

庚摄 罡摄 

 
5开口副韵 6 合口正韵 7 合口副韵 8 合口正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影 床 影 晓 晓 透 晓 影 影 床 影 晓 晓 奉 晓 影 

调 盈 呈 盈 行 红 同 红 宖 容 崇 容 雄 黄 房 黄 王 

理 影 逞 影 婞 嗊 捅 嗊 蓊 永 宠 永 𦬺 晃 纺 晃 往 

韵 应 秤 应 幸 汞 痛 汞 瓮 用 揰 用 𣅷 扩 放 扩 旺 

音 英 称 英 兴 烘 通 烘 翁 壅 充 壅 兄 荒 方 荒 汪 

! =O"O"{##>�Þ\¥0PßÑF>Ýb,QFß-ÌBpPðñ!#

根摄 
9开口正韵 10开口副韵 11合口正韵 12合口副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明 晓 影 影 审 影 晓 晓 从 晓 影 影 邪 影 影 

调 痕 门 痕 蒽 寅 神 寅 𧥺 魂 存 魂 薀 云 旬 云  
理 狠 懑 狠 䅰 引 审 引 炘 惛 忖 惛 稳 允 笋 允  
韵 恨 闷 恨 䭡 印 肾 印 𤴾 慁 寸 慁 搵 韵 侚 韵 训 

音 哏 㵍 哏 恩 音 申 音 欣 昏 村 昏 温 贇 旬 贇 薰 

! =O"O"~##>�Þ\¥0PßÑF>Ýb,QFí-ÌBpPðñ!#

该摄 
13开口正韵 14开口副韵 15 合口正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① 《谐声韵学》“及”摄合口正韵的主反切下字由“晓”母的“虎户忽”改成“影”母字的“舞误屋”，仅

见于“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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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O"~##>�Þ\¥0PßÑF>Ýb,QFí-ÌBpPðñ!#

声母 晓 从 晓 影 影 床 影 晓 晓 见 晓 影 

调 孩 才 孩 頥 埃 柴 埃 谐 怀  怀  

理 海 采 海 僾 矮 𡺵 矮 薢 𡾨 枴 𡾨 崴 

韵 亥 菜 亥 爱 隘 瘥 隘 蟹 坏 怪 坏 䵳 

音 咍 猜 咍 哀 挨 差 挨  𩝨 乖 𩝨 歪 

! =O"O"�##>�Þ\¥0PßÑF>Ýb,QFëkò�-ÌBpPðñ!#

 

傑摄 钩摄 

16开口副韵 17合口副韵 19开口正韵 20开口副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① 主 副 主 副 

声母 影 见 影 晓 影 见 影 晓 晓 来 晓 影 影 床 影 晓 

调 耶 捷 耶 协 𦚢 掘 𦚢 穴 侯 楼 侯  由 紬 由 茠 

理 也 姐 也  哕 𧺖 哕  吼 篓 吼 欧 酉 丑 酉 朽 

韵 夜 借 夜  悦 𧼨 悦  后 陋 后 沤 又 臭 又 齅 

音 噎 接 噎 歇 曰 诀 曰 靴 齁 搂 齁 讴 忧 抽 忧 休 

! =O"O5�##>�Þ\¥0PßÑF>Ýb,QFìkïkç�-ÌBpPðñ!#

高摄 革摄 尜摄 

 
18 开口正韵 21 合口正韵 22 合口正韵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三教》 《谐声》 
主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主 副 
声母 晓 来 晓 晓 晓 端 晓 影 晓 见 晓 影 
调 豪 牢 豪 薁 禾 夺 禾 𧥦 滑  滑 婗 
理 好 老 好 袄 火 朶 火 婐 吪 寡 吪 𣁳 
韵 号 涝 号 奥 货 惰 货 污 化 卦 化 𠹁 
音 蒿 捞 蒿 懊 霍 掇 霍 窝 花 瓜 花 穵 

《谐声韵学》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反切下字只有一种不同，即把原来

非“晓”“影”组列字改为“晓”“影”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48组反切下

字系统中，有 8组“影、晓”互为反切下字，占总体的 16.7%，23组有一组字是

“影”母或“晓”母，有 17组非“影”“晓”母或夹杂其他声母。《谐声韵学》

改动 22组，加上原来的 8组，共 30组，占总体的 62.6%。未改之处，多因实际

列字太少，仅有列字只能自成系统，没有修改的必要。例如：“杰”摄的开口正

韵，“高”摄的合口正韵等。有些则是因为需要改动的部分太多，因此没有改动。

例如：“裓”摄的开口正韵，“该”摄的合口副韵。 

 
① 《谐声韵学》钩摄、开口正韵、“晓”母位的反切下字“侯喉后齁”，改成“影”母字的情况仅见于“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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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都追求反切下字的四声相承，但是《三

教经书文字根本》只在韵图列字范围内追求“影”“晓”母的四声相承，《谐声

韵学》则创造条件实现四声相承，因此比《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多出的 20组“影”

“晓”组反切下字系统中，有 11组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中不满足四声相承，

但是《谐声韵学》通过新增列字、重出列字等实现了四声相承，也就实现了“影”

“晓”组两母的反切下字系统，分论如下： 

（一）《谐声韵学》的重出韵字 

1. 及摄、合口副韵、晓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䔓”，并注音释义为“䔓，玄于切，草名也”。但是此字实是理声

字，“䔓：虎䔓，药草，续断也”。理声字在调声中重出，其反切只表此位之音，

并非此字之音。 

2. 根摄、开口正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蒽”，注音释义是“蒽，殕痕切、草名也”。但是此字实是音声字，

“蒽：艹名、出日南”。音声字在调声中重出，其反切只表此位之音，并非此字

之音。 

3. 根摄、合口正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薀”，注音释义是“薀，屋魂切、草名也”。但是此字实是音声字，

“薀：薀藻节中生叶又与殒切”。音声字在调声中重出，反切只表此位之音，并

非此字之音。 

4. 该摄、开口副韵、晓母、音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䉏”，注音释义为“䉏，希挨切，竹名也”。但是此字实是理声字，

“䉏：竹也”。理声字在调声中重出，反切只表此位之音，并非此字之音。 

5. 高摄、开口正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薁”，注音释义为“薁，殕豪切，草名也”。但是此字是韵声字，

“薁：草名”。韵声字在调声中重出，反切只是此位之音，并非此字之音。 

6. 钩摄、开口正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 ”，此字不见于其他韵书，怀疑此字是为了凑足“晓”母的四声 

列字而新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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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声韵学》列字的“重出”虽保证了下字的四声相承，但是重出之字只表

此位之音，临时改读，与实际语音不合。顾此失彼，非常粗糙。 

（二）《谐声韵学》中的新增列字 

1. 根摄、合口副韵、晓母、调声、理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都列“〇”，

《谐声韵学》列“ ”“ ”，注音释义分别为“虚云切、草名”和“虚允切，

竹名”，这两字都不见于他书，应该是为了凑足“晓”母的四声列字而新增。 

2. 该摄、合口副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𧧊”，反切下字却列与之不同的“ ”，此字不见于他书，应是为

凑足“影”母四声字而新增。 

3. 杰摄、开口副韵、晓母、理声、韵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都列“〇”，

《谐声韵学》列“ ”“ ”，注音释义分别为“希也切、草名也”和“希夜切，

竹名也”。此两字都不见于他书，应是为了凑足“晓”母四声而新增。 

4. 杰摄、合口副韵、晓母、理声、韵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都列“〇”，

《谐声韵学》列“茓”“ ”，注音释义分别为“虚哕切、草名也”和“虚越切，

竹名也”。两字都不见于他书，应是为了凑足“晓”母四声列字而新增。 

5. 钩摄、开口正韵、影母、调声，“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列“〇”，《谐

声韵学》列“ ”。此字不见于他书，应是为了凑足“晓”母四声列字而新增。 

这些新增之字都是以“艹”“竹”为偏旁，尤以“艹”为先，与用偏旁表音

的“切音”字不同。而且，新增之字的释义也基本相同，都是“草名也”或“竹

名也”，这些新增字与其说是字，更应该说是一种符号，一种专门为完善反切下

字系统确立的符号。 

《谐声韵学》的新增字和重出字虽然推动了“反切改良”，但脱离汉字注音

实用的需要。《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书图相配，列字基本相同，

部分重出和新增字破坏了两书列字的一致性。但是，正是这些改动，可以看出《谐

声韵学》的后出转精，其“反切系统”在向《音韵阐微》的“合声切法”慢慢靠

近。 

四、《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的语音系统表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虽在列字上微有差异，但是基本音系

不变。现结合两书韵字内容，将二十一声母的拟音列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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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5"##>�Þ\¥0PßÑF>Ýb,QF(bS�/#

见 k 群 k‘ 疑 ŋ；端 t  透 t‘  娘 n；帮 p 傍 p‘ 明 m；奉 f 微 v； 
精 ʦ 从 ʦ‘ 邪 s；照 tʂ 穿 tʂ‘ 审 ʂ；影 ø 晓 x；来 l  日 ʐ 

根据韵书、韵图列字，十二摄开合正副的拟音汇于下表： 

! =O"O55##>�Þ\¥0PßÑF>Ýb,QF(,S�/#

 尜 傑 罡 庚 及 高 该 裓 根 干 钩 革 
开口正韵 a  aŋ eŋ ï au ai ei en an eu o 
开口副韵 ia ie iaŋ iŋ i iau iai iei in ian ieu io 
合口正韵 ua  uaŋ uŋ u uau uai uei uen uan  uo 
合口副韵 ya ye yaŋ yŋ y yau   yn yan  yo 

两书都分“调（阴平）、理（上）、韵（去）、音（阳平）”四声，具体音

值不可考。 

《谐声韵学》忽略了韵书与韵图功能的不同，以至于不考虑实际语音虚设声、

调之位，填以有音无字的符号“○”，是过度“等韵化”的韵书。与之相反，《三

教经书文字根本》是过度“韵图化”的韵图，韵图内部还列有反切注音。 

《谐声韵学》和《三教经书文字根本》都注重系统和结构的完整性，特点如

下：两书都寻求反切改良，固定反切用字，为避免用本字注音，反切上下字各分

两组，一主一副，相互配合。两书都追求框架结构的完整，横列二十一声母，平

声分列首尾，“切音”字与实际列字相互配合，以撑起整个韵书、韵图框架，与

《五方元音》不虚设的结构特点相反。《谐声韵学》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

反切基础上追求更进一步的反切改良，反切下字更多的使用“影”“晓”组两母，

但是受列字所限，只能通过增字、重出、“切音”字弥补实际列字的不足，已此

实现反切下字的四声相承，也因此导致两书列字的不同。两书的列字不同于整体

的音系无碍，两书都属于清初康熙年间北方官话。 

  



,C."/01234567897:7;<@D"

 149 

第二节 兼顾南北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与《字母切韵要法》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原附于《大藏字母文字陀罗尼经》之后，署为“清天

中竺沙门阿摩利谛译”，成书的时间不会晚于康熙四十二年①。赵荫棠在《等韵

源流》中推断，此书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俱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

熙四十一年（1702）之间，但是晚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大藏字母九音等

韵》，是“韵图化”的韵书，内有释音、释义、小韵分类，与《字母切韵要法》

书、图相配，具体内容分论如下。 

一、《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韵书结构及音系特点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在韩道昭《改併五音集韵》的基础上合流韵部，改良

反切以成其书，于小韵下列所含的韵字数，未尽列韵字。是书“以韵为纲”，按

“摄—开合正副—声—调”的结构分韵列字，与《字母切韵要法》书、图相配。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内分十二摄，即：“迦、结、冈、庚、裓、高、该、

傀、根、干、钩、歌”；每一摄之内先开、合，后正、副，与《三教经书文字根

本》一致。开合正副之下列三十六字母，始见终日，按九音“牙、舌头、舌上、

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半舌半齿”顺序排列。韵图无字之音不设其位，

与过分追求韵图结构的完整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不同。例如，“迦”摄开口

正韵不与“郡、非敷奉微、照穿牀审禅、邪喻”等母相拼，韵书不虚设相应声母

位。每母之下分列“平上去入”四声，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调理韵音”

不同。每字之下标注反切以及同音字数。例如，“迦”摄、开口正韵、见母下列

“平，迦干麻切，三字”，“干麻切”是注音，“三”表有三个同音字。入声只与阴声

韵的“迦结裓歌”四摄相配。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横列三十六字母，用“郡”字表“群”母，用“状”

字表“床”母。同时，“喉音”按“影晓喻匣”的顺序排列，“喻”母列于“匣”

母之前，与传统韵图“影晓匣喻”的顺序不同。两书的全浊声母都已清化，全浊

声母的平声字归于相应声母位的送气清音。例如，“冈”摄、开口副韵、溪母、

平声位列“群”母“强”字，注音为“轻央切”；“冈”摄、合口副韵、溪母、

 
① 《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书后署有“康熙肆拾壹年二月，吉旦录”等字。本文用

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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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声位列“群”母“狂”字，注音为“渠王切”；“庚”摄、开口正韵、透母、

平声位列“定”母“腾”字，注“台萌切”等。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与《字母切韵要法》都只有二十一声母，与《三教经

书文字根本》无别。内容见下表： 

! =O5O"##>áâPSW/c,F(bS�/#

见 k 溪 k‘ 疑 ŋ；端 t 透 t‘ 泥 n；帮 p 滂 p‘ 明 m；非 f 微 v 
精 ʦ 清 ʦ‘ 心 s；照 tʂ 穿 tʂ‘审 ʂ；影 ø 晓 x；来 l 日 ʐ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十二摄所统各韵，据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 313）

拟音于下： 

! =O5O5##>áâPSW/c,F(,d�/#

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摄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迦 a ia ua  该 ai iai uai  

结  ie  ye 傀   uei yei 

冈 aŋ iaŋ uaŋ yaŋ 根 ən in un yn 

庚 əŋ iŋ uŋ iuŋ 干 an iɛn uan yan 

裓 əi i；ɿ u y 钩 ou iou   

高 au iau   歌 o io uo yo 

但是，调整“裓”摄开口正韵、开口副韵的拟音。“裓”摄、开口正韵尽列

“裓刻𤘑得忒特北惫墨”等入声字，因此李新魁认为此韵既可以拟为[ə]也可以

拟为[əi]。“裓”摄、开口副韵列“止”摄开口三四等之字，韵字一般收[i]尾，因

此与之相配的开口正韵也应以[-i]为韵尾。而且，“裓”摄、开口正韵寄“傀”

摄、合口正韵的“悲裴眉”等字，也以[-i]为韵尾，因此定音为[əi]。 

李新魁据“裓”摄、开口副韵、“精”组声母位下“赀慈思词”与“七西”

等字的并列，认为舌尖前元音并没有独立。反向言之，两者虽重列于同一声母位，

但是仍分两组，也恰好说明读音的不同。而且细查两组字的反切，反切下字也明

显的分两组，说明两组字的读音确有不同。并且，“赀慈思词”没有与之相配的

入声，如果与“𧶐七西”等字的读音相同，应该有与之相配的入声，而不是只列

“○”。这些都说明这个音是“止”摄所独有，即舌尖前元音，因此定为[i] [ɿ]两

音。 

二、《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与“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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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的“明显四声等韵图”书、图相

配，列字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两书列字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为说明简

便《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简称“大藏”，“明显四声等韵图”简称“明显”）： 

（一）列字的脱漏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迦”摄、开口正韵、徹母、上声位列“奼陈马切，三字”，

“明显四声等韵图”相应位置既没有韵字，也没有有音无字的虚圈“○”，应是

列字的脱漏。 

（二）“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之字非《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首字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非《大藏字母九音等韵》首字的情况整理于下： 

! =O5O=##)¹óabc,E.l�ô>áâPSW/c,FõPö÷23#

韵图 声、调 明显 大藏 韵图 声、调 明显 大藏 

迦摄开口副韵 匣母去声 暇 匣 
傀摄合口副韵 

匣母平声 攜 携 
结摄开口副韵 邪母去声 謝 邪 日母上声 蘂 蘃 

庚摄开口副韵 
穿母去声 稱 秤 干摄开口正韵 帮母上声 粄 板 
来母平声 靈 灵 干摄开口副韵 晓母去声 獻 献 

裓摄开口副韵 
来母平声 離 离 干摄合口正韵 来母去声 亂 乱 
日母去声 二 日 裓摄开口副韵 並母去声 備 偹 

裓摄合口正韵 敷母去声 副 敷  

另外，有一点需要特点说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裓”摄开口副韵、日

母去声位列“日饶记切，二二十一字”。“日”字虽位居韵首，但与声韵调地位不合，

应是声母“日”字的误入。 

（三）其他原因导致的列字不同 

第三点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明显四声等韵图”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列字

的不同，不同之处汇总于下表： 

! =O5OI##øùÆúûü)¹óabc,E.>áâPSW/c,F(�Pðñ#

韵图 声、调 明显 大藏 韵图 声、调 明显 大藏 

迦摄开口副韵 来母入声 1𧙀 𥘸 傀摄合口副韵 溪母上声 19奎 套 

迦摄合口正韵 溪母入声 2搰 榾 

根摄开口正韵 

徹母去声 20趁 趂 

庚摄合口正韵 知母去声 3湩 潼 娘母上声 21拰 𢪭 

裓摄开口副韵 

郡母上声 4技 拔 心母上声 22灑 洒 

端母上声 5底 邸 
根摄开口副韵 

溪母去声 23歏 勤 

泥母上声 6襧 袮 精母上声 24𣷽 𣽧 

澄母去声 7治 緻 根摄合口正韵 匣母平声 25䰟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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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5OI##øùÆúûü)¹óabc,E.>áâPSW/c,F(�Pðñ#

裓摄开口副韵 

滂母上声 8捭 椑 

干摄合口正韵 

微母去声 26萬 万 

明母入声 9密 蜜 心母去声 27算 筭 

穿母去声 10厠 廁 邪母上声 28鄹 郰 

裓摄合口正韵 
端母去声 11妒 妬 

干摄合口副韵 

疑母去声 29願 𦖦 
心母平声 12蘇 𧁨 从母上声 30雋 隽 

高摄开口正韵 匣母去声 13號 号 禅母去声 31縳 𦁆 

高摄开口副韵 牀母去声 14𠻥 巢 
钩摄开口副韵 

邪母去声 32袖 䄂 
该摄开口正韵 滂母去声 15派 沠 来母平声 33留 㽜 

该摄开口副韵 审母去声 16曬 晒 歌摄开口正韵 澄母入声 34著 着 
该摄合口正韵 澄母去声 17遺  歌摄开口副韵 穿母入声 35策     䇿 
傀摄合口正韵 徹母上声 18㷃  歌摄合口正韵 定母去声 36惰 隋 

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𥘸”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𧙀来合”字之讹。 

2.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榾见没”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搰溪没”字之讹。 

3.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潼定东”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湩知用”字之讹。 

4.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拔滂黠”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技群纸”字之讹。 

5.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底端荠”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邸端

荠”字同音，只是字形不同。 

6.“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襧泥荠”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袮泥荠”

字异体。 

7.“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治澄至”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緻澄至”

字同音。 

8.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椑並脂”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捭滂荠”字之讹。 

9.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密明质”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蜜明质”

字同音。 



,C."/01234567897:7;<@D"

 153 

10.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厠穿志”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廁”

字异体。 

11.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妒端暮”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妬”

字异体。 

12.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苏心模”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𧁨”

字异体。 

13.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號匣豪”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号匣豪”

字异体。 

14.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𠻥床效”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巢床效”

字同音。 

15.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派滂卦”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沠”

字异体。 

16.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曬审卦”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晒”

字异体。 

17.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遺”字，是《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澄夬”字

的古今异体。 

18.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㷃徹旨”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讹误不成

字。 

19.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套透皓”字，应是

“明显四声等韵图”“奎溪纸”字之讹。 

20.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趁徹震”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趂”

字异体。 

21.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𢪭”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拰娘寝”字之讹。 

22.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灑审马”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洒”

是异体字。 

23.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勤群震”字，应是

“明显四声等韵图”“歏溪焮”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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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𣷽精沁”字，应是《大

藏字母九音等韵》“𣽧精寝”字之讹。 

25.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䰟匣魂”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魂”

字异体。 

26.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萬微愿”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万”

字异体。 

27.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算心换”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筭心换”

字异体。 

28.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鄹邪管”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郰邪管”

字同音。 

29.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𦖦疑鎋”字，应是

“明显四声等韵图”“愿疑愿”字之讹。 

30.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雋从獮”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隽”

字异体。 

31.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縳穿缐”字，应是《大

藏字母九音等韵》“𦁆禅线”字的讹误。 

32.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䄂”字，应是“明

显四声等韵图”“袖邪宥”字之讹。 

33. “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列“留来尤”字。《龙龛手鉴》中收《大藏字母九

音等韵》本“㽜”字，“㽜”是“留”的俗体。 

34.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著澄药”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着”

字异体。 

35. “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策初麦”字，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䇿”

字异体。 

36. 根据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所列“隋定果”字，应是

“明显四声等韵图”“惰定过”字之讹。 

两书相校，除去脱漏和非首字的情况外，两书共有 36处不同，其中 12处是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的字形之讹,18处是异体字，4处是同音字，2处“明显四

声等韵图”的列字与声韵调地位不合。如果不考虑刊印讹误，“明显四声等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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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列字更为严谨，讹误更少。但是两书列字的不同，更多的只是异体和同音字的

不同，与整体音系无涉。 

三、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的结构特点 

《字母切韵要法》刊于《康熙字典》之前，撰者不详，是书“由《大藏字母

切韵要法》而来”①，有以下部分组成：“证乡谈法；分九音法；分十二摄首法；

内含四声音韵图；寄韵法；借入声法；揭十二摄法；分四声法；明显四声等韵图；

切字样法；贴韵首法；赞嘱等韵西江月二首”等。繁、简相配的两组韵图“内含

四声音韵图”“明显四声等韵图”，都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书、图相配，分

论特点如下： 

（一）“内含四声音韵图”的结构特点 

“内含四声音韵图”内有四图，先开合，后正副，每图横列声母，纵列韵部，

内含四声，详细内容如下： 

1.“内含四声音韵图”横列的“九音”三十六字母 

《字母切韵要法》欲正南北不同之乡谈，与《康熙字典》古今引证②相互呼

应③，所以“内含四声音韵图”横列九音、三十六字母，即：牙音“见溪郡疑”、

舌头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澄娘”、重唇音“帮滂並明”、轻唇音“非

敷奉微”、齿头音“精清从心邪”、正齿音“照穿状审禅”、喉音“影晓喻匣”、

半舌半齿音“来日”。每母之下效“华严字母”列字符，全清用“○”，次清用

“☉”，全浊用“●”，半浊用“ ”。其九音虽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不同，

但是都用“郡”表“群”母，用“状”表“床”，“喻”母列于“匣”母之前。 

《字母切韵要法》虽有“九音”三十六字母，但是都不尽列于“内含四声音

韵图”，而是根据开合正副分列四组，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内含四声音韵

总图”的声母结构相似，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声母分类如

下： 

 
①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大藏字母切韵要法》的形式，是仿照《华严字母韵图》的；而《字母切韵要

法》，乃由《大藏字母切韵要法》而来。”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93 页， 
② 李汝珍《李氏音鉴》卷一云：“国朝《康熙字典》，博搜广采，凡字书一音一义之可取者，靡有遗逸，数

及五万，历代字书，此其汇总矣。”李汝珍：《李氏音鉴》，《续修四库全书》，第 260 册，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6 年。 
③ 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 “总论”云：“如是仍存其三十六母，何也？曰：反切用字母实等韵所创始，

数百年遵循不易，《字典》中所引《唐韵》《韵会》《正韵》及经史注疏中所为反切多用其法，固不得而去

也，况以摄中首字为标，而以音和一法为主，字母虽有复𨓬，初不相妨亦，无庸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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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正韵 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帮滂並明、精清从心邪、影晓喻匣、来日 
开口副韵 见溪郡疑、端透定泥、帮滂並明、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影晓喻匣、来日 
合口正韵 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影晓喻匣、来日 
合口副韵 见溪郡疑、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影晓喻匣、来日 

 “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正韵图不列“非”“照”组声母；开口副韵图不

列“知”“非”组声母；合口正韵图不列“帮”“照”组声母；合口副韵图列字

最少，只列“见”“精”“照”“晓”组声母，与语音拼合的实际相符。 

2.“内含四声音韵图”纵列的“十四行”十二摄 

根据《字母切韵要法》“分十二摄韵首法”可知韵图只有十二摄，“内含四

声音韵图”也只有十二摄，韵图却分十四行。现将“明显四声等韵图”十二摄的

摄名，以及“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正韵十四行的内容录于下表，以便比较： 

! =O5Ow##)¹óabc,E.*+-[)Gvab/,E.qþ^,*aÿGH(y¨#

十二摄 迦、结、冈、庚、    裓、高、该、傀、根、干、        钩、歌 
开口正韵 迦、○迦、冈、庚、○庚、裓、高、该、○裓、根、干、○根、○干、钩、歌 

“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正韵“十四行”中的“○迦”“○裓”即“结”“傀”

两摄，之所以加圈，是因为“内含四声音韵图”只以开口正韵的“见”母字作韵

目，而“结”“傀”两摄没有对应的“见”母字，只得借“结”“傀”两摄的韵

目以标摄。同时，在“华严字母”“果”“假”合流的结构影响下，“结”“迦”

两摄合列一位。 

除去“○迦”“○裓”两摄，韵图也有重出的“○庚”“○根”“○干”三摄，此三摄的

重出与“○迦”“○裓”两摄的重出不同。“○庚”“○根”“ ○干”三摄韵图没有具体列

字，尽列虚圈。关于此点，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认为是虚设之位，“其总

图，庚韵下有加圈庚字虚位，根干下有加圈根干两虚位，盖平声约以四呼，则分

韵不过十五位耳。”（《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开合呼三条的第一条）；李新魁《汉

语等韵学》（1983:318）认为“根、干之不列字，大概表示存咸、深摄（收[-m]）

尾之虚位”，但是没有解释“○庚”摄重出之因。“内含四声图音韵图”之所以虚

设此三摄，实是对“华严字母”分韵结构的保留。明清两代受“华严字母”影响

的音韵学家较多，但是大多不识“二合”“三合”的实际内含，反而用反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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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合音，《字学元元》《元音统韵》都是如此。但是，马自援《等音》①龙为

霖《本韵一得》②等都已经认识到这种分析法的不足，并提出批评。至于《字母

切韵要法》，仍然用反切法分析“华严字母”列字内容。 

为了更好的说明《字母切韵要法》与“华严字母”的对应关系，下文也用反

切分析“华严字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华严字母”横列字母，每母之下竖

写十二字，成十二行，每行之下又赘以同母之字。下文在保留“华严字母”列字

格式的前提下，将“第一唱”“最后一唱（第十四唱）”的六列之字列于下表，

同时，将“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十二摄十四行分列于后，以示对应关系，详见下

图： 

! =O5O{##)ijPS.[>PSB,àLFt-GH!,Eµ¶(¨"#

“华严字母” 《字母切韵要法》 

第十四唱 第一唱 分摄 十四行 

陀 侘 左室 波 多 阿 果假 迦结 

  

堂 䓪 臧室 帮 当 佒 宕江 冈 

驣 僜 增室 崩 登 鞥 通梗曾 庚 

彤 踵 宗束 〇 东 翁  ○庚 

图 摅 租束 逋 都 乌 遇止蟹 裓 

韬 超 遭室 褒 刀 爊 效 高 

骀 搋 灾室 䪹 𪒴 哀 蟹 该 

騠 絺 赍室 卑 低 医  ○裓 

田 㺦 津室 賔 颠 因 臻侵 根 

驒 脠 籛瑟 般 单 安 山咸 干 

〇 琛 浸室 〇 〇 音  ○根 

昙 觇 簪瑟 〇 耽 谙  ○干 

骰 抽 邹室 〇 兜 讴 流 钩 

陀 侘 左室 波 多 阿   

唱 唱 果 歌 

陀 佗 左室 波 多 阿  

 
① 高奣映《等音声位合汇》“凡例”云：“援按释家者流，为华严四十二母，虽系梵音，其二合音如‘瑟

咤’者，实一呼而出两字者也。今缁衣辈不知，徒欲易学，凡图中有音无字者，皆妄填以他字而失其本来，

故其字亦不足冯矣。”高奣映：《等音声位合汇》，《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年，第 75
册。 
② 龙为霖《本韵一得》“字母新图”云：“陈献可不识《华严》合音，竟以反切之法当之……不知所谓‘二

合’者，两字互唱，逼取中间一音，非上字取声，下字取韵之说。”龙为霖：《本韵一得》，清乾隆十六年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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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韵图》的面貌就是《华严字母韵图》的

面貌”①。“内含四声音韵图”十二摄十四行即“华严字母”的分韵列字，但是

有所调整，即“面貌虽同，精神却异”（同上），调整如下： 

第一，“华严字母”“果”“假”两摄合流，重列于韵图首、尾。“内含四

声音韵图”“果”“假”分立，根据“华严字母”分列于韵图首、尾。同时，根

据“时音”从的“果”“假”两摄内部分出“结”摄②，但是因为“华严字母”韵

图结构的限制，“迦”“结”两摄仍然合列一位。 

第二，“华严字母”“通”摄与“曾梗”两摄分立。“内含四声音韵图”的

“通曾梗”三摄合流，所以原“通”摄之位列“○庚”③，以表列字所归。 

第三，“华严字母”除将“蟹”摄的“齐废祭”等韵归于“止”摄之外，“蟹”

“止齐”“遇”三摄基本独立。“内含四声音韵图”在“华严字母”分韵的基础

上，将“止齐”等韵的开口呼之字归于“遇”摄，从而与“遇”摄相配以成四呼，

所以原“止”摄开口呼之位列“○裓”，以表其字原归于“裓”摄④。但是，“止齐”

韵的合口之字与“遇”摄冲突，不变其位，即成第八“傀”摄。 

第四，“华严字母”“深”“咸”两摄独立，但是因为“内含四声音韵图”

没有闭口音，“深、臻”合流，“咸、山”合流，所以原本“深”“咸”之位列

“○根”“○干”，以表列字原归于“根”“干”两摄。开口正韵图的“○庚”“○根”

“○干”与“○裓”韵都是归并印记，并非只见于“○庚”“○根”“○干”三摄⑤，当然这

种归并同样适用于“明显四声等韵图”。 

3.“内含四声”的列字方式 

“内含四声音韵图”以“明显四声等韵图”为列字之源，且在“华严字母”

的影响下用“内含四声法”列字，是内含四声，不是不涉四声。此法也见于同样

受“华严字母”影响的《字学元元》。 

 
①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85 页。 
② 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韵摄”云：“麻为《要法》迦摄，《指南》假摄，而麻韵中车、遮一类，

《要法》别为结摄。”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2 页。 
③ 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韵摄”云：“东、冬为两《指南》通摄，而《要法》为庚之合口。”劳乃

宣：《等韵一得·外篇》，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2 页。 
④ 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韵摄”云：“支、微、齐为《要法》裓摄，《指南》止摄。鱼、虞为《指南》

遇摄，而《要法》为裓摄止合口。” 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2 页。 
⑤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冈庚（庚）裓高该（裓）根干（根）（干）钩，此行之（庚）（根）（干）即

系归并之记号，所以与此三者相应之横行全系空白。”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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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四声法”是指列字的选择不拘泥于平声，从上到下，根据对应韵图四

声列字出现的先后选字，选字不限于平声，舒促均有，所以是“内含四声”。应

用到《字母切韵要法》之内，即用“内含四声法”从“明显四声等韵图”中选字，

但是逢“借入”的入声字不列。现在以两图的“干”摄、开口正韵为例，说明对

应关系（为简便，“内含四声音韵图”简称为“内含图”；“明显四声等韵图”

简称为“明显图”）。 

! =O5O~##)Gvab/,E.è-kqþ^,P³)¹óabc,E.T(�#!#

声母 见溪郡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帮滂並明 精清从心邪 影晓喻匣 来日 
“内含图” 干堪靲犴 丹壇禫南 霑纏湛黏 班盤㚘瞞 簪蠶瓚三〇 安憨𢓕含 藍〇 

“明显图” 

平 干堪〇犴 丹壇〇南 霑纏〇黏 班盤〇瞞 簪蠶〇三〇 安憨𢓕含 藍〇 
上 感坎〇𠪬 膽坦禫喃 展諂湛碾 粄坢㚘滿 昝慘瓚傘〇 䅖罕〇旱 覽〇 
去 紺看靲岸 旦探但難 站覘綻㫱 半判伴慢 讚粲暫散〇 按漢〇汗 爛〇 
入 ○蛤○㧁〇○歹 ○答○撘○達○納 ○剳○𧶵○擖○㘝 ○八○趴○拔○苜 ○帀○攃○雜○靸〇 ○遏○哈〇○合 ○拉〇 

“内含四声音韵图”“干”摄、开口正韵以平声字为主，也涉及他声。其中

“郡”母列“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首字，即去声“靲”字；“定”母列“明显四

声等韵图”的首字，上声“禫”字；“澄”母列“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首字，上

声“湛”字；“並”母列“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首字，上声“㚘”字；“从”母

列“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首字，上声“瓚”字。换而言之，韵图的选字方式是从

上到下，平仄兼备。 

（三）“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结构特点 

“明显四声等韵图”以摄分图，按：十二摄—“横‘九音—三十六字母’—

纵‘开合正副—四声’”的顺序分韵列图，细而论之。韵图先依十二摄“迦、结、

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分十二图；每图横列“九音”三十

六字母，始见终日，配以清浊符号；纵分开合正副，先开合，后正副，即按“开

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分列四行；每一行内分“平上去入”

四声①；声韵调相交处列字，借韵字加圈以别。“明显四声等韵图”集“开合正

副”于一图，因此摄名的选择不限于开口正韵，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开合分

图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稍有不同。 

 
① 《字母切韵要法》横列三十六字母，保留全浊声母，所以平声只为一类，不似《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平

声分“音”“调”，即阴、阳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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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四声等韵图”以《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为基。《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的入声只与“迦结裓歌”四组阴声韵相配，“明显四声等韵图”继承这一分配方

式，但又考虑到南北音的不同，因此用“借入声法”扩大入声的适配范围，实际

内容又不出《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入声范围之外。《字母切韵要法》的“借入声

法”云： 

DßàÕá�âEO³+ßã«âßàâ4ýÚV+ßÍâTßáâàßäâ�R+

ßå[Qæâß�âeÃ<Fx

即“迦结裓歌”四摄有相配的入声；“该干”两摄不与入声相配，韵图借“迦”

“结”两摄的入声以配之，列字加圈以别；“庚傀”两摄不与入声相配，借“裓”

摄入声配之，列字加圈以别；“冈高根钩”四摄没有相应的入声，借“歌”摄入

声配之，列字加圈以别①。 

（四）调和于韵书、韵图之间的“寄韵法” 

“内含四声音韵图”“明显四声等韵图”《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虽同出一源，

但是声母结构各有特点。“内含四声音韵图”根据开合正副固定韵图声母；“明

显四声等韵图”横列三十六字母，有时会为韵图结构的完整，根据“内含四声音

韵图”调整部分列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只根据声韵拼合状况横列字母，无

字处不虚设。书、图声母结构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寄韵法”从中调和。《字母

切韵要法》“寄韵法”云： 

ç#¯?£� +è¢åéDÕFeê+W|E"DëF?2+ìíÄDÝFR®

3+�îQ"�-DëF+ï3ðez?¾+ñ�´D|F�yV+òólÊfWG+

ôÝ®?iy4+õöGODäF相亲，亦有𦸺𤸬“乖”中取，若用哹𥒫“÷Feø<x

“哲彻舌聂‘结’内寻”，即“知”组的“哲彻舌聂”等字原属“结”摄开

口副韵“结”韵，《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列字即是如此。然“内含四声音韵图”

固定声母，开口副韵不列“知”组，所以将“知”组字寄放于同摄的开口正韵。

又因“内含四声音韵图”一二两摄合放一组，所以“哲彻舌聂”等字放于开口正

韵第一“迦”摄“知”组声母位下，与“迦”摄“知”组的“咤茶”等字分列上

 
①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嘉庆十五年（1810）。《剔弊广增分韵五方

元音》“本位入声说”云：“《字典》所载‘明显四声歌云’：‘迦结裓歌四声全，该干迦下借短言，庚于

裓求傀如是，冈高根钩歌内参。’按迦属马、结属蛇、裓属虎、歌属驼，是以平入同音为入声本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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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位。“明显四声等韵图”则以“内含四声音韵图”为据，将“知”组字列于

“结”摄的开口正韵，以补开口正韵无字的空白。 

“知等四字‘飢’韵收”，即“知”组的“知池豸尼”等字属于“裓”摄开

口副韵“飢”韵，《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及“明显四声等韵图”都是如此。“内

含四声音韵图”开口副韵不列“知”组，所以将“裓”摄开口副韵的“知”组字

寄放在开口正韵“知”组声母位，与“裓”摄开口正韵原有的“知”组字“〇〇

〇〇”分列上下两位。 

“抪菩随‘孤’是来因”。“帮”组“抪菩”等字属“裓”摄合口正韵“孤”

韵，《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明显四声等韵图”都是如此。但是，“内含四声音

韵图”合口正韵不列“帮”组声母，所以将“裓”摄合口正韵“帮”组字，寄放

于同摄、开口正韵的“帮”组声母位，与原有的“帮”组字“北𧕡備墨”等字，

分居上下两位。 

“赀慈五字复归‘飢’”。《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中“止”摄三等“精”组

的“赀慈”与开口四等“齐”韵的“赍齐”等字，分列于“裓”摄开口副韵的“飢”

韵“精”组声母位，读音不同，“明显四声等韵图”也是如此。“内含四声音韵

图”根据实际语音，在“资”“赍”分立的基础上，将三等的“赀慈”等字归于

“裓”摄开口正韵“精”组声母位，与原有的开口正韵“精”组字“则墄”等重

列。 

“叕入‘诀’内对韵真”。“知”组“叕”类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属

“结”摄合口副韵“诀”韵。“内含四声音韵图”一、二摄合列一图，合口正韵

的“知”组声母位下列两摄之字。又因“内含四声音韵图”固定声母，合口副韵

不设“知”组，所以将原属于合口副韵“知”组的“叕”类字寄放于合口正韵、

第一行“知”组声母位下。“明显四声等韵图”从“内含四声音韵图”，不把“叕”

组字列于合口副韵，仍放合口正韵“知”组位下，以补韵图合口正韵无字的空白。 

“猪除从‘居’不须问”。“知”组“猪”类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属

“裓”摄合口副韵“居”韵，“明显四声等韵图”从之。“内含四声音韵图”的

合口副韵不列“知”组，所以将合口副韵“裓”摄“知”组字寄放在合口正韵“知”

组声母位下，与原有列字“竹畜逐衂”分列上下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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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瓜’相连一处云”。“照”组“挫”类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属

“迦”摄合口正韵“瓜”韵。“内含四声音韵图”一二两摄合列一图，合口副韵

“照”组声母下列“挫”“拙”两组字。其中“挫”类属第一“迦”摄合口正韵，

只因“内含四声音韵图”合口正韵不列“照”组，所以将其寄放在合口副韵“照”

组声母位，与第二摄的“照”组字分列上下两组。“明显四声等韵图”从“内含

四声音韵图”也将“挫”组字放于合口副韵“照”组，以补韵图无字的空白。 

“俎孤同韵君须记”。“照”组的“俎”类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属“裓”

摄合口正韵“孤”韵，“明显四声等韵图”从之。“内含四声音韵图”合口正韵

不列“照”组，因此将其寄放在合口副韵的“照”组声母位下，与原有的“诸枢

抒书殊”等字分列上下两层。 

“悲眭三声‘傀’相亲”。“帮”组的“悲”“眭”等字，《大藏字母九音

等韵》属于“傀”摄合口正韵“傀”韵。“内含四声音韵图”合口正韵不列“帮”

组声母，所以将“悲”组字寄放在开口正韵“帮”组位下，将“眭”组字寄放在

开口副韵“帮”组位下。“明显四声等韵图”从“内含四声音韵图”仍将“悲”

组字放“傀”摄的开口正韵，将“眭”组字放开口副韵，因为“傀”摄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都没有列字，寄放的“悲”“眭”可以填补无字的空白。“明显四声等

韵图”还把“悲”组列字寄放于“裓”摄的开口正韵“帮”组声母位下，加圈以

别。“裓”摄开口正韵没有舒声字，“悲”组的列字可以弥补无字的空白。之所

以把“傀”摄“帮”组“悲”组字列入“裓”摄，也因“悲”组入声字与“裓”

摄开口正韵入声字一致，读音相似。 

 “亦有𦸺𤸬‘乖’中取”。“照”组的“𦸺𤸬”等字，《大藏字母九音等

韵》属于“该”摄合口正韵“乖”韵。“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合口正韵不列“照”

组，所以把“照”组的“𦸺𤸬”等字放于合口副韵“照”组声母位下。“明显四

声等韵图”延续“内含四声音韵图”，仍将“𦸺𤸬”等字放“该”摄合口副韵“照”

组声母位下。“明显四声等韵图”“该”摄合口副韵没有具体列字，寄放的字可

以填补无字的空白。 

“若用哹𥒫‘鸠’内跟”。“非”组的“哹𥒫”等字，《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属于“钩”摄开口副韵“鸠”韵。“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副韵不列“非”组，

所以将“哹𥒫”等字寄放在合口正韵的“非”组声母下，列字加圈以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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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等韵图”与“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列字一致，也将“哹𥒫”放于“钩”摄的

合口正韵的“非”组声母位，列字不加圈。“明显四声等韵图”“钩”摄合口正

韵没有具体列字，寄放的字恰好可以填补韵图无字的空白。 

“寄韵法”是韵图对韵书分韵列字“痕迹”的保留，犹如“内含四声音韵图”

用“○庚”“○干”“○根”保留“华严字母”的分韵之迹一样。韵书、韵图的编纂理

念的不同，韵书“不虚设”，韵图则需要考虑空间上的完整性，所以《字母切韵

要法》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影响下，注重韵图结构的完整性，固定“内含

四声音韵图”的声母结构，移动“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部分列字以填充韵图内容

等。当然，韵字的移动也参杂实音，如“赀慈五字复归‘飢’”等。 

《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韵图”“明显四声等韵图”与《大藏字母

九音等韵》相互配合，与《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内含四声音韵总图”“大藏

字母九音等韵图”与《谐声韵学》的关系一致，都是由简到繁，图、书相配，音

系也基本相合，都代表清初北方官话的语音特点。从韵图结构上看，《字母切韵

要法》系列文献横列三十六字母，分平上去入四声，“复古性”更强。《三教经

书文字根本》全浊声母清化，横列二十一母，入派三声，列“调理韵音”四声，

“时音性”更强。 

但就结构而言，《大藏字母九音等韵》是一类，是书没有既定框架，完全根

据实际列字排列韵字，没有虚设之位。《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是

一类，两书都有非常严密的结构性，这种结构与实际语音无关，盖是为兼顾古今

南北，建立理想音系而作。《字母切韵要法》又是一类，是图综合前书，“结构

性”大为减弱，韵字调整也基本合于实际语音，但是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相

比，仍然不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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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影响下的《字母切韵要法》是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

韵书韵图成熟的标志。此阶段“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特点如下： 

第一，思想上兼顾南北，形式上以国家的形式颁布。 

《字母切韵要法》脱胎于《大藏字母切韵要法》，附于官修的《康熙字典》

之前，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颁布全国，取得学术上的正统地位。是图首列“证

乡谈法”，其云“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相邻更不同，由此故教音韵证，不因指

示甚难明”，点明兼顾南北的作图旨趣。 

第二，书、图相配，韵图的层次性更为突出。 

这一时期的等韵文献多书、图相配：《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

相配；《字母切韵要法》与《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相配。而且，相配的韵图不限

于一组，根据声韵调的拼合关系逐步增加音素，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例如，《字

母切韵要法》内有“内含四声音韵图”和“明显四声等韵图”两组韵图。“内含

四声音韵图”主论声、韵的拼合关系。“明显四声等韵图”则在“内含四声音韵

图”声、韵相拼的基础上强调“声调”，声、韵、调相拼合以成完整的韵图。《三

教经书文字根本》也是如此。 

第三，“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以语音为据的“四呼”的格局基本确立。 

《字母切韵要法》分十二摄，每摄内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四图，并根据语音特点，有字处列字，无字虚设其位，列虚圈“〇”

以填之。同时顾及韵图四呼结构的完整虚设韵位。术语和结构都更为完善，是“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成熟的标志。 

第四，整体结构趋简。 

这一阶段的等韵文献以语音为据，与明中后期“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相比不

过分强调音理，只有语音系统和韵图关系的简单说明，整体内容更为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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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构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清中叶既“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获得较大发展” ①的时期，“同时亦是统治

者极力强化专制制度，而实际上其对经济和文化的控制力已大大削弱的时期”②。

这一时期的学术领域一方面是经史考据学的兴起，一方面是远见深识之士从考据

走向义理。结构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在此环境下也发生了一些转变。文

献从追求包含一切过耳之声的“天地元音”，向分门别类的具体化方向转变，出

现了“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梵文”“满文”“古音学”的结合，内容更为多

元。 

内容多元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不仅有延续《五方元音》分韵传统的《剔

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继承《字母切韵要法》分韵，增加声母，横列三十六字

母的《音切谱》；亦有重出韵摄以与“十二相配”，为童蒙识字而作的《等韵简

明指掌图》；也有跳出传统，在梵文影响下，讲求语音拼合的《同文韵统》；也

有用“满文”字母标音的《音韵逢源》；以及与“古音学”结合的《本韵一得》；

用十二摄归纳《韵法直图》韵部的《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等，形式和内容都更为

多样。 

  

 
① 萧箑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 页。 
② 萧箑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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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系列的延续与发展 

《字母切韵要法》产生于《五方元音》之后，两书都分十二摄，都以韵分图，

横列声母，纵列四等，结构相似，且都表示北方官话，语音系统也相似。因此，

研究者多将《字母切韵要法》归于《五方元音》系列。惟有赵荫棠《等韵源流》

（2011:283）根据“十二摄”来源的不同，认为《元韵谱》《五方元音》“他们

的十二之数确切是中国货”；“《字母切韵要法》的十二，据我的研究，是中外

的混血儿”，借助“华严字母”的结构特点，表汉语音系，明确区分两书。 

细究两书，除去韵分“十二”中外依据不同，两图的作图旨趣、结构特点、

韵图层次性都有不同。作图旨趣，《五方元音》追求通俗和实用，《字母切韵要

法》兼顾南北，追求规范性；结构特点，《五方元音》以《韵略易通》为据，四

等混杂，《字母切韵要法》分“开合正副”四等，无韵之等虚设其位，结构严谨；

韵图层次，《五方元音》只列一组“韵谱”，《字母切韵要法》根据语音的拼合

规律，分相互配合的“内含四声音韵图”和“明显四等等韵图”，层层递进，层

次性突出；来源，《五方元音》以语音为据，《字母切韵要法》内部还保留着“华

严字母”的分韵痕迹等。有鉴于此，将《五方元音》与《字母切韵要法》分为两

类，单独论述。 

《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系统文献，不仅在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

韵书韵图中占有较大比重，在清至民国时期的等韵文献中仍有较大影响，且各有

发展脉络，绵延不绝，可以说与清王朝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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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加研究归于无弊”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是嘉庆十五年（1810）赵培梓改编的《五方元音》。

赵培梓，字丹宸，河北繁水人（今河南省南乐县人），敏而勤，博学多才，工楷

书，精韵学，著有《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两卷。此处用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

此版每页顶部依次印有：“中华新《字汇》例言、《字汇》摘要目录、各旁同部、

辨四声法、中华《字汇》摘要，诸子论辩”等内容，以供查字之用。赵氏十分推

崇《五方元音》，“元音创始序”云： 

MWÚy.(?+i©<MW'Úy�.±.ù+0Å.ú©<ûXü'Úy+�

leGFU#1"z.+ý·�Ö�N×#+�(QO+õML1(þ+ÿ4L0B

�+ý3O£LO.��+Ì�z.+7ª3B+O!ùú(¹�W<�Hþ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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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以《五方元音》为基，“细加研究，归于无弊”（同上），即“剔弊”\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综合其他，思想多面，既接受《五方元音》的创新；

又改无序的四行，为有序的“开合上下”；同时，尝试溯源等韵，全面的阐释韵

法、音理，“则知反切既明，不能乱以声音，然反切依韵而立，韵法实切法之权

与，未有韵法不精，而切法能善者也”（劝学弁言），这也导致文献纠结于传统

术语，破坏了《五方元音》的通俗性。《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书、图兼备，

但是韵图受限于“诗韵”，前后稍有失序，详论如下：!

（一）《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序言、韵字、及注释内容分析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以下简称《剔弊》）删减《五方元音》序言内

容，只留“二图二释一诗”①，即“十二韵应十二律图、五声归母图、十二韵释、

五方释、身备五言诗”。同时，新增“集韵分等序、元音创始序、改正元音序、

勤学弁言”等内容；同时据《字母切韵要法》改樊氏的“西江月三首”为“字典

赞嘱等韵西江月二首”②；改《字母切韵要法》的“分十二摄韵首法”为“通摄

联贯法”等。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于“身备五音诗”后云：“右旧本所载‘二图二释一诗’洵无间然，故录之，

其余虽或有可取者，亦属可有可无，不暇悉载。”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字典赞嘱等韵西江月二首”与《字母切韵要法》的“西江月两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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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弊》不效樊氏以《韵略易通》为基，而是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倪璐

的《新编佩文诗韵提纲四声谱广注》①（以下简称《新编》）为本，“汉阜倪玉

华序《诗韵四声谱》云，字韵声音属自然之律吕，清浊高下，有不刊之宫商，字

韵一编，尤宗谱也”（改正元音序）。赵氏十二摄是对《新编》一百零七韵的归

并，列字顺序也以《新编》为据，同一声母下据字形的相近性排列。注释内容源

于《佩文诗韵》，删去反切，引证，只留简单的注释和部分又音。除去继承，韵

书也新增列字。书末的字数统计云： 

v'tñ?woAfèÚ&�UFw"+O<TDñ?F�Æf"f+��G�U

��w+\%DJ�;�EFQ"+ÒY"Q�&�w°<x

赵氏全收《佩文诗韵》之字，又新增 3600 多字，可以推算出的《剔弊》共

有 13860 字有余。而且，根据樊氏《五方元音》推断《剔弊》之字，应有 13945

字左右，两者相差不大。赵氏与年希尧雍正五年本都增补韵字，但是增补依据不

同。年氏主《字汇》，据字形增补韵字。赵氏主《佩文诗韵》，据韵类增补韵字，

且所增之字多是“诗韵”用字，并用符号“〇”隔开，“至其不在‘诗韵’者，

字亦无多，则列于圈外以别之”（改正元音序）。 

《剔弊》内有两组韵图，一组是“集韵分等十二摄”，一组是“元韵十二韵

图”②，两图都分为十二摄，都以韵为纲，但是编纂体例和作图旨趣却大为不同，

“余之改正《元音》者，蕲其合于等韵也。又著‘集韵分等’，既因流穷源矣”

（直图纠谬说）。“集韵分等十二摄”以宋元韵图的“十六摄”为基，为“因流

穷源”而设，而“元韵十二韵图”以《五方元音》为基，为补“元音”的不足而

设，分而论之。 

（二）因流穷源的“集韵分等十二摄图”与“诗韵”的关系 

“集韵分等十二摄图”继承“四等”的框架结构，延续宋元韵图的特点，以

“溯等韵之元”，以表现“诗韵”为目的，具有明显的复古性，“愚于改正《元

音》之暇，复取等韵十六摄，纂为‘集韵’，分等十二摄，使与《元音》十二韵

相通。又纠《直图》之谬，使与‘等韵’同归”（劝学弁言）。因此，“韵纲”

亦云： 

 
相同，都是从《篇韵贯珠集》而来，与樊氏“西江月三首”不同。 
① 《新编佩文诗韵四声谱广注》二卷，（清）倪璐（字玉华）撰，乾隆四十三年克复堂刊本。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元韵十二图”分为上下两组，即“元韵上六韵”和“元韵下六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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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弊》视《韵法直图》“四十四韵，非无开合上下，然各自为韵，不相连

属”，因此据《五方元音》分为十二摄，效《等韵》集数韵于一图，集众音之小

成而为一大成，以摄归韵，乃成“集韵分等十二摄图”。赵氏“改正《元音》序”

云： 

�D:*
!
ÍiF®?+D:*F(B}A+DÍiF(f}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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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分等十二摄图”将“诗韵”的一百零六韵归为十二摄，据《字母切韵

要法》先开后合②，同时据字数的多寡决定是否开合分图，分别为：“天韵开口、

合口各一图；人韵上开下合只一图；龙韵开口、合口各一图；羊韵上开下合只一

图；牛韵只开口一图；獒韵只开口一图；虎韵只合口一图；驼韵上开下合只一图；

蛇韵上开下合只一图；马韵上开下合只一图；豺韵上开下合只一图；地韵开口、

合口各一图”，共十五图。 

“集韵分等十二摄图”不满传统韵图三十六字母分列两行二十三列的编排方

式，“改正元音，溯源于等韵”③，将重列的“帮非”“端知”“精照”两组并

行，即一行列尽三十六字母。赵氏的三十六字母分为九类，始“见”终“日”，

不以“帮”母为始，“诸韵书所载韵法，皆从牙音读起，旧本独从唇音读起，陵

乱更甚，又乌可以持赠乎后人乎。余于简阅之际，字之遗漏者增之，音义舛错者

正之，位之陵乱者定之”（改正元音序），依次是：“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

徹澄娘、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晓匣影喻、来日”，

并以“郡”代“群”，以“邦”代“帮”。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公扃”两字，原书讹变为“今扁”。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纲”云：“《等韵》之式，双韵皆开口在前，合口在后。夫人之口本合

也，由合而开，则开矣。若先合口，则气不畅，不如先开之便也。” 
③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集韵分等序”云：“又等韵旧式，每等六句，‘知非照’三句下。古歌云

‘端精二位两头居，知照中间次第呼，非敷三等外全无’，不知者往往混归，余因改正元音，溯源于等韵，

辑为‘集韵’，今等十二摄，将三十六母，排作九句，庶免混归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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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图纵列四等，“一等”用“上等”表示，“三、四”等韵合流，根据各摄

中包含韵系的不同，增加行数。韵图之末，标出各韵与“诗韵”的对应关系，“本

‘诗韵’平声三十，上声二十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之所集而成”（《剔弊》

改正元音序）。“集韵分等十二摄图”各韵基本保持“诗韵”的界限，只是形式

上的“数韵集于一图”，不是真正的合流。十二摄与“诗韵”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 IO"O"##)×,tc*+-E.*+,[)�,.(yzef#

摄 诗韵 摄 诗韵 

一天 
寒旱翰曷，覃感勘合，咸豏陷洽，

删潸谏黠，元阮愿月，先铣霰屑，

盐琰艳叶 

七虎 虞麌遇屋，沃，月，鱼语御沃，物 

八驼 歌哿箇药，曷，觉 

二人 
元韵之魂混慁没、痕很恨，文吻

问物，侵寝沁缉，真轸震质 
九蛇 

职，陌，麻马禡屑，月，洽，叶，

屑 

三龙 
蒸职，青迥径锡，庚梗敬陌，东

董送屋、冬腫宋沃 
十马 洽，曷，麻马禡黠，月 

四羊 阳养漾药，江讲降觉， 十一豺 灰韵之咍海代，泰合，佳蟹卦 
五牛 尤有宥 

十二地 
灰韵之灰贿队，职，陌，泰开，支纸

寘质，微尾未物，缉，齐荠霁锡 六獒 豪皓号，肴巧效，萧篠啸 

“集韵分等十二摄图”有几处分韵比较特殊，分论如下： 

1. 韵图将“诗韵”的“元”韵两分，三等的“元阮愿月”归“一天”摄；合

口的“魂混慁没”和开口的“痕很恨”归“二人”摄。 

2. 韵图“三龙”摄只列平、入两声的“蒸、职”韵字。“诗韵”中“蒸”韵

的上、去声“拯、证”分别与“迥、径”同用，不独立。所以，韵图的上、去声

都列有音无字的“〇”，也与《新编》相合。 

3. 韵图将“诗韵”的“灰”韵分开、合两组，归入不同的摄。合口的“灰贿

队”归入“十二地”摄的合口上等；开口的“咍海代”归入“十一豺”摄的开口

上等。 

4. 韵图根据实际语音，将“泰”韵合口的“端、帮开口、精、晓”组字，归入

第十二摄“地”韵的合口，只留“见”组字在“十一豺”韵。 

5. 韵图将“诗韵”的“佳”韵开、合两组重唇音合流于开口一组。 

6. 韵图根据实际语音，将“诗韵”中的“麻三”从“麻”韵中分出，并归于

“九蛇”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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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分等十二摄”只是借《五方元音》十二韵之名，实质是“诗韵”的小

韵韵目表，韵部之间没有真正的合流。虽借《字母切韵要法》的“开合正副”分

“开合上下”，但又保留二三四等之分，以及开、合分图的传统，就连仅有的合

流也是“诗韵”“同用”基础上的合流，与“四呼”之实相差甚远。 

（三）“元韵十二韵图”与《五方元音》的不同及其内部矛盾 

《剔弊》以“集韵分等十二摄”为本，又效《五方元音》作“元韵十二韵图”。

其“元音韵切字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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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½?&³mMN3"]©<x

“元韵十二韵图”与虽以《五方元音》为据，但是两书的编纂体例，分韵关

系，列字原则等方面都有不同，实际只是借樊氏之瓶装赵氏之酒。 

“元韵十二韵图”效《五方元音》以韵分图，十二韵分十二图，韵图不集中

放于韵书之前，分为三组，穿插于韵书之中，真正发挥韵图标目的作用。十二图

三组分类为：“龙①、人、天”，“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

每图内部根据《五方元音》横列二十声母，纵分四行，每行之内分五声，具体内

容又有不同，详论入下： 

1. 比《五方元音》更为细化的声、韵、调结构 

“元韵十二韵图”每图横列的二十声母，但是受《字母切韵要法》的影响②，

改声目为传统字母，将合流的声母列于韵图声目之下。《剔弊》“对证字母图”

对二十字母与《五方元音》声母的对应关系有所说明，整理于下表（上列“元韵

十二韵图”声母，下列《五方元音》的二十声母）： 

! IO"O5##)R,*+,E.[>sÉR/FbSef!#

见 溪 晓 影 端 透 来 泥 邦 滂 明 敷 精 清 心 微 照 穿 审 日 

郡 匣 疑喻 定  娘 並  非奉 从 邪  
知 徹 

禅  
床澄 

金 桥 火 蛙 斗 土 鸟 雷 梆 匏 木 风 前 鹊 丝 云 竹 虫 石 日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元韵十二韵图”第一图韵目是“天”，但根据韵图列字可知此图实是“龙”

韵。韵图虽然按照“龙、人、天”的顺序排列，但是韵书还是按照樊氏的“天、人、龙”的顺序列字。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遵用等韵字母说”云：“初犹欲从之，继以读韵，始自《等韵》读。《等

韵》既归母矣，读《元音》又易其母，不几辗转无定乎。且古母而易之，则凡居母下者，皆可为母，人人作

意而归之，伊胡底耶。故不如复古之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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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韵十二韵图”据字母来源的不同处理“零声母”，其“影”母与《韵略

易通》的“一”母相当，“微”母与《韵略易通》“无”母相当，与《五方元音》

分类方式不同。《剔弊》“改正《元音》序”云： 

RS.#5T&F+0\%G+S.5ãFq+ï?D>F.×#DGF"+a�

&F<�WDGF"?|+ï�#D[F".]+D[F(}æ+æ1DGF"+Òè

y°<#}æ.y+1%Íz+�?�?S�¥¥wá&@0±A:+3�BCD.

E+}æï-D[F#<x

同时，据《字母切韵要法》调整五音顺序，互换“牙”“唇”之位，每目之

下效《等韵》用符号标注声母清浊，“纯清〇、次清☉、全浊●、半浊 ”。但

是，《剔弊》纠葛于传统声母的“清浊”概念，前后多有混乱。例如，“对证字

母图”中“审”母属“次清”，“三十六字母分清浊”中则属“半浊”；“对证

字母图”中“心”母属“次清”，“三十六字母分清浊”中“心”母又属“半浊”

等。 

“元韵十二韵图”纵分四等，一改樊氏和年氏韵图列字的无序。其“四等”

虽效《等韵》，但不用“开合正副”，改从袁子让《字学元元》、叶秉敬《韵表》

的“开合上下”，先开后合，先上后下，与“开齐合撮”四呼的对应关于为“开

口上等、开口下等、合口上等、合口下等”。韵图无字处用“〇”“●”两个符

号，虚设其位，结构更为严谨。《剔弊》与《五方元音》列字原则的不同，必然

导致两书分韵列字内容的差异。现将不同之处汇于下表： 

! IO"O=##)R,*+,E.[>sÉR/F(�Pðñ#

 《五方元音》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 

三龙 合口一三等的“精”组字合为一组 分为合口上等、合口下等两组 

四羊 合口一三等的“见”组字合为一组 分为合口上等、合口下等两组 

六敖 
开口二等“肴”韵根据声母特点与一等“豪”韵和

三四等“萧宵”韵合流，分列两组 
“肴”韵独立列于“开口二等”之列 

七虎 
“遇”摄三等“知”组字和一等“模”韵合列一组，

其他声母位下的三等字列于“十二地”韵 

一等“模”韵和三等“鱼虞”韵分列两组，

不见于“十二地”韵 

八驼 “果”摄一等“端”“精”组开口、合口之字合流 “端”“精”组字开口、合口分列两组 

十马 开口二等“麻”韵独立 
开口二等“麻”韵的“端”“精”组字与

“见”“邦”“照”组分列两组 

十一豺 开口一、二等的“端、邦、精、照”组列字合流 
开口一等的“端、精”组和开口二等的“邦、

照”组分列 

十二地 合口一、三等的“见、邦”组列字合流 合口一三等“见、邦”组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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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韵十二韵图”虽分十二韵，但是各韵的分类仍遵“等韵”，体现时音的

部分少之又少，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例如，韵图将“十二地”韵中的“遇”

摄三等移回“虎”韵。“虎”韵按语云“故旧本将‘虞鱼’二韵之字半入‘地’

韵，然而明显迄今不行”，说明这里是遵从“时音”。 

韵图每行内分五调，与樊氏无别。赵氏强调音理，根据声母清浊的不同，把

平声中的无字之音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音无字的“〇”，一类是无音无字的“●”。

清母、下平声列“●”，浊母、上平声列“●”。图中无音无字的“●”共有三

百六十一处。 

2. 《剔弊》与《五方元音》“入声本位”的不同 

《五方元音》《剔弊》两书的舒促都已合流，但是因为入声韵的归类依据不

同，入声本位的所属也有不同。《五方元音》从舒促合流的语音事实出发，把与

阴声韵相配的入声定为本位入声。《剔弊》则受“诗韵”影响，以阳入相配为传

统，把与阳声韵相配的入声定为本位。其“本位入声说”云： 

D3�å«F(3O%]+n3O�LMN.H©<D3�å«FE?OyF¿t

m{NH3+!wOyÚÛÒiN0�H+J!yk3OGBÒ(®y3O+D®¯

�4FR©+=D@¬°FG?+-Hy3O+j®y3O+iý?z.0È<x

《剔弊》把与阳声韵“天人龙羊”相配的入声定为入声本位，韵图之后注“入

声寄马”“入声寄地”“入声寄虎”等，表示入声是寄放在阴声韵图；与阴声韵

“虎驼蛇马地”相配的入声定为寄韵入声，韵图之后注“入声本龙韵”“入声本

羊”“入声本天”等，强调阳入相配。《剔弊》《五方元音》的韵图、韵书都保

留入声位，舒促列字不混。但是，《剔弊》在第七“虎”韵图的舒声位列入声字，

既破坏了韵图的整体结构，也使得入声位的设立变得毫无意义。 

《剔弊》在“虎”韵图平声位列入声字，并称为“借音”，“观内数字何俉

借音矣”（《剔弊》“虎”韵图按语），且用方框将借字框起来。“虎”韵图有

十一处“借音”，合口上等六字，分别为：“端”母下平声“獨①”字；“泥”母

上平声“惑②”字；“来”母上平声“後③”字；“邦”母下平声“僕”字；“明”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虎韵、合口上等、端母、下平声列入声字“獨”，但没有框起来，应是脱漏了

方框。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虎韵、合口上等、泥母、上平声列入声字“惑匣德”。“惑”既不是龙韵入声

字，也不见于韵书，疑是讹误。韵书入声列“怒”，“怒”也不是入声字，大概也是讹误。考察《新编》东

韵、泥母、入声的列字，“怒”应是“恧娘屋”的讹误，韵图又由“怒”讹为“惑”。 
③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虎韵、合口上等、来母、上平声列“後匣候”，但“後”不是入声。根据韵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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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上平声“本①”字；“精”母下平声“族”字。合口下等有五字，分别是：“见”

母下平声“局②”字；“来”母上平声“六”字；“微”母上平声“物”字；“照”

母下平声“軸”字；“日”母上平声“辱”字。 

3. 在“韵书”和“诗韵”中摇摆的韵图列字 

《剔弊》韵书、韵图虽然互相配合，但是实际内容也有不同。韵书合流《新

编》韵部，合流后的韵部多与实际语音相合。“十二韵图”虽与韵书相互配合，

但是实际列字倾向“诗韵”，即： 

《新编》列字 
实际语音                                         “诗韵”的分韵 

韵书     配合     韵图 

E IO"O"##>$%F,¥k,E[>ÇZF)�,.(ef"

《剔弊》书、图依据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邦滂明”三母列字的开合归属不

同，以及对“二等韵”的强调不同，分论如下： 

（1）韵书、韵图在“邦滂明”三母列字开合归类上的矛盾 

“天”韵“邦滂明”三母位的“班攀蠻”等字，图、书所属不同：韵书列于

开口上等，与实际语音相合；韵图列于合口上等，与“诗韵”相合。而且，“班”

字在“天”韵图的开口上等、上平声位重出，盖为与韵书列字一致。 

“人”韵“邦滂明”三母位的“奔歕明③”等字，图、书所属不同：韵书列

于开口上等，与实际语音相合；韵图归于合口上等，与“诗韵”相合。而且，韵

图“奔”字重出于“人”韵图的在开口上等、上平声位，盖为保证书、图列字的

一致。 

“龙”韵“邦滂明”三母在韵书中只分开口上、下，“东”韵一等的“琫蓬

蒙”等字归开口上等；韵图单列于合口上等，“曾梗”摄与“通”摄字分立。 

“地”韵“邦滂明”三母，韵书只分开口上、下，一等的“杯胚”等字与三

等的“悲美”等字合列于开口上等，三等的“卑披迷”等字列于开口下等。韵图

 
入声列字，“後”是“祿来屋”字之讹。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虎韵、合口上等、明母、上平声列阳声韵的“本帮慁”字。根据韵图的入声列

字，“本”是“木明屋”字之讹。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虎韵、合口下等、见母、下平声列入声字“局”，但没有方框，盖是脱漏方

框。 
③ 根据韵图的声韵调地位，以及图书列字可知，此“明”是“門”字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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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保持了“诗韵”“四支”与“十灰”的分立，又效《字母切韵要法》“支”

韵“邦”组开合分立，因此三分其类：“卑披迷”不变其位，仍列于开口下等；

开口上等之字两分，“杯胚”等字列于合口上等，“悲美”等字列于合口下等。

书、图列字不同。 

韵图中还有一处列字的重出，即“羊”韵“邦”母、开口上等、上平声的“邦”

字，在合口上等、上平声中重出。韵书“羊”韵“邦滂明”三母只有一组列字，

不标所属开合。韵图“邦”组字列于开口上等，与“诗韵”、实际语音都相合，

韵书、韵图列字相同，合口上等“邦”字的重出，疑为衍文。 

（2）“元韵十二韵图”对“二等韵”的强调 

“元韵十二韵图”将韵部分为“开合上下”四等，与开合齐撮四呼相应，但

是为了体现“诗韵”的列字特点，有时会于四等之外新增一等只列二等韵，或独

放二等韵于一行之内，既不符合实际语音，也破坏了开合上下的结构特点，具体

情况如下： 

“獒”韵，韵书只分开口上、下两等。韵图将开口二等“肴”韵独立，于开

口上、下之间新增一个开口二等，单列“肴”韵，并注云： 

O?áRM4¢|+yIDñ?FRÁÈÉG�+Dr¤«F#4DsÍFªB(

�"�kt><x

韵图将开口二等“肴”韵独立，但是又强调“此韵亦是上下两等”，说明韵

图是为强调“诗韵”而将二等分出，与实际语音不合。 

“马”韵图中开口二等“麻”韵分列于开口上、下两等，“端”“精”组字

归开口上等，“见”“邦”“照”组字归开口下等。但是按语云“‘加瓜’两等

在等韵具属二等，故‘巴葩’不得读为下等，‘端精’二句亦可不读矣”，“巴

葩不得读为下等”韵图仍列于下等，盖为与“诗韵”相合。“诗韵”麻二没有“端”

“精”组字，所以韵图放于开口上等。“诗韵”有“帮”组字，并与开口二等的

“牙喉”音同列，所以韵图也把“帮”组与“见”“晓”组一起列于开口下等。 

“豺”韵图的分韵方式遵从“诗韵”，“灰”韵列于开口上等，“佳”韵开

口列于开口下等，“佳”韵合口列于合口上等。但是韵图按语云“‘皆乖’两等

在等韵俱是二等，故‘排埋’不得载于上（其‘上’是‘下’字之讹）等，‘端

精’二句亦是可不读矣。”“佳”韵二等本不与“端”“精”两组声母相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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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以不读，但是“‘排埋’不得载于下等”，韵图“帮”组仍列于开口下等，

与实际语音不合。 

《剔弊》韵图为了配合“诗韵”，不惜与实际语音相悖，不仅书、图列字存

在矛盾，更破坏了开合上下的韵图结构。 

（五）韵书的编纂体例及列字来源 

《剔弊》韵书一以《新编》为基，与“集韵分等十二摄图”关系密切。是书

以韵为纲，诸韵分统四声，按：“十二摄—二十声—开合上下—声”的顺序分韵

列字。但是“平上去入”四声之内又根据声母来源，以及清浊的不同细分其类：

平声内分“上平”“下平”；“上”声独立一位；“去”声分“浊上”“清去”

“浊去”；“入”声分为“上入”（本母入声），“下入”（全浊声母的入声）。

又因为“影”母来源复杂（内含“影疑喻”三母），单独分出“又上”，“又去”，

“又入” ①三类。韵书阴入声相配，不循传统韵书之旧轨，与《五方元音》入声

韵的编排体例一致。 

1. 《剔弊》韵书的列字来源 

《剔弊》韵书虽已将韵部合流为十二摄，但因“等韵”的影响，仍在韵书内

部标出“诗韵”所属，韵目也见于“集韵分十二摄图”。韵书的“开口上等”与

“集韵分十二摄图”的“开口上等”“开口二等”相应；“开口下等”与“开口

三四等”相应；“合口上等”与“合口上等”“合口二等”相应；“合口下等”

与“合口三四等”相应。 

韵书具体列字、韵字顺序都源于《新编》。现举“天”韵“见”母“开口上

等”之字，以及《新编》中与之相应的“寒”“覃”韵开口“见”母字，以及《五

方元音》“天”韵“见”母“干〇敢幹”小韵列字，进行对比，以示承袭关系： 

NÌÍP�WV �C�>@`A`?`�B���ÎE�Ù���AÏÐ`@`�=ÑÎ��

�`Ò`©�Óu�G��Ô[Õ`�IJ`�=Ö�○覃�U×`�KLM���Æ�OP�¢

Ø�QÙST`���â����½ÚÛ�Ü`½�Å��®�Ý�WÞX�ßà`�áâã�[Y

V\[W\ ○旱£e�dÎ�=¤�äg¢�Y"«`å��æ�^_�P��§�¨©Mç�èé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仿古四声分论”云：“全浊之上声似去，故云浊上。若‘影喻疑’三母则纯

清、半浊合为一句，半浊之上声，与纯清之上声同音，非似去矣，故不云浊上，而云‘又上’。去声、入声

亦同音，故云‘又去’‘又入’也。又‘喻’母入声，最易读为‘下入’，须将二入读为同音方是。”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此处脱漏一个韵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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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以明确《剔弊》以《新编》为基，据《字汇》《康熙字典》增补列

字，新增列字用“〇”隔开。《新编》《剔弊》都删去《佩文诗韵》的反切，引

证，只留简单的注释，但是《剔弊》以《佩文诗韵》为据保留又音，《新编》基

本不保留又音。 

2. 韵书内容的调整 

《剔弊》以《新编》为基，列字、顺序都以《新编》为据，但有所调整。首

变《新编》的先合后开，为先开后合；次变《新编》的阳入相配，为阴入相配。

除此之外，部分列字的位置也有调整，分论如下： 

《新编》将“咸”韵分为二类：一类对应开口二等“咸”“衔”两韵；一类

对应合口三等的“凡”韵，牙喉音和轻唇音都有列字。《剔弊》“天”韵的“咸”

韵也随《新编》分两类，但是第二类只列轻唇音之字，牙喉音不列，并归入合口

图。 

《剔弊》将《新编》“东”韵一等“照”组声母位下的“东”韵三等字，重

列于“龙”摄合口三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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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韵开口三等“庄”组的“庄创牀霜”等字，《新编》与开口一等“唐”

韵同列，《剔弊》与合口三等“阳”韵字同列。 

《剔弊》将“地”摄将开口三等“支”韵“精”组字，移到开口上等“精”

组声母位下，表舌尖前元音。 

《新编》“佳”韵重唇音根据开、合分为两组，《剔弊》根据实际语音合流

为开口一类。 

《新编》“牛”摄分为三类：一类对应开口一等“侯”韵字，其中参列开口

三等“尤”韵“庄”组字；一类对应开口三等“尤”韵；一类对应开口三等“幽”

韵“邦”组字。《剔弊》将“牛”韵分列为开口上、下两类，开口上等与《新编》

第一类相应，开口下等对应《新编》的二三两类。三等平声“牟”小韵，《新编》

放于“尤”韵“微”母位，《剔弊》列于开口上等“明”母位，与“侯”韵“明”

母的“母茂”等字合为一组。 

《新编》未列“歌”韵合口三等的“𩨭瘸靴𦚢”等字，《剔弊》列于“蛇”

韵，但是按语强调“平声四字不入韵”，说明此四字非“诗韵”用字，因此不列。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重视韵理，以倪璐《新编佩文诗韵提纲四声谱广

注》为源，内有两组韵图：第一组“集韵分等十二摄图”是图“因流穷源”，寻

“等韵”之源，着重表现音理，并以“诗韵”为基，与韵图相互配合，虽分十二

韵开合上下，实质是“诗韵”的小韵韵目表。第二组“元韵十二韵图”以《五方

元音》为基，以“等韵”为据，虽更贴合实际语音，但仍无法摆脱“诗韵”的影

响，编纂体例也不够完善，既有独立的二等韵，又有舒促合流的“虎”韵。 

年氏、赵氏都以《五方元音》为基，但是侧重点不同。年氏延续樊氏的编撰

体例，以《韵略易通》为蓝本，据《字汇》增补韵字，调整注释，两书所反映的

音系虽有不同，但是都以“时音”为据，相差不远，可以说是对《五方元音》的

增补。赵氏虽说遵从《五方元音》，但是编撰体例与原书不同，不仅改声目为传

统字母，内部亦据“开合上下”分列四等，声调上虽然保持五声，但是舒促对应

上也有不同，韵书是以“诗韵”为据，韵图来源也不同。与年氏相比赵氏实是改

编了《五方元音》，而不止是增补。当然与年氏相比，赵氏受“诗韵”的影响较

大，复古色彩更浓，更加远离“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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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开合正副之法”的《音切谱》 

《音切谱》（清）李元著，刊于嘉庆元年（1796），书前有李元表弟吴鹏骞

作于乾隆甲寅年（1794）的序。李元，字太初，号浑斋，湖北安陆府京山人，于

乾隆辛卯年（1771）举于乡。在任期间，不废学问，勤读不倦，撰著极富，《音

切谱》①和《声韵谱》是音韵学著作。李氏自序云： 

wHd,¬oGFU#+I1wæ^ë.+ëÐBlö+¿0Â%Ey+khr

�JVyV+Òkw.æ^ÐBlö+0hr�á"k?#.ÐBlö+30��%

&.¥¥f&ÎWy�KLyV+ëg"#(MÍ+#LMN3[4�>+èåæç

ä�>±N+¬*ÕågO}gPgg²æ¥¥wzv|?w+ðDfBìQF.�+

3?��.IvD?w�+Ã�aÙ+1�!ûL�?=80M.S+1&!Ò+@(

vy��w+´IS.B�+�R�è.�±<!

李元为兼顾南北②，坚守三十六字母，接受《等韵》“开合正副”的分韵方

式，并与“开齐合撮”四呼相配。《音切谱》卷一“四等”云： 

E|�fBìQ©+ìyxè+Qyxç+ìySå+Qyÿå+ìy¯m+Q

y}k<f}ì?+í�Df}yFLf}Qy+í�D\çyFLB}ìy+í�DB

}yFLB}Q?í�D.}yF<x

李元以“三十六字母”“开合正副”为声、韵配合的固定框架，并以此分析

《字母切韵要法》，成卷一的“‘西域’四等法”“‘等第图’四等法”“‘刘

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分而论之。  

（一）“‘西域’四等法”与“内含四声音韵图”的“迦”“○迦“两摄 

《音切谱》“‘西域’四等法”效《韵法直图》纵列声母，始见终日，横列

“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四等。是图以《字母切韵要法》

“内含四声音韵图”第一行的“迦”“○迦”两摄之字为基，改声目“帮”字为“邦”，

改喉音“影晓喻匣”为“晓匣影喻”，沿用“郡”“状”两母，且于部分列字之

后，配以直音或反切注音。 

 
① 《音切谱》清道光二十八年巾箱本，1848 年。 
② 《音切谱》自序云：“愚不自己出，虽以浅陋之学，未能有所博稽，而一人之方言，一乡一邑之方言，天

下万国九州之方言，倘亦有所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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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切谱》“‘西域’四等法”虽以“内含四声音韵图”为列字来源，但纵

列的三十六字母与“内含四声音韵图”有定的声母结构相冲突，致使韵图列字失

序，声目与列字之间多有错位，更因印刷或其他原因，列字多讹。现以“内含四

声音韵图”为据，调整错位，汇总、分析于下： 

! IO"OI##>/B�F)&'()acL.(GHÓÔ"

合口副韵 合口正韵 开口副韵 开口正韵 声 

诀 瓜 加结 迦 见 

瘸 誇 䶗茄 佉 溪 

掘 〇 〇傑 〇 郡 

月 𣢚 牙業 歹 疑 

① 

〇 爹 打 端 

〇 帖 塔 透 

〇 牒 大 定 

〇 𦡃 纳 泥 

辍②𤿫③ 𤿫椿劣切音痥 

④ 

哲徹⑤ 知 

〇䊬 䊬丑寡切茶上声 舌茶 徹 

吶嗟⑥ 聂𨃓⑦ 澄 

楇妠 楇苦瓦切夸上声⑧ 

妠奴答切音纳 
咤拏 咤陟加切音奓 娘 

 

⑨ 

莂 巴 邦 

瞥 爬 滂 

别 跁 並 

咩 麻 明 

法 

 ⑩ 

非 

𥎰 敷 

伐 奉 

韈 微 

 
① “内含四声音韵图”合口副韵不列“端、知、邦、非”四组声母，因此空其位。 
② “内含四声音韵图”以及下文的“‘等第图’四等法”此位都列“叕”而非“辍”。“辍”字“株劣切”

与“叕”字同音。 
③ 根据“内含四声音韵图”的韵图列字，以及韵图所属的声韵调地位可知，“知彻澄娘”四母位的列字错

位，应为“辍挝”“𤿫䊬”“〇䕢”“吶妠”。 
④ “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副韵不列“知、非”组声母，因此空其位。 
⑤ 根据“内含四声音韵图”的韵图内容，以及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可知，“知彻澄娘”声母位的列字错位，

应是“哲咤”“彻茶”“舌𨃓”“聂拏”。 
⑥ 根据“内含四声音韵图”的韵图内容，以及此处的声韵调地位可知，“嗟”是“䕢”字的讹误，其后的

“‘等第图’四等法”也是如此。 
⑦ “内含四声音韵图”“澄”母位列“䟻澄马”。但“‘西域’四等法”此处以及下文的“‘等第图’四等

法”都列“𨃓澄麻”字。字形不同，但都符合韵图要求。 
⑧ “楇”的反切注音来自《类篇》“苦瓦切，夸上声”，与韵图的声韵调地位不合。根据“‘等第图’四等

法”，以及“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列字，“楇”字应是“撾”字的讹误。 
⑨ “内含四声音韵图”合口正韵不列“邦、照”组声母，空其位。 
⑩ “内含四声音韵图”开口正韵不列“非、照”组声母，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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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OI##>/B�F)&'()acL.(GHÓÔ 
蕝 蕝租悦切音撮 〇 嗟 匝① 精 

𤿵 𤿵七绝切音蕞 〇 㚗 㚗才邪切藉平声 擦② 清 

绝 〇 姐 杂 从 

雪 〇 些 靸 心 

㿱 〇 斜 〇 邪 

挫挟③ 

 

柤遮 

 

照④ 

䂳吷 叉车 穿 

〇〇 柞贳 牀 

耍说 沙奢 审 

〇啜 〇闍 禅 

靴 譁 煆苛 哈 晓 

穴 華 遐噎⑤ 合 匣 

𦚢 窊 鸦耶 遏 影 

曰 〇 〇协 〇 喻 

𦣛 欒⑥ 砢儸 拉 来 

捼 㨎 𩭿惹 ○𩭿 𩭿而辖切 日 

二、“‘等第图’四等法”对“内含四声音韵图”的继承 

《音切谱》的“‘等第图’四等法”以《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韵

图”为基，内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四图，每图横列声母，

纵列十二摄十四行，结构有所调整。 

“‘等第图’四等法”删去“内含四声音韵图”声母位的字样符号，横列三

十六字母。但是，韵图横列的三十六字母与“内含四声音韵图”有定的声母结构

存在矛盾，因此韵图在新增的声母位下尽列无音无字的符号“●”。李氏承“内

含四声音韵图”却不懂“寄韵法”在韵图、韵书间的调合作用，虽扩充声母，尽

列三十六字母，却未调整“知”“帮”“照”组字的韵图位置，所增之母毫无意

义。另外，李氏虽然对“内含四声音韵图”全浊声母的清化有所了解，其云： 

 
① “内含四声音韵图”以及“‘等第图’四等法”都列“帀”字，“匝”是“帀”的俗体，读音相同。 
② “内含四声音韵图”以及“‘等第图’四等法”都列“攃”字。但“‘西域’四等法”所列“初”母“擦，

初戛切”不满足韵图要求。“擦”字实是“攃”字的讹误。 
③ “挟”字，以及“‘等第图’四等法”所列的“掘”字，都与韵图要求不合。根据“内含四声音韵图”的

列字，“挟”“掘”都是“拙”字的讹误。 
④ “照穿牀审禅晓”声母混入“邪”母合口副韵，现归其位。 
⑤ “匣影喻”三声母下的列字位置产生了错位，据“内含四声音韵图”和“‘等第图’四等法”的列字校

订为“遐协”“鸦噎”“〇耶”。 
⑥ 根据“内含四声音韵图”和“‘等第图’四等法”的列字内容，以及韵图的声韵调地位可知，此“栾”字

是“㽋”字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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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虽然指出“内含四声音韵图”全浊声母的清化，但是不改韵字内容，仍

然横列三十六字母。“‘等第图’四等法”与上文的“‘西域’四等法”一样，

讹误较多，因此校订列字。 

1. “‘等第图’四等法”的列字校订 

“‘等第图’四等法”以“内含四声音韵图”为基，即以“内含四声音韵图”

的列字为基，将不同的韵字根据“开合正副”分列四组。因此对“‘等第图’四

等法”韵字的分析，也根据开合正副分为四组（“‘等第图’四等法”简称“等

第图”，“内含四声音韵图”简称“内含图”）： 

（1）两书“开口正韵”图的列字不同分析 

! IO"On##)&c*E)acL.[)Gvab/,E.qþ^,(�Pðñ#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摄 迦 庚 ○庚 裓 高 干 ○根 钩 歌 
声 澄 定 娘 来 徹 澄 滂 精 来 郡 明 定 徹 

“‘等第图’四等法” 𨃓 滕 寜  ○巴 ○舌 踣 资 劳 鞈 ○災 斜 𣬉 
“内含四声音韵图” 䟻 𨄇 儜 楞 〇 〇 𧕡 赀 牢 靲 〇 钭 㲋 

○1  “等第图”、开口正韵、迦韵、澄母位列平声“𨃓澄麻”，“内含图”列

“䟻澄马”。不考虑韵字来源，“𨃓”“䟻”都满足韵图要求，应以“䟻澄马”字为

先。 

○2  “等第图”、开口正韵、庚韵、定母位列平声“滕徒登”字，“内含图”列

“𨄇徒等”，两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3  “等第图”、开口正韵、庚韵、娘母位列泥母“寜泥青”字，“内含图”列

“儜娘耕”，“寜”字应是“儜”字之讹。 

○4  “等第图”、开口正韵、庚韵、来母列“ ”，“内含图”列“楞来登”，

“ ”是“楞”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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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第图”、开口正韵、○庚韵、徹声、澄声列带圈的“○巴”“○舌”，不知

何据。 

○6  “等第图”、开口正韵、裓韵、滂母下列並母“踣並德”字，“内含图”列

“𧕡滂德”字，应以“𧕡”字为是。 

○7  “等第图”、开口正韵、裓摄、精母列“资精脂”，“内含图”列“赀精支”，

两者都满足韵图要求。 

○8  “等第图”、开口正韵、高韵、来母列“劳来豪”，《内含图》列“牢来豪”，

两字读音相同，都满足韵图要求。 

○9  “等第图”、开口正韵、干韵、郡母列入声字“鞈”，“内含图”列“靲

群勘”，“鞈”字是“靲”字之讹。 

○10 “等第图”、开口正韵、○根韵、明母位列“○災”，疑是刊误。 

○11 “等第图”、开口正韵、钩韵、定母位列“斜喻麻”，“内含图”列“钭定

候”，“斜”是“钭”字之讹。 

○12 “等第图”、开口正韵、歌韵、徹母列“𣬉房脂”，“内含图”列“㲋丑略”， 

“𣬉”是“㲋”字之讹。 

（2）两书“开口副韵”图的列字不同分析 

! IO"Ow##)&c*E)acL.[)Gvab/,E.qþ+,(�Pðñ#

序 1 2 3 4 5 6 7 8 
韵 结 江 交 坚 角 
声 泥 影 清 从 匣 匣 端 並 穿 

“‘等第图’四等法” 䐷 壹 锵 墙 珁 殽 故 篇 绰 
“内含四声音韵图” 𦡃 噎 墙 䉃 瓨 餚 敁 扁 策 

○1  “等第图”、开口副韵、结韵、泥母下列寒韵之“䐷端寒”，“内含图”列

“𦡃泥鱼”，“䐷”是“𦡃”字之讹。 

○2  “等第图”、开口副韵、结韵、影母列“壹影质”，“内含图”列“噎乌屑”，

“壹”是“噎”字之讹。 

○3  “等第图”、开口副韵、江韵、清、从两母下列的“墙从阳”“锵清阳”，此

是“内含图”“墙”“䉃从养”两字的错位。 

○4  “等第图”、开口副韵、江韵、匣母下列“脂”韵“珁从脂”，不满足韵图

要求，“内含图”列“瓨匣江”字。“珁”字是“瓨”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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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第图”、开口副韵、交韵、匣母列“殽匣交”，“内含图”列“肴匣交”，

两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6  “等第图”、开口副韵、坚韵、端母列“故见暮”，“内含图”列“敁端添”，

“故”字是“敁”字之讹。 

○7  “等第图”、开口副韵、坚韵、並母列平声“滂”母“篇滂仙”字，“内含

图”列“扁並铣”字，此“篇”字应是受“清”母“篇”字影响导致的讹误，应以

“内含图”的“篇”字为正。 

○8  “等第图”、开口副韵、角韵对应“觉药”两韵，“穿”母位列字“绰昌

药”满足韵图要求，“内含图”所列“策初陌”字不满足韵图要求。 

（3）两书“合口正韵”图的列字不同分析 

! IO"O{##)&c*E)acL.[)Gvab/,E.rþ^,(�Pðñ#

序 1 2 3 4 5 
韵 瓜 孤 傀 
声 徹 娘 清 透 娘 

“‘等第图’四等法” 哆 㛎 麤 陮 緌 
“内含四声音韵图” 䊬 帑 麁 推 萎 

○1  “等第图”、合口正韵、瓜韵、徹母位列“𤿫哆”二字，但是“哆端哿”字

属开口，不满足韵图要求。“内含图”列“𤿫䊬”，其“䊬徹马”属合口，满足韵

图要求，应以“内含图”列字为正。 

○2  “等第图”、合口正韵、孤韵、娘母位下列三等字“㛎来语”字，此字不

满足韵图要求。“内含图”列“帑娘模”，“㛎”是“帑”字之讹。 

○3  “等第图”、合口正韵、孤韵、清母位列“麤清模”，“内含图”下列“麁

清模”，两字异体，读音相同，都满足韵图要求。 

○4  “等第图”、合口正韵、傀韵、透母位列“陮定贿，“内含图”列“推透灰”

字，“陮”是“推”字之讹。 

○5  “等第图”、合口正韵、傀韵、娘母位列平声“緌日脂”，“内含图”列

“萎日纸”，两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4）两书“合口副韵”图的列字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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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O~##)&c*E)acL.[)Gvab/,E.rþ+,(�Pðñ"

序 1 2 3 4 5 6 
韵 诀 弓 圭 涓 矍 
声 照 疑 照 匣 日 来 

“‘等第图’四等法” 掘 禺 佳 懸 㨎 〇 
“内含四声音韵图” 拙 顒 隹 玄 堧 荦 

○1  “等第图”、合口副韵、诀韵、照母位列“群”母“掘群物”字，“内含

图”列“拙章薛”，“掘”是“拙”字之讹。 

○2  “等第图”、合口副韵、弓韵、疑母位列虞韵之“禺疑虞”，不满足韵图

要求。“内含图”列“顒疑锺”，“禺”是“顒”字之讹。 

○3  “等第图”、合口副韵、圭韵、照母位列二等“佳见佳”字，不满足韵图

要求。“内含图”列“隹张脂”，“佳”是“隹”字之讹。 

○4  “等第图”、合口副韵、涓韵、匣母位列“懸匣先”，但“内含图”下列

“玄匣先”字，两字读音相同，都满足韵图要求。 

○5  “等第图”、合口副韵、涓韵、日母位列“㨎日仙”字，“内含图”下列

“堧日仙”，两者读音相同，都满足韵图要求。 

○6  “等第图”、合口副韵、矍韵、来母位列有音无字的“〇”，“内含图”

列“荦”，此处应是“等第图”列字的脱漏。 

2. “‘等第图’四等法”的十二摄 

关于“‘等第图’四等法”的分韵，前人因为不明“‘等第图’四等法”与

《字母切韵要法》“内含四声音韵图”的关系，对其分摄有所误解。《四库大辞

典·上》云： 

CgquGFU"#+>GFUú+�uFE?<FE?oÂy"RàgågÍg

Ígág[gãgágQg«gQg«gæg�<!gÍgQg«?¯¸+?1FE?

�LFf×<① 

《传统语言学辞典》云： 

FE?g�G?¯¸+�}MÈL�Ff?<② 

《韵学古籍述要》亦云： 

Ðy��ÑSgu�fß|xCâ+1fBìQ>C+öCquGFU"#+>

 
① 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99 页。 
② 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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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kg�kgßmg�m+�uFE?màåÍÍá[ãáQ«Q«æ�<!gÍgQg

«G?¯¸<á??&¯¸0�£Ûf?+!gÎ~f}ì?óSuß�gÒâ¢?#

"+à?áÍ�¢�?+t�(FG×+ö×±>fBìQÐ�o?EA�³Ñ<
!
x

但是，李氏在《音切谱》第二十卷“今音”中云： 

v|?wF&iÑmàÕåÍá[ãäQ«æ�<x

明确《字母切韵要法》分十二摄，而且以“内含四声音韵图”为基的“‘等

第图’四等法”也分十二摄。导致误会，认为《音切谱》分十一摄的主要原因在

于“内含四声音韵图”“迦”“○迦”两摄合列一图。关于这点，李氏在“‘等第

图’四等法”早有说明，其云： 

ùúLMN3.n+t"Ç'¸+!Gm��ÜägÕ����+&?.>©<

D�F�Ò�&?+�D�FD¡FD�FD�F.×<x

李氏对“内含四声音韵图”的“迦”“○迦”两摄的分立有明确的认识。可以

明确“‘等第图’四等法”是分十二摄，而非十一摄。 

（三）“‘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的结构特点 

李氏也用“开合正副”和三十六字母调整“刘鉴切韵指南”，成“‘刘鉴切

韵指南’四等法”。但是，刘氏调整的“刘鉴切韵指南”不是《经史正音切韵指

南》，而是《康熙字典》之前的《等韵切音指南》。 

1.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的韵图结构 

“‘刘鉴切韵指南’等韵图”以等分图，按“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

韵、合口副韵”的顺序分列四图，每图横列三十六字母，纵列十六摄，用“内含

四声法”从《等韵切音指南》中选字，具体内容如下：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遵从《等韵切音指南》横列三十六字母，将重

列的“端知、帮非、精照”三组声母并行一行，顺序为：“见溪郡疑、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晓匣影喻、来日”。

“群”“床”两母从《等韵切音指南》用“郡”“状”两字，同时改“娘”“帮”

两母的声目为“孃”“邦”。纵列十六摄，按《等韵切音指南》的顺序排列，即

“歌、假、梗、曾、通、止、蟹、遇、山、咸、深、臻、江、宕、效、流”。 

 
①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18 页。 



,E."FG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187 

韵字也以《等韵切音指南》为基，并根据“内含四声法”从上到下选字。两

图的编纂体例不同，“‘刘鉴切音指南’四等法”以“开合正副”分韵，《等韵

切音指南》效《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以宋元韵图的“开合四等”分韵，因此需要

合流韵部以满足韵图要求。即同摄的开口一二等位（包括假二等）之字合流为开

口正韵；开口三四等位之字合流为开口副韵；合口一二等位（包括假二等）之字

合流为合口正韵，合口三四等位之字合流为合口副韵。但是“江”韵不遵此法，

而是根据实际语音三分韵字，“见晓”组字归开口副韵，“帮”组字归开口正韵，

“知照”组和“来”母字归合口正韵。 

韵部合流也见于《字学元元》《音声纪元》，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刘鉴

切韵指南’四等法”在合流韵部的同时，又考虑实际语音的不同，同摄本该合流

的一二等或三四等，如果与“时音”不合则重列于同一声母位下。例如，开口正

韵“蟹”摄“见”“晓”组声母位上重列开口一等“咍”韵、开口二等“皆”韵

之字；开口正韵“效”摄“见、帮、晓”组和“来”母声母位上重列开口一等“豪”

韵和开口二等“肴”韵之字等。 

韵图声韵调相交处列字，无字处两分，有音无字处列“〇”，无音无字处列

“●”，但是多有混淆，界限不够明确。例如，开口正韵“臻”摄“来”母位是

有音无字的“〇”，韵图列“●”；合口副韵“宕”摄“禅”母位是有音无字的

“〇”，韵图误列位“●”，还有一些直接忽略了韵图列字，改列为“●”。例

如：开口正韵“果”摄“邦”组声母位下应有“博𩔈泊莫”等字，但受前后声母

列字的影响，韵图直接列为“●”；合口正韵“宕”摄“精”母位下应有“㘀”

字，但受前后列字的影响，列为“●”；合口副韵“蟹”摄“滂”母位和“並”

母位上有上声的“㓲”和平声“眭”字，“帮”母“明”母是有音无字的“○”，

但是韵图“帮”组四母全列“●”等。 

2.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的校订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与之前的韵图一样，列字多讹。现据《等韵切

音指南》将两书不同的列字汇总、分析于下： 

（1）“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与《等韵切音指南》“开口正韵”图的列

字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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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O�##)&,-B,_`)acL.>c,B/_`Fqþ^,(�Pðñ#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摄 假 曾 止 蟹 咸 效 流 
声母 穿 精 泥 郡 並 明 心 审 明 疑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 义 增 螚 偈 䏽 薶 腮 趿 矛 龋 
《等韵切音指南》 叉 憎 䘅 箉 𤗏 䆀 鳃 攕 茅 齵 

○1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假摄、穿母位列“义疑寘”，此

字是《等韵切音指南》“叉初佳”字之讹。 

○2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曾摄、精母位列“憎精登”，《等

韵切音指南》列“增精登”，两字读音相同，都满足韵图要求。 

○3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止摄、泥母位列“螚匿德”，与

《等韵切音指南》所列“䘅”字是异体字。 

○4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蟹摄、郡母位列入声字“偈群薛”，

其字是《等韵切音指南》“箉群蟹”字之讹。 

○5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蟹摄、並母位列“䏽奉咍”，《等

韵切音指南》列“𤗏奉咍”，两字同音，都满足韵图要求。 

○6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蟹摄、明母位列二等“薶明皆”

字，《等韵切音指南》列一等“䆀明海”字，两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7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蟹摄、心母位列“腮心咍”，《等

韵切音指南》列“鳃心咍”，两字同音，都满足韵图要求。 

○8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咸摄、审母位列入声“合”韵

“趿心合”字，此字应是《等韵切音指南》“攕生咸”字之讹。 

○9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效摄、明母位列三等字“矛明尤”，

其字是《等韵切音指南》“茅明肴”字之讹。 

○10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正韵、流摄、疑母位列三等“麌”韵

“龋溪麌”字，此字是《等韵切音指南》“齵疑侯”字之讹。 

（2）“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与《等韵切音指南》“开口副韵”图的列

字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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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O"�##)&,-B,_`)acL.>c,B/_`Fqþ+,(�Pðñ#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摄 果 梗 曾 止 山 深 效 流 
声 邦 来 日 来 邦 照 晓 孃 狀 透 澄 明 牀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 撆 列 热 令 冰 攴 嫣 䚾 甚 挑 超 婢 愁 
《等韵切音指南》 鷩 儸 若 跉 冫 支 嘕 䛘 葚 祧 鼌 蜱 𦓃 

○1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假摄、帮母位列“撆滂薛”，此

字受滂母“撆”字影响所列，应以《等韵切音指南》“鷩帮薛”字为正。 

○2  ○3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假摄、来日两母位列入声的

“列”“热”，应是受“晓”组列入声字的影响所致。根据《等韵切音指南》此

处应列平声的“儸”“若”两字。 

○4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梗摄、来母位列去声“令”字，

但是《等韵切音指南》“梗”摄三、四等“来”母位平声有“跉来清”“灵来青”字，

不该越过平声而列去声字，此图的“令”应是平声“跉”字之讹。 

○5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曾摄、帮母位列“冫”，与《等

韵切音指南》的“冰”字异体，都满足韵图要求。 

○6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止摄、照母位列“攴滂屋”，此字

是《等韵切音指南》“支章支”字之讹。 

○7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山摄、晓母位列“嫣晓仙”，与

《等韵切音指南》的“嘕晓仙”字同音，都满足韵图要求。 

○8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深摄、娘母位列“䚾娘侵”，与

《等韵切音指南》所列的“䛘娘侵”字异体，都满足韵图要求。 

○9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深摄、牀母位列“甚船寝”，与

《等韵切音指南》所列“葚船寝”字同音，都满足韵图要求。 

○10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效摄、透母列“挑透萧”，与《等

韵切音指南》所列“祧透萧”字同音，都满足韵图要求。 

○11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效摄、澄母列“超徹宵”，应是

受徹母“超”字影响所致，根据《等韵切音指南》此处应列“鼌澄宵”字。 

○12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效摄、明母列“婢帮纸”，此字是

《等韵切音指南》“蜱明宵”字之讹。 



$%&'()'*#+"

 190 

○13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开口副韵、流摄、牀母列“牀二”的“愁”

字，此字与开口正韵“牀”母位列字重出。根据合流规则，“照二”位于韵图的

二等位，不应出现在“副韵”图中，此字应是讹误。根据《等韵切音指南》，此

处应列去声的“𦓃禅有”字。 

（3）“‘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与《等韵切音指南》“合口正韵”的列字

不同分析 

! IO"O""##)&,-B,_`)acL.[>c,B/_`Frþ^,(�Pðñ#

序 1 2 3 4 5 6 7 
摄 果 梗 曾 蟹 遇 山 
声 审 喻 匣 影 孃 清 从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 柀 謍 宏 𨳮 妠 麤 𦫅 
《等韵切音指南》 葰 宖 弘 泓 䀑 麁 櫕 

○1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歌摄、审母位上列“止”摄的

“柀帮纸”字，不满足韵图要求，此字应是《等韵切音指南》“葰生麻”字之讹。 

○2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梗摄、喻母位列三等“謍喻清”

字，不满足韵图的要求，此字应是《等韵切音指南》“宖影耕”字之讹。 

○3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曾摄、匣母位上列“梗”摄的

“宏匣耕”字，此字应是《等韵切音指南》“弘匣登”字之讹。 

○4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曾摄、影母位上列“梗”摄的

“𨳮影耕”字，《等韵切音指南》列“泓影登”字，两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5  根据《等韵切音指南》的列字，“‘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

蟹摄、娘母位应列“皆”韵上声“娘”母的“䀑”字，但是此处列借韵去声的“妠”

字。 

○6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遇摄、清母列“麤”，与《等韵

切音指南》的“麁”字是异体字，都满足韵图要求。 

○7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正韵、山摄、从母列歌韵“𦫅从歌”字，

此字应是《等韵切音指南》“櫕从官”字之讹。 

（4）“‘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与《等第切韵指南》“合口副韵”的列字

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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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O"5##)&,-B,_`)acL.[>c,B/_`Frþ+,(�Pðñ#

序 1 2 3 4 5 
摄 梗 止 蟹 遇 
声 精 清 见 禅 禅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 晶 清 鬼 啜 唋 
《等韵切音指南》 𡲾 𥄎 𩓸 栘 蜍 

○1  ○2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副韵、梗摄、精、清声母位列开口

的“晶精蒸”“清清清”，不符合韵图要求，根据《等第切韵指南》此处应列合口、

平声、精母的“𡲾精青”和入声、清母的“𥄎清昔”。 

○3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副韵、止摄、见母位下重列平声的“龟”

和上声“鬼”字，《等韵切音指南》此处重列平声的“龟”“𩓸”两字，跨过平

声字而列上声字，不合理。 

○4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副韵、蟹摄、禅母位列去声“啜禅祭”

字，《等韵切音指南》列平声“栘禅齐”字，跨过平声字而列去声，不合理。 

○5  “‘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合口副韵、遇摄、禅母位下列端母平声的

“唋端模”，此字是《等韵切音指南》平声“蜍禅鱼”字之讹。 

《音切谱》于《等韵》中得“开合正副”四等法，如获至宝，并将其与“三

十六字母”相结合，构成一个等韵框架，套用于多组韵图，其“‘西域’四等法”

“‘等第图’四等法”“‘刘鉴切韵指南’四等法”都是此类。但是又因为不了

解原图的编纂特点，只是简单的增加声母，重复列字，致使声母的扩充毫无意义。 

《音切谱》字母之源，反切之始，各家列韵之别，内容上通论古音、今音、

等韵等多个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总结性特点，对研究研究语音史和韵学史都有

价值。不过韵图列字多有遗漏和失考之处，未能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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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字典等韵得有所据”的《等韵简明指掌图》 

《等韵简明指掌图》（清）张象津著。是书成于嘉庆乙亥年（1815），《白

云山房集》“附刻三种”之一①。张象津，字汉渡，号莪石，别号雪岚，新城人

（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45岁时考中举人，检选邢台知县，为时不久，仍归

乡从教。83岁时授为济宁州学正。著有《画中集》《花山集》《莪石诗钞》《任

城诗钞》《白云山房集》等”②。《等韵简明指掌图》序言云： 

*ê,;���+ÿÌWLÖ+!+���f+�±}"+ÿ(v/¯Cw+Ì�

�´+ï?"k|?C��êp+�ªn�?@+ï(OC<x

是书为配合童蒙识字，辨析五音平仄而作，列字以“等韵”为基，以常见字

为主。且“总论”云： 

v"�wv|?w�(��0�+OÒ��(�"©¥¥*(OCÿÌ��fO+

�Æfc+@�¡ÈT}.³m<x

韵图不为“反切而设”，专求日常发于口之声音，即以“时音”为据。 

（一）《等韵简明指掌图》的编纂体例及音系特点 

《等韵简明指掌图》书前有张氏自序、附论。张氏用层层递进的韵图，分层

说明音理。“等韵简明指掌图附论”云： 

|?)Ec0�+��3 D̄F&iF(��L�Töi�ã!f}gB}.EOL

�ÕTöOÎ�DèäåçæFFq]�>.kmL�ïTö]>!DLMN3Fù

D4LFQy.LÖ+0)�ÈT}�³O�R°<x

韵图层次依次是：“等韵十二摄圆图横图第一”，论十二摄之纲领；“十二

摄分开合四声图第二”，在十二摄分韵的基础上明“开合正副四声”；“四声分

喉牙舌齿唇九声十九位图第三”③，在十二摄、开合正副四声的基础上分“九音”

十九声母；“十九位分平上去入下平五音图第四”，在十二摄、四声、十九母的

基础上明“平上去入平”五音，实质即声、介、韵、调结合的“韵谱”；“韵谱”

 
① 《白云山房集》的“附刻三种”分别是《等韵简明指掌图》《考工饰车一卷》《离骚经章句义疏一卷》。 
② 于融：《明清山东方音研究——以声母为例》，2018 年，第 30 页，第四节“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 
③ 《等韵简明指掌图》“四声分喉牙舌齿唇九声十九位图第三”以“开合正副四声”分图，其图横列声母，

纵列十二摄，但仅有开口正韵一图，即“右祇谱开口正韵，余开口副韵及合口正、副韵，并详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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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附喉音有声无字之图、论十二摄、论开合正副四声、论喉牙舌齿唇九音

十九位、三十六母附论、论平上去入平五音”等，分论声、介、韵、调系统。 

《等韵简明指掌图》的“韵谱”按：十二摄—“横九音十九母—纵‘开合正

副四声—五声’”的层次列图分韵。即“以韵为纲”，据十二摄分十二图，每图

横列声母，纵列“四声”，每声之下分列“平（阴平）、上、去、入、平（阳平）”

五声。《等韵简明指掌图》以“等韵图”为基，其“等韵图”即《康熙字典》之

前的《等韵》。韵图“十九位分平上去入下平五音图第四”云： 

J¹(|?+�ôWO��]+P�Ô�Ô�+=T�vÚ?w+ôùF&i.s

fBEO.>+i!?(��+T,=.>B3P��ÜK+R´v"�wD|?Fð

�?î+�-=Ò+*OCføv"�w��+��,i�y"�+����mð!

ìyz1��.�+�¢"BOÂ.<x

张氏所言《等韵》可以更详细定位为《字母切韵要法》的“明显四声等韵图”。

张氏效“明显四声等韵图”的分韵，承其列字，并于有音无字处增“合声”字①，

声、韵结构也有调整，详论如下： 

1. 欲与“天地之全数”相配的“十二摄” 

张氏对《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十分推崇，于“总论”中云： 

VmD?v"�wD|?Fk,�¹n½FÑmDv"�wÎ�=°+iC�sj+

Çþ0íÈ+ë�0{.+�>iBß�âkß|â(f+nß-âkß�â(&+Ò

,�?íR©+1ßàâi(�+Ò1�¡�,�4(xfO©<3f}PB}+ï|

}. +��3BPf+JBkfìQlÓ+Kñ!q�©<Fx

且对《字母切韵要法》的“歌”“结”分摄，存有疑议。韵图“论十二摄”

云： 

ì?v|?wz.+5ðFfO¥¥nx&DÕFikxF&D�Fi�m>©¥¥

DÕFi.ìfgìB"�+!y¬D�FiìfgìB."©<D�Fi.Qfg

QB"�+!y¬DÕFiQfgQB."©<{RV.+Ò(v|?w�+TF&

iá5ðFfO°<x

张氏根据实际语音把《字母切韵要法》的十二“歌”摄和二“结”摄合为一

摄，与《黄鍾通韵》的结构相似②。《等韵简明指掌图》的十一摄，《字母切韵

 
① 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所列的“合声”字，与《谐声韵学》的“切音”字的含义一致。 
② 都四德《黄鍾通韵》清乾隆甲子刻本，是图一二两声“咿、呜”合列第一图，所以十二声只列十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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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的十二摄，与《黄鍾通韵》“十二声”十一图的对应关系如下（为行文简

便，《等韵简明指掌图》简称“《简明》”，《字母切韵要法》简称“《字母》”，

《黄鍾通韵》简称“《黄鍾》”）： 

! IO"O"=##>PSB,àLF>c,.¹_/EF>01�,F(,def#

《字母》 1迦 2结 12 歌 3冈 4 庚 5祴 6高 7该 8傀 9根 10干 11钩 

《简明》 1迦 

副韵 正韵 

3冈 4 庚 5祴 6高 7该 8傀 9根 10干 11钩 
2 歌 

《黄鍾》 6 阿 5哦 10咉 9嘤 1咿 2呜 12嗷 4 哀 3唉 7喑 8唵 11呕 

《等韵简明指掌图》将《字母切韵要法》的“歌”“结”两摄合为第二“歌”

摄，但是任然重列“歌”摄于十二摄之位，凑足十二之数，以与“天地之全数十

二”相配，此重列与语音无关，即“论十二摄”所云： 

�W34.e0j�ÁT4+!O.P�}�+P�m³!F&+/vQ."©<

JjH+«.�F+.CF�&+�W34.g+!ÈTOPÀ(Ff+ìK�º]

�$+�².±©<x

“其声之宣於口者，固不能全其十二”说明实际语音不足十二，又强调“其

发于声固宜位十一然”，以为十一摄立论，所以又说“姑缺之可也”，说明第十

二“歌”摄只是虚设，可有可无①。张氏虽推崇“十二天地之全数”，但不盲目，

更对反对“以韵配律”，“凡为说强牵乐律以为精深者，非必果有确解”（总论）。

韵图根据实际语音阴入相配，仅“迦歌结傀”四韵有入声，不效《字母切韵要法》

列“借韵”于阳声位。现据韵图列字定十二韵的拟音于下表： 

! IO"O"I##>c,.¹_/EF*+,�/#

 迦 歌 冈 庚 祴 高 该 傀 根 干 钩 

开口正韵 a o aŋ əŋ ɿ；ʅ；ɚ au ai ei ən an ou 

开口副韵 ia io iaŋ iəŋ i iau iai  iən ian iou 

合口正韵 ua uo uaŋ uəŋ u  uai uei uən uan  

合口副韵 ya yo  yəŋ y    yən yan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云：“‘结’摄取消之后，为了凑足十二之数，重列歌摄，以补结摄之虚位，这也

是仿效《同文韵统》将‘歌’韵两出的作法。”但究其实，张氏“歌”韵重出实为凑足十二之数，与《同文

韵统》“华严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的“歌”韵重出不同。《同文韵统》“歌”韵有双重身份，因此两见于

韵图，不是简单重出。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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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韵简明指掌图》虽以《字母切韵要法》为基，也有部分调整。分而论之： 

（1）将《字母切韵要法》的“歌”“结”两摄合为一摄。 

（2）《字母切韵要法》“冈”摄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分立，《等韵简明指

掌图》合为合口正韵一组。 

（3）将“止”摄开口三等“精”组的“资雌思”等字、“照”组“之𠷣诗”

等字、以及“日”母“耳二儿”等字，从《字母切韵要法》“祴”摄开口副韵中

剥离，独归于开口正韵。 

（4）将“止蟹”摄一三等重唇音的“悲呸彼啡美”等字、轻唇音的“飞斐

费肥”等字从《字母切韵要法》“傀”摄合口正韵中独立，与“祴”摄开口正韵

入声的“格刻㧖得”等字合流，独列于“傀”摄开口正韵。 

（5）将《字母切韵要法》“傀”摄合口正韵的“归魁巍”等字，与合口副

韵的“圭葵危”等字合流，同列于合口正韵一列。 

（6）将《字母切韵要法》“结”摄开口副韵的“麻”韵开口三等的“者车

奢”，于“迦”摄中重出，以表一字两读等。 

2. 声介合母的“九音十九位” 

张氏据乔氏《元韵谱》①分十九声母，声介合母，又据《字母切韵要法》分

为“九音”。“论喉牙舌齿唇九音十九位”云： 

ä©gç©g¯æ©gåÞgåM©+Q�£fy0G]+(FQ]<�}æfg

èfgöçöå£fgtqy+0ðFq]¥¥J�"#GFU]+¯��vr�w+

ß�vq�wN!E0(GF�&+x.�?Ç(&F+�T�vÚ?w(Fq+0O

Ck.®+0O�k.®<x

韵图“十九位”不列声目，只据“九音”表声母，次序为“牙音（三位）、

舌头音（三位）、重唇音（三位）、齿音（三位）、舌上音（三位）、轻唇（一

位）、喉音（一位）、半齿（一位）、半舌（一位）”。而且，声母“十九位”

也效仿《元韵谱》声介合母，即“三十六母附论”所云： 

��T��(vÚ?ws1F&�+n1]g�gbgaEO+0(Fq]+ú.

K�GFU#�ík©<*ÝD"#F.��Ç� +�xf]D@F"±(Qf}.

 
① 《元韵谱》“七十二母释”云：“于三十六位删之为十九”。《元韵谱》，《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
学类，第 2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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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OÒ�BLxQ]D°D"±(ìB}.#+wGOá�BL=DÖZFDW

¥FD/$FDã¦F.×+%�®]0>(&#<x

但是轻唇音的处理，又与《元韵谱》不同。“三十六母附论”云： 

ì!ÐvÚ?�wÑèy.xf]käy.xG]z(¯�+0}æf]�IQB

}+0ìBùìfgQfK.+Oá!íùÎãt©¥¥t*TfBEO+z£u!

�]+0}æf]Ò'uTèy.I+1feSÿæ(k§t©<x

张氏改《元韵谱》“唇音居首”①为“牙音居首”，轻唇位于喉音之前，按

“牙、舌头、重唇、齿、舌上、轻唇、喉、半舌、半齿”的顺序排列。同时，将

《元韵谱》的“喉音之第一位与牙音之第三位”合流，“‘翁’与‘外’，‘喻’

与‘元’无别”（总论），即把对应零声母的喉音“影喻”与牙音“疑”母，以

及轻唇音“微”母字合为一母。同时，将《元韵谱》中与重唇音互补存在的轻唇

音声母（“非敷奉”）独立一位，立于轻唇音之下。 

现以第一“迦”摄、开合正副四等、上平声字，以及上平声中有音无字处的

反切上字作为声目，将“声介合母”的四声、十九音列于下表。表中有音无字处

遵从韵图用虚圈“〇”（“开口正韵”简称“开正”，“开口副韵”简称“开副”，

“合口正韵”简称“合正”，“合口副韵”简称“合副”，声介相拼处列“+”），

同时附拟音于下： 

! IO"O"n##>c,.¹_/EF2-kqr^+aEoÚb,P23u�/#

 牙音 舌头音 重唇音 齿音 舌上音 轻唇 喉音 半齿 半舌 

开正 迦 客 厄 打 唐 乃 巴 旁 目 帀 才 三 楂 叉 沙 方 恒 来 仍 

开副 加 䶗 丫 丁 天 寧 必 匹 米 将 切 夕 者 车 奢 〇 鰕 列 然 

合正 瓜 誇 窪 端 土 奴 芭 旁 妈 卒 粗 蘇 撾 初 叔 夫 花 鲁 辱 

合副 菊 曲 玉 䂢 㧷 女 别 偏 面 嗟 取 宿 朱 出 书 〇 许 吕 如 

 k k‘ ø t t‘ n p p‘ m ʦ ʦ‘ s tʂ tʂ‘ ʂ f x l ʐ 

开正 + + + + + + + + + + + + + + + + + +  

开副 + + + + + +    + + + + + +  + + + 

合正 + + + + + + + + + + + + + + + + + +  

合副 + + + ②  +    + + + + + +  + + + 

 
① 《元韵谱》的十九母按照：“唇、舌、半舌、下齿、半齿、喉、牙”的顺序排列。 
②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一图“迦”摄按语云：“此摄平仄五声字皆全，惟舌头前二位之副合口，及轻唇之

开合副韵，有字叶聲，无字定位，故皆以〇代之，要以他聲，横读例之自得也，他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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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图分立的重唇、轻唇两组声母，反切上字多开、合混用。例如，“迦”摄、

重唇音第二位、开口正韵、上平声列反切“旁家”切，合口正韵、上平声也列反

切“旁瓜”切，开口正韵、合口正韵共用“旁”字作反切上字。“冈”摄、重唇

音第三位、开口正韵、上平声列反切“满康”切，合口正韵、上平声也列反切“满

方”切，开口、合口正韵共用“满”字作反切上字，且下字“方”，亦属“冈”

摄开口正韵。再例如， “明”字属“庚”摄、开口副韵、重唇音第三位、下平

声，但是开口副韵、上平声仍用“明”字注音，即“明庸”切。“木”字位于“祴”

摄、合口正韵，但“高”摄、开口正韵、上平声列“木刀”切；“根”摄、开口

正韵、上平声列“木恩”切；“干”摄、开口正韵、上平声列“木丹”切；“该”

摄、开口正韵、上平声列“木乖”切，都是开、合混用。最后，“米”字属于“裓”

摄、开口副韵、上声，但“高”摄、合口副韵、上平声列“米夭”切；“干”摄、

开口副韵、重唇音、上平声列“米夭”切等，都是开、合混列。 

除去重唇音反切上字的开合混列，轻唇音反切上字也是开合混乱。例如，“夫”

字属“裓”摄、合口正韵、上平声，但“歌”摄、开口正韵列反切“夫多”切，

“夫我”切，“夫卧”切；“高”摄、开口正韵列“夫高”切；“该”摄、开口

正韵列“夫开”切；“钩”摄、开口正韵列“夫舟”切，都将“夫”字用于开口

正韵。“弗”字列于“裓”摄、合口正韵，但“裓”摄、开口正韵、列“弗支”

切，“弗史”切，“弗士”切，“弗时”切；“傀”摄、开口正韵列“弗色”切

等，开、合不一。 

韵图重唇、轻唇反切上字的开、合混用，表面唇音开口正韵、合口正韵之字

无别，唇音开口副韵、合口副韵无别，只是在“存古”因素的影响下，强分两类。

所以，“三十六母附论”云： 

}æáEO©+i%Rf]+�Òn.1³}.fB+0/Ò�¯æ±¬f¡+p

!�].}¯©+x!fB©+Ep.áMûR+¬¯æáì<̄ æìfkìB+Qf

kQBá¨l�+ìf}¸OÒ𠱴0�¢+æ1MB4LB}¸OÒ¢0�𠱴+æ14

BM+¸O.¡+C+�®+Oá3.0Ï+P�ð£0f.©+t*TfBEO+z

£u!�]+0}æf]Ò'uTèy.I+1feSÿæ(k§t©<x

因为重唇、轻唇音“正开与正合，副开与副合亦极相似”，所以上字多混列，

韵图虽然强分两类，但是张氏自己尚不能分辨，又何谈以此“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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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声分居首尾的韵图“五音” 

《等韵简明指掌图》平声两分，“论平上去入平五音”云： 

LMN3EO. +nÇ|�\�OÛ(�¿mL��ë+MØé�ü+N`��

h+3ÚÛ2ã�ò+ìL>M4+&1QO(³<x

张氏配四声以四时，韵图于开合正副四等之下再分“五声”，但是不满《元

韵谱》的“五音”顺序，另以《月令》为据推导“五声”，“平声”分居首尾。

即“论平上去入平五音”所云： 

Ç¤"#¢L«u+-Æ¥£ö<T�vÚ?w-(f]+0ru.+R©<ì¢

Ll�T (�Bz.á�!<*1v=Xw.��.+DMLF(ë+TQy(DdFL

DMF(ü+TQy(DõFLDNF(h+TQy(DcFL3(DòF+TQy(

DeFLD4LFÒOm0£TQú+QyÀ(DQF(b<DQF�+>äTE¦.

�+0§¨.C+]á|Q+ìÒ¡!¡ 1bô.+¡!s-+1bN.q+£�Ò

©<x

张氏根据《月令》认为“下平”居“土”，又因为“土者，分王於四季之末”，

定“下平”于五音之末。韵图“五音”即“上平（清平）、上、去、入、下平（浊

平）”，与《元韵谱》“上平、下平、上、去、入”五音顺序不同，与《司马温

公等韵图经》“平、上、去、入、如（阳平）”，马自援《等音》“平（阴平）、

上、去、入、全（阳平）”的顺序一致。 

（二）《等韵简明指掌图》的反切改良及其不足 

《等韵简明指掌图》为童蒙识字辨音而作，于“诸摄有音无字者，恐初学不

能得其正音，仍以反切之法，用两字合声代之”。所列“合声”字，正是张氏反

切改良的表现与传统反切稍有不同。 

传统反切上字主声母，下字主韵和调。《等韵简明指掌图》在《元韵谱》的

影响下声介合母，介音由上字决定，上字的限制增多，相应的下字减去介音，减

少用字限制。例如，第一“迦”摄，开口正韵、牙音第一位、上去下平三声位列

反切“庚马、庚骂、庚茶”，上字“庚”属开口正韵，下字“马、骂、茶”也属

开口正韵，上下字介音所属一致。但“迦”摄、合口正韵、下平声、牙音第一、

第二位列“古茶、苦茶”，上字“古、苦”是合口正韵，下字“茶”仍属开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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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不涉介音。而且与其同摄、同等的舌头音、下平声列“端麻、土麻、奴麻”，

上字“端、土、奴”都属合口正韵，但下字“麻”却属开口正韵，不体现介音。 

张氏在“总论”中强调，“《字典》《等韵》专为反切而设，此则不专为切

字也”，反切“不专为切字也”，所以反切上字虽有调整，但不完善，系统性也

不强。且上字阴、阳混列，舒促均有，同一声母的反切上字多不固定。例如：开

口正韵、牙音、第一位、上平声的反切上字就有“庚、冈、革、格”等字；开口

副韵、舌头音、第一位、上平声的反切上字有“必、兵、边，多”等字。不仅如

此，韵图重唇音、舌上音、轻唇音三组声母的反切上字多开、合混列，反切下字

的选择也多不固定。这也说明，张氏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固定反切上、下字，追求

反切改良的意识。 

（四）校订韵图列字 

《等韵简明指掌图》以“明显四声等韵图”为蓝本，列字也遵此图，但是以

常用字为主，且稍有讹误。现以“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为据，结合韵图本身的

声韵调地位，校订列字如下： 

1.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二图“歌”摄、开口正韵、牙音第一位、下平声列

“冈阿”切，根据韵图的声韵调地位，其下字“阿”是“何”字之讹。 

2.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二图“歌”摄、合口正韵、喉音上平声列“訶晓歌”，

考“明显四声等韵图”韵图列字，此是“𧥦喻戈”字之讹。 

3.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二图“歌”摄、合口正韵、齿音第三位、去声位列

“些心箇”，据“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可知，此字是“呰心箇”字之讹。 

4.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三图“冈”摄、开口副韵、牙音第二位、下平声列

“隔见卦”，据“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可知，此字是“强群阳”字之讹。 

5.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五图“裓”摄、合口正韵、牙音第一位、下平声列

“各无”切。考韵图合口正韵的“合音”内容，可知反切上字“各”是“谷”字

之讹。 

6.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五图“裓”摄、合口副韵、齿音第二位、去声位列

“蹴清屋”，据“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可知，此字是“趣清遇”字之讹。 

7.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七图“该”摄、开口正韵、重唇音第二位、去声列

“泒见模”，据“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可知，此字是“派滂卦”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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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十图“干”摄、合口正韵、牙音第二位、去声位列

“𣝅疑代”，据“明显四声等韵图”列字可知，知此字是“㯘溪换”字之讹。 

9. 《等韵简明指掌图》第十图“干”摄、合口副韵、舌上音第二位、下平声

列“𦨣端萧”，据此韵图的声韵地位可知，此字是“船船仙”字之讹。 

《等韵简明指掌图》专为童蒙辨音而设，以凡人日用发于口之声音为描写对

象，不专为反切设，重实用，目的性明确。韵图以《字母切韵要法》为蓝本，以

《元韵谱》为参考，局部调整韵图结构，分十一摄、十九母、五声、四等，其调

整多与“时音”相合，语音系统也与清末北方官话相差无多。 

《等韵简明指掌图》在“存古”观点的影响下，强分重唇、轻唇以配开合正

副，虽合流韵部，仍重列“歌”摄以与十二之数相配，是其不足。张氏“恐初学

不能得其正音仍以反切之法，用两字合声代之”列反切于韵图之内，与《三教经

书文字根本》相似，并在《元韵谱》的影响下“声介合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反切改良，但是系统性不强，与《谐声韵学》的“合声切法”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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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梵文、满文的结合 

一、证明“华梵”同源的《同文韵统》 

《同文韵统》是清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旨监纂，灌顶普善广慈国师章嘉胡

土克图①和刘统勋、德通等人奉敕纂修的一部兼顾梵-藏-满-汉四音之书，初修于

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成书于乾隆庚午年（1750）冬十二月既望，共六卷。

是书以满文为准则，考察比较梵文字母、西番字母、华严字母、中华字母的异同，

以证华梵同源②，从而在理论上“破拘墟之曲见”③，以达同文之治。卷六的“梵

华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既是一组证明华梵同源的韵图，也是“合声切法”④的

拼音化延续。《同文韵统》用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务府刻本。内容分论于下： 

（一）“以梵字入于华韵”韵图结构的拼音化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 

/SDBO�"F-/²0æ¯+á�ê0�â�+1¡O�?+�(�ýho+

©ª�û5à0«+BRS1à!3,+�iWË¬4?�?í�+ádWß�V"

#â�?ø®+v¿ì+òûD{+!O(y?.�B©<x

“华梵字母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以下简称“十二谱”）以“合声切法”

为作图依据，延续李光地的“生音”“收声”等概念，同时强调“四呼”在音节

拼合中的作用“按韵寻呼，按呼求字”。同时，“以梵字入于华韵，展转求之，

无不吻合”，用拼音字母的拼合规则指导汉语音节的拼合，并以韵图展示音素拼

合过程，分论如下： 

1. “十二谱”第一谱上层“四呼收声图”的“五部十韵” 

“十二谱”第一谱上层的“四呼收声图”是“十二谱”的分韵总纲。是图以

 
① “章嘉呼图克图”是清封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转世活佛)之一。《同文韵统》的作者“章嘉胡士克图”是

第二代章嘉呼图克图（1717-1786）。 
② 《同文韵统》“华梵字母合璧说”云：“虽语言文字闻见迥殊，要以逐字寻声，因声考字，字虽异制，声

实同元。” 
③ 《同文韵统》卷首“御制同文韵统序”云：“普善广慈国师章嘉胡土克图考西番本音，溯其渊源，别其

同异，为之列以图谱，系以图说辨阴阳、清浊于希微杳渺之间，各得其元音之所在，至变而莫能淆，至赜

而不可乱，既正贝葉流传之讹谬，即研穷字母形声之学者，亦可探婆罗门书之㝔奥，而破拘墟之曲见，书

成名之曰《同文韵统》。” 
④ 李光地氏总结前人，在满文字母的影响下，提出具有双重内含的“合声切法”：一层是从汉字音节本身

出发的“合声切法”，此法至《谐声韵学》达到巅峰；一层是用拼音字母的拼合规则指导汉字反切，此法

以“古音六部”为基，应用于李光地的《字音图说》，实质是“拼音化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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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的“古音六部” ①为基，据《字音图说》② “敛侈”分立，内分四等、六

栏。每栏各分两列，首栏首列列“阿厄伊乌俞”谐韵之元③，收声之本，具体内

容转录于下： 

! IO5O"##>ñ0,�F)*+�.*U�o3()a45bE.#

阿 嘎 阿 厄 安 恩 昂 鞥 埃 额 敖 欧 
厄 歌 阿阿 厄厄 安阿 恩厄 昂阿 鞥厄 埃阿 额厄 敖阿 欧厄 
 嘎厄

切  阿阿

切  厄厄

切  阿安

切  厄恩

切  阿昂

切  厄鞥

切  阿埃

切  厄额

切  阿敖

切  厄欧

切  
伊 基 鸦伊 伊

厄 伊 焉伊 因伊 央伊 英伊 厓伊 伊

额 伊 么④
伊 由伊 

 嘎伊

切  伊阿

切  伊厄

切  伊安

切  伊因

切  伊昂

切  伊鞥

切  伊埃

切  伊额

切  伊敖

切  伊欧

切  
乌 沽 窪乌 窝乌 弯乌 温乌 汪乌 翁乌 歪乌 威乌 乌 

敖 乌 乌

欧 乌 
 嘎乌

切  乌阿

切  乌厄

切  乌安

切  乌恩

切  乌昂

切  乌鞥

切  乌埃

切  乌额

切  乌敖

切  乌欧

切  
俞 居 俞

阿 俞 约俞 渊俞 云俞 俞

昂 俞 雍俞 俞

埃 俞 俞

额 俞 俞

敖 俞 俞

欧 俞 
 嘎俞

切  俞阿

切  俞厄

切  俞安

切  俞恩

切  俞昂

切  俞鞥

切  俞埃

切  俞额

切  俞敖

切  俞欧

切  

“四呼收音图”分六栏十二列，第一栏是“谐韵之元”和“生声之元”⑤的

汇总，后五栏是“阴阳”相配的五部十韵，即“阿厄、安恩、昂鞥、唉额、敖欧”。

韵图的“五部十韵”是对“古音六部”内容的调整。 

（1）“五部十韵”对“古音六部”的继承和调整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 

?�lU�mD��[\âÕF(f�+D¾tÚqV3F(f�+D¥ò }

ÍÏÐF(f�+DY�F(f�+DÁÈÉTF(f�+D´ëÅeF(f�<x

=D´ëÅeFE?+D´FkD¾tFx+DëÅeFkDqV3Fx+K2O

Th}ykF&"Þ2OTD9F"�lz+��»u�<x

 
①《音韵阐微》“凡例”整理了“古音六部”的分韵、收音、以及与满文“十二字头”的对应关系，转录之

“‘歌麻支微齐鱼虞’为一部，皆直收本字之喉音，凡诸韵之声皆从此出，与十二字头‘阿厄衣’一部之

音相对。‘佳灰’与‘支微齐’为一部，同收声于‘衣’字，与十二字头‘艾厄矣’一部之音相对。‘萧

肴豪尤’与‘鱼虞’为一部，同收声于‘乌’字，与十二字头‘傲欧优’一部之音相对。‘东冬江阳庚青

蒸’为一部，收鼻音，与十二字头‘昂罂英’一部之音相对。‘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收舌齿音，与十

二字头‘按恩因’一部之音相对。‘侵覃盐咸’为一部，收唇音，与十二字头收声于‘母’字者相对。” 
② 《榕村全集》之《榕村别集》卷一《字音图说》。《榕村全集》选者李光地（清），编者李绂（清）十六

册，清乾隆元年刊本。 
③ 《同文韵统》“十二谱”第一谱按语云：“‘阿厄伊乌俞’五字为谐韵之元”。韵图根据“十二字头”和

《字音图说》定谐韵之元。其“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亦云：“国书十二字头第一部‘阿厄伊鄂乌’五字相

对，诸字皆从此出，今以切韵谐声，则‘阿厄伊鄂乌’五字之内无撮口呼之音，而‘鄂’字与‘厄’字同

韵，又与‘乌’字同为合口呼，故‘鄂’字不用，惟音韵翻切配合字谱内‘鸦’字配‘乌’字成‘俞’字，

为撮口呼。” 
④ 《字音图说》“么”字是“幺”字俗体。 
⑤ 《同文韵统》“生声之元”或称为“生声之首”，即“阿厄伊乌俞”与第一声母“嘎”母相拼后的“嘎歌

嘎歌切基嘎伊切姑嘎乌切居嘎俞切”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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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谱”将第六部闭口音“侵覃盐咸”与第二部的抵腭音“真文元寒删先”

合流。第六谱按语亦云： 

eD´ëÅeFE?kD¾tÚqV3FU?lx+i5�f}g\ç&A+0

B}g.}&A+tI�D«g®F&?+%�DQg�F&?Çý�.<x

“侵”韵与“真文”韵合流列于第六谱的“根、巾”开、齐两呼。“覃盐咸”

韵与“寒删先”韵合流于第五谱“干、坚”开、齐两呼。同时，将“古音六部”

中分列于“歌、佳”两部的“支微齐”三韵合流于“歌”部，共成五部，敛侈分

立为十韵。 

（2）“五音生声”基础上的“四呼五类”之别 

“四呼收音图”以李氏的“五音生声”为基，强调“敛侈”对立，定“阿厄”

以“阴阳”之名，以“阴”配“厄”，以“阳”配“阿”。阴、阳之音又各与“伊

乌俞”三韵相配，各成阴、阳收音之本。“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 

1D±ò¯FG"�.DÎF"+ÒDÎ±ò¯FE"K�}+(}?2O.%<

1D±ò¯FG"�.D°F"+ÒD°±ò¯FE"K�|+(|?2O.%<x

“阿厄伊乌俞”既是“谐韵之元”，又是四呼分类之据。“阿、厄”皆属开

口呼，“伊”为齐齿呼，“乌”为合口呼，“俞”为撮口呼，成“四呼五类”。

“四呼收音图”承李氏之志，有所改良，“阿、厄”仍作为“音元”列于图首，

与之相配的是“见”母的“声元”，不与韵部混列，保证了在“阿、厄”两音四

呼收音的对立，结构上更为完整。 

（3）“拼音化反切”适用范围的扩大 

《字音图说》主张“生声”，将“阿厄乌於”列于图首以摄万音，即《翻切

法》①所云： 

�D[\âÕ��F;?+ï�i."+¡34.èy�+t±1���+0�

��m�;�+n;�."+K3ìDy+/¢OBBt©<x

元音“阿厄乌於”可以相互配合以成他声，即以满文字母的拼合规则指导汉

字反切，反切上、下字不表音节，只表音素。例如，《字音图书》第二部“埃，

阿衣切”，是“阿[a]”与“衣[i]”拼合为“埃[ai]”音；第三部的“鏖，阿乌切”，

是“阿[a]”与“乌[u]”拼合为“鏖[au]”音，而不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传统

 
① 《翻切法》见《榕村全集》卷二十。《榕村全集》选者李光地（清），编者李绂（清）十六册，清乾隆元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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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切。而且《字音图说》效仿满文第四字头以“尼”字表[n]尾，第五部的“安，

阿尼切”是“阿[a]”与“尼[n]”合声为[an]音；效满文第十二字头以“母”字表

[m]尾，第六部的“菴，阿母切”，是“阿[a]”与“母[m]”拼合为[am]音等。 

“四呼收声图”直承《字音图说》的十韵，虽然省略了“十韵”本身的拼合

过程，但是仍能看出拼音化反切的痕迹。例如，“鸦，伊阿切”，是“伊[i]”与

“阿[a]”组合为“鸦[ia]”，“窪，乌阿切”，是“乌[u]”与“阿[a]”组合为“窪

[ua]”，与传统反切不同。“四呼收声图”还将拼音化进一步发展，于有音无字

处列“合声”字，不符合传统反切之处也列字。例如，“阿，阿阿切”，“衣，

衣衣切”“乌，乌乌切”等。同时，为了弥补“虚圈记韵”的不足，不仅用“合

声”字代替有音无字之虚圈，原来《字音图说》中用以表“入鼻声[ə]”的“〇”

也用“厄”代替，更因沿用李氏所定之韵，所以表“鼻音韵尾[ŋ]”的虚圈“〇”，

直接就省略了。 

“四呼收声图”的收声字，即反切下字，完全遵从《音韵阐微》以喉音“影”

“喻”两母之字为主①。但是因为“十二谱”不涉声调，只表阴平声，列字不为

清、浊所限，反切下字的范围扩大。反切下字的声母不仅包括“影喻”两母，也

包括同属零声母的“疑”母字②。 

2. “第一谱”下层的“四呼首字图” 

“十二谱”第一谱下列各韵的“四呼收声之字”与“首母四呼”的拼合过程

图，即“四呼首字图”。是图也分六栏，每栏各分两列，首栏分列首母“嘎”与

阴、阳两组“韵首”的拼合过程，所得之字也是“见”母阴阳四呼之字，即赋予

“见”母以“性”（阴阳性）和“呼”。“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 

=TEAO"+K1DÎ±ò¯FE"a+DÎF"ð}?EA2O+1D±²�

|FE"a.+B}?EA."<1D°±ò¯FE"aD°F"+ð|?EA2O+

1D�²�|FE"a.+B|?EA."<x

后五栏分列“见”母阴阳四呼之字与“同呼收声之字”的拼合内容，所得之

字即“各呼之首一字也”，转录内容于下： 

 
① 《音韵阐微》凡例云：“各韵清声之字皆收声于本韵之‘影’母，各韵浊声之字皆收声于本韵之‘喻’

母，盖‘影、喻’二母，声有清浊，乃本韵之喉音，天下之声皆出于喉，而收于喉。故翻切之下一字用‘影、

喻’二母中字，收归喉音，其声自合也。”“本韵‘影、喻’二母无字者，则借本韵旁近之字以代之，其清

母、浊母之分，不使或紊。” 
② 《音韵阐微》凡例云：“‘疑微喻’三母南音各异，北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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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5O5##>ñ0,�F)*+�.*U�p3()a4õPE.#

嘎 歌           
            
嘎阿 歌厄 嘎嘎 歌歌 干嘎 根歌 冈嘎 庚歌 该嘎 裓歌 高嘎 钩歌 
嘎阿

切  歌厄

切  嘎阿

切  歌厄

切  嘎安

切  歌恩

切  嘎昂

切  歌鞥

切  嘎埃

切  歌额

切  嘎敖

切  歌欧

切  
基伊 基伊 嘉基 基

厄 基 坚基 巾基 姜基 京基 皆基 基

额 基 骄基 鸠 
嘎基

切  歌
伊

切 基鸦

切  基伊

厄切 基焉

切  基因

切  基央

切  基英

切  基厓切 基伊

额切 基么

切  基由

切  
姑乌 沽乌 瓜姑 锅姑 官姑 昆姑 光姑 公姑 乖姑 规姑 姑 

敖 姑 姑

欧 姑 
嘎乌

切  歌
乌

切 姑窪

切  姑窝

切  姑弯

切  姑温

切  姑汪

切  姑翁

切  姑歪

切  姑威

切  姑乌

敖切 姑乌

欧切 
居俞 居俞 居

阿 居 觉居 涓居 君居 居

昂 扃居 居

埃 居 居

额 居 居

敖 居 居

欧 居 
嘎俞

切  歌
俞

切 居俞

阿切 居约

切  居渊

切  居云

切  居俞

昂切 居雍

切  居俞

埃切 居俞

额切 居俞

敖切 居俞

欧切 

上表不涉声调，仅举“见”母一例说明同呼、同性的声、韵拼合关系。“见”

母根据韵首五字分为阴阳两组四呼之字，本质是“声介合母”，其后根据介音的

同异分别与“四呼收声图”同呼的收音相配，开配开、合配合、齐配齐、撮配撮，

同等相配即得其音。 

韵图有字处列字，无字处列“合声”字，每字之下列反切注音，但当无字之

音是三合反切，韵图一般会简化反切内容为“二合”字，只列含有介音的声母和

韵基，省略介音字①。例如，冈韵、撮口呼、见母位有音无字，反切注“居俞昂

切”，韵字处只列“居昂”，不列表撮口呼的“俞”。但是，如果声母不具介音

特征，则列三合字。例如，第七谱冈韵、撮口呼、重唇音声母位列三合字“卑俞

昂、披俞昂、皮俞昂、縻俞昂”，这是因声母“卑、披、皮、縻”属第二谱“歌”

韵齐齿呼，不具备撮口呼的特性，因此只得列三合字。 

3. “第二谱”内容的双重性 

韵图后十一图的结构相同，都是以韵为经，以声为纬，横列三十六字母，纵

列开、齐、合、撮四呼以及各等的收音之字，纵横交错处列字，且在“华严字母”

的影响下以阴平字为主②，兼有少数仄声字，只是仄声字仍作平声读③，无字处列

“合声”字。但是，第二谱与后十谱承载的使命不同，需要特别说明： 

 
① 《同文韵统》变“三合”字为“二合”字的列字方式，在张详晋《七音谱》中也有见。 
②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说”云：“梵音字母皆平声也，就平声之字按韵寻呼，按呼求字，则每

韵皆有四字收声，每呼各得谐声一字，虽韵部不同，呼法各异，而其音之宫商、清浊无不吻合。” 
③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说”云：“‘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止列平声，无平声者用仄声

字，无仄声字者用‘二合’字，呼之甚易，而辨之甚明，且无虚圈影响。”“梵音字母皆平声也，就平声之

字按韵寻呼，按呼求字，则每韵皆有四字收声，每呼各得谐声一字，虽韵部不同，呼法各异，而其音之宫

商清浊无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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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谱中的“阿厄伊乌俞”有两层身份，韵图也因此具有双层含义：第一层，

当“阿厄伊乌俞”作为“韵首”表四呼时，韵图仅表三十六字母与四呼、两性韵

首列字的汇总，即“三十六字母四呼之字”，也是后十韵四呼声母的列字汇总表；

第二层，当“阿厄伊乌俞”作为四呼“收声之本”，与之相配的韵图就是“阿厄

伊乌俞”五韵与三十六字母的声韵拼合图，与第一层的含义不同。 

具体的韵图内容是，第二谱横列三十六字母，内分梵、华两层，但因华言字

母“各韵格呼，平仄互用”，因此列梵音于上为主，华严三十六字母列于下为辅。

“华梵字母合璧说”云： 

�¬ý©+k!��.Ö���ý.L+k!��£?.�®+���ýf?.³

{´�<x

韵图强调梵音“一韵之胥贯”，是因“华严字母”的列字基本都属于麻韵、

开口呼①，而麻韵开口呼又与阳韵收音“阿”相当，所以韵图最上层的梵音三十

六字母，也是之后阳韵图“嘎干冈该高”的开口呼声母②。既然题中应有之义，

无需单列一组，更无须单独列阳韵四呼收声之字③，现将韵图声母和开口呼内容

整理于下： 

! IO5O=##>ñ0,�F)*+�.*+�bS!qþ4GH#

梵 嘎 喀 噶 迎

阿 

答 塔 达 纳 咤

④ 

侘 茶 尼

鸦 

巴 葩 拔 嘛 夫

斡 

孚

斡 

符

斡 

斡 匝 攃 雜 薩 薩

浊

⑤ 

查 叉 楂 沙 沙

浊 

哈 哈

浊 

阿 阿

浊 

拉 𩭿 

 
① 《同文韵统》“十二谱”强调“华各韵之不同，不如用梵一韵之胥贯爰用”，因此用梵音字母作声目，

但梵音也不全以“麻”韵开口呼一以贯之，合口呼“斡”字即是例外之一。《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

璧后说”云：“天竺翻切三十四字与西番字母三十字大率皆‘麻’韵、开口呼、清平声，惟‘斡’字例属合

口呼，‘齎鸦、妻鸦、齏鸦’字例属齐齿呼，余皆开口呼”，当然以“斡”字为韵母的轻唇音“夫斡、孚

斡、符斡”也都是合口呼。 
② 韵图为了防止本字切本切，第三谱 “嘎”韵虽属阳韵但用阴声的“歌”组四呼字作声母，第四谱“歌”

韵虽属阴韵，韵图用“嘎”组四呼字作声母。 
③ 《同文韵统》“十二谱”阴、阳四呼之别的实质只是“阿、厄”收音的不同，而“阿”与三十六字母的拼

合关系就存于韵首“一韵之胥贯”的梵音字母之中，无需特别强调，而剩下的合、齐、撮与阴韵同用，无

需再论，所以只列三十六字母阴韵四呼之字。 
④ 《同文韵统》“华梵字母合璧谱”舌上音“知徹澄”对应的梵音列麻韵、齿头、精组、齐齿呼“齎鸦、妻

鸦、齏鸦”，此三字是乾隆皇帝为贴合汉字与藏文的关系所改，“伏蒙圣训指示，臣等钦遵详酌：谨将第

二谱中‘秺侘垞’三字改用‘齎鸦、妻鸦、齏鸦’三字，其所生之字一并改正”（卷一，允禄于乾隆十四年

七月初五日所承奏章）。但“十二谱”不与天竺字母相对，只表“知”组字，因此韵图声目又改回“知”组

字的“咤侘茶”，即“华梵字母合璧后说”所云“‘尼鸦’字属舌上音，‘齎鸦、妻鸦、齏鸦’三字转‘咤

侘茶’三字亦舌上音，与‘知徹澄娘’四字相配”。 
⑤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然‘靸’字与‘萨’字，‘纱’字与‘沙’字，西番本属

同音，故‘萨沙’各重用一字，注明作浊音读，以免疑似。‘哈、阿’二字属喉音清声，依清浊例推之，亦

重用一字作浊音读。”而且表“邪”母的“萨浊”读作“浊平”，不读去声。梵文字母为与西番字母相配，

所以“邪禅匣喻”与“心审晓影”重用一母，标“浊”以分之。但汉语中存在相对应的浊音字，所以反切注

音以汉语原有的浊音字为之切音，不用声目字。即“第三谱”按语所云：“按‘萨、沙、哈’字母皆重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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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见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穿 床 审 禅 晓 匣 影 喻 来 日 

开

口

呼 

歌 珂 翗 莪 多 佗 驼 那 咤

厄 

侘

厄 

茶

厄 

拏

厄 

伯 拍 白 陌 夫

厄 

孚

厄 

符

厄 

斡

厄 

作 蹉 醝 娑 祠

厄 

责 策 咋 梀 时

厄 

诃 何 厄 𧨄 罗 𩭿

厄 

嘎

厄

切 

喀

厄

切 

隑

厄

切 

皚

厄

切 

答

厄

切 

塔

厄

切 

达

厄

切 

纳

厄

切 

咤

厄

切 

侘

厄

切 

茶

厄

切 

尼

鸦

厄

切 

巴

厄

切 

葩

厄

切 

拔

厄

切 

嘛

厄

切 

夫

厄

切 

孚

厄

切 

符

厄

切 

斡

厄

切 

匝

厄

切 

攃

厄

切 

杂

厄

切 

萨

厄

切 

祠

厄

切 

查

厄

切 

叉

厄

切 

楂

厄

切 

沙

厄

切 

时

厄

切 

哈

厄

切 

河

厄

切 

阿

厄

切 

佁

厄

切 

拉

厄

切 

𩭿

厄

切 

“第二谱”纵列“四呼”，从上到下依次为开口呼收声厄字、齐齿呼收声伊字、合口

呼收声乌字、撮口呼收声俞字。梵音字母与收音相拼即得其字，有字处列字，无字处列合

声字，每字之下都有反切注音。 

4. 后“十谱”同性、同呼的声、韵拼合图 

“十二谱”的后十谱是第一谱“阴阳十韵的四呼收声之字”，在第二谱“三

十六字母四呼之字”层面上的展开。“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 

14>uF�+D±«åã[FQ�`abcde�}+1D±²�|F£GFU"a

}?2O+B}?EA£GFU"<D�QÍáæFQ��|+1D�²�|F£GF

U"a|?2O+B|?EA£GFU"<x

“十二谱”在《字音图说》“古音六部”的基础上合韵部为五部，其五部内

各分阴、阳共十部，而第一部“歌麻支微齐鱼”除了分列阴阳之外，还根据《音

韵阐微》分出“阿厄伊乌俞”五个收音之本，“《御定音韵阐微》谓‘歌麻支微

齐鱼虞’为一部，皆直收本字之喉音，凡诸韵之声皆从此处，与十二字头‘阿厄

伊’一部之音相对，诚自然不易之理也”（同上）。“阿”音与“见”母相拼成

“嘎”韵，并与“基、姑、居”三韵组成“嘎”韵四呼，即“‘嘎、嘉、瓜、居阿’

四字为‘嘎’韵四呼之首一字也”，所以梵音三十六字母“嘎”组字重列于第三

谱开口呼。“厄”音与“见”母相拼成“歌”韵，与“基厄、锅、觉”三韵组成“歌”

韵四呼①，即“‘歌、基厄、锅、觉’四字为‘歌’字首一字也”，所以“歌”韵重

列于第二谱、第四谱的开口呼。剩下的“伊乌俞”三个收声因为不能与他韵配合

成图，所以只见于第二图。 

 
字注明作浊音读，为其无浊音字也，而所生各音之内则已有本母之浊音，故改用二合，尤见子母相谐之妙，

如‘祠阿’为‘萨’之浊音，‘时阿’为‘沙’之浊音是也。”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将“歌”韵两分为“歌[ə]”“歌[o]”两组，但是根据韵图内容可知两韵实是重出，

读音无别。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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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鉴，“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虽分十二谱，但一二两谱的作用在

于说明音素之间的拼合关系，后十谱才是真正的“韵图”，实际分韵只是“阿厄

安恩昂鞥埃额敖欧”十韵和“伊乌俞”三个收音之本（“阿”“厄”收音与十韵

中的“阿”“厄”相同，不重列），共分十三韵，各韵特点详见下文。 

（二）韵图的列字来源及分韵特点 

“梵华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既以“合声切法”为理论框架，又据《字音图

说》的“古韵六部”分韵，入声分韵则遵《音韵阐微》①，声母为顾古今南北，

仍用三十六字母②，韵图列字亦从《音韵阐微·韵谱》。但两图的分韵、编纂体

例都不同③，因此在列字之前需要先合流韵部，即据“四呼”调整《音韵阐微·韵

谱》列字。 

“十二谱”变等为呼的韵部合流，即将“韵谱”的开口一二等位的字合流为

开口呼，三四等位的字合流为齐齿呼，合口一二等位的字合流为合口呼，合口三

四等位的字合流为撮口呼。韵部合流后，据“内含四声法”④列字，列字不限平

聲，兼具仄声和“二合声”。总而言之，“十二谱”与“韵谱”的对应关系，与

《字学元元》的“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与“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谱”的对应关系

基本一致。 

现以十二谱的“钩”韵开、齐两呼之字为例，说明韵图的列字特点。十二谱

“钩”韵与《韵谱》第三十五图“尤”韵相对，开口呼与一二等位的四声首字相

应，齐齿呼与三四等位的四声首字相应，但是不列合声字，空其位。同时，调整

 
①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直接转录《音韵阐微·凡例》中的上古入声分韵。《音韵阐微》

入声三部内容为：“至入声‘屋沃觉药陌锡职’为一部，乃‘东冬江阳庚青蒸’之入声，其音宜与十二字

头之收声于‘克’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鼻音也。‘质物月曷黠屑’为一部，乃‘真文元寒删先’之入声，

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忒’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舌齿也。‘缉合葉洽’为一部，乃‘侵覃盐咸’之

入声，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卜’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唇音也。” 
②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谨按华严三十六字母与今南北声韵相合……娘母与泥母

近，床母与穿母近，帮滂与並明近，奉微与非敷近，知徹澄三母古与端透定近，今与照穿床近，盖古今南

北音呼不同，固有然已。”其说来源于《音韵阐微》的“凡例”。《音韵阐微》“凡例”云：“若疑微喻三

母南音各异，北音相同。知徹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又泥母与娘母，非母与敷母，

古音异读，今音同，读此声音部分之随母，而异者皆按旧谱列之，而古今南北之别，庶按母可辨，不敢意

为难合也。” 
③ 《音韵阐微》书、图兼备，其《韵谱》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基，以“平水韵”为分韵基础，同时独

立“殷、迄、拯、證”六韵，共分一百一十二韵，三十八图。韵图横列三十六字母分二十三位，“知、非、

照”组十三母重列于“端、帮、精”三组声母下方，纵分四等，每等内部根据“平上去入”四声分列四行。 
④ “内含四声法”来源于“华严字母”，其列字的选择不拘泥于平声，而是从上到下，根据对应韵图四声

列字出现的先后选字，列字不限平声，而是舒促均有，在同受“华严字母”影响的《字母切韵要法》中也

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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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谱》两行并列二十三列三十六母的声母结构为一行尽列三十六字母①（下表

标仄声声调于字后，以便说明）： 

! IO5OI##>ñ0,�F*+�)ò.,[>,�F*�*sE)6.,(yzef#

钩韵开口：钩抠  齵兜偷头羺        㨐上剖上裒谋        诹䜅㔌涑  鄒搊愁搜  齁侯歐  婁 

尤一：钩抠  齵兜偷头羺        㨐上剖上抔谋        诹䜅㔌涑            齁侯謳  婁 

尤二：                                                    鄒搊愁搜 

钩韵齐齿：鸠蚯求牛        辀抽俦狃彪  滮繆不紑②浮  啾秋酋脩囚周犨  收讎休  優由留柔 

尤三：鸠蚯求牛        辀抽俦狃        不秠 浮            周犨  收讎休  優尤留柔 

尤四：樛  虯                  彪  滮繆         啾秋酋脩囚          飍  幽由 

“钩”韵开口呼尽以“韵谱”首列之字为基，内含四声，所以上声字“㨐”

“剖”也在其列。明确了韵图的列字来源以及分韵依据，再据各图的按语以及列

字内容，分论十一图内容如下： 

韵图第“第二谱”的身份双重，既是“三十六字母四呼收声之字”的汇总，

又是“厄伊乌俞”四韵的声韵拼合表，也能体现“厄伊乌俞”四韵的分韵特征。

是图齿头音分列两组“咨匝伊切雌攃伊切慈杂伊切思萨伊切祠似伊切”“齎咨伊切妻雌伊切齐慈伊切西思伊切

席祠伊切”，按语亦云“齐齿呼、齿头音‘齐’韵与‘支’韵异，故列二层”，说明

舌尖前元音的产生。而且后十图齐齿呼、齿头音都以“齐”韵“齎妻齐西席”组

字为反切上字，不用“咨雌”等字，也说明“支”韵“精”组列字已经变为开口

呼。因此，结合韵图列字拟“伊乌俞”三韵为[ï][u][y]，“嘎”“歌”两韵的拟音

见于三、四两图③。 

“第三谱”列“嘎、嘉、瓜、居阿”四韵，以“阿、鸦、窪、俞阿”为收声。开

口呼“嘎”韵列字与声母韵目俱同，但为了避免用本字注音，用阴韵“歌”组字

作反切上字。齐、合、撮三呼仍以第二谱同等的四呼字作反切上字，但合口呼、

“喻”母位根据实际语音列“影”母“娃”字，按语云：“‘娃’本‘影’母与

‘窪’同音，今皆读作‘喻’母撮口呼”。因此，根据韵图列字拟音为[a][ia][ua][ya]。 

 
① 《同文韵统》“十二谱”和《音韵阐微》“韵谱”虽然都横三十六字母，但是“韵谱”效仿《经史正音切

韵指南》声母分列两行、二十三列，而“十二谱”则将下层的声母尽列于上层声母之后，一行尽列三十六

字母。 
② “十二谱”的第十二谱“钩”韵、齐齿呼、“敷”母位列“紑”字，此与《音韵阐微》的列字“秠”字同

音，属同一小韵。 
③ 《同文韵统》“十二谱”的“伊乌俞”三韵各自分立的情况，在《五音正韵万韵图》（1741）中亦有见。

《五音正韵万韵图》内分十五韵，其“子韵第四”“举韵第五”“孤韵第十”“吉韵第十五韵”各自独立，

不配成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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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谱”列“歌、基厄、锅、觉”四韵，以“厄、伊厄、窝、约”为收声。韵

图为了避免本字切本字，开口呼“歌”韵以阳韵的“嘎”组声母作反切上字，列

字与第二谱开口呼列字完全一致，其他三呼则仍以第二谱同等的四呼之字作反切

上字。但齐齿呼、撮口呼各分两层，齐齿呼分列“基厄（收伊厄）、迦（收耶）”两

韵，撮口呼分列“觉（收约）、厥（收曰）”两韵。按语云： 

eD±°F"2O."KD}F?.3O+%�\ç<D|F"2O."KD }F

.3O+%�B}J\ç+*z�LOÒB.}<jv�?ghwD�F?\çADà

µ�FG"�DWF"+.}AD𩨭¶F|U"�DÑF"+á·D±°FD|F&"2

O08.Ì4+t£u&s<x

据此，可知“耶”“曰”与“伊厄”“约”实际无别，只是根据来源的不同分

为两列。之后的《音韵逢源》效其分韵，齐齿呼也分“基娿切、皆”两组，撮口

呼分“居呦切、居曰切”两组。据韵图列字拟音为一组：歌[ə]，基厄[iə]，锅[uə]，

觉[uə]。 

“第五谱”列“干、坚、官、涓”四韵，以“安、焉、湾、渊”为收声，按

语云： 

ev??¸[wDVF?D¹F"qy+DeF?D�F"Ffy+D?�F��

f}A+*Çz�\çA+t%�ìçyDº»¼_FE"u(f}A+k\çAD½

¾¿ÀFE"��Ï+�¬}�à.+6±ð![RM<x

根据其分韵和韵图列字可知，开口二等“山删咸銜”韵的见组多变为齐齿，

与开口三等字混列，开口二等、三等的照组字都变为开口呼，读音无别，但为审

音之需照组仍分列两组。韵图对照组列字的区分表现在韵图上，即反切上字相同，

反切下字不同，即收音各异。这种处理方式也见于之后的韵图，现将照组字尽列

于下： 

! IO5On##>ñ0,�F*+�)*s�.¾²�P#

开口呼 醆支安切 剗蚩安切  潺荏安切 山施安切  时安时安切 
齐齿呼 旃支焉切  燀蚩焉切  孱荏焉切  羶施焉切  禅时焉切 

照组开口呼以“安”为收音，齐齿呼以“焉”为收音，上字相同，实际读音

无别。据此分韵和韵图列字，将“第五谱”拟音为：干[an]、坚[ian]、官[uan]、

涓[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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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谱”列“根、巾、昆、君”四韵，以“恩、因、温、云”为收声，其

按语云“唇音合口与开口，撮口与齐齿，正齿音开口与齐齿音略相同，盖以翻切

字重音，韵字轻故也，须于收音辨之。”即重唇音“帮”组的合口、撮口，齿音

照、精组的开口、齐齿合流，韵字合流状况也体现在反切上下字的使用上。合流

的韵字反切上字不变，反切下字的四呼收音不同。现将帮、照组合流的列字整理

于下： 

! IO5Ow##>ñ0,�F*+�)*N�.·²k¾²r7(�P#

“帮”组合口呼 彬卑因切      缤披因切      频皮因切      民縻因切 
“帮”组撮口呼 卑云卑云切      披云披云切      皮云皮云切      縻云縻云切 
“照”组开口呼 臻支恩切    参蚩恩切    榛荏恩切      莘施恩切    辰时恩切 
“照”组齐齿呼 真支因切    瞋瞋因切    神荏因切      申施因切    辰时因切 

根据按语内容和韵图列字拟音为：根[ən]、巾[iən]、昆[uən]、君[yən]。 

“第七谱”列“冈、姜、光、居昂”四韵，以“昂、央、汪、俞昂”为收声，按

语云： 

eå fD|×FEAÁD g}F&?+�yD FkD¥Fx+tDÂF"k

D¥F?®(D³F#."<*yD FkD}Fx+tDÚF"kD}F?®(D¨F

#."<D�Ã¶ÄFE"D?�F��f}A+*Kz�B}A<DÚ9
!
äFG"

D?�F��.}A+*Kz�B}A<x

“十二谱”以《音韵阐微》为蓝本，“㟅”字继承《音韵阐微》，两见于“七

冈”“八庚”两摄开口呼“疑”母位②，但也根据实际语音调整列字。首先，韵

图“江宕”两摄合流，开口二等“江”韵的牙喉音变为齐齿呼列于齐齿呼位；第

二，“阳”韵开口三等照二组“庄疮床霜”变为合口，改列于韵图合口呼照组声

母位下；最后，“阳”韵合口三等牙喉音“匡狂王”吞掉[i]介音，与合口一等“唐”

韵字合列于合口呼。据按语内容和韵图列字拟音为（韵图撮口呼无具体列字，不

拟音）：冈[aŋ]、薑[iaŋ]、光[uaŋ]。 

“第八谱”列“庚、京、公、扃”四韵，以“鞥、英、翁、雍”为收声。按

语云“按庚、京、公、扃四呼管‘东冬庚青蒸’五韵，《洪武正韵》‘东冬’合

为一韵，‘庚青蒸’合为一韵，凡呼法同者音亦相同，《音韵阐微》翻切字亦皆

 
① 根据《音韵阐微》“阳”韵合口图的列字，以及“汪影唐”“狂群阳”两韵的声韵调地位，知此“汪”字应是

“狂”字之讹。 
② 《音韵阐微》“㟅”字分见于第一“冬”韵图和第三“江”韵图的平声“疑”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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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是图合流“通曾梗”三摄，据韵图列字拟音为：庚[əŋ]、京[iəŋ]、公[uəŋ]、

扃[yəŋ]。 

“第九谱”列“该、皆、乖、居埃”四韵，以“埃、厓、歪、俞埃”为收声。按

语云： 

eB}A"DYF?kD�F?Ï+tu&s<DYF?DÅF"2O+D�F?

DÆF"2OJzkD6F®?+RÒDÅFy�}+D6Fy�|+0DÆFyÒÇ

c|}.Ó©<x

韵图“止蟹”摄合流，合口呼位重列“乖、傀”两韵。“傀”韵对应《音韵

阐微》合口一等“灰”韵字，收音“隈”与第十谱合口呼“规”韵收音“威”字

同音，不单拟音。撮口呼位也只列合声字，无独立列字，因此不拟音。根据韵图

列字拟音为：该[ai]、皆[iai]、乖[uai]。 

“第十谱”列“裓、基额、规、居额”四韵，以“额、伊额、威、俞额”为收声。按

语云： 

evy?¸[wD[\FG?+DÊF"|GFfyD?�F��.}A+*K

z�B}A+tS(B}Af�<f}g\çDÊF?"<DÈCÉF3DF?+

\çA2OD±F"+D�F"3D�F?+B}A2ODÅF
!
"<ì�VÒK�DÊF

?f}A+DáAF|"%D�F?3O+yVJz�DÊF?+v"�wB(f�
$
<x

韵图止、蟹摄合流，将《音韵阐微》合口三、四等“支微齐”三图之字合流，

列于没有[i]介音的合口图。同时，开口呼列字来源复杂，既有开口三等“支”韵

的唇音字“碑披眉”③，又有来自合口一等“灰”韵“陪”字，以及开口一等“德”

韵的“裓刻”等字。韵图齐齿呼、撮口呼上没有具体列字，尽列合声字，因此不

拟音。根据上述内容，拟开口、合口之音为：裓[ei]、规[uei]。 

“第十一谱”列“高、骄、姑敖、居敖”四韵，以“敖、么、乌敖、俞敖”为收声，

按语云“按‘高、骄、姑敖、居敖’四呼管‘萧肴豪’三韵，‘豪’韵属开口呼，‘萧’

韵属齐齿呼，‘肴’韵或与‘豪’近或与‘萧’近。合口、撮口二呼无字，皆用

二合。”韵图开口二等“肴”韵分列两组，牙喉音由开口呼归为齐齿呼与“萧”

 
① 《同文韵统》“十二谱”第十谱按语云：“‘陪’字入‘灰’韵”，然第九谱中“灰”韵收“隈”，“佳”

韵收“歪”字，且第九谱合口呼“並”母位列“陪，蒲隈切”，说明“歪”字应是“隈”字之讹。 
② 《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第五图“裓”韵图“开口正韵”既在入声位列开口一等“德”韵的“裓刻”

等字，又在舒声位重列“悲裴眉”等字，即“悲眭三声‘傀’相亲”。 
③ 《广韵》三等“支”韵的“碑披眉”根据实际语音虽变为开口呼，但是“十二谱”仍将同韵的“卑披縻”

等字列于第二谱收“伊”音的齐齿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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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字合流。韵图合口、撮口呼无列字，尽列合声字，不拟音。据此，拟开口、齐

齿两呼之音为：高[au]、骄[iau]。 

“第十二谱”列“钩、鸠、姑欧、居欧”四韵，以“欧、由、乌欧、俞欧”为收声，

按语云“按‘钩、鸠、姑欧、居欧’四呼皆‘尤’韵，‘钩’属开口呼，‘鸠’属齐

齿呼，合口、撮口二呼无字，皆用二合。”韵图合口、撮口位都列有音无字的“二

合字”，因此不拟音。韵图开口、齐齿位、照组声母共用“支蚩荏施时”一组反

切上字，下字有别，说明两组读音无别。据此，拟开口、齐齿两呼之音为：钩[əu]、

鸠[iəu]。 

现将上述“十二谱”的韵部分类，四呼关系，及其拟音状况汇总于下表： 

! IO5O{##>ñ0,�F)*+�.(*�dk�*�,SGHuø�/!#

韵谱 
二 三嘎 四歌 五 

干 

六 

根 

七 

冈 

八 

庚 

九 

该 

十 

裓 

十一 

高 

十二 

钩 

开口     
嘎 

a 

歌 

ə 

干 

an 

根 

ən 

冈 

aŋ 

庚 

əŋ 

该 

ai 

裓 

ei 

高 

au 

钩 

əu 

齐齿  
基 

i 
咨①ɿ   

嘉 

ia 

基厄 

iə 

坚 

ian 

巾 

iən 

姜 

iaŋ 

京 

iəŋ 

皆 

iai 
 

骄 

iau 

鸠 

iəu 

合口   
姑 

u 
 

瓜 

ua 

锅 

uə 

官 

uan 

昆 

uən 

光 

uaŋ 

公 

uəŋ 

乖 

uai 

规 

uei 
  

撮口    
居 

y 
 

觉 

yə 

涓 

yan 

君 

yən 
 

扃 

yəŋ 
    

上表中“伊乌俞”三韵独立成图不与他韵相配，比樊腾凤《五方元音》“十

二地”，《字母切韵要法》第五“裓”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及”摄的分

韵都更为合理。另外，从语音角度来说，虽然第二谱的“阿、歌”两韵在第三、

第四谱的开口呼位重出，上表虽不重列其音，但为保持第二谱四呼的分立，仍虚

设开口呼之位。 

（三）“十二谱”拼音化反切的创新与不足 

“十二谱”继承《字音图说》的拼音化“合声切法”，用汉字表音素，音素

组合表音，与传统反切不同，总论其特点如下： 

1. 以“呼”为纽带的声、韵拼合方式 

 
① 《同文韵统》“咨”“迦”“厥”三韵重列于“基”“基厄”“觉”韵之下，韵图未定名，现据各韵首

字订名，其中“咨”韵以精母“咨”字作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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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韵统》受梵文、满文等拼音字母的影响，用满文字母拼合方式分析汉

语音节，将音节细化到音素，并以“呼”为桥梁，配声、韵以“四呼”，以实现

“按韵寻呼，按呼求字”，声韵相拼以成音节，详论如下： 

“十二谱”“第一谱”上层的“四呼收音图”列“阴阳四等收音之字”，即

韵、介相合。第二谱的“三十六字母四呼之字”列“三十六字母阴阳四呼之字”，

声、介合母。而后音节以同呼、同性（阴阳）之介音为纽带，连接声、韵，以成

音节。例如，第七谱、见母、开口呼下列“冈，嘎昂切”，即“嘎阿”与“阿昂”

同介音“阿”的声、韵拼合；撮口呼下列“居昂，居俞昂切”即“基俞”与“俞

昂”同介音“俞”的声、韵拼合。当然传统韵图也拆分音节，也讲音素，但拼合

后的各音只作为音节独立存在，而不是其他音节的组成成分。 

但韵图只列李氏所分的“十韵”，不列十韵本身的拼合过程，即未将收音拆

分到最小单位，是其不足。 

2. “拼音化反切”更为突出的内部矛盾 

“十二谱”用满文字母的拼合规则指导汉字音节拼合，汉字只表音素，但因

汉字声母本身的局限，大部分音素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强调“介音”。声介合母

后的声母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音节，也可以仅表一组音素，以与弇、侈分类的四

等收音相拼。因此，韵图中一个汉字只对应一个介音、一个韵基、一个声介合母

的声母，各个音节各尽其用，也就没有了赘余成分，也就无需像《三教经书文字

根本》《音韵阐微》兼有多组反切上下字。 

但是，拼音化反切只是用拼音字母的拼合规则指导反切，载体仍是汉字本身，

也就无法克服汉字本身有音无字，不便表音的局限。例如，第一谱“生声之首”

的“歌”注“歌，嘎厄切”，阴韵的“歌”用阳韵的“嘎”为反切上字，其“性”

不同。当然，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在于声母[k]在汉语中有音无字，无法用一个无

韵腹的汉字表音，实质仍是汉语有音无字不便表音的局限所在。据此，为弥补“拼

音化反切”的不足，韵图混列“基嘎伊切”“沽嘎乌切”“居嘎俞切”等上字取声，下字取

韵的传统反切于内。 

除此无法避免的问题之外，韵图开口呼阴、阳反切上字的使用也有混乱。例

如，第五谱、第七谱、第九谱将阴韵的“群、疑”两母的反切上字“翗、莪”用

于阳韵韵图。另外，韵图没有严格的固定反切上字。例如，韵图“群、疑”两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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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目是阳韵的“噶、迎阿”，但第二谱的开口呼却另用“隑、皚”作反切上字，

之后的第四图也是如此，削弱了反切上、下字的系统性。 

3.“止列平声”的韵图局限 

“十二谱”受满文字母不表声调的影响，只列平声字，即使有仄声也不作本

读而作平声读，“十二谱止列平声，无平声者用仄声字，无仄声字者用二合字呼

之”（卷六，华梵合璧后谱说），但这一分析方式与传统韵图纳声调入韵图，以

及汉语本身的语音特点不符。 

“十二谱”和《音韵阐微》都是李光地音韵思想的延伸，“十二谱”将“合

声切法”韵图化，《音韵阐微》将其韵书化，但两者的立足点不同。《音韵阐微》

站在汉语音节的角度，用“合声切法”改良反切，反切仍是两个音节之间的拼合，

所以“合声切法”致力于消除反切上下字之间的赘余成分。“十二谱”则站在满

文字母的角度，用“合声切法”指导汉字拼合，汉字只是音素符号，反切上下字

不再是两个音节，只是音素的拼合，所以无需考虑赘余成分，“十二谱”是“合

声切法”在汉字拼合方面的再次实践。但“十二谱”仍以汉字为基，也就无法克

服汉字有音无字的缺陷，也无法代替传统反切。但是，“十二谱”作出了新的尝

试，为之后拼音化注音方式提供了新的路径，具有无可取代的韵图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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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鍾通韵》“阴阳”相配的“十二声” 

《黄鍾通韵》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号秋庄，满洲镶红旗人，生平年

不详，自署长白人。“长白”是指“满族人的郡望，不是都四德的确切籍贯”①。

长白虽不是都四德的籍贯所属，但《黄鍾通韵》与东北方音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

似无争议。《黄鍾通韵》分上、下两卷：上卷分列“律度衡量第一、五音位次第

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五、律吕名义第六、律

本第七”；下卷列“循环为宫第八、声字第九、律数第十”等内容。上下两卷完

成于乾隆甲子（1744 年），之后又于乾隆癸酉（1753 年）岁秋九月完成《琴图

补遗》，附于卷末。 

明清两代不乏以律吕论音，探求声音之源的等韵文献，吴继仕《音声纪元》、

葛中选《太律》、陈献可《皇极图韵》都在其列，《黄鍾通韵》②也是如此，但更

为纯粹。是书除了在“声音第九”中说明十二律与满文字头的对应关系、尽列十

二韵图、明确韵图的编纂体例之外，其他各篇虽也论及律吕、度量、乐器等内容，

但多与“等韵”所涉。因此，以“声音第九”为本，讨论韵图结构和语音系统，

其他各篇虽偶有论及，但不做主要说明。《黄鍾通韵》的版本不多③，本文以《四

库存目丛书》经部 185册收录的清乾隆癸酉三余堂刻本为据。 

（一）《黄鍾通韵》“十二声”的立韵依据 

都四德是满洲镶红旗人，“清文”对该书的影响较大。《黄鍾通韵》序言云： 

DktFyL�|}gfBF&O+"L�}¯gM4E|+s.Ò(Qy+>.

Ò(U]+�×/¯+O"\�+±1Í²MLg4LGF?+{of¥g&ò£�x+

R1ÊCF&Ë+ÄO?"+1(vo?w<x

 
① 王为民：《从满汉对音规则看〈黄钟通韵〉所表现的尖团音分合状况》，《汉学研究》，2006 年，第 24
卷，第 2 期。 
② 《黄鍾通韵》“序”云：“数百篇中删繁就简，补阙正疑，草成是稿，名曰《黄鍾通韵》，特为音律之

元，非敢窃比‘诗韵’耳。” 
③ 王为民《从满汉对音规则看〈黄钟通韵〉所表现的尖团音分合状况》考证《黄鍾通韵》目前有三个版本，

分别为：“孙殿起《贩书偶记》录‘长白都四德撰，乾隆癸酉三余堂刊，四库著录两卷’，《四库存目丛

书》经部第 185 册录此刻本。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录‘翰林院笔帖式都保家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古籍善本目录》录‘清乾隆文会堂刻本’。” 郭继文《〈黄钟通韵〉音系研究》第 28 页，又另补充一

种为：《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清乾隆刻本，二册，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现存于中国国家

图书馆。王为民：《从满汉对音规则看〈黄钟通韵〉所表现的尖团音分合状况》，《汉学研究》，2006 年，

24卷第 2 期，第 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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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鍾通韵》以“声”表韵，以“字”标声，据“满文”定“十二声”。韵

图分韵与满文字头的关系见“声字第九”，转录内容于下： 

ÞktF&Ë+"��+y��+!;Ë"y+äçO�?+8t?¥¥!

QË"y+¬RDbcdõeFQy+ë(ì¯+�D FÌD FÍfy+!O6L

çÎ+×ÏQÐ+¬RDbF<D FÑD FÒfy+!O}¿kY+×ÏµÐ+¬

RDcF<D FÓD FÎfy+!O¯mrÍ+×Ï´Ð+¬RDdF<D FÔ

D FÕfy+!O[Ö×Ù+×x³Ð+¬RDõF<D FØD F`fy+!O

K8Ùa+×x²Ð+¬RDeF+DF"+¬RF«+|g}£Q+¬RQy<j�

D FÚD FÛ&"+DÚFy=#(DÚyF+f}�¡+R(]%<DÛFy=

[(D¨yF+f|�¡R(�%+1MDF&"+¬RF&Ü<x

韵图为与汉字字音相配只杂取十二字头中的第一①、第二、第四、第五、第

十章之字以成十二声。韵图十二声又据“七均”②分为两类：一类是“律、吕之

本”的元音“咿”和极音“呜”；第二类是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配的“阴、

阳”十韵。韵图“十二声”与五音、阴阳、十二律、满文字头、满文对音、《字

母切韵要法》十二摄的对应关系，依韵图图次列于下方： 

! IO5O~##>01�,F*+b[s/k89k*+�k:0P;(yzef#

五音 元音 极音 羽音 角音 宫音 商音 徵音 

阴阳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律吕 黄鍾 蕤宾 大吕 应钟 太簇 无射 夹钟 南吕 姑洗 夷则 仲吕 林钟 

字头             

声 1咿 2呜 3唉 4 哀 5哦 6 阿 7喑 8唵 9嘤 10咉 11呕 12嗷 

对音 i u ei ai ə a ən an əŋ aŋ əu au 

十二摄 5裓 8傀 7该 2结 12 歌 1迦 8根 10干 4 庚 3冈 11钩 6高 

“十二声”将《字母切韵要法》的“结、歌”两摄合为“哦”一声，与《等

韵简明指掌图》的分类一致。同时，将“裓”摄两分为“咿、呜”两声，增减各

一，分韵仍为十二。 

都四德继承儒家“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的对立观点，所以韵图的“阴

 
①（清）舞格三槐堂梓本《清文启蒙》云：“（第一字头）此头为后十一字头之字母韵母”，所以第二字头

是在第一字头下加一“衣”字,紧紧合念切成一韵，即以[-i]为韵尾。第四字头加一“因”字，即以[-n]为韵

尾。第五字头加一“英”字，即以[-ŋ]为韵尾。第十字头加一“幽”字，即以[-u]为韵尾。 
② 《黄鍾通韵》“七均第四”云：“‘七均’之理与‘七政’之理相同。‘水火木金土’五行，必得‘阴

阳’二气，合为‘七政’，方成浑圆一体。‘宫商角徵羽’五音，亦必得‘律吕’二声，合为‘七均’，方

能循环一调。”其“七均”即“宫商角徵羽”五音加“阴阳”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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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只表相对的概念，无定指。“律吕名义第六”云： 

eF&]u+�F&q+øD�ÝF=D2�FU](}+øD©�F=DË�F

U](|+ORf�i|}<|}.g+j�|}+�Ýg§�g� g©�g¸Òg

À+U](}<ËÞgi�g�Þg2�g°Þgh�+U](|<}(]+|(�<

)uDÞFD�F�Ø�|+0D�ÝF%(}]+j1DÞFu+�Ç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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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鐘通韵》的“阴阳”与《同文韵统》以“阿[a]”为阳声之元，以“厄[ə]”

主阴声之元的“阴阳”分类不同，但就《黄鐘通韵》的“大阴阳”而言，“五音”

的阴阳之别，也是指主元音的“敛侈”的不同，但以[ə]音主阳，[a]音主阴①。《黄

鐘通韵》书名中的“黄鐘”之“鐘”是为符合阴阳所属，特定为“鍾”字。本文

遵从都氏原旨，“黄钟”写为“黄鐘”。 

（二）《黄鍾通韵》“十二声”十一图的编纂体例 

《黄鍾通韵》“声字第九”云： 

ktF&O"+Mâ/ã'F&ä+1åæç.ê+>(F&]+ö]�"#&F

&+ö"�M4&|+ö|�}�¯+eLMN3ÊBvo?wfè<x

《黄鍾通韵》以韵为纲，据十二声律分图，但“‘蕤宾’极音声字，又与‘黄

鍾’元音合为轻上轻下、重上重下四等” (“声字第九”第十二图“嗷”韵按语)，

即“黄鐘”“蕤宾”两律“咿”“呜”一二两声合列一图，因此十二声只有十一

图。即按：律—“横五音—纵‘轻重上下—五调’”的顺序分图列韵。 

详而论之，每图横列“喉舌齿唇牙”五音，二十二字母，但不用传统三十六

字母为目，转用黄鍾“咿”、蕤宾“呜”两韵之字为字母，“黄鍾、蕤宾二律图

内，方围一等字，即是字母”。纵分“轻重上下”四等，先轻重、后上下，即“字

等有轻上、轻下、重上、重下四层，分为四等”，与“开齐合撮”四呼相对。无

字之等不设其位。例如，“呕”“傲”两韵不列重上、重下两等，“惟有本律‘呕’

‘傲’二声，字音律数至轻至高，只有轻上、轻下，并无重上、重下两等” (“声

字第九”第十二图“嗷”韵按语)。 

 
① 《黄鍾通韵》“六律第三”中的“阴阳六律配十二枝圆图”据“大阴阳”分十二律，其黄鍾属阳律第一、

大吕属阳律第二、太簇属阳律第三、夹钟属阳律第四、姑洗属阳律第五、仲吕属阳律第六。蕤宾属阴吕第

一、林钟属阴吕第二、夷则属阴吕第三、南吕属阴吕第四、无射属阴吕第五、应钟属阴吕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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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之下分列“平（长平）、平（短平）、上、去、入”五调，“是以

于右十二律图内，以长平、短平直立为上下两层，共用一母。一母通统长平、短

平、上、去、入五声”（声字第九）。“长平”即阴平，“短平”即阳平。韵图

有字处列字，有音无字处列虚圈“〇”。但是，都氏审音不详，误以音之长短区

分平声阴阳，其“声字第九”云“侧声却有上下，平声惟有长短，如‘咿宜、呜

吾、威微、台臺、奢蛇、花華、申神、天田、通同、汪王、幽由、蒿豪’之类，

上音俱长，下音俱短。” 

韵图保留入声，只与“咿、呜、哦、阿”四韵相配，“惟黄鍾、蕤宾、太簇、

无射，咿、呜、哦、阿四律有入声，其余八律，俱无入声”（同上）。韵图阴入

相配只是为“方音”“叶韵”而设，其云“入声音少字少，不敌平上去三声音字，

似属方音，况五方土音，惟南方有入声，北方无入声”“详细闻听，惟有长短平

声，上下侧声，亦无入声，是知入声字只可各随方音，轻呼入平，重呼入侧，以

便叶韵”，并非实际语音的反映。 

（三）《黄鍾通韵》“二十二字”的声母系统 

《黄鍾通韵》十二律韵图横列二十二字母，并用“黄鍾、蕤宾二律图内方围

一等字”为声目，即以“第一幅图的第一排字是声母的代表字”①，但第一韵图

的四等字都有方围，不限于轻上、重上两等，也不限于第一排的平声字。而且，

都四德强调“但方围中字母，特为正字、正音而设，俱系借用，不可仍呼作原音，

须随现在格内所有声字之音呼之。”说明韵图声母不限于一等，且“声有阴阳轻

重，字有上下翻切”，韵图声目轻重上下各有不同，即声介合母，此法也受启发

于清文字母的拼合规律。“声字第九”云： 

8"èé£Ï+y?�)+R1�mê@{o<�".�+M�D"F+4�DyF<

D"F¬R"#+DyF¬RU]<1"#.D"F+�U].DyF+¬R��<{

�ktD"�FRD#F+D"aFRDyF<�D�F"�DëFy¬�DìF+í

y¬�ó+îy¬�ï+Åy¬�ð+çy¬�h+ñy¬�¡+ýy¬�:+9y¬

�f<�D²F"+�DòFy¬�DKF+DóFy¬�D�F+D3Fy¬�DµF+

DôFy¬�D®F+DõFy¬�DiF+DöFy¬�D F+D÷Fy¬�D÷F+

 
① 汪银峰：《满族学者在近代语音研究的贡献之一：〈黄钟通韵〉与辽宁语音研究》，《满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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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øFy¬�D÷F+£Ä%�%Î+M4|�+1}�}+1¯�¯+¬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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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随本属本格”即要求被切字与反切上、下字不仅要发音部位相同，上下

轻重也要相同，“上下等次，以轻切轻，以重切重”。因此将声母根据“四等”

分为四组，也就是第一图四等的首行列字。现根据韵图内容，将四组声母内容汇

总于下表： 

! IO5O�##>01�,F*UEac(õÿ�P#

 喉属 舌属 齿属 唇 
上

牙 

下

唇 
牙 

轻

上 
歌 柯 呵 哦 得 特 搦 勒 勒 知 痴 诗 日 白 拍 默 佛 倭 赀 𧠎 思 日 

轻

下 
基 溪 希 咿 低 梯 泥 离 离 齎 妻 西 移 比 批 迷 非 倭 本等字同齿属下等 

重

上 
姑 枯 呼 呜 都 图 奴 卢 鲁 諸 除 書 如 抪 铺 母 夫 无 租 初 苏 如 

重

下 
居 区 虚 鱼 都 图 奴 卢 鲁 沮 蛆 胥 迂 抪 铺 母 夫 无 本等字同齿属下等 

《黄鍾通韵》二十二字母虽根据介音分为四组，有改良反切的趋势，但云“但

方围中字母，特为正字、正音而设，俱系借用，不可仍呼作原音”，并没有固定

声母的意图，与试图固定反切上下字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的立

场不同。 

另外，表中唇齿音“佛”“倭”①等母标为“上牙”“下唇”，以与“双唇

音”发音部位相区分。“来”“日”两母重出，“来”母所属的“勒”母都属“舌

音”，前一母有具体列字，后一母虚设其位。重出的“日”母分见齿、牙两音，

前一母有列字，后一母虚设其位。对于“来”“日”两母的重出，都氏未论其因，

所以学术界对其重出的讨论也比较有限。基本观点有三：“疑为附会音律所致；

或为适应与满语的对译；或是为描写方言提供便利”②。赵荫棠在《等韵源流》

也提出相关猜想，其云： 

 
① 《黄鍾通韵》“倭”母列字除去“微”母之外，还有部分“影、疑、云”母的合口字。杨春宇,孟祥宇《从

满汉对音角度看〈黄钟通韵〉中的倭母字》认为此现象与“清初辽东语的实际语音”有关。杨春宇,孟祥宇

《从满汉对音角度看〈黄钟通韵〉中的倭母字》，《语言本体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15 页。 
② 邹德文，汪银峰：《论〈黄钟通韵〉的潜在音系特征》，《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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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的“舌颤音”[r]在满汉对音中与汉语的[l]音相对，与清文本属的[l]

音合流，所以“来”母分设两母以示不同。但“清文”中共同对译汉语牙喉音[k] 

[k‘] [x]的“硬腭音”和“小舌颤音”却没有分立两组，不知为何。“日”母的虚

设或与龙氏方音中“日”“喻”两母的合流有关，或为附会音律，或为适应与满

语的对译的需要，原因代考。 

最后，韵图“精”组声母位下的轻下、重下列字与方音有关，十二律图“齿”

属的轻下、重下两等“牙音”字具列于“齿音”下，即“本等字同齿属下等”。

经陈雪竹②、邹德文、汪银峰③、王松木④、王为民⑤等的考证，韵图“精”组的细

音已经腭化为[tɕ][tɕ‘][ɕ],因腭化后的读音与正齿音[tʂ][tʂ‘][ʂ]更为接近所以将其

放于“齿”音之下。除去“精”组的腭化，陈雪竹根据“见”组字与“精”组的

混列⑥，王为民根据《圆音正考》，从满汉对音规则的历史演变等角度，认为“见”

组细音也发生腭化，变为[tɕ][tɕ‘][ɕ]，尖团合流。但此处因韵图“精”“见”组混

列的字少，而且以本身没有的入声字为主，所以此处暂且不论“见”组细音的演

变。 

纵观上文，《黄鍾通韵》二十二声母除去虚设的两母，补充出隐藏的舌面前

音，实际应有二十三母，据李新魁《汉语等韵学》的拟音暂定如下： 

! IO5O"�##>01�,F(bSf�uø�/#

歌 k 柯 k 呵 x 哦 ŋ；得 t  特 t‘ 搦 n 勒 l ；知 ʂ 痴 tʂ‘ 诗 ʂ 日 ʐ 
白 p 拍 p‘ 默 m 佛 f 倭 v；赀 ʦ 𧠎ʦ‘ 思 s；齎 tɕ 妻 tɕ‘ 西 ɕ 

（四）《黄鍾通韵》“十二声”“四等”的韵母系统 

 
①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58 页。 
② 陈雪竹：《〈黄钟通韵〉声母简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56-57 页。 
③ 邹德文，汪银峰：《论〈黄钟通韵〉的潜在音系特征》，《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④ 王松木：《等韵研究的认知取向——以都四德〈黄鍾通韵〉为例》，《汉学研究》，2003 年，第 21卷，

第 2 期 。 
⑤ 王为民：《从满汉对音规则看〈黄钟通韵〉所表现的尖团音分合状况——兼论北京官话尖团音合流完成

的年代》，《汉学研究》，2006 年，第 24卷，第 2 期。 
⑥ “橘见”“屈溪”“闲匣”三字都是“见”组字，但是韵图与“精”组字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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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鍾通韵》“以韵书入，以律吕出”①与“诗韵”的对应关系密切，“声

字第九”第十图“呕”韵按语云： 

y?�)+áLsTF&O+"C�Ç+áLsTE|+¬�DñF�GF?+E

gUâg;ÕgJ\E?+sTDÚFDÛF&O<Q[gqYgF�G?+sTDØF

D`F&O<Q�gU�&?+sTDÓFDÎF&O<Ff¾gF&tgFGÚgF

EqgFQVgf3gF&´gFGëgFEÅgFQeF?+sTDÌFDÍF&O<

f¥g&ògG g;}gJÍgqÏgFÐ;?+sTDÑFDÒF&O<&ÁgG

ÈgEÉgFfTE?+sT:;<:ÕF&O<!

据十二律图与“诗韵”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韵图“止蟹”两摄部分合流，“果

假”两摄部分合流，闭口音[m]与抵腭音[n]合为一类，“江宕”合流，“通曾梗”

三摄合流，并且“变等为呼”，根据轻上、轻下、重上、重下分列四层。列图原

则与“无字处虚其位”的《字母切韵要法》不同，与年氏《五方元音》无字之等

不列其位的方式相似。现参考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②，将十二声的拟音列

于下表： 

! IO5O""##>01�,F(,Sf�uø�/#

12声 一咿 二呜 三唉 四哀 五哦 六阿 
七 
喑 

八 
唵 

九 
嘤 

十 
咉 

十一 
呕 

十二 
嗷 

轻上 ï  ei ai ə③ a ən an əŋ aŋ əu au 
轻下 i  iei iai iə ia iən ian iəŋ iaŋ iəu iau 
重上  u uei uai uə ua uən uan uəŋ uaŋ   
重下  y yei  yə  yən yan yəŋ yaŋ   

第三“唉”声的轻下、重下都只有为“尾”“尉”两字。汪银峰认为“尾”

字在“《黄鍾通韵》列唉声、轻下、上声，这与辽宁语音读 是一致的。”④“唉

而耳二”四字韵图列于第三“唉声”、轻上、“哦音”下，之后的《音韵逢源》

也是如此，说明此处可能是受满语译音的影响，应该不是无端为之⑤。 

 
①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57 页。 
② 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2 年，第 477-479 页。 
③ 《黄鍾通韵》第五、第十一声的主元音根据满汉对音拟为[ə]，与王松木的观点一致，与应裕康的[o]音不

同。 
④ 汪银峰：《满族学者在近代语音研究的贡献之一：〈黄钟通韵〉与辽宁语音研究》，《满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⑤ 赵荫棠《等韵源流》云“将唉、而、耳、二四字并隶于‘唉’律之‘哦’母，是当读为[ei]。这是很奇怪

的现象”。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1972 年，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第 478 页）也认为“而、

尔、二读-ei，则令人不解，然都氏亦未解释。若谓借位，则此三音，何不列于‘咿’声一图哦母下耶？窃

意此实都氏之疏也。”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59 页。 



,E."FG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223 

都四德认为“古人竭古人之力，定成准尺，以和古人之用。今人当竭今人之

力，定成准尺，以和今人之用”（律度衡量第一），“论音律须被于乐器”（五

音位次第二）具有一定的革新和实践精神。但是书在传统律吕思想的影响下，欲

合律吕、声数、度量衡为一处，“韵学等书，详于论字而略论声。律吕等书，详

于论声，而略于论字”（声字第九），以求“声律相通，辞气相达”（同上），

从而“声字之义，从来未有如我”（同上），但声韵律数交织的部分并不多，实

际讨论音韵的内容反而比较纯粹。 

《黄鍾通韵》十二律十一图变等为呼、去全浊声母、合流韵部，以五音阴阳

分图，结构颇为简练，便于音系的研究。但在理想化的“正音”观念下，韵图杂

糅以满文、方音、古音等内容，语音系统并不纯粹，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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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具满汉两种注音系统的《音韵逢源》 

《音韵逢源》①清裕恩撰，禧恩校阅，书前有禧恩作于道光庚子（1840 年）

春仲月的序。裕恩号容齐，满洲正蓝旗人，和硕睿恭亲王淳颖之子，生年不详，

卒于道光二十六年。是书以“以京师为正”②，仅为“传声射字”音韵游戏而作，

不为审音设，不列入声，“多收俗字，而略僻字”。书前禧恩序云： 

QFÿ\15Ðvy?!òwfS@+":wÇÉ+���à+!�1/SF&"

ÞÃB��"#\(E�gF&igEOg&Ff#+sf�y+<B"�+)E�Ú

GF&O+¡¡. ¸Tøì+0ó'(+òûo{+��.�y"�+á±ð!%

?+34.ÚOTRc�°<x

《音韵逢源》以“国书十二字头”“华严字母”为参考，以《音韵阐微》为

尊,“《钦定音韵阐微》一书辨阴阳清浊于希微杳渺之间，实古今音韵之指南也”

（同上），内分“乾”合口呼、“坎”开口呼、“艮”齐齿呼、“震”撮口呼四

部，“上平（阴平）、上、去、下平（阳平）”四声，以及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

二摄，与星宿相配的二十一声母。 

《音韵逢源》按：十二摄—乾坎艮震四部—“横‘声—满文注音’—纵四声”，

的顺序列图分韵。即以十二摄和四部分图，无字之韵，虚设其位，以备“天地之

元声”，共四十八图。每图横列二十一声母，纵列五层，第一层列满文注音。满

文之下分列四层，分列“上平、上、去、下平”四声。声韵调相交处列韵字以及

同音字组，以成字谱。有音无字处列反切注音，不列虚圈，以实现“有音无字者

亦可得其本韵”。 

《音韵逢源》声母之下列有满文注音，便于直观的研究清末京音，所以对该

书的研究多集中于满文注音上，对韵图本身的分韵，以及反切特点反而研究的不

多。有鉴于此，从韵图分韵和反切特点为切入口，讨论其与《同文韵统》卷六“华

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的关系。详论如下。 

（一）《音韵逢源》兼具满文注音的“二十一声母” 

《音韵逢源》韵图横列二十一声母，以星宿定名，效“十二字头”与“[a]”

 
① 《音韵逢源》清道光聚珍堂刻本。 
② 《音韵逢源》禧恩序：“五方之音，清浊高下各有不同，当以‘京师’为正……此谱秪为‘传声射字’之

用，固音韵之游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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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相拼以成音。韵图的二十一声目集中列于韵图之前的目录，各声兼列满文注音，

现将声母内容整理于下表（满文注音用拉丁字母转写）： 

! IO5O"5##>/,<¡F()+*UbS.#

星宿 
1

角 

2

亢 

3

氐 

4

房 

5

心 

6

尾 

7

箕 

8

斗 

9

牛 

10

女 

11

虚 

12

危 

13

室 

14

璧 

15

奎 

16

娄 

17

胃 

18

昴 

19

毕 

20

觜 

21

参 

声 噶 佉 啊 搭 他 那 巴 葩 妈 咂 擦 萨 渣 叉 沙 哈 阿 发 斡 拉 𩭿 

开合 
ga 

g'a 

ka 

k'a 

a da ta na ba pa ma za ca sa ja qa xa ha 

h'a 

a fa wa la r'a 

齐撮 gi ki i di ti ni bi pi mi ji qi si jy qy xa hi i fi wei li r'i 

《音韵逢源》虽横列二十一声目，但是实际声母不限于此，而是根据所拼韵

部有无[i]介音，改用不同声母。现将第四十三图“基”韵“齐撮”两呼的满文注

音转写列于“开合”两呼之下，以说明声母内容的变化。 

《音韵逢源》对应“精”组声母的“女、虚、危”三母在与“开、合”两呼

相拼时为[ʦ][ʦ‘][s]，与“齐、撮”两呼相拼后变为舌面前元音[tɕ][tɕ‘][ɕ]，“见”

组声母不变。“知、照”组声母合流为“室、璧、奎”一组，与“开合”两呼相

拼时为舌叶音 [tʃ][tʃ‘][ʃ],与 [i]音相拼时则变为特为译音而设的卷舌音声母

[tʂ][tʂ‘][ʂ]，说明舌尖后元音[ʅ]产生。且“知照”组三母在与其他三四等韵相拼时

会吞掉[i]介音，开口字全归于“开口呼”，合口字归于“合口呼”，说明“室、

璧、奎”三母已经变为卷舌音[tʂ][tʂ‘][ʂ]，而非与[i]相拼的舌面音[tʃ][tʃ‘][ʃ]。 

韵图“影”“喻”“疑”“微”四母合流，与“氐”“胃”“毕”三母相应，

即“氐、啊”与“疑”母相应，“胃、阿”与“影”“喻”两母相应，“毕、斡”

与“微”母相应，满文注音也属零声母。据王为民考证，裕恩将本该合流为零声

母的三母独立，是为解决满汉翻译中“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裕

恩在《音韵逢源》中将‘氐、毕、胃’做严格的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满汉对译

中的难题，实际上这三个声母在当时的北京话中已经合流为 ø了”①。韵图“非”

“敷”“奉”三母合流为“昂”母，与三等相拼时吞掉[i]介音，变为“开口呼”

或“合口呼”。现根据韵图列字和满文注音，将《音韵逢源》二十一声的拟音汇

总于下表： 

#

 
① 王为民，杨亦鸣：《〈音韵逢源〉氐毕胃三母的性质》，《民族语文》，2004年，第 4期，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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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5O"=##>/,<¡F(bSf�u�/#

角 k 亢 k‘ 娄 x 氐胃毕 ø；房 t 心 t‘ 尾 n 觜 l；箕 p 斗 p‘ 牛 m 昴 f； 
女 ʦ；tɕ  虚 ʦ‘；tɕ‘  危 s；ɕ；室 tʂ 璧 tʂ‘ 奎 ʂ 参 ʐ 

（二）《音韵逢源》对“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的继承与创新 

《音韵逢源》十二摄、四呼的韵目字统于“见”母、上平声，并汇总于韵图

之前的“目录”。韵图十二摄与四呼相应成四十八位，韵图亦据此分四十八图，

但有十二韵只是虚设，没有实际列字。韵图虚设的十二韵分别是：“子”摄撮口

呼“居汪切”，“辰”摄合口“姑鏖切”和撮口呼“居鏖切”，“巳”摄撮口呼

“居挨切”，“午”摄开口呼“姑欧切”和撮口呼“居欧切”，“未”摄齐齿呼

“居衣伊切”和撮口呼“居威切”，“申”摄齐齿呼“基娿切”，“酉”摄合口

呼“姑曰切”和开口呼“歌噎切”，“亥”摄撮口呼“居洼切”。 

现将韵图韵部“目录”转录于下，虚设之韵加粗以别（有音无字处的满语注

音也用拉丁字母转写）： 

! IO5O"I##>/,<¡F(a*¬,#

 
子 

一 

丑 

二 

寅 

三 

卯 

四 

辰 

五 

巳 

六 

午 

七 

未 

八 

申 

九 

酉 

十 

戌 

十一 

亥 

十二 

乾 合口呼 

1 

光 

5 

官 

9 

公 

13 

昆 

17 

姑鏖切 

gou 

21 

乖 

25 

姑欧切 

gvu 

29 

规 

33 

锅 

37 

姑曰切 

goie 

41 

姑 

45 

瓜 

坎 开口呼 

2 

刚 

6 

干 

10 

庚 

14 

根 

18 

高 

22 

该 

26 

钩 

30 

哥厄

伊切 

gei 

34 

歌 

38 

歌噎切 

geje 

42 

歌诗切 

gi 

46 

噶 

g'a 

艮 齐齿呼 

3 

江 

7 

坚 

11 

京 

15 

金 

19 

交 

23 

皆① 

27 

鸠 

31 

基衣

伊切② 

gii 

35 

基娿切 

gie 

39 

皆 

43 

基 

47 

嘉 

震 撮口呼 

4 

居汪切 

giuwang 

8 

涓 

12 

扃 

16 

君 

20 

居鏖切 

gijou 

24 

居挨切 

giuwai 

28 

居欧切 

gijuu 

32 

居威切 

giuwei 

36 

居呦切 

gijo 

40 

居曰切 

giuje 

44 

居 

48 

居洼切 

giuwa 

 
① 《音韵逢源》第 23 图“皆”韵与第 39 图“皆”韵的韵目字相同，但来源不同。第 23 图“皆”韵来自

“蟹”摄开口二等见组字。第 39 图“皆”韵来自“蟹”摄开口二等晓组字和“假”摄开口三等精组、以母

字、知母“爹”字、以及“果”摄开口三等“茄”字。就其承袭关系来说，第 23 图重出的“皆解戒”三字

是对《同文韵统》第九谱齐齿呼“皆”韵字的保留，“皆”字的真正读音应列于第 39 图。 
② “止”摄开口三等、日母的“耳、二、儿”等字，《音韵逢源》列于第八“未”部、开口呼、零声母“氐”

母位，满文标音为“[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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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摄”四十八位去虚设的十二韵，剩下的三十六韵与《同文韵统》的“华

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分韵相合。《音韵逢源》延续了“华梵合璧谐韵生声

十二谱”的分韵和韵目名称，但有所调整。首先，将“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

谱”重列的各韵独立成图。再者，合并重出的“歌”韵，调整了四呼顺序，由

原来的“开齐合撮”变为了“合开齐撮”。对应关系见下表（前列《音韵逢源》，

后列“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 

! IO5O"n##>/,<¡F[>ñ0,�F)i=r>Ý,?b*+�.(,def#

 子 
一 

谱 
七 

丑 
二 

谱 
五 

寅 
三 

谱 
八 

卯 
四 

谱 
六 

辰 
五 

谱 
十一 

巳 
六 

谱 
九 

午 
七 

谱 
十二 

合 光 光 官 官 公 公 昆 根   乖 乖   
开 刚 冈 干 干 庚 庚 根 巾 高 高 该 该 钩 钩 
齐 江 姜 坚 坚 京 京 金 昆 交 骄 皆 皆 鸠 鸠 
撮   涓 涓 扃 扃 君 君       
 未 

八 
谱 
十 

申 
九 

谱 
四 

酉 
十 

谱 
四 

戌 
十一 

谱 
二 

亥 
十二 

谱 
三 

合 规 规 锅 锅   姑 
 

乌 瓜 
 

瓜 
基厄 

开 哥厄

伊切 裓 歌 歌   歌诗切 咨 噶 嘎 
齐     皆 迦 基 基 嘉 嘉 
撮   居呦切 觉 居曰切 厥 居 俞   

根据表格内容，可以发现两图韵目用字稍有不同，其中主要是声调的不同，

这是因为《音韵逢源》以“见”母上平声字作韵目，无字处列反切注音。“华梵

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止列平声，无平声者用仄声字，无仄声字者用二合字呼

之甚易”（《同文韵统》华梵字母合璧说），在平声和反切注音之间仍有仄声可

选，所以两图韵目会出现“交\骄”“哥厄伊切\裓”“居呦切\觉”声调不同的列

字。除此之外，还有几处分韵比较特殊，详论如下： 

第一，《音韵逢源》将“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中重列的“基、咨”“基

厄、迦”“觉、厥”各韵独立成图。 

“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中“咨”韵重列于第二谱、齐齿呼“基”韵“精”

组声母位下。《音韵逢源》独立为“歌诗切”韵，且改“齐齿呼”为“开口呼”，

说明舌尖前元音的产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四谱、齐齿呼下重列“基

厄”“迦”两韵，《音韵逢源》本该将两韵各自独立，但“基厄”只有“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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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韵逢源》“知”“照”组声母“室”“璧”“奎”根据实际语音分列于

开、合两图，齐、撮两位只是虚设，所以本该独立的“基厄”韵根据实际语音归

入了相应的合口呼“锅”韵。“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四谱、撮口呼下重

列“觉、厥”两韵，《音韵逢源》独立为“居呦切”“居曰切”两图。 

第二，“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九谱、合口呼重列“乖姑歪切、傀姑隈切”

两韵，但“傀”韵与第十谱合口呼的“规”韵无别①。据此，《音韵逢源》将“傀”

韵归入“规”韵。 

第三，“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开口呼“歌”韵两见于第二谱和第四谱

的开口呼，《音韵逢源》不重列。 

《音韵逢源》分韵列图的调整体现出裕恩审音能力的进步，但“戌”摄是与

“合开齐撮”四呼相配的“姑、歌诗切、基、居”四韵，则是忽视了“华梵合璧

谐韵生声十二谱”“基、姑、居”韵独立的良苦用心。现据两图的对应关系、韵

图列字、以及满语对音，将十二摄、三十六韵、四呼的对应关系及拟音汇总于下： 

! IO5O"w##>/,<¡F*+-k�*N,uø�/#

 
子 

一 

丑 

二 

寅 

三 

卯 

四 

辰 

五 

巳 

六 

午 

七 

未 

八 

申 

九 

酉 

十 

戌 

十一 

亥 

十二 

合 
光 

uaŋ 

官 

uan 

公 

uəŋ 

昆 

uən 

 乖 

uai 

 规 

uei 

锅 

uo 

 姑 

u 

瓜 

ua 

开 
刚 

aŋ 

干 

an 

庚 

əŋ 

根 

ən 

高 

au 

该 

ai 

钩 

əu 

哥厄

伊切 

ei 

歌 

ə 

 歌诗切 

ɿ 

噶 

a 

齐 
江 

iaŋ 

坚 

ian 

京 

iəŋ 

金 

iən 

交 

iau 

皆 

iai 

鸠 

iəu 

  皆 

iə 

基 

ï② 

嘉 

ia 

撮 
 涓 

yan 

扃 

yəŋ 

君 

yən 

    居呦切 

yo 

居曰切 

yə 

居 

y 

 

（三）《音韵逢源》对《音韵阐微》注音方式的继承与发展 

《音韵阐微》据满文“十二字头”创“合声切法”，“今于上一字择其能生

本音者，下一字择其能收本韵者，缓读之为二字，急读之即成一音”（《音韵阐

 
① 《同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九谱按语云：“按合口呼字‘佳’韵与‘灰’韵异，故列二

层。‘佳’韵‘歪’字收声，‘灰’韵‘隈’字收声或读与‘威’同韵。是则‘歪’音属阳，‘威’音属阴，

‘隈’音则界乎阴阳之间也。”“傀”韵与第十谱合口呼“规”韵收音“威”字无别。 
② 《音韵逢源》效仿“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未将与“知照”组相拼的舌尖后元音独立，但是根据“知

照”组齐齿呼的满文注音“sy”“qy”“jy”，说明舌尖后元音已经产生。 



,E."FG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229 

微》凡例），寻求反切改良。《同文韵统》延续“合声切法”和反切原则，但改

变反切立场，用满文的规则指导汉字注音，走拼音化反切的道路①。《音韵逢源》

继两者之后，以《同文韵统》为蓝本，继续完善“合声切法”的拼音化改良，同

时也有创新： 

首先，《音韵逢源》在《同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的影响下

重视“四呼”，声、韵各配以四呼。反切上字的开口呼亦延续敛、侈分类，列字

也基本根据第九“申”部开口呼“歌”韵和第十二“亥”部开口呼“噶”韵列字

分列两组，且互为反切上字②。“歌”韵以“嘎”韵字为反切上字，“嘎”韵以

“歌”韵字为反切上字。合口、齐齿、撮口呼三呼则各有一组，也以“姑、基、

居”三韵为反切上字，与“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一致。 

另外，“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的反切上字以阴平字为主，即使仄声也

做平声读。《音韵逢源》则明分四声，反切上字也表现声调，而且调整上、去、

下平三声的敛侈所属，完善拼合规则。例如，第九“申”部、开口呼“歌”韵、

上平声仍用“噶”韵字作反切上字，其他三声则多用“歌”韵字为反切上字：“心”

母上平声列“他娿切”，上、下平声则改为“特可切”和“特娥切”；“箕”母

上平列“巴娿切”，上声则改为“伯可切”；“斗”母上平列“葩娿切”，上、

下平则改为“帕可切”和“帕娥切”等。但是，《音韵逢源》对反切上字声调的

调整并不全面，基本只有去声的反切上字改用去声字，上平、上声、下平仍共用

一组反切上字。至于《音韵逢源》为何特别强调去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现举

第一图“光”韵“氐”母至“危”母的四声“合音”字，以示反切上字的不同，

具体内容见下表： 

! IO5O"{##>/,<¡F)@.,)A.SB)C.S(ab)r/.P#

氐三 房四 心五 尾六 箕七 斗八 牛九 女十 虚十一 危十二 

吾汪切 都汪切 秃汪切 奴汪切 不汪切 铺汪切 模汪切 租汪切 粗汪切 蘇汪切 

吾往切 都往切 秃往切 奴往切 不往切 铺往切 模往切 吾往切 粗往切 蘇往切 

悟旺切 杜旺切 兔旺切 怒旺切 布旺切 怖旺切 暮旺切 祚旺切 醋旺切 素旺切 

吾王切 都王切 秃王切 噥 不王切 铺王切 模王切 租王切 粗王切 蘇王切 

 
① 《同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以李光地的“古音六部”为基础，合流韵部，在其“敛”“侈”

分韵的基础上，分“厄”“阿”为阴阳两组，同时以“四呼”为桥梁，配声、韵以四呼。 
② 《同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开口呼根据敛侈分“嘎”“歌”两类，且互为反切上字，第二

谱开口呼敛韵“歌”以侈韵“嘎”为反切上字，在第三谱开口呼中“嘎”韵又以“歌”韵字为反切上字。齐

合撮三呼“基”“姑”“居”则各列一组反切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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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切下字仍以“影喻”两母为主，但韵图分列四声，所以各图的反切

下字根据四声的不同分列四组。但在“多收俗字，而略僻字”观点的影响下，有

时会舍“影喻”两母，改以常见的字。例如：第四“卯”部、合口呼、去声“胃”

母有“影”母“揾”字，但韵图不用“揾”字，而用常用的“微”母“问”字作

反切下字。第八“未”部、合口呼、上平声“胃”母以“影”母“隈”字为小韵

首字，但韵图不用“隈”字，而用同韵的“威”字为反切下字等。 

第三，《音韵逢源》更进一步发展“拼音化”，兼具满、汉两种注音。不具

备声调特点的满文横列于声母之下，具有声调的反切注音列于韵图有音无字处，

两种注音方式互为补充，更为合理。《音韵逢源》延续“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

谱”的拼音化反切，反切上下字只表音素不表音节，这点在“三合”反切中有直

观的体现。例如，第五“辰”部、撮口呼、有音无字，但据拼合规则平声列“居

俞鏖切”，去声列“句俞傲切”；第八“未”部、齐齿呼、有音无字，但据拼合

规则平声列“基衣伊切”，上声列“基衣矣切”，去声列“纪衣意切”；第八“未”

部、开口呼、“角”母上平声列“哥厄伊切”，去声列“葛厄意切”，下平声列

“哥厄宜切”等。但多数情况下，《音韵逢源》会效仿“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

谱”的“合音字”，利用声母与介音的对应关系，将本应“三合”的字改为“二

合”。例如，第五“辰”部、合口呼，平声列“姑鏖切”，与其相应的“华梵合

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十一谱、合口呼也列二合字“姑敖”，反切则是三合的“姑

乌敖切”。第七“午”部、合口呼、平声列“姑欧切”，与其相应的“华梵合璧

谐韵生声十二谱”第十二谱、合口呼列二合字“姑欧”，反切注音也是三合的“姑

乌欧切”等。 

《音韵逢源》以《同文韵统》的“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为蓝本，合流

声母，重排韵部，调整韵图结构，音系完整，是清末京音的代表。同时，裕恩以

“国书十二字头”和《音韵阐微》为尊，引满文注音入韵图，满文字母与汉语注

音相互补充，使《同文韵统》强调的“以梵字入于华韵，展转求之，无不吻合”

①的反切改良进一步发展。 

 
①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 



,E."FG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231 

第三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古音”的结合 

《本韵一得》清龙为霖撰。龙为霖，字雨苍，号鹤坪，四川重庆府巴县人，

少以才名显于东川，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六十一年壬寅谒选得云南太和

知县，为官鞫讼不尚刑威，案无留牍，民无冤抑，后又历任石屏知州，广东潮州

知府，在潮之时，剔弊厘奸，兴道设教，复葺韩山书院，人文蔚起，后以老母乞

终养，返回故里。除《本韵一得》，另著有《荫松堂诗集》《兰谷草堂稿》《读

诗管见》《橐驼集》等。 

《本韵一得》①的“本”是“元”意，“本韵”即原本之音。书前有蔡时田作

于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的序，彭端淑作于乾隆十六年五月的韵叙，胡天游序，

以及龙氏后序等，据序文时间推断《本韵一得》成书时间应在乾隆十五年（1750）

三月之前。前后二十卷，前六卷说明音理，后十四卷是韵书、韵图。分论于下： 

一、《本韵一得》的理论依据 

龙氏是传统道学家，“无所依据，何能行远”（凡例一），力求为术语正名，

从而各有所本，因此前六卷都在“辩名析理”。然而，在传统理学观念的影响下，

其“不易之理”多是在已有的“象数、乐律”概念之上，寻求音韵术语在数目、

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引物事以验其言行”，从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找到

“非人力所为”的理论依据，但没有真正的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探寻语音的

发生演变规律。也正是“易理”思想的影响，龙氏直接借用“易学”的宇宙发生

论，说明声音之源。卷一“阴阳论”云： 

|}z#+34=¿+è�Öm$:+O?áì<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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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借“太极图”作“阴阳图”，以配合声音发生论，转录内容于下： 

     

 
① 《本韵一得》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 

E IO=O"D>Ñ,UEF)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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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卷一“荅赵中丞论韵书”中，对各个术语的理论依据进行说明，其云： 

n%!{34è�.)-+Ö�ÒT|}Qú<34è$.)á-+Ö�ÒT

|}Qy<Qy�+Qú.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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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借“象数”“乐律”等概念解释音韵术语，这本是明清音韵学思想发展

的常规道路。但是，龙氏继承“易理”术语的“无定用”②“无专名”，并应用于

具体的音韵学中，致使“阴阳”既用于区分声调，又用来区分韵部；“宫商角徵

羽”五音既用来区分声母发音部位，又用以划分十二韵律，区分声调，划分介音

等。但这种无定用的术语内容，不仅容易造成韵书内部结构的混乱，更为唯心主

义大开方便之门。 

例如，龙氏借“乐避商声”之理，解释每律内部据五音所分的“宫商角徵羽”

五类，与韵图实际只分四小韵之间的矛盾，即“音韵可五亦可四也”；韵图据十

二律名作“合切归母之法”，以定声母的五音二变之次③；借乐律“五音二变”

的亲疏远近，清浊对立等概念，发挥变宫“瓜”韵、变徵“昆”韵的调和作用，

以此打破羽与宫商、角与商徵之间的界限，更是借助“昆”韵连接羽角，以至于

无所不通的地步。虽然，龙氏也强调变音之间的界限，“‘昆’不通‘瓜’，盖

‘瓜’韵蕤宾，以阳变合阴。‘昆’韵应钟，以阴变合阳，各奏其能，而不相为

用。”（卷二，韵阴阳交配合五音十二律图）④，但不过是“自违其术”；韵图为

 
① 《本韵一得》卷二“论十二韵”云：“是旧韵平声虽有五十七部，合之总不出乎十二声之外，十二韵入

声又总不出乎七韵之外，七韵又总归五大韵说见前，一一与乐律吻合，盖律吕制自圣人，而元声本乎天地，故

韵与乐相为表里，实则先有韵而后有乐。”龙氏的“韵”“乐”观前后矛盾，前依“乐律”寻韵之本，此处

又认为“韵”先于“乐”。 
② 《观物篇》云：“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观物篇》，《邵雍集》，第 6 页。 
③ 《本韵一得》卷三“论字母新图”云：“按图（字母新图）唱读丝毫难容勉强不宁，惟是古圣人制律，蚤

取五音七声，一一启其局钥，人自习而不察耳。如黄钟宫律也，二字合切是洪字，非图内之‘烘（晓母）’

而何烘洪阴阳声也。太簇商律也，二字合切是透字，非‘通（透母）’而何通透音相转注，他律仿此，姑洗角律也，二字合切

是感字，角音无疑。” 
④ 《本韵一得》卷二“韵阴阳交配合五音十二律图解”云：“瓜为变徵，故通锅、通规、通居，亦并通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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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五音匀质，循环相生，虚设声母，调整声母顺序，从而达到五音“比而齐之”；

为强调入声七韵的重要，将描写声母发音部位的“牙舌唇齿喉”与入声相配等，

这些都体现龙氏唯心主义的任意性。 

《本韵一得》的出发点，以及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用王弼的话应是“物无

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①但受时代

思想的限制最终不能实现。 

二、《本韵一得》的编纂体例 

《本韵一得》第一“凡例”云： 

RSf%Z]+*©+(>S<L?5F&+U]U�©L3?5;+Qy&)©L

öfi?g£�EE?+bdõe©fghi.jklmLöE?gj£ÉQy&)+²f�B

?©<x

《本韵一得》韵书延续《切韵》系韵书的传统“四声分统诸韵”，“平上去

入”四声各自分卷，阴平、阳平虽然有别，但不独立成卷；四声之下再分大韵，

舒声分相承的十二大韵，入声独分七大韵，每大韵之前配有相当于韵图的韵字目

录，但不列声目；大韵之下据介音分“太阳（合），太阴（撮），少阳（开），

少阴（齐）”四小韵，小韵之前有重圈的“ ”列于韵首；小韵内部效《古今韵

会举要》据声列字，“韵书以音为本，自宜照音编次”（凡例第四），各音之间

效《古今韵会举要》用“〇”隔开。但是书全浊声母清化，平分阴阳，所以平声

卷用一虚一实的两个符号区分阴阳，阳平用“〇”，阴平用“●”，无音之母不

设其位。又因为仄声无阴阳之分，所以尽用“〇”区分各音。 

总体来说，韵书据：“四声—十二韵律—阴阳四韵—二十四声”的层次分韵

列字。龙氏善用文、图兼具的方式，渐进的说明音理。韵图内容也是由简至繁，

承载内容逐渐增多。现将《本韵一得》前四卷的图表目录尽列于下，以示渐进性： 

! IO=O"##>Ñ,UEFFaGE!'<"

论阴阳 阴阳图 

论五音 五音图、五音生数图 

论七均② 七声圆图、七声直图 

 
而瓜不通昆，昆为变宫，故通公、通光、通关，并通高，规，乖，居”。“瓜”“昆”既然不通，何以共通

“规”“居”。 
① 王弼：《周易略例·明彖》。 
② 《本韵一得》中“均”“韵”两字的用处不同，“均”多表示乐律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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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O"##>Ñ,UEFFaGE!'<"

论十二律 律吕阴阳分配四时图、十二律旋相为宫图 

论四声 五声指掌图、五声指掌新图 

论入声七韵 入声七韵配七均横图、入声七韵合十二韵配十二律直图、七韵配七均圆图、五音

纵横斜正天然位次图、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 

论十二韵 十二韵合十二律分五音七均横图、韵配阳律阴吕直图、韵阴阳交配合五音十二律

图 

论字母 字母旧图、字母新图、反切指掌图、三才切韵新图 

 十二平韵阴阳四声纵横总纲图、十二平韵阴阳四声五音纵横分图太阳图、太阴图、少阳图、少阴

图、每韵兼平仄五声全图式他韵仿此、每韵兼阴阳四音全图式他韵仿此、十二韵两界分合

图、宫音四韵四声纵横全图式他韵仿此、十二韵配十二律五音正变分合方图 

根据《本韵一得》层层递进的韵图结构，分论语音系统如下： 

（一）《本韵一得》“平承上去入”五调 

《本韵一得》平分阴阳，共分五调，效林本裕《声位》用“承”表阳平，其

他四声仍遵传统，但改马自援《等音》的“五声指掌图”①为“五声指掌新图”

（卷一，论四声。图 4.3.2），以配合“平承上去入”五调。《本韵一得》“五声

指掌新图”解云： 

t°:¿1¢Ll�\(Df�H�BF��>§¥¥TDLMN3F.u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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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虽然平分阴、阳，但韵书不据此分卷，韵图也不据此异列，即“平上去

入四声也，而平中有‘上平’为宫，‘下平’为商，合而调之，谓之五声，分而

调之，实止四声”（卷一，五音纵横天然位次图解）。韵书的阴平、阳平合列一

处，借用中空的“〇（阳平）”“ （商音阳平）”和全黑的“●（阴平）”“

（商音阴平）”区分。即“凡例”第四所云“韵中每音各加一单圈‘〇’，商音

则加尖圈‘ ’，惟平韵兼阴阳，故阴平加黑圈‘●’以别之”。韵图则用小字

的形式，把阳平字列于同母的阴平字之后。 

（二）《本韵一得》“六轮均齐”的二十四声 

《本韵一得》继承《等音》的二十一声母②，但受传统理学思想的影响，认

 
多表示音韵学的韵，如舒声十二韵，入声七韵、切韵等。 
① 马自援《等音》的“五声指掌图”只列平一、上二、去三、入四、全五（上平）的声调顺序，未列“通统

痛秃同”五声之字，例字应是龙氏所加。龙氏“五声指掌新图”不仅改“全”为“承”，还调转阴阳两声的

位置。马自援：《等音》，续修四库全书 257 经部·小学类，1996 年。 
② 马自援《等音》只分五音，不列二变，五音所属也与龙氏不同。《等音》“二十一字母分属小五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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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宫音居五音之首，统音必多，以此反对陈荩谟《元音统韵》的五音所属①。再

者受五德终始，循环不息思想的影响，追求“六轮均齐”②，并在邵氏“以四为

数”③的易理思想影响下，效林本裕《声位》虚设声母，各轮均统四位④，共二十

四位⑤。《本韵一得》二十四母与《等音》二十一母，《声位》二十母（去虚设之

母）的对应关系汇总于下表： 

! IO=O5##>Ñ,UEF)ijPS.>ÄÅ\%F>c/F>b�F(bSef#

 四字属宫 四字属商 四字属角 四音属徵 四音属羽 四字变音 

 喉音 舌音 牙音 齿音 唇音 喉唇

合音 齿牙

合音 喉牙

合音 弄舌

呼而

声出

于鼻 

 开 发 畅 应 开 发 畅 应 开 发 畅 应 开 发 畅 应 开 发 畅 应 开 发 畅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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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公 空 烘 翁 東 通 ○籠 ○齈 終 充 𪄻 ○戎 騣 悤 鬆 〇 
瀼松

切  

繃 𢓱 ○峯 〇 
風峰

切  

濛 〇 
如宗

切  

○㟅 〇 

华

严 

迦 佉 訶婆

合母

⑥ 

阿 多 他 邏 那 吒 车 奢 壤 左 縒 娑 娑麼

合母 波 婆 嚩 娑頗

合母 麽 室左

合母 娑迦

合母 曷羅多

合 母 

经

世 

古

£ 

坤

£ 

黑

黃 

安

£ 

東

兑 

土

同 

老

鹿 

乃

內 

莊

乍 

叉

崇 

山

士 

耳

二 

走

自 

草

曹 

思

寺 

£

£ 

卜

步 

普

滂 

夫

父 

武

文 

馬

目 

○拆

○茶 

五

吾 

缺 

等

音 

见 溪 晓 影 端 透 来 泥 照 穿 审 日 精 清 心  邦 滂 非 微 明  疑  

声

位 

见 溪 晓  端 透 来 泥 知 穿 审 日 精 青 心  邦 滂 非 微 明  疑

⑦ 

 

 
云：“见溪疑母是喉音（宫），端透泥母是舌音（徵），邦滂明母是唇音（羽），精清心母是齿音（商），

照穿审母是牙音（角），晓影喉牙二合音（宫角合音），非微唇齿二合音（羽商合音），来母舌喉二合音

（宫徵合音），日母齿牙二合音（商角合音），五正音兮四附音。” 
① 《元音统韵》声母分五音二变，角统牙四音，徵统舌头、舌上八音，商统齿头、正齿十音，羽统重唇、轻

唇八音，宫统喉四音，变徵只有半舌一音，变宫也只有半喉一音。龙氏于《本韵一得》卷一“字母旧图解”

中评论《元音统韵》的五音结构云：“至五音旋宫必应整齐，胡为多寡互异，况黄钟宫音居十二律之首，

数八十一，较羽之四十八，几至加倍，图内徵羽各八音，商十音，宫音反止于四，何所见而云然耶。” 
② 《本韵一得》卷一“字母新图解”云：“旧图五音母字多寡悬殊，今比而齐之，何也？曰：音不齐，则

旋宫碍矣，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③ 邵雍“以四为数”的皇极思想在《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体现为，十天声内分“日月星辰”四类，十

二地音内分“水火土石”四类等。 
④ 龙氏效邵氏《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声分“开发收闭”四类的特点，于各音内部分“开发畅应”四类。

《本韵一得》卷三“字母新图解”云“曰：每音四声何也？曰：单出为声，声成文谓之音，每音各有‘开发

畅应’四声。开者，启也；发者，扬也；畅者，满也；应者，和也。” 
⑤ 《本韵一得》卷三“三才切韵新图解”云：“四指四位，即韵图四声，如‘公空烘翁’是也，六轮数之则

二十四音全矣。” 
⑥ 《本韵一得》卷三“字母新图解”云：“（华严合音）所谓二合者，两字互唱，逼取中间一音，非上字取

声，下字取韵之说。” 
⑦ 林本裕《声位》在《等音》二十一母的基础上“並‘喻影’归‘疑’母”，实际只有二十母，但虚设四

母，列于实际声母之后。（清）高奣映，《等音声位合汇》云：“再增‘ ’母为五音会归一类，增‘瑟

吒’‘诃婆’二母为二合音各一类，增‘曷罗多’母为三合音一类，是为二十四母分十三类。”林本裕：

《声位》，《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年，第 75册，第 8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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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韵一得》声母汇总的“字母新图”内列二十四母，不以传统的三十六字

母为目，改用“众音之本”的“公”韵阴平之字，即“五音首宫，十二律首黄钟，

公韵为众音之本，公韵中字宜即众音之母，杂以他字则二本矣”（卷三，字母新

图解），借用的阳平之字列于“〇”内，“虽‘籠齈戎濛㟅’五字以阳平借填阴

平”（同上）；有音无字处列“〇”，并于下方列以反切注音“惟第十六、二十、

二十二、二十四四母有音无字，不得不以反切髣髴摹之”（同上）；同时，为使

五音整齐，均统四音，“进‘烘’于前，而退‘㟅’于后”（同上），并效林氏

《声位》根据“华严字母”①虚设“十六、二十二、二十四”三个声母，实际只

有二十一母。 

现据韵图列字，参照近代官话的演变规律，以及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

（1972:456）、以及李新魁《汉语等韵学》（2008:323）、王松木《坠入魔道的

古音学家——论龙为霖〈本韵一得〉及其音学思想》的拟音，将《本韵一得》的

声母结构二十四音拟音于下（虚设的“十六、二十二、二十四”母不列）： 

! IO=O=##>Ñ,UEF(bSf�u�/#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公 空 烘 翁 東 通 ○籠 ○齈 終 充 𪄻 ○戎 
k k‘ x ∅ t t‘ l n tʂ tʂ‘ ʂ ʐ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騣 悤 鬆 繃	 𢓱 ○峯 〇風峰

切  濛 ○㟅 
ts ts‘ s p	 p‘ f v m ŋ 

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②云“龙氏较马氏仅少一微母，而较林氏则多一

疑母”，在注释中又云“林氏疑、影二母无别”，再去除虚设的三母，实际只列

十九母。但龙氏在卷三“论字母”中强调“‘银’既不可混‘寅’，‘颜’既不

可混‘延’银颜疑母，寅延喻母……但如著家或疑喻不分……似此类是于三十六字之音尚

未考究分明。”在同卷的“字母旧图解”也认为“㟅字无上平，阴阳不备”“存

非微则当去敷奉，微母下缺阴声”，都说明“微”“疑”母独立，而且韵书韵图

中两母也确有分列，与应裕康所说有别。 

（三）乐律的“七均兼十二律”在《本韵一得》韵部关系中的映射 

 
① 《本韵一得》卷三“字母新图解”云：“《经世》亦然，惟廿二、廿四两母似属所无，然‘拆茶’四音，

轻读之则复‘草曹’，重读之又复‘叉崇’，疑或齿牙合音之母。‘卓宅’清浊各殊，本非同音，而《经

世》合之，是否如《华严》合母，不敢强为之说，但欲该括宇内之音，应从《华严》为当。” 
② 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2 年，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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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韵一得》借助乐律关系说明舒促关系，“七音统十二韵，相通不相通之

处悉本乐律，有定则而不可乱，实有定理而不容强也”（卷二，入声七韵统十二

韵通合全图解）。乐律以七均统十二律，为与之相配，分入声为七类，配以七均，

舒声分十二类，配以十二律，所以“十二韵总归七声，犹十二律总归七均也”（卷

一，入声七韵合十二韵配十二律直图解）。卷一“论入声七韵”云： 

�²0Ø+Þ3T1+@¨.¦©<L?F&+MN�.+3?5;mfÑ2g&

Ñ3gGÑ£gEÑ4gQÑ5gUÑðg;Ñ6<034.?y�°+Y.�ð+Ç

.�m+¹W½3�y.@-+ø70õ+{Ü�|<;?ãF&?+¬Z];6hF

&]©<;?.gDðFD6FÇÁ�?+i?5Q+{;6H-Qy©
!
<x

龙氏借乐律的五音、七均、十二律等概念区分韵部，平上去分相承的十二韵，

与十二律相配为：“黄钟公、太簇光、姑洗高、蕤宾瓜、夷则乖、无射钩、大吕

孤、夹钟关、中吕锅、林钟规、南吕居、应钟昆”；入声分七韵，与七均相配为：

“‘穀’宫、‘虢’商、‘各’角、‘吉’徵、‘橘’羽、‘诀’变宫、‘刮’

变徵”，这种先定框架，后加内容的分韵方式，难免参杂主观臆断的成分。 

龙氏根据乐律的“七均兼十二律”说明入声七韵与舒声十二韵的对应关系，

并作“入声七韵合十二韵配十二律直图”和“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以展

示其关系。但是，卷一的“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不仅表明舒促关系，还

列出十二韵所含的四小韵韵目，因此转录“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内容于

下，以便说明韵部系统： 

! IO=OI##>Ñ,UEFGU)Òb�,�*+,�rYE.#

穀 虢 郭 刮 國 骨 〇 
黃鍾 太簇 姑洗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公 弓 光 𢚇 〇 〇 瓜 〇 規 〇 圭 居 昆 君 
𩌌 拱 廣 〇 〇 〇 寡 〇 詭 〇 〇 舉 袞 宭 
貢 共 誑 〇 〇 〇 卦 〇 貴 〇 桂 據 棍 群 
穀 匊 虢 〇 郭 矍 刮 〇 國 〇 骨 橘 覺穀〇

橘匊  訣 
 

庚 京 岡 疆 高 驕 迦 加 〇 基 〇 雞 根 金 
梗 景 㽘 繦 稿 矯 〇 假 〇 紀 〇 〇 詪 錦 
更 敬 摃 絳 吿 叫 〇 架 〇 記 〇 計 艮 禁 
格〇 戟〇 各格 戟覺 各 覺 蛤 甲 〇 吉 〇 急 〇格

各  急結 

 
① 《本韵一得》卷一“入声七韵合十二韵配十二律直图”解云：“黠混曷，知‘刮’本‘各’之变音”“月

类物，信‘诀’为‘橘’之转调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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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OI##>Ñ,UEFGU)Òb�,�*+,�rYE.#

大呂 夾鍾 中呂 

 

夷則 無射 

   

孤 拘① 關 涓 鍋 〇 乖 〇 〇 〇 
鼓 〇 盥 卷 果 〇 拐 〇 〇 〇 
顧 〇 貫 眷 過 〇 怪 〇 〇 〇 
穀 匊 括虢 訣〇 郭 矍 虢國 訣〇 骨 橘 

  
姑 〇 干 堅 哥 〇 該 皆 鉤 鳩 
古 〇 稈 繭 哿 〇 改 解 苟 九 
固 〇 幹 諫 箇 〇 蓋 戒 構 鳩 
梏 〇 各格 戟覺 各 覺 格〇 戟吉 各〇 覺急 

据此讨论《本韵一得》的韵部系统，但因韵书四声分卷，入声独立，因此舒、

促分开讨论，先论入声七韵，再论舒声十二韵。 

（四）《本韵一得》“先验”的入声七韵 

《本韵一得》认为“韵必归入，入必合律”（卷一，入声七韵配七均横图解），

韵图以入声七韵为基，贯穿十二韵律，“故论韵必先定入声，然后诸韵得所”（卷

一，五音纵横斜正天然位次图解），入声各韵与《广韵》三十四韵的对应关系见

于卷一“入声七韵配七均横图”解，转录于下： 

\%3O)GFE?+DL²?FS(fF�;+ëeOA.+�m¸O;?.f

�c<�D¨)8Fs-2?LDj���9Fs-£?LD��Fs-3?LD�:

l;�Fs-4?LD�ì<+=·Fs-5?LD=� ó>�Fs-ð?LD�Û

B����Fs-6?+Ò.ÆKK¯�<3ì\?+±1â°<x

根据上述韵部的合流，可以说明入声韵具有区别特征的[-k][-t][-p]韵尾，已经

变成没有区别特征的喉塞尾[ʔ]。同时，卷一“入声七韵配七均横图”解又云： 

xD236FK??�"y+w�òì+Iæ¯�o.M<�D5F?�y(D?F+

ªzD?F"+@��kD2F?ÍA�+fÜÒ�Ü<x

卷二十入声羽音“橘”韵案语亦云： 

JV%?Ð5?Ñ.DÜABFkD/F?.D4CDF|"K�®y+¬D3F

?.DEFGFíAárlx+ßö�B(f07ì>�G?¹©½ÑmDEFcy.

3O+A,}f<D4Fõy.3O+A,\ç<DÜFey.3O+A,æH+[�

 
① 《本韵一得》“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大吕、撮口呼、平声位本列“〇”，但是韵图列“拘”字，

为方便下文分析，改“〇”为“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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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FID�F?+D4FID�F?+DÜFID·F?+�Z]õe

lo+D4FDÜF¢?í%�±®î<ìº3W!?1>+ìPW!?1B+ª�v

�ãR+Í�®?+f£IJ+!�k\?c<x

龙氏入声七韵的设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参杂不少人为区分或“存古”的成

分，“橘”韵合口呼“骨”韵与“穀”韵合口呼“穀”韵是人为分立，与“时音”

不合；“橘、国、虢”三韵的齐齿呼“急、吉、戟”本应合而为一，但为“存古”

分立三韵。正如赵荫棠所说“他（指龙为霖）所以如此配合者，大概是先从入声

中找出元音（含有单元音与复合元音），再以十二韵含有与此相似之元音者，各

从其类。然此种配合，势必有牵强之处。如‘高’之与‘歌’，‘基’之与‘皆’，

‘居’之与‘鸠’，俱不能吻合无闻。”① 

（五）《本韵一得》古、今混杂的舒声十二韵 

《本韵一得》卷一“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分十二大韵为四十八小韵，

但据韵书列字可知其中有十二韵仅是虚设。虚设的十二韵分别是：太簇合口呼“𢚇”

韵②；姑洗合、撮两呼；蕤宾撮口呼；林钟合口呼；南吕开口呼；大吕齐齿呼；

中吕撮、齐两呼；夷则撮口呼；无射合、撮两呼。而且，剩下的三十六韵也不是

全有之韵，其中“公、弓”“孤、姑”“姑、拘”“居、圭”“基、雞”“加、

钩”关系复杂，分论于下： 

1. 合口一等“冬”韵的归并 

《本韵一得》卷七“公”大韵案语云： 

iD:FDKF.lo+�?æ§+�\?àD:F?g"L3D&ò#$%

& 'F+DKF

?g"L3Df¥#()

& 'F+��D¥FDòFK>+?>.g�kmÍu+3LË+

Î(Ùì< 

上文中的“旧韵”是指卷五的“唐宗旧韵目录”，即《广韵》二百零六韵的

独用、通用目录。“旧韵将‘公’韵中字搀入‘二冬如龙橦

二 韵’，‘弓’韵中字搀入

‘一东如弓穹

之 类’”，直接将具有时音色彩的“公”“弓”（包含“通”摄以及“曾

梗”摄的合口之字）两韵，与《广韵》的“一东独用、二冬与锺通用”并举，忽视了两

书的时代间隔和分韵差距。韵书更是根据旧韵“冬与锺通用”的通用规则，将“冬”

 
① 赵荫棠：《等韵原流》，商务印书馆，2011 年，260 页。 
② 《本韵一得》“入声七韵统十二韵通合全图”虽在太簇、撮口呼、平声位列“𢚇”字，但韵图不列撮口

呼，也不列“𢚇”字，并将“𢚇”字的异体字“狂”列于合口呼“光”小韵内，因此定其为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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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字归于“弓”韵，但是不够彻底，“冬”韵的“礱”“洚”等小韵仍在“公”

韵，分韵稍显混乱。 

2. 据“古音”分立的“孤”“姑”两韵 

“孤”“姑”两韵无别，龙氏根据古音通转关系分立两韵。韵图“姑”韵不

列字，韵书“孤”“姑”合于“孤”韵，但是用“商”音符号“ ”“ ”隔开，

以表古音通转的不同①。韵书“孤”小韵案语（卷七）云： 

D�FkDÝF?SK®y®�+.Dn¸+¹©½USHì.�f"£Hfy+

ûÿ´Í+ÎõÒ%H."�y±z°<�DóF?oDÝF?+DóFHDÝFy<

DÕ*+,-./-01-

2345678.FHD�Fy+£�\]<MDóF.Ny(Dh�F+DÕF.Ny

(DQ«F<DóF�b+DÕF�d+7ì£n+�yHA+éé±7<x

WD�F.�®DÝF+D�F"1D�FðO+)´D�F"OÓ��Rø¯°<x

韵书上、去声“古”“固”两韵也都保持着“从古”之字的独立：上声“鼓”

与“古”分立，“虎”与“怙”不同；去声“顧”与“詁”，“庫”与“苦”相

异等。 

3.“鱼虞模”三韵与“姑”“居”“拘”“圭”四韵的分立 

《本韵一得》多处论及“鱼虞模”三韵的关系。卷七“拘”小韵案语云： 

DÕF?%kDâFBoDÝF?+yB}A+zk�m+¬Z]�P.¿+/DÕF

o0DâF�o©<\%DÕFkDZFS(f?+01DâF(D�+QRM°¥¥

©1DâZFoî+DâÕF®��+¹!bTSí0}TT�W<i�gªàDÕF

?,"ÀúUN+��W�SDÕF.oDZF+á¡³V+�z!\+1�y0ÁW

T%?.�<x

龙氏根据《诗经》用韵和通转规律认为“‘鱼虞’本同一韵皆‘羽’音，通

‘孤’其转音也”（卷十一，韵书“居”小韵案语），主张“鱼”“虞”合为一

韵，与“模”韵分立。但是，《本韵一得》所依据的《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

韵》都是“鱼”韵独立，“虞模”通用。因此，“虞”韵的归属有了两种的路径，

即“集中若将‘虞’韵诸字竟行汰去，恐不知者并‘虞’之通‘模’亦生疑窦，

姑仍其旧，以备音而附辩于本韵之末”，因此保留“旧韵”的“虞模”混列的“拘”

 
① 《本韵一得》卷七“公”小韵案语云：“右图中加黑圈者，阴平也。白圈者，阳平也。黑白尖圈者，商声

之附，见于各韵也。乐避商声，详‘五音纵横图解’，商非不用，特隐寓于四声之中，兹逐韵拈出，如‘公’

韵之‘肱’，‘孤’韵之‘姑’，大概读去，似乎同音，若细加审辨，微有分别，在明者自会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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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又将“虞”韵字单独拿出与独立的“鱼”韵合为“居”韵，所以“虞”韵之

字重列于“拘”“居”两韵，又因“拘”韵在“居”韵之前，所以既有注音又有

注释，“居”韵虽然独列韵字，但不列注音和释义。转换关系如下（《古今韵会

举要》简称“《韵会》”；《洪武正韵》简称“《正韵》”）： 

! IO=On##>�,F)HIJ.�,³>Ñ,UEFT(t,#

《诗经》押韵 《韵会》《正韵》 韵书列字安排 

鱼虞同韵，与模通转 鱼独用；虞模通用 
模虞虞韵存古并列；     鱼虞并列 
孤模韵和知照组虞韵，拘虞韵 圭鱼虞韵知照组字，居鱼虞韵 

上述列字关系在上、去声中延续。卷十五“南吕”、上声、“莒”小韵（即

“举”韵）案语云： 

;K\%DXF?g"+ËkD¡F?Bf+í%k>(&+j1DXFBDYF

(f?+01D¡F(D�+K©<x

卷十八“南吕”、去声、“據”韵案语亦云： 

;K\%D�F?g"+ËkD¢F?Bf+í%kDñFB(f?+01D¢F

(D�+K©<x

龙氏据“古音”将“鱼虞模”三韵分立为大吕的“孤”“拘”和南吕的“圭”

“居”两韵，但是清初官话音中三韵合流，所以卷四“十二韵阴阳四声纵横总图”

解云“‘菹初踈（《广韵》模韵）’之与‘租粗蘇（《广韵》鱼韵）’虽分载‘鱼

虞’二韵，学者日对韵本，能确然辨其音切者几人哉。”卷十二“瓜”大韵案语

问曰“子以十二律定十二韵，无可增减，城为确见，又自添出‘遮’‘〇’二韵，

何如以‘遮’韵足十二律之数，而减去‘孤’韵，不较妥协乎？”至于韵图之所

以要将“大吕”之韵归于“南吕”的“圭”“居”韵，盖因“南吕”不仅包含“鱼

虞模”三韵，还包含“齐”韵，内容更多。 

4. 据《广韵》韵部顺序归“齐”韵于“居”韵 

《本韵一得》蟹摄“齐”韵与止摄“之支微”三韵叛然两立，“齐”韵分属

于南吕合口呼“圭”韵、齐齿呼“雞”韵，与林钟合口“规”韵、齐齿“基”韵

不同图，但此分立与“止蟹”合流的“时音”不同。因此，卷二“十二韵合十二

律分五音七均横图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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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eyx
!
+ÒD\F.oD[�F+Òø� +iey�kTõ+D\F?.

�kTD[�F+á��D@�+t!3OD·F?�,?á(¨k¥¥��<D\F

?+�uD[F.P+0p.DâÕF.P+·á1km�[>k¥¥ZWDõ?F

çB^f+De?Fçf^õ+ÒD\F.kDFTì£n¥¥D\FID|F?e

]+Reg.e+y(¨k+k±ÍîW<x

韵图“齐”与“支微灰”三韵的分立，盖因“古人编‘齐’韵不列‘支微’

之后，而续之‘鱼虞’”之后”，实质是“存古”。但是，王松木根据龙氏对徵

羽音的描写认为，“‘齐’韵为羽之羽音，发音时齿开吻聚，音清；‘支微’为

徵音之徵，发音时齿合吻开，音浊。从现代汉语方言中找寻齐韵与止摄对立的蛛

丝马迹，不难发现：在潮州话中二者仍然维持着语音差异。”② 

据此考察原文，认为龙氏所说的“‘徵’韵齿合吻开，‘羽’韵齿开吻聚”

是指五音与“呼”的关系。“徵”音与齐齿呼相配，所以是“齿合吻开”，“羽”

音与撮口呼相对，所以是“齿开吻聚”，这是大韵所属而非小韵而言。而且，“齐”

韵“‘齐’在‘居’韵羽位，是羽中之羽音”。但看韵书、韵图，“齐”属“羽

之徵”，即“居”韵齐齿呼位。这里所出现的矛盾完全由于五音无定名，无定位

所致，不能赞成王松木的推测。认为“齐”与“支微灰”韵的独立只是“存古”，

并无方言依据。 

5. 据“五行”合“麻”“遮”为一韵 

《本韵一得》合“麻”“遮”为一韵，与《洪武正韵》的“麻”“遮”分立

不同，与《古今韵会举要》相合。卷十二“瓜”小韵案语云： 

JV\?UD�F33D¡�F|"+y�l½+�KÍ.+v�7ì?wn Ḑ¡F

?±([ð+ßöD�´.+¹©½ÑmD¡FDÜndVoF&?+?Hb]+{Qú.

Hôì+�º[¼fu+D\f]�©¥¥Ñmö1F&]\F&?+±YÇ+Z(

�@+jøt¸D¡FDÜF&?+¹�1D¡F?�F&].C+0ÇNDÝF?+

��?ßc½DÝF?\IDÕF?g+��ºnW¸+á±c½Ñmw%ãy0â!

oT]M<ªù]0ky?1´.+!±cXQyNTd+F&]NT)b+D�F?

¬d.)+0ßTõ�+-0�o+tg�D¡FDÜF&O+D¡F?.3OkDhF

 
① 《本韵一得》“十二韵合十二律分五音七均横图”所列的十二韵与五音的对应关系中徵音与“乖（皆）”

“规（基）”相配，羽音与“钩（鸠）”“居”韵相配，此处的“徵羽音近”应指“规（基）”“居”两韵。 
② 王松木《坠入魔道的古音学家：论龙为霖〈本韵一得〉及其音学思想》，《华中文学报》，2012 年，第

8 期，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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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ÜF?.3OkD¡F?®+Z]cO+tcy�ùFT�?+O

Ky].=¿+ÿTD�F?IpqrstufnYf?+0�ð=eb+�lo0o+Pö

��.èé³ýDÝF?7¸+!±ÇW<x

根据上文可以看出龙氏也认为“麻”“遮”有别，但是出于对五音、律吕、

通转结构的维护而合为一韵，“若执律而强音韵以从之，其可乎！”。 

6. 韵书中“苞”小韵的独立 

韵书无射、“鸠”韵、合口呼、平声位有从开口呼“钩”韵中独立的“苞”

“裒”“䲹”“浮”“谋”五个小韵，但是因为没有“见”母字，所以上表只列

虚圈“〇”，而且上、去声不独立列字，仍归于开口呼的“苟”“構”两韵，与

《古今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无别。但是仍能从此分立看出“尤”韵唇音字

的读音已经发生了改变，只是龙氏趋于保守未尽列。 

明清两代的古音学韵书多把为撰写古体诗词服务的“古韵”编入韵书，形成

一种古、今兼备的韵书形式，也是一种重要韵书类型，明代潘恩《诗音辑略》，

龚大器《古今诗韵释疑》，邵长衡《古今韵略》都是如此。龙为霖的《本韵一得》

延续“古今韵”韵书的特点，以清代官话音系为基础，兼顾古韵，同时又以“象

数”“乐律”为理论依据，但受其所限，术语不定，强分韵部，语音系统也不纯

粹，但是基本与官话相合。现据十二韵的分韵特点，以及韵图列字，构拟“时音”

音系于下： 

! IO=Ow##>Ñ,UEF*+,GHu)«/.�/#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夷则 林锺 无射 南吕 蕤宾 应钟 

宫 
公 

uəŋ 

孤 

u 

光 

uaŋ 

关 

uan 

 锅 

uo 

乖 

uai 

规 

uei 

 圭 

u；uei 

瓜 

ua 

昆 

uən 

羽 
弓 

uəŋ；yəŋ 

拘 

y 

 涓 

yan 

     居 

y 

 君 

yən 

角 
庚 

əŋ 

 冈 

aŋ 

干 

an 

高 

au 

歌 

o 

该 

ai 

   迦 

a 

根 

ən 

徵 
京 

iəŋ 

 疆 

iaŋ 

坚 

ian 

骄 

iau 

 皆 

iai 

基 

ï；i 

鸠 

iəu 

鸡 

i 

加 

ia 

金 

iən 

（四）《本韵一得》的韵字来源及韵书体例 

《本韵一得》以《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为列字和注释来源，“繁简

得宜推元之《韵会》，明之《正韵》为最，故是集所收字数大概本此二书，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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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删百中一二见各韵

小注中，至注释多详略失宜，不得不为增减，期于适中”（凡例，第

十二），两书之中又尤以《古今韵会举要》为主。同音的字效仿字书，根据字形

编排韵字，“凡同音之字汇编一处，形同者亦各以类编”（凡例，第五），不同

字形之间以“今文”为本，“然竟载古字用者，不便检查……故多从今文，但于

小注中云古作某”（凡例，第十一）。 

韵字先注音后释义，同音字组只于首字下列反切注音或直音，注音内容多以

《广韵》《集韵》为据，“字音自当以《广韵》《集韵》等书为据”（凡例，第

九），同时据阴阳平仄、清浊、轻重等语音特点调整反切用字，“今亦遂加厘正，

务使亲切著明”（同上）。韵字释义受《古今韵会举要》“本义”“初义”的影

响较大，强调“本义”，“注释亦但注本义，不敢旁搜远引，恐穿凿贻害也”（凡

例，第八），同时以《古今韵会举要》为鉴，删减注释内容，“韵书与类书不同，

毋庸采摭”（凡例，第十七），注明通转之字“本集既注明某韵通某韵”（凡例，

第十五）。 

为说明《本韵一得》的韵部合流和韵字调整，转录卷八开口呼“关”小韵、

宫音“公、空、烘、翁”四母之字，以及《古今韵会举要》上平十四寒、下平十

三谭两韵“见、溪、晓合、影”五母之字，以示合流（两韵之间用“；”隔开，

《本韵一得》简称“《本韵》”）： 

v%?w:må«^_`¬abÏ ¦cdex

v?@w@mÜv«^_¬`fab𢧀ÏLÜv¦cdgehx

v%?wimåjkl mnopqrx

v?@w¡mÜwjsklLÜwpmnoxxxxxx

v%?wtmåJ𩕬u vwxÜqyz{|} �~����x

v?@w§BmÜx�Ü8qy|z{�u}�LÜxv𧮳xÜ8��~�𦜆w��x

v%?wýmåk� ��Ì�[�����x

v?@w©mÜyk�LÜy��Ì��[�����x

据此可以发现，《本韵一得》韵书的列字基本源于《古今韵会举要》，只是

稍有删减。另外，龙氏虽然主张山、咸两摄合流，但是韵书仍据通转规则仍认为

两摄有别，借“商”音符号“ ”“ ”区分韵字，并保留部分反切注音，详见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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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韵一得》的反切改良及其“三才切韵法” 

龙氏受邵氏影响，认为反切之法本国固有，并非起自西域。所以，卷三“论

反切”云： 

��.û��1Öm�!�°+�W=¿øI�I+/��³)ð+fT/�+!

ýÞZ<x

���ôT+¤+ø8È�!°+ªve.+��58Â(ô<x

同时对已有反切做出分类。《本韵一得》“论反切”（卷三）云： 

��A�(��L�(��L�(c0S(©+df"z�&"Rá��©<�:

(½L.c(,L0È(ML�¹(�+&"z�f"Rá��©<À�B(ZL&�

B( L&FS(¡g_LEFS(¢gz+R"gø£��©¥¥�](^Lµ¤(¥¥¥

R�gø£��©<ëh¦T2�+vî"w�þ§.�{g|+þ§B�¬2"Luö

¨2h.©+v�öw¨ö|h.©+ö|B�¬2"¥¥R�.4ug�ug¹ug

¹�¹f�F���.¿+3ì7B+!�.?m(+j!/��.?m(�W<x

龙氏将反切分为多种类型，认为反切天然自合，“非人人之所能为，又岂非

人人之所能为者哉”，主张反切改良，并提出颇具理学色彩的“三才切韵法”，

以求“久之可自作反切”，人人所能为。 

龙氏的反切定义是：“反切者，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声分阴阳，韵亦分阴

阳，则上下通贯，一丝不走。如‘都宗’切‘冬’，是阴切阴，‘徒红’切‘同’，

是阳切阳也”（同上），有类于吕坤《交泰韵》对“阴阳”的强调。龙氏虽然重

视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声调的统一，但是不否认传统反切，“若‘姑红’切‘公’，

则上阴下阳；‘渠弓’切‘穷’，则上阳下阴，虽相反而递相成，然初学之士易

于混淆，何如‘孤烘’切‘公’；‘渠雄’切‘穷’更为明乎”（同上）。并为

传统反切寻找伦理依据，“大抵上声、下韵同切一字，譬犹父精母血，同生一子，

形骸虽由母胎而成，气脉实以父精为本，故切字阴阳从声不从韵，犹子从父不从

母也，细分之则韵必归宗即归母

之 说，犹之祖也”（同上）。 

龙氏不仅重视上下字声调的统一，还追求所属呼类的一致，这在韵书的反切

系统中有更直观的体现，但因韵书反切多以《广韵》《集韵》为基，“字音自当

以《广韵》《集韵》等书为据”。因此，取卷七“公”小韵的反切，以及相应的

《广韵》《集韵》反切内容对比于下，以凸显龙氏的反切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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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 ¡¢£�#

�¤����¥¦� X¥§���¨¦���©�� ��¡��ª«�� ¡«£�#

�¬����¦� X�§�������¢�� ��¡��ª¢�� ¡�£�#

�����'®���¯°±��±²¯�� ³ª��´µª��¶·¸��¹º»�#

�¤���'®ª��¯¼ª��±½ª�� ³ª��´µª��¶·%��¹¾¿�#

�¬���'®���¯°À��±½¯�� ³¯��´µ¯��¶·%��¹¾Á�#

�����»Â¹��ÃÄÅ��𪄻書充��ÆÇÈ��ÉÊ¯��ËÌ���ÍÎª�#

�¤���»ÏÐ��ÃÑ¿��𪄻書容��ÆÒÈ��ÉÓª��ËÔª��ÍÎª�#

�¬���»ÏÕ��ÃÖ¹��𪄻書容��Æ×È��ÉØÍ��ËÙÍ��ÍÎÚ�#

�����ÛÜ¹��ÝÞß��àáâ��ãä¹��åæÆ��âçà��è3��#

�¤���Ûé¿�##########�àêª��ãäÆ��åëÆ��âìª��èí¯�#

�¬���Û>È�##########�àáâ��ãäå��åæã��âçà��èí��#

根据文中的反切对比，发现韵书虽然将平声归于上字“切字阴阳从声不从韵，

由子从父，不从母也”（卷三，论反切），放松了对下字的限制，但是在实际的

反切系统中，还是比较完整的实现了“以阴切阴，以阳切阳”，上下字的呼类所

属也基本一致，同时有固定反切上字的趋势，这些都是龙氏的用功之处。但是，

反切下字的使用趋于多样，有时甚至会保留原有的“等第”色彩，韵字的合流也

不够彻底，是其的不足。但是，《本韵一得》非常注重反切的实用性，“凡例”

第九云： 

ªv?@wï��ª+vì?w«��¬.×+LyGDïFNO+D«FNO±

M+¹1�(<y��+®��¯+°��Á.×+¢¡>n+±3TM<x

龙氏认为“孺、浪”等字的注音，“只须云‘儒’去声，‘郎’去声可耳”，

不必纠结于反切内容的不同。换而言之，龙氏认为反切与直音无别，两者都是注

音方式，具体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卷三“论反切”云： 

?<&OgE?6�o?gQygU]�qÊ{+£�f\�±%W.�+øì�

ÿ9k.Ò+P��.+��M}¬ð+=.±1ø���+j=.Òê@{o+@"

WyS��áÁ±²°<x

最终的目的在于人人可“自作反切”，实现“反切几可废矣”，反切只是注

音方式的一种，并非唯一的方式，只要可以达到注音的效果，反切亦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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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强调阴阳、四呼的反切改良，龙氏又在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

以及理学的“三才说”的影响下创“三才切韵新图”。卷三“三才切韵新图”解

云“从邵子天声地音例推之，上字属天，下字属地，中字属人，恰合三才之用，

故立三才切韵新图”。“三才切韵新图”见下： 

     
E IO=O5##sb_/ÇE####E IO=O=##�KB,ÇE#

“三才切韵新图”中“上字定韵，下字定母，中字配合取音”（同上），其

“中字”是对传统助纽字的改良。卷三“三才切韵新图解”云： 

\C�EO��+N"ÇÒy{æÍ+�D�³F�D¥F+\AD���¥F+

D��Fyk�¥+í(o�+ËAD��Fïx�M<9��C5�fN"+�D´

³�FAD´µåFLD^³�FAD^¶®F��/æ<�.£?+H1DhF?g

"�Ô+f}¬ð+j$¯O�?.Í<x

龙氏从古音通转的角度以“昆”韵字为衬字，“昆韵属‘应钟’，为诸韵之

和、应，即众音之关纽，故十一韵中无不借以取音，实天地生成之妙用”（同上），

同时削减传统两字为基的助纽字为“昆”韵一字。但是，“三才切韵新法”既以

“昆”大韵为助纽字，“昆”大韵之内又有“昆君根金”四小韵，作为衬音的“昆”

韵也应该以呼分类，但是根据龙氏所举例字：旧韵“千郎切，仓”改呼为“千齐

亲齐仓开”；旧韵“补潘切，般”改呼为“补合奔开般开”；旧“德红切，东”改呼为

“都合敦合东合”，龙氏显然未注意到此点。 

“三才切韵新图”独以“昆”韵为本，却未谈及当遇到“昆”韵有音无字时

该怎么解决。但是书中举有一例，不知是否与此相关。旧“都宗切，冬”,改为

“德宗切冬，呼德登冬（同上）”，“登”韵并非“昆”韵的字，不知何据。 

明清两代追求反切改良，调整助纽字系统的等韵文献不在少数。《本韵一得》

注重上下字阴阳声调的统一，固定上下字的反切改良，以及削减助纽字字数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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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切注音等方面，都有其创新性，但是也都不是独创。而且，因为《本韵一得》

系统本身的不完善，反切下字的不统一，助纽字呼类所属的不定，反而削弱了文

献本身的音韵学价值。但是，龙氏将反切与直音并论，不独强调反切，也是可贵

之处。 

四、时隐时现的“商音”之实 

《本韵一得》卷一“五音纵横斜正天然位次图”解云： 

JVmDßQy�qCâI3ì]�°+ivw.ß:ÍiKâ|?+¬I?uß|

}EOCâ+�E�Q+JNJ·+.ïøl¸¹c½FÑmDOyZ.=¿©+�.

Âºc½iÑZ?»¼�y½,Z+K5ßbdõeâ0ßcâ+/³NßcâO+

��©<Fx

《本韵一得》的分韵之所以“忽四忽五”，根源在于龙氏的声音发生论可四

可五。韵部四分的理论依据表现在卷一的“论阴阳”，其云“盖方其未发声之始，

元气浑然，包含万有不齐之声，太极也。声一动而阴阳分，两仪也。合四声而成

一音，四象也”，四声合成一音的“四声”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的四

象之音。阴阳“四象”应用于韵部，即大韵之下的四小韵，“韵中分四小韵，音

律定理”（卷七，“公”韵图案语），以第一大韵“公”韵为例，即“公，太阳”

“弓，太阴”“庚，少阳”“京，少阴”。!

《本韵一得》以阴阳四象为基的韵部四分也与“时音”相合，但是又论及“古

音”，即在原有的四小韵内部增立“古音”，四加一成五，正与“五音”之数相

配，因此以“五音”作为综合古、今的韵部分类的理论依据。而后，又考虑到古、

今有别，因此借助乐律“乐避‘商’声，‘商’音界‘宫’‘角’之间，故多寄

合，若细分之原自有别为一韵”（卷一，五音纵横斜正天然位次图），用可隐可

现的“商”标“古音”。x

韵部五分的依据既定，韵图配“五音”以“呼名”，“圣人审音定律，犹恐

天下后世之不能悉协于一也，故借‘宫商角徵羽’五字名之”（卷一，论五音），

“宫，合口呼”“商，开口呼”“角，卷舌呼”，“徵，齐齿呼”“羽，撮口呼”。

但是实际语音中“角音”已经有名无实，韵图又以“商音”标“古音”，与之相

配的“开口呼”落空，只能根据“商音界宫角之间”，以“角”代之，即用“角

音”表“开口呼”，其“角音”已与《韵法横图》系列中的“角音”内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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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书、韵图的古今音的混杂不是龙氏的个人观点，当时的“古今韵”韵书多是如

此，这不仅是作诗用韵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 

《本韵一得》语音结构复杂，它虽以当时的“官话”音系为主，但也体现“古

音”，虽反对叶音，但主张转韵。因此调整韵字，重出韵字，强分韵部，又兼顾

乐律，追求宇内之音，虚设声母，保留入声，音系复杂，并不纯粹。 

编撰体例上，《本韵一得》延续明清韵书书、图兼具的特点，列韵图于每韵

之前；同时延续《切韵》系韵书“四声分统诸韵”的特点，按四声分卷，平声虽

分阴阳，但不独立分卷，即“四声—十二韵—合撮开齐四小韵—二十四声母”；

并以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为分韵之据①，分十二韵；韵书列字和注释

内容以《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音》为据，并结合字书的列字特点，小韵内部

据字形列字；小韵首字列反切注音，其音以《广韵》《集韵》为本，但改良反切

上下字的声调所属，力求和谐，只是下字的改动不够彻底。同时，创“三才切韵

法”配合反切改良，但究其实只是将以两字为基的传统“助纽字”减为到“昆”

韵一字，而且不以呼分类，意义不大。但是，龙氏视“反切”为注音方式的一种，

与“直音”并论，并认为“见字知音并反切几可废”，体现龙氏注音观念的转变。 

《本韵一得》除了具有明显的乐律、易理思想之外，也具有一定的等级和伦

理法则色彩，其云“宫商角徵羽”五音既有“数之多寡之差”“大小之等也”，

又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徵为事，羽为物，此义有轻重之伦也”（卷一，

论五音）。五音顺序“宫商角徵羽”，即“臣佐君，熙载而理民物，不敢与君并

理也”（卷一，论入声七韵），“商常伏于徵，从所制”，所以声母“宫音”所

统之音必不少于其他四音，这既然是他的独特性，也是他的唯心主意的体现。正

像郭象在《庄子序》中云“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 

  

 
① 《本韵一得》的十二韵与马自援《等音》十三韵相比，除了将“国（即遮韵）”韵分并于瓜、规、乖三

韵，将《等音》“基”韵的“止摄开口三等字”列于“规”韵齐齿位，改“基”韵为“居”韵以外，其他韵

部基本延续马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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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韵法直图》的结

合 

一、“坐集群英折衷其间”的李邺《切韵考》 

《切韵考》①李邺著，成书于潘耒《类音》（1712）之后②，具体刊刻时间不

详。李邺，字衡山，广陵（今扬州）人，史志无传。《切韵考》内分“集说、图

表、韵谱、切法”四卷，书前有自序，书后有李氏门人沈灏的跋语。是书“坐集

群英，折中其间”（自序），参考《七音略》《中原音韵》《韵法直图》《切韵

声原》《韵学通指》《类音》等以成书，“是一部音学杂著”③。 

（一）李邺《切韵考》对待方言的态度 

《切韵考》自序云“音韵本于方言”，是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能说明

李氏的编纂旨趣。李氏深受方以智的影响，对待方言的态度也继承方氏。方氏《切

韵声原》云“勿泥乡音少所习熟”。李氏亦言“夫言杂乡音尚所不取，顾可施之

切响间乎”（卷一，集说，方音），“方言不可不知，然不可为其所囿”（同上）。

卷三“韵谱”亦云： 

"�%ygíy¥¥?Sz"T%yy]+Ò���¾Tí<̄ Â�Àz%"Tí

yy]+ÌP���W%y<9�%y"ºz%]+!yzN+)í¿��Rø¯+O

P?Sáð".fÀ<x

李氏排斥“俗音”，追求“本音字必填本位”，但又无法避免方音的影响，

不管是韵图列字，还是“切法”，无一不体现方音。 

（二）《切韵考》的音系结构 

《切韵考》卷三“韵谱”云： 

.�B2ö?�gz?Csg?@�qggÒ|}gDpý>FGÁ0B<x

 
① 李邺：《切韵考》，《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 2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② 《切韵考》卷三“读韵必辨”云：“按诸韵声音只‘开齐合撮’四者尽之，连读最明，如‘庚京觥坰’，

‘姜光江’是也，近刻《类音》已言之。”“近刻《类音》”说明《切韵考》与潘耒《类音》的刊刻时间但

相差不多。 
③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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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是“韵谱”以方以智《切韵声原》记载的“徽传朱子谱”为分韵纲

目，分十二纲，按：十二纲—四呼—“横五声—纵‘七音—三迭’”的顺序分图

列韵。详而论之，即十二纲下分四十四韵，成四十四图，每图横列“阴、阳、上、

去、入”五声，纵列“喉、舌、唇、缝唇、齿、腭、余”七音，每音下分“发、

送、收”三迭，不列具体声母，具体内容见下： 

1. 《切韵考》“发送收”三分的七音、二十一声母 

《切韵考》卷二“七音图”解云“邺定二十一母，其为‘发送收’者凡七，

于五音七音之说整齐画一，盖阴阳平分读也，若合读则为四十二母。”并用“配

位图”“三迭图”“七音图”分析二十一声母。“配位图”说明二十一母与“宫

商角徵羽”五音的对应关系；“三迭图”区分声母发音方法的不同；“七音图”

说明声母与三十六字母的对应关系，以及发音部位的不同。现将三图的内容汇总

整理于下表： 

! IOIO"##>B,LF+*US[s/k�Mk�*NPS(yzef#

配位图 

喉 舌 重唇 缝唇 齿 腭 余声 

宫 徵 羽 羽角 角 商 

变音 

喉 

余 

舌 

余 

腭 

余 

三迭图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发 送 收 

清 半 

清 

浊 清 半 

清 

浊 清 半 

清 

浊 清 半 

清 

浊 清 半 

清 

浊 清 半清 浊 清 半 

清 

浊 

七音图 

见 溪 

群 

疑 

影喻 

端 透 

定 

泥 

娘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知 

穿床 

徹澄 

审 

禅 

晓 

匣 

来 日 

经 

〇 

轻 

勤 

英 

寅 

丁 

〇 

汀 

亭 

〇 

宁 

宾 

〇 

砰 

平 

〇 

民 

分 

〇 

芬 

汾 

〇 

文 

精 

〇 

清 

秦 

新 

𩛿 

真 

〇 

嗔 

澄 

申 

辰 

兴 

形 

〇 

零 

〇 

人 

坚 

〇 

牵 

虔 

烟 

延 

颠 

〇 

天 

田 

〇 

年 

鞭 

〇 

篇 

便 

〇 

绵 

番 

〇 

翻 

烦 

〇 

樠 

笺 

〇 

千 

前 

先 

涎 

邅 

〇 

襜 

缠 

羶 

禪 

轩 

贤 

〇 

连 

〇 

然 

《切韵考》效《切韵声原》声分三迭：初发声、送气声、忍收声①。三迭分

类以“时音”为基，不以三十六字母的清浊为据。传统三十六字母“全清、次清、

全浊、次浊”清浊相配，但是随着全浊声母的清化，清、浊术语的外延发生了改

变，不便于描写。方以智不忍清浊术语纷繁混乱，直接用发、送、收三迭代替原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云“他（指方以智）将这二十类声母再分为发、送、收三声，帮、见、端等不送气

清音属‘发’，滂、溪、透等送气清音属‘送’，明、疑、微、泥等鼻音及心、审、日等擦音属‘收’”。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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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清、浊术语。《切韵考》承方氏三迭之说，并与二十一声母相配，内容上稍

有不同，其中“初发声”表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及擦音；“送气声”指送气的

塞音、塞擦音、擦音及边音“来”母；“忍受声”表鼻音、擦音、半元音及零声

母。但是，李氏一边继承三迭说，一边又延用宋元韵图的清、浊概念，声母三分

为“清、半清、浊”，又回到古、今清浊概念的纠葛之中。另外，声母系统中内

含三母的“变音”，是为配合三迭结构而作，并非以语音为据。卷二“七音图”

解云： 

§#|®;��+§³.w+®Ö.w+;¦.w©+èwgåwgÂwI�í@

(f+Ã1bèÄ2.©¯a§¨(þ<x

“变音”三母的发音部位不同，但是为了配合术语“发送收”三音一组，因

此合为一组，并非出于语音或方音依据。《切韵考》全浊声母清化后不论平、仄

全与相同发音部位送气的次清合流，且声调不变，上声仍居上声位，去声仍居去

声位，鲜有例外①。 

李氏不仅继承方氏的“三迭”说，更以《切韵声原》为声母为源。韵图在《切

韵声原》“简法二十字”母“见、溪群、疑影喻、端、透定、泥娘、帮、滂並、明、精、

从清、心邪、知照、穿床徹澄、审禅、晓匣、夫非奉、微、来、日”的基础上，分列“非”

“敷奉”，多出一母。同时，调整声母顺序，列“非”组于“知照”组之前，配

“晓匣”“来”“日”为“变音”一组，成《切韵考》的二十一声母，但是实际声

母不足此数。卷二“七音图”云： 

ÅæD[F#"Û�+�Dè�tV£F|"+yyÇz�DF#+*�NS

E(&+!W|}L£�È§2GÁ+�±ÍSW<x

“缝唇音”“非、敷奉、微”三迭音的设立不是以“时音”为据，是人为区

分。“时音”中“微”母“多读似‘喻’母”，已变为零声母，而且“今人遂并

四为二”说明“非敷奉”三母应合流为一母，不当分列两母。韵图的二十一声母，

除去虚设的“微”母，合“非”“敷奉”为一组后，只有十九母②。但是因为李氏

 
① 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云：“扬州属于江淮官话区，与通泰片紧邻，鲁国尧先生（1994）认
为这一片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并认为这是古代的秦晋方

言传下来的。”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长江学术》，第 4 期，2011 年，第 159 页。 
② 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根据卷三“韵谱”前的“字有本音、俗音，如‘崇’字，鉏红切，为

‘充’之阳平声，俗读若‘丛’。‘仲’字，直众切，为‘虫’去声，俗读若‘众’。”认为“‘崇’属崇

母，‘充’属昌母，‘丛’属从母；‘仲’属澄母，‘众’属章母。俗读即方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作者

的方言中，不仅知组、庄组、章组合并，连精组也与这三组合并。”这一结论有待斟酌。首先，“崇”字读

若“从”，“崇”母属于庄组字，照二与精组合流比较普遍现象，并非李氏独有。再者，“仲”字为俗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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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夫言杂乡音尚所不取，顾可施之切响间乎”（卷一，方音），不以方音入

韵图，所以二十一声母之间界限分明。现据韵图列字，将韵图二十一声母，及其

表现实际语音的十九声母附拟音，列于下表： 

! IOIO5##>B,LF(bSf�ø�/#

喉音 舌音 重唇音 缝唇音 

k k‘ ø t t‘ n p p‘ m f ø 

见 溪群 疑影喻 端 透定 泥娘 帮 滂並 明 非 敷奉 微 

齿音 腭音 余音 

 ʦ ʦ‘ s tʂ tʂ‘ ʂ x l ʐ 

精 清从 心邪 照知 穿床徹澄 审禅 晓匣 来 日 

《切韵考》“七音图”为二十一母配以助纽字，相配的助纽字基本遵从《玉

篇》“切字要法”①，但更改排列方式②“始见终日”，并根据声母的合流状况合

流助纽字，且将“齐齿”的一组“经坚”拆分为阴、阳两组，有音无字处列“〇”。

例如，喉音“见”母，“切字要法”只有“经坚”一组助纽字，李氏拆分为“经

阴〇阳”“坚阴〇阳”阴阳两组，但是因为“见”母为清声母，没有阳平字，因此阳

声位列“〇”。再例如，喉音“溪群”是“溪”“群”两母的合流，所以将“溪”

“群”两母的助纽字“轻牵”“勤虔”合流为“轻阴勤阳”“牵阴虔阳”两组，阴前

阳后，排列整齐。《切韵考》不仅注重助纽字的阴、阳分立，也将助纽字应用于

卷四的“转法”“读法”，前后呼应，系统性完整。 

2. 《切韵考》以“平水韵”为基的韵母系统 

（1）以“平水韵”为基的韵图结构 

《切韵考》据《徽传朱子谱》的“十二韵部”确立“十二纲”，以章黼《新

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一百零七韵的“平水韵”为分韵依据③，阳入相配，成“韵

纲”，放于卷三“韵谱”前。“韵纲”作为韵部纲目，总领四十四韵，标明各韵

部与的“平水韵”的对应关系，“顾氏分部悉依《广韵》，今改并如平水韵，庶

 
“众”符合官话演变的一般规律，倒是李氏认为属于“正音”的“虫去声”洽好满足李氏“韵谱”所体现

的方言特点，全浊声母仄声清化后与相同发音部位的次清合流。因此不认同其声母“知章庄精”四组合流

的观点。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长江学术》，第 4 期，2011 年，第 159 页。 
① 《切韵考》卷一“经坚转法”云：“声为韵迮，其状即异，惟‘真温更青’一韵声多于翕辟嘻缝撮侷忍送

之状，字字皆备，其次惟先天之韵，然不如温亨之尽矣。” 
② 《切韵考》卷一“经坚转法”云：“《玉篇·要法》不首‘经坚’，曰一因烟，二人然，三新先。” 
③ 《切韵考》卷一“入声有无”云：“按二家之表毛《四声表》顾《古音表》分配四声，不若章道常黼《集成》画一，故

愚谱一从《集成》，以‘屋沃觉’为‘东冬江’之入，‘质物月曷黠屑’为‘真文元寒删先’之入……”李

氏所说的“毛《四声表》”指的是毛先舒《韵学通指》的“唐人韵四声表”。 



$%&'()'*#+"

 254 

三表可以参观”（卷二，四声韵表），并效《韵法直图》追求韵目字声母的统一，

以见母统之①。具体内容整理于下表： 

! IOIO=##>B,LF*+Nka*a,[)ÚO,.(yzef#

纲目 韵部 平水韵 纲目 韵部 平水韵 纲目 韵部 平水韵 

一繃 
公𩌌汞穀 東董送屋 

冬腫宋沃  

坰炯扃郹  

侵寢沁緝 

 

 高杲誥 豪皓號 

恭拱供菊 金錦禁急 
十裒 

鳩久救 
尤有宥 

二逋 
居舉據 魚語御 

虞麌遇 

簪䫬讚戢 鉤苟姤 

姑古顧 

六波 

歌哿箇 

歌哿箇 
十一鞭 

堅繭見結 先銑霰屑 

元阮願月 

 

 

鹽琰艷葉 

三陂 

規癸憒 支紙寘 

微尾未 

齊薺霽 

戈果過 涓狷絹玦 

基几冀 鞾〇〇 昆袞睔骨 

貲姊恣 迦〇〇 根䫀艮扢 

四牌 

皆解戒 佳蟹泰卦 

灰賄隊 七巴 

瓜寡坬 

麻馬禡 

兼撿䯡頰 

乖拐怪 嘉假駕 

十二斑 

干笴幹葛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該改蓋 ○家②〇〇 官管貫括 

五賓崩 

巾謹靳吉 真軫震質 

文吻問物 

庚梗敬陌 

青迥徑錫 

蒸拯證職 

八 

邦 

姜

江講絳覺 
江講絳覺 

陽養漾藥 

關〇慣刮 

均𢉦攈橘 岡㽘掆各 艱簡諫戛 

庚梗更格 光廣桄郭 甘感紺閣 

觥鑛〇蟈 
九包 

驕矯轎 蕭篠嘯 

肴巧效 

監減鑑夾 

京警敬戟 交狡教 

根据上表，韵图“止蟹”合流，“曾梗”合流，“江宕”合流，“果假”合

流，效《徽传朱子谱》“藏尾闭于其同类”，即“侵者真文庚青蒸之尾闭、盐者

元先之尾闭、覃咸者寒删之尾闭”（卷三，韵谱）。但是实际列字中，闭口的“深、

咸”两摄独列“金、簪”“甘、監、兼”五图；抵腭的“臻、山”两摄独立成“巾、

均、昆、根”“堅、涓、干、官、關、艱”十图；穿鼻的“曾、梗”两摄合流后

成“庚、觥、京、坰”四图，[-n][-m][-ŋ]韵尾相互独立，并未合流。③ 

而且，“韵纲”和韵图都是阳入相配，对应整齐，有几处列字中比较特殊：

“巾”韵、入声、舌音位列“的錫剔昔”④，齿音位列“即职”；“京”韵、入声余

 
① 《切韵考》纲三的“基几冀”“赀姊恣”，纲五的“簪䫬讚戢”等韵，皆因不与“见”母相拼，所以不以

“见”母为目。 
② 《切韵考》卷三“韵谱”云：“‘家’音分粗细，此粗音，故加圆圈，其细音即‘嘉’也。”《切韵考》

“麻”韵开口字分见三图：开口二等的见晓组字与麻韵三等的精组字同列细音“嘉”韵图；麻韵二等的舌、

唇、腭音放粗音“家”韵；除此之外，韵图果、假两摄合流，麻韵开口三等的精组字在“迦”韵图中重出，

并与果摄开口三等字和假摄开口三等的腭音同列一图。 
③ 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根据“韵纲”分韵认为“闭口韵”已经发生消变，但忽视了韵图实际

列字间的界限。并据此进一步推测“五纲实际上包含两个韵部：‘宾[in]和崩[ə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把

两个字‘宾崩’作纲目，与别的纲不一样。”但李氏的“韵纲”来源于方以智《切韵声原》中的“徽传朱子

谱”，而在方氏书中就以“宾崩”两字表一韵，此韵目并非李氏所为，因此认为其结论有待进一步商榷。

熊桂芬：《李邺〈切韵考〉音系解析》，2011 年，《长江学术》，第 4 期，第 161 页。 
④ 《韵法直图》入声兼配阴阳，“巾”韵“入声如京韵”所以入声位没有列字，而《切韵考》“巾”韵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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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列“日质”；“甘”韵、入声、喉音位列“遏曷”，这些字一直被用以说明《切

韵考》入声韵尾演变为喉塞尾[ʔ]的依据，但这几个字完全来源于《韵法直图》，

这些语音特点只是《韵法直图》的入声特点，而非《切韵考》的特点。 

（2）《切韵考》“四声韵表”和“读音必辨”的术语辨析 

《切韵考》卷二的“四声韵表”和“读音必辨”从不同角度分析韵部。其“四

声韵表”据毛先舒《韵学通指》“唐人韵四声表”给“平水韵”①的“韵”②定音，

并根据四十四韵部与“平水韵”的对应关系，将“韵音”应用于“读音必辨”。

“读音必辨”除了对“韵尾”进行描写，还据《韵法直图》对“韵头”进行分类，

整理于下表： 

! IOIOI##>B,LFa*a,,Pk,;QR23#

韵 韵尾 韵头 韵 韵尾 韵头 韵 韵尾 韵头 韵 韵尾 韵头 

公五
③ 穿鼻 合口 均七 抵腭 撮唇 瓜十 直喉 合口 坚十三 抵腭 齐齿 

恭五 穿鼻 撮唇 庚八 穿鼻 开口 嘉十 直喉 齐齿 涓十三 抵腭 撮唇 

居五 敛唇 撮唇 觥八 穿鼻 合旋开 家十一 直喉 开口 昆十三 抵腭 合口 

姑五 敛唇 合口 京八 穿鼻 齐齿 姜江十一 穿鼻 齐兼撮 根十四 抵腭 开口 

规六 展辅 合口 坰八 穿鼻 撮旋开 冈十一 穿鼻 开口 兼十四 闭口 齐齿 

基六 展辅 齐齿 金九 闭口 齐齿 光十一 穿鼻 合口 干十四 抵腭 开口 

赀六 展辅 开口 簪九 闭口 齐齿宜并入金 骄十二 敛唇 齐齿 官十四 抵腭 合口 

皆六 展辅 齐齿 歌九 直喉 开口 交十二 敛唇 合口 关十五 抵腭 合口 

乖七 展辅 合口 戈九 直喉 合口 高十二 敛唇 开口 艰十五 抵腭 齐卷舌 

该七 展辅 开口 鞾十 直喉 撮唇 鸠十二 敛唇 齐齿 甘十五 闭口 闭之开 

巾七 抵腭 齐齿 迦十 直喉 齐齿 钩十三 敛唇 开口 监十五 闭口 齐卷舌 

李氏继承《韵学通指》，用“穿鼻、展辅、敛唇、抵腭、直喉、闭口”区分

韵尾，且转录部分“收音”术语的解释内容。《韵学通指》“声韵韵统论”对六

个“收音”术语进行定义，其云： 

D¬gF�+}gð".P+!yº�¬g0¸+�2?©+D¥ò }ÍÏÐF

;?R©<DÆÇF�+}.¢Ód(Ç+)"¸}.P+ºÆf¢Ç+[��È+�

2?©+D[\Y�FQ?R©<D�æF�+}öoöh+õ�!æ+�2?©+

 
实际来源于《韵法直图》的阴声“基”韵图，其他的“京”韵入声见《韵法直图》“京”韵图，“甘”韵入

声见《韵法直图》“甘”韵图。 
① 毛先舒《韵学通指》“唐人韵目”云：“据孙愐《唐韵》目而更详，唐人所并用者，凡一百零七部。” 
② 毛先舒《韵学通指》“声韵韵统论”云：“韵者，收韵也，是字之尾。故曰：余韵。”这里的“韵”应指

韵尾，但毛氏对韵腹、韵尾的区分不够明确，这里的“韵”往往参杂一些的韵腹内容。 
③ 《切韵考》“读音必辨”用序号标明各韵图在第三卷的页码，即“‘公’等韵下注‘五’字，‘规’等韵

下注‘六’字者，明‘公’等韵在本卷第五页，‘规’等韵在本卷第六页，余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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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据毛氏的解释，以及与“平水韵”的对应关系，可以明确穿鼻指[-ŋ]韵

尾；展辅是指[-i]韵尾和单元音韵母[i]；敛唇是指[-u]韵尾和单元音韵母[u][y]；抵

腭是指[-n]韵尾；直喉是指韵腹不是[i][u][y]的开韵尾；闭口是指[-m]韵尾。 

毛氏《韵学通指》“唐人韵四声表”虽然保留“深”“咸”两摄入声韵，但

也说明了其他入声韵的演变，其与阴声韵相配，合流为展辅、敛唇、直喉三个阴

声韵韵尾。所以，“平水韵”十七个入声韵《韵学通指》只分为四类，分别为：

展辅的“质、物、月、屑、陌、职、锡”；敛唇的“屋、觉、沃、药”；直喉的

“曷、黠”，闭口的“缉、合、叶、洽”。反观李邺《切韵考》，其“四声韵表”

阳入对应整齐，入声没有发生消变，两书入声韵的演变轨迹不同。但是，李邺《切

韵考》仍照搬毛氏理论，入声承接平声韵尾，致使术语内涵与韵图语音内容存在

矛盾。 

除去韵尾术语与语音系统的矛盾之外，《切韵考》“读音必辨”韵头术语的

使用也是先后不一。“读音必辨”效仿《韵法横直图》用“合口、撮唇、合口、

开口、齐齿、齐卷舌、闭之开、合旋开、撮旋开、齐兼撮”等呼名表韵头。但又

强调“按诸韵声音只‘开齐合撮’四者尽之，连读最明，如‘庚京觥坰’‘冈姜

光江’是也，近刻《类音》已言之”（卷三，读韵必辨），直接舍弃了闭口、卷

舌等概念，因此卷四的“切法”也只用“开齐合撮”四呼。至此韵头术语使用前

后矛盾。 

（3）《切韵考》《韵法直图》分韵差异以及“呼名”的不同 

《切韵考》的“呼名”不见于韵图内部，汇总于“读韵必辨”，受《韵法直

图》的影响较大。下表以《切韵考》的图次为序，将两图的韵目字，呼名关系列

于下方，以示传承性（两图“非”“知照”组列字位置略有不同，下表暂不不论）： 

! IOIOn##>B,LF>,LMEF,'k4Q(yzef#

《切韵考》 《韵法直图》 《切韵考》 《韵法直图》 

韵目 呼名 韵目 呼名 韵目 呼名 韵目 呼名 

1 公𩌌汞穀 合口 公𩌌汞穀 合口 23瓜寡坬 合口 瓜寡卦 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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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IOn##>B,LF>,LMEF,'k4Qyzef!#

2恭拱供菊 撮唇 弓拱供菊 撮口 24 嘉假駕 齐齿 嘉假駕 齐齿 

3居舉據 撮唇 居舉據 撮口 25 ○家〇〇 开口 拏絮䏧 舌向上 

4姑古顧 合口 姑古顧 合口 26姜江講絳覺 齐兼撮 江講絳覺 

岡 

㽘掆 

各 

光廣誑郭 

混呼 

5規癸憒 合口 規癸贵 合口 27岡㽘掆各 开口 

开口 

混呼 

开口 

6 基几冀 齐齿 基几寄吉 齐齿 28光廣桄郭 合口  

7貲姊恣 开口 貲子恣 咬齿 29驕矯轎 齐齿 驕晈叫 齐齿 

8皆解戒 齐齿 皆解戒 齐齿 30交狡教 合口 交狡教 齐齿 

9乖拐怪 合口 乖拐怪 合口 31 高杲誥 开口 高杲誥 开口 

10該改蓋 开口 該改蓋 开口 32鳩久救 齐齿 鳩久救 齐齿 

11巾謹靳吉 齐齿① 巾謹靳 齐齿 33鉤苟姤 开口 鉤苟構 开口 

12均𢉦攈橘 撮唇 钧窘君橘 撮口 34堅繭見結 齐齿 堅繭見結 齐齿 

13庚梗更格 开口 庚梗更格 开口 35涓狷絹玦 撮唇 涓狷絹厥 撮唇 

14觥鑛〇蟈 合旋开 觥鑛〇國 合口 36昆袞睔骨 合口 裩袞睔骨 合口 

15京警敬戟 齐齿 京警敬戟 齐齿 37 根䫀艮扢 开口 根䫀艮  

16坰炯扃郹 撮旋开 扃炯澃鼳 混呼 38兼撿䯡頰 齐齿 兼撿剑頰 闭口 

17金錦禁急 齐齿 金錦禁急 闭口 39干笴幹葛 开口 干稈幹葛 开口 

18簪䫬讚戢 齐齿宜并入金
② 簪〇讚戢 闭口 40官管貫括 合口 官管貫括 合口 

19 歌哿箇 开口 歌哿箇 开口 41關〇慣刮 合口 關〇慣刮 合口 

20戈果過 合口 戈果過 合口 42艱簡諫戛 齐卷舌 艱簡諫戛 齐齿卷舌 

21鞾〇〇 撮唇 㵃〇〇 撮口 43甘感紺閣 闭之开 甘感紺閣 闭口 

22迦〇〇 齐齿 迦乜借 齐齿 44監減鑑夾 齐卷舌 監減鑑夾 齐齿卷舌而闭 

两图都有四十四韵系，对应整齐，除去入声，有十八处韵目不同，分别为：

“公/弓、冀/寄、姊/子、均/钧、𢉦/窘、攈/君、讚/〇、〇/乜、〇/借、坬/卦、○家

/拏、〇/絮、〇/䏧、矯/晈，轎/叫、玦/厥、䯡/剑、笴/稈”。除去韵目字，两图“呼

名”也有不同。《切韵考》“呼名”调整分论如下： 

第一，将第七“赀”韵由“咬齿”改为“开口”，“《等韵》③开口呼、通

门、收‘赀’良是。基、姑、居则齐、合、撮也，如《横图》‘赀’附基韵，《直

图》‘赀’为‘咬齿’皆非”（卷三，韵谱，“赀”韵尾注）。 

 
① 《韵法直图》“金”韵图附注云：“京、巾齐齿呼，金闭口呼，京齐齿而启唇呼，巾齐齿呼而旋闭口，微

有别耳”，说明“京、巾”属齐齿呼，“金”属闭口呼。而且，《切韵考》“读音必辨”呼名中的“旋”

字，也源于《韵法直图》。 
② 《韵法直图》的“照二”“照三”不同图，“照二”列开口或合口图，“照三”列齐齿或撮口图。因此，“侵”

韵“照二”组字独立为“簪”韵，标为开口，与齐齿“金”韵分图。《切韵考》合“照二”“照三”为一组，

只放齐齿或撮口图，所以“簪”韵标为齐齿呼，且注曰“宜并入金韵”。 
③ 《切韵考》认为“《等韵》开口呼、通门、收‘赀’”，正与《康熙字典》“等韵切音指南”的“止摄内

二、开口呼、通门”的描述相合。说明此处，以及卷四“经坚转法”中提及的“《等韵》最后出，立体甚

善，应用却烦”都是指“等韵切音指南”，只是所用版本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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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第二十八图的韵目字为“见”母“○家”字，并将呼名由“舌向上”

改为“开口”。 

第三，“读音必辨”注意到韵头、韵尾的不同，减少“闭口”在韵头中的使

用，改“金”韵为“齐齿”，改“簪”韵为“齐齿宜并入金”，改“监”韵“齐齿卷

舌而闭”为“齐卷舌”，但不够彻底，没有将“闭口”从韵头描写中完全剥离，

“甘”韵仍标为“闭之开”。 

第四，对《韵法直图》“觥”韵开、合混列的局面有所调整。韵图去掉开口

唇音字，只列合口字，标为“合旋开”，即“合口呼”。调整“坰”韵列字，改

变《韵法直图》开、合混列的局面，但不彻底，仍有“丙、皿”两字未归入“京”

韵，呼法为“撮旋开”，即是“撮口呼”。 

第五，《切韵考》“读音必辨”将第二十六图“江姜”韵标为“齐兼撮”，

虽然“撮口”是指阳韵合口三等的非组字，但剩下的列字仍与“齐齿”不相配。

首先，第二十六图“江姜”韵以《韵法直图》“混呼”“江”韵为基，将《韵法

直图》混列的唐、江两韵帮组字分列，江韵帮组字列“江姜”韵图，唐韵帮组字

列第二十七“冈”韵图，“江姜”韵开口、齐齿混列。韵图不标开口，只标“齐

齿”，可能以方音为据。 

第六，“读音必辨”将对应开口二等“肴”韵的第三十“交”韵标为“合口”，

与语音事实不合。而且，卷四“出切”云：“今韵书如‘萧’字‘须交切’，直

下犹可曰‘须新先萧’”，此反切的成立，即说明以“交”拼“萧”的成立，说

明“交”韵应标为“齐齿”而非“合口”，应与第二十九图“驕”韵合流。《切

韵考》之所以独立“交”韵盖是对《韵法直图》的继承。 

总体来说，《切韵考》“读音必辨”的呼名与《韵法直图》相比有所调整，

整体趋势偏向严谨，但仍未尽善。 

3. 《切韵考》的声调系统 

《切韵考》卷一“五声”云： 

vo<wGvgÒy?w[kÂ�kØ+!LO>|g}+I?íÈ©<L�kg

m¬Î|gÏ}<1Îè.|LO+Ïè.}LOaMN�(QO<x

《切韵考》全浊声母清化，平分阴、阳，与上去入三声一起成“阴平、阳平、

上、去、入”五声，具体调值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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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韵考》“切法”的改良 

《切韵考》的“切法”即反切，“切法以两字切一字”。“出切”即反切上

字，“上一字谓之出切”。“行韵”即反切下字，“切之下一字谓之行韵”。卷

四“出切”云： 

¸��+?�èåæÅçÂw;y+DyF�È§2GÁ+/÷®yg®Á"+

{ð%y%Á"¥¥O¸�.i,+ìD¥F(¬ggB}?+cÌIf}g\çg.

æ?g?|LgåygÈÁ"+1¸�!àD¥Fy+/�±ð+ì��,Ð^�!+

1#öÏ×t©<��DÑF"¸�+ÒD¥FDÑF®fB}?¥¥º¥×¸�+O

(ò!<x

“出切”的大旨是，反切上字不仅要与被切字同音、同迭，更完善的还要与

被切字同类，即同呼。卷四“行韵”所云： 

ú?�+�D¥F"IB}g:?g|Le+ÿðD¥F"yº3W(D:F?|

L"+t-1DÑF"¸�+�TD:F?|LéfDýF"+Ì?y�úcD:F?

|L.g+0àDÑF"åyÈÁ.]z=!]+D¥Fyð°+Oú?.i,¥¥n

øv��w�5ÈøÚy+t1.W?�á1D©FDF&#(|}&O.Ú+º1

Úyú?ôm\!��+0AËÒ¾¥¥�Úy"+J?à?ö-RÚy+Òú?

"ÀÎ)oM<x

“行韵”的大旨是，反切下字要与被切字同韵、同呼、同调，更完善的是用

“影喻”两母，但当“无字或所求韵子既是元音”则可以“稍微变通”，换做他

声字。 

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反切改良，《集韵》《交泰韵》《青郊杂著》等都有涉

及，与《切韵考》同期而且比较成熟的反切改良有《音韵阐微》。《切韵考》与

《音学阐微》“合声切法”相似，都要求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同母（两者根据自己

韵图的声母结构而定）、同清浊、同呼，反切下字要与被切字同韵、同呼、同调，

且以“影”“喻”两母字最优，但是又有不同： 

《音学阐微》反切上字一般取非阳声韵尾的“支微鱼虞齐歌麻”七韵之字，

《切韵考》无此要求；《切韵考》平分阴、阳，因此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要详细

到阴平、阳平，《音韵阐微》虽然要求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的声调相同，但受韵

图语音系统的影响，平声没有更深入到阴平、阳平；《音学阐微》要求反切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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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切字的声调一致，但是《切韵考》的反切上字仅限于平声，仄声字也用平声

字作反切上字；《音韵阐微》《切韵考》的反切下字都首选“影喻”两母，“影”

母切清声字，“喻”母切浊声字，“影喻”两母字不足时，也会借用他声的字，

但《音韵阐微》多借用清浊相同的牙、喉音，《切韵考》则无此限制等。 

（四）《切韵考》“经坚转法”对传统“助纽字”的改良 

《切韵考》卷一“经坚转法”云“愚按反切者亦不宜专用‘经坚’作转，齐

齿用‘经坚’，开合撮别有转法”。卷四“读法必读”亦云： 

D0®FK\ç+?"Ç0OÈ��+���ý1{o,?+»wGFf]�y.

�"�©+���O\çH�+¬�f}gB}g.æ?+á±{H0ð+ì{\?T

fgBg.?N�ÔB.Ó¥¥*?f}DÍg«F&?(f}��.H+?B}DÔg

¡F&?(B}��.H+?.æD6gÕF&?(.æ��.H+D0®FùOGH

Su(E+Ö��×z.<ö�f�+\Ò\H+fÒfH+øì({+è}®O<x

《切韵考》不满传统助纽字只有齐齿一组，主张根据介音的不同分为开、齐、

合、撮四组。助纽字根据介音分类不是李氏首创，但也有无可替代之处：第一，

用“借例”保障四类转法列字的完整；第二，助纽字不仅区分四呼，也用于区分

阴、阳，“出切、行韵必审阴、阳”（卷五，问答）。卷四“借例”云： 

?>Df\B.FE×+öf×>DèåæÅçÂwF;y+\��,D¸�FS

H�£´!×+O(kØ+ìe,?+;yK�"�J�¥¥H�E×g²"ûz+¬

D¸�F"ÊÊ�m�®×+�|O"�m�|®×+}O"�m�}®×+"-�

�+�¹{Ù+Oý.�?{¼©¥¥*-�uE×H�+!"W�ð�ý¥¥)

�"+Òfg\gB�DÚF+�D F+�D F+0.}�DÛF+KI"�1

(>n<x

李氏为确保四类列字的完整，为四呼设立四个“借例符号”，放在借字上表

音，并设立公式“借式”说明使用方法。但是，“借式”除了使用“开齐合撮”

四个借例符号外，又新增符号“。”“.”，区分阴平、阳平，与《交泰韵》的方

式相似。符号“.”表阳声字借为阴声字，符号“。”表阴声字借为阳声字，两者

都放于字下，与放于字上的四呼“借例符号”位置不同，所以两组符号可以同时

使用。现转录“借式”于下，说明“借例符号”的使用： 

ß．xDßF}O"+4�êÒz(DßF.|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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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xDÜF|O"+4�¬Òz(DÜF.}L<x

x

�xD�FB}?"+��DÚFÒf}z<x

x

>xD>F.æ?"+��D FÒ\çz<x

x

ÝxDÝF.æ?"+��D FÒB}z<x

x

ÞxDÞFB}?"+��DÛFÒ.æz<x

李氏“借例符号”不是单独存在，卷四“转法”中也有使用。卷四“转法”

分为齐齿、开口、合口、撮口四类，每类七音分为七组，每组下尽列平声助纽字，

部分声母分阴、阳两组，与卷一“七音图”阴、阳交错的列字方式不同，此处阴、

阳分列，去“清”声母位下虚设的虚圈“〇”，同时维护阴声字在前，阳声字在

后的基本结构，共成三十一组字。现转录“转法”的“齐齿”一组，并将“齐齿”

三十一组助纽字与“七音图”二十一字母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开、合、撮类此，

不赘述： 

! IOIOw##>B,LF+*UPS[ST4UVP(yzef"

声

母 

见 溪群 影疑 

喻 

端 透定 泥 

娘 

帮 滂並 明 非 敷奉 微 精 清從 心邪 照 

知 

穿徹 

床澄 

审禅 晓匣 来 日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齐

齿 

经

坚 

轻

牵 

勤

虔 

英

烟 

寅

延 

丁

颠 

汀

天 

亭

田 

宁

年 

宾

鞭 

砰

篇 

平

便 

民

緜 分

蕃 

芬

翻 

汾

烦 

文

𣗊 

精

笺 

清

千 

秦

前 

新

先 

锡

涎 

真

毡 

嗔

襜 

澄

缠 

申

羶 

辰

禅 

兴

轩 

形

贤 

零

连 

人

然 

卷四“借例”云“故开、齐、合三类，缝转皆借撮唇字，而开加‘""’，齐

加‘ ’，合加‘ ’在字首以别之”，缝唇的“分蕃、芬翻、汾烦、文𣗊”字上

加借音符合“ ”，用撮唇表齐齿。这种在字上加符号临时改变字音的做法，虽

非李氏首创，李氏之前的吕坤《交泰韵》已有之，但是李氏系统更为完善。 

《切韵考》不仅完善助纽字的分类内容，还根据“出切、行韵”的反切规则，

以及“经坚转法”作“反切必读”，以便于初学者学习。卷四“反切必读”云： 

D0®H�Fqß%]o}ðy+�E�³�©+ì}Þí�+��3ìy?+N

�m~}1¸+*øèå|y]�(��à�+Ì��z.+z-�Òf�Ö}+�#

áÅ+0?#B?ö~}¸°<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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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氏提出的“反切程式”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反切程式”的“行韵”并未完全以“影喻”两母优先。例如，平声

喉音“冈，高康切”，舍“影”母的“鸯”，改而用“溪”母的“康”；仄声齿

音“醑，须两切”，舍“喻”母的“养”，用“来”母的“两”等。 

第二，受方音和理论体系的影响，仄声的“出切”字仍用平声，而且明分阴、

阳，不与被切字的声调一致，与一般的反切改良方案不同，这点在卷四“问答”

有所说明，即： 

#D¸�FDú?Fºã|g}+Ì��,!à+ïxÂ�v�W+ªøü\�+

ýÒâO+=H��áº�RÒâ<���%.w�+�Iãäv8%wgä�ÓvD

?wv8%wfÜD3F"�RD�I�F+vD?wfÜD¥F"�RD�³�F�+

&�K±K|L(}L+ªHD2ö"FK+Òv8%wvD?wå(±æM°+Oç

�è�.�±k{�©<x

李氏“出切”“行韵”强调阴、阳，也明白古今反切的不同，但是缺乏发展

的观点，无法正确的说明反切的演变，只能批评问题的提出者，“偏礉拘膠者之

不可与论古也”，也因此批评古人“此古人不确之切，其不确根原皆因不以阴阳

上去入五声为谱，仅以平上去入四声为谱，而增单仄以配双平”（卷四，问答），

忽视古今音变，强行解释更为不妥。 

《切韵考》“坐集群英，折中期间”具有综合性和总结性的特点。他不仅以

《徽传朱子谱》的“十二韵部”为“十二纲目”之据，以“平水韵”为分韵之据，

以《韵法直图》为列字来源，且据毛先舒《韵学通指》确定“韵音”，据方以智

《切韵声原》声分“发送收”三迭和“啌嘡上去入”五声，据章黼《新编并音连

声韵学集成》“阴入”相配，更是以潘耒《类音》确立四呼，为“切法”确立理

论前提，这些既体现出他的综合性，也体现出学术总结的特点。而且，“助纽字”

分为开、合、齐、撮四组，明分阴、阳，设立符号以表无字之音的作法，也颇具

创新性。 

但是，李氏对各家理论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完善的思考，以至于前后不能统一。

《切韵考》以《徽传朱子谱》为纲，但韵纲下的列字并未完全合流；根据毛氏确

立“韵音”，却忽视了两者入声分配的不同；根据《韵法直图》确立呼名，又与

潘耒的四呼相矛盾；继承方氏对待方言的态度，坚持“勿泥乡音少所习熟”，但



,E."FG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多元发展 

 263 

精心制作的“切法”却不免方音的影响，无法达到“无分华梵，同尚天然”的理

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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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裨于小学”的《翻切指掌空谷传声》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简称《翻切指掌》①，稿本，撰者不详。卷末有作者

之侄，江西南丰刘孚周②分作于辛丑九月、戊午四月二十日、廿一日的三份跋语。

刘孚周“戊午四月二十日”跋语云： 

h_IÁ°gk¡ßté:gêò ëìgK�{�?+%à;y+=µYíîÖ

�yF;�+0?�ï�+ì|?;ykm.R+ �TÎ<qAOS+-);y.q

u(rú+0"#�åMyDW¢YZFE"+LðGF&"#<x

耿振生据此跋文及刘孚周生平，认为“此书成于 1901 年之前”③。李军认同

此点，并近一步推断此书作者“九叔”，“很可能是刘衡之孙，清末著名文学家、

语言学家刘庠（1824—1901 年）”④。 

《翻切指掌》是《韵法直图》系韵图，是图以韵为纲，横列“平上去入”四

声，纵列三十二声母“既变七音之横列为直行”，有音无字处列“〇”，不列《韵

法直图》的重出字⑤，同音符号“匕”⑥，以及方围“囗”内的借字⑦，声母特点

见下： 

（一）《翻切指掌》的声母和声调系统 

1. 继承《韵法直图》的五音清浊“三十二声” 

《翻切指掌》的三十二声母与《韵法直图》相同，都并“知徹澄娘”于“照

穿床泥”四母，“三十六字母第三句系‘知徹澄娘’，此书无此四字母，‘娘’

母舌上抵腭音，改为舌端击腭音，尤为相近也，‘知徹澄’三母音皆舌上抵腭，

而具纳入正齿音”（刘孚周，廿一日跋），都分八类，顺序无别。《韵法直图》

 
①《翻切指掌》直方斋藏写本的影印本。 
② 刘孚周，字三安，江西南丰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 
③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 年，第 247 页。 
④ 李军，胡银银：《〈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的语音性质》，《语言学

论丛》，2015 年，第 52 辑，第 294 页。 
⑤ 《韵法直图》第二“冈”韵按语云：“上位音同下位者，以小字别之，如本韵上声‘罔’字，去声行‘妄’，

二字是也，后仿此。”韵图会在“晓、心、审、微、影”声母位上用小字，重列下一位“匣、邪、禅、微、

喻”母之字。 
⑥ 《韵法直图》第一“公”韵按韵云：“有音无字以圈之之，下与上同，以‘匕’代之，后仿此。”韵图在

部分全浊声母位上列同音符号“匕”，以表此全浊之位与上一位的“次清”读音相同。 
⑦ 《韵法直图》第九“京”韵按语云：“图中有声无字而借字之音，相似者填于图内，则用‘囗音围’以别

之，学者依‘囗’内字熟读，久之则‘囗’中本音自然信口发出，而借填近似之字，不必用矣，后仿此。”

《翻切指掌》承其志，虽不列“借字”，但效《韵法直图》列带方围“囗”的借字于有音无字的虚圈“〇”

旁。如第四“京”韵平声、轻唇音下列有音无字的“〇〇〇〇”，同时效《韵法直图》列“借字”于字旁，

即成“〇分，〇坟，〇温，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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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声目，只在圈内列声母序次“○一”“○二”等。《翻切指掌》以传统字母为目，

具体内容为：“见溪帬疑；端透定泥；帮滂並明；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晓

匣影喻；非奉敷微；来日”，且不识《韵法直图》第二十九“微”①母之实，但改

声目为“敷”。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1）《翻切指掌》前后矛盾的“五音”分类 

《翻切指掌》不仅继承《韵法直图》的声母个数，排列顺序，还在韵图内延

用“五音”顺序，对比如下（下表以“韵图”代《翻切指掌》的韵图分类，用“字

总母”代《翻切指掌》“字总母”的分类，用“刘孚周”代“刘孚周”的分类）： 

! IOIO{##>WB_/F�²)s/.(týy¨#

 见组 端组 帮组 精组 照组 晓组 非组 来母             日母 

《韵法直图》 
喉 

宫 

舌 

徵 

唇 

羽 

牙 

角 

齿 

商 

喉音兼牙 

宫兼角 

唇齿合音 

羽商合音 

隆舌兼喉音  戎齿兼牙 

半徵         半商 

《翻切 

指掌》 

韵图 喉 舌 唇 牙 齿 深浅喉兼牙音 轻唇合齿音 半舌兼喉音   半齿兼牙音 

字总母 牙 舌头 重唇 齿头 正齿 深浅喉 轻唇 半舌         半齿 

刘孚周 牙 舌头 唇 齿头 正齿 喉音 轻唇 半舌         半齿 

《翻切指掌》有三套声母分类系统，韵图内一套，“字总母”一套，刘孚周

朱笔所改也算作一套。韵图的“五音”直承《韵法直图》，按“喉舌唇牙齿”的

顺序排列，与“字总母”和刘孚周的分类不同。《翻切指掌》“字总母”云： 

�þÒ®Räy+&þåÞgGþ¯æ+EþçÞgQìç+Uþ(�ègê+;

þjI}æ?+Jþöåöç><x

“字总母”的见组属“牙音”，精组属“齿头”，与刘孚周所改相合。刘孚

周“廿一日”跋语云： 

D@¡ª³FE#DäFy©+Ò%á1(DèFy<DÎk´±µFQ#DçÞF

y©+Ò%á1(DäFy+ÉÙ�ð+*K�ì<x

刘孚周改韵图的见组“喉音”为“牙音”，改精组“牙音”为“齿音”，改

动的字用朱笔圈出，列于韵图内，三十四图都是如此。“字总母”和韵图的五音

名称不同，韵图五音直承《韵法直图》，只是稍改名目。刘氏真正认同的五音是

 
① 李军《〈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的语音性质》云：“《直图》既继承

了其蓝本《切字捷要》第二十九微母位虚列的做法（即二十九微母位只表示平声与三十位微母有阴阳之别，

实际语音中这一声位并不存在）。”李军：《〈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

的语音性质》，《语言学论丛》，2015年，第 52辑，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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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总母”的五音，此法在“隔标歌”，以及“反切法”中可证。《翻切指掌》

“隔标歌”云： 

åÞgìçJO÷+}æg¯æ(®°+çÞgìçÊ®ý+G÷�¯Ö}ñ+ö

çÒýìç®+öåz�çÞÏ+ø�l"(7ð+�±�Oòóô+D@¡ª³F�

�õ+¬�D§¨©Fö+åÞ�"öåA+(èjk�è÷<x

轻唇、重唇、齿头、正齿、舌上俱与“字总母”所分相合。而且，“反切法”

亦云： 

�÷(�+÷Ib+!}C=EþxQ"}~g<x

属“邪”母的“锁”字不属韵图所标的“牙”音，而属“字总母”所标的“齿

头”，可见刘氏真正所依的五音即“字总母”的五音。但是前后矛盾的五音名目，

说明《翻切指掌》体例的粗疏。 

（2）“全浊声母清化”下的“清浊”混乱 

《韵法直图》《翻切指掌》都用“宫商角徵羽”区分声母，具体内容又有不

同。《韵法直图》用五音区别发音部位，并与“喉舌唇牙齿”五音相配。《翻切

指掌》用五音区分声母清浊，即发音方法，即“五音清浊歌”所云： 

DeFy=k+DõF�k+DdFIökömg+DbFy=m+DcF�m+

km|}�Í®<● 〇+)¬&�ßk+�eÐ〇ÑL�©ê��k+�õÐ ÑL

ö©ö&�+km6�+�dÐ ÑL©Ç&��+�cÐ ÑL³©�ßm+�bÐ●）L

¤gvj+Qy.km>°<x

五音清浊与具体声母的对应关系，“字总母”和韵图的分类又有分歧，整理

于下表： 

! IOIO~##>WB_/F)P3S.),E.s/��y¨!#

五音清浊 字总母 韵图 
羽，至清 见端帮精照晓非来 见端帮精照晓非来 
徵，次清 溪透滂心审影敷 溪透滂清穿影敷 
宫，至浊 群定並从床匣奉 群定並从床匣奉 
商，次浊 疑泥明邪禅   疑泥明邪禅   
角，半清半浊       清穿喻微日       心审喻微日 

“字总母”与韵图五音清浊所属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精”“照”组声母：“字

总母”“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两组声母按“羽角宫徵商”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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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图按“羽徵宫角商”的顺叙与五音相配。两者相比，韵图声母的清浊分类更为

合理，但是仍有“影”属次清；“邪禅”属次浊；“疑泥明”与“邪禅”同属次

浊，“喻微日”与“心审”同属半清半浊；“来”母归于至清等混乱。关于“来”

母的清浊归属，刘孚周有所评议。“戊午四月廿日”跋语云： 

®#+dyk+Ò%ìe+iK©+*(�ì<x

刘孚周还将“字总母”和“公”韵图中“来”母“羽”音都用朱笔圈出，并

于旁边另写“角”字，以示更正。但是上表中的两种清浊所属，都无法与卷末的

“翻清切字法”相合。“翻清切字法”内容为： 

ø��ù9:;

<:=xxr{�ú
9:=

<:;xxû��ü
9:=

<:;xxx

ý��U9:=

<:;xx^þ�D
9:;

<:=xxÿ��b
9:=

<:;x

“翻清切字法”中原属全浊的反切上字“蒲並直澄杜定巨群宅澄”，俱标为“清”，

其与“字总母”、韵图的清浊分类不同。综合三者的清浊分类，说明《翻切指掌》

已不能区分全浊之字，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与清声母无别。因此也有了说明全浊

声母清化的“翻清歌”，其云： 

}k.�Û(�+z?�äÇ�W+�"}ÖG"M+G"j}�f"+Q]MR

}G]+G]4}Q]|+LI%þM4}+�m�W(ê!<x

“首字翻到三字上”，即“全清”与相同发音部位的“全浊”声母相互转化。

“五位上是翻三位”，即“清”擦音与相同发音部位的“全浊”声母相互转化，

正与“全浊声母清化”的一般规则相合。 

当然，正是声母清浊内容的改变，声调系统也随之调整。《翻切指掌》卷末

“此书有裨小学，约举其端”中第五条是“分阴平、阳平，阴去、阳去”。刘孚

周“戊午四月二十日”跋语亦云“阳平、阳去，朱印标出”，与之相应，韵图的

“平、去”两声下也标注阴、阳，“全浊”“次浊”的“群疑，定泥，並明，从

邪，床禅，匣喻，奉微，来日”声母位旁列“阳”字，属阳平、阳去，剩下之字

属阴平、阴去。除去声调，韵图列字的调整亦见全浊声母清化之端。 

《翻切指掌》以《韵法直图》为列字之源，但是因为《翻切指掌》平、去两

声明分阴、阳，所以对列字的清浊所属要求严格。例如，第一“公”韵、上声、

匣母位，《韵法直图》列晓母“嗊”字，《翻切指掌》不列其字，改为有音无字

的“〇”；“公”韵、入声、群母位，《韵法直图》不列字，《翻切指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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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语音列“物”韵“群”母“掘”字；第二“弓”韵、入声、从母位，《韵法

直图》列清母“蹴”字，《翻切指掌》将其归入清母位，于从母位列有音无字的

“〇”；第五“冈”韵、入声、端母位，改《韵法直图》定母的“铎”字为端母

的“沰”，并将“铎”字列于定母位等。 

《翻切指掌》全浊声母清浊所属的混乱，“翻清切字法”，以及声调的阴阳

分类都可以说明全浊声母的清化，但韵图仍列全浊声母，盖是对《韵法直图》编

纂体例的效仿。《翻切指掌》一书之内，但见两种五音分类，三种清浊所属，都

是《翻切指掌》体例粗糙的表现。 

除去全浊声母清化，韵图疑、喻两母在齐、撮两呼内也有合流，且同音的字

多见于疑母位。例如，第二“弓”韵、入声、疑母位列喻母的“慾欲”；第四“京”

韵、入声、疑母位列喻母的“懌掖奕易”等字；第六“江”韵、平声、疑母位列

喻母的“颺”字等。且受《韵法直图》列字的影响，韵图于第三十三“嘉”韵、

喻母、平上去三声下列疑母的“牙、雅、讶”等字。《翻切指掌》除了疑、喻两

母的合流，没有发现其他合流现象，但是李军《〈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

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的语音性质》根据《翻切指掌》与《韵法直图》《切

字捷要》《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书的关系，认为该书的“非敷奉母合流，

影母、喻母、疑母与微母已经合流为零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所反映的实际语

音只有 19 声母”①，从其说。 

2. 平、去两声内分“阴”“阳”的声调系统 

《翻切指掌》以《韵法直图》为基，保留全浊声母，分平上去入四声，但是

实际语音中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声调系统也发生了改变，平、去两声各分阴、阳，

共成“阴平、阳平、上、阴去、阳去、入”六调，具体音值不可考。 

（二）以《韵法直图》为基的十二摄、三十四韵及其声调系统 

《翻切指掌》不仅效《韵法直图》的编纂体例，也以《韵法直图》四十四韵

为分韵之基，合流韵部成三十四韵。同时，补《韵法直图》所无之入声，各韵都

有入声，调整《韵法直图》的呼名，去“闭口、卷舌、混”等名目，仅列“开齐

合撮”四呼。而且，以摄归韵，将三十四韵四呼相配，成十二摄，即： 

 
① 李军，胡银银：《〈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及该书“官话”的语音性质》，《语言学

论丛》，2015 年，第 52 辑，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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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ÍiL&å fLG«®¡ÕLEãKðLQ²�ÊLUæ÷L;�|LJ

Q�h"Lq[#LF�$LFfà%LF&&'ó<x

《翻切指掌》以《韵法直图》的四十四韵为基，合闭口的“甘兼监金簪”于

抵腭的“臻山”两摄；取消“山”“咸”两摄二等韵“艰交关监”的独立；并“觥

扃”于“公弓”；合“通曾梗”三摄为一摄，共三十四韵，仅比张序宾《等韵法》

三十三韵多一“㵃”韵①。《翻切指掌》与《韵法直图》韵目、呼名、入声的对应

关系列于下表（图中序号是原书次序，《韵法直图》无呼之位不列字）： 

! IOIO�##>WB_/F[>,LMEF,'k4QkÒb(yzef#

呼 《翻切指掌》 《韵法直图》 呼 呼 《翻切指掌》 《韵法直图》 呼 

合 1公𩌌貢穀 
1公𩌌貢穀 

17 觥礦〇國② 

合 

合 
开 18 鉤苟構格 43鉤苟構〇 开 

撮 2 弓拱供菊 
6弓拱供匊 

14扃炯澃鼳③ 

撮 

混 
齐 19鳩九救給 44鳩九救〇 齐 

开 3庚梗更格 7庚梗更格 开 合 20姑古顧谷 20姑古顧穀 合 

齐 4京景敬戟 9京景敬戟 齐 撮 21居舉據菊 5 居舉據橘 撮 

开 5 岡㽘掆各 2 岡㽘扛各 
平入是开 

上去是混 
开 22根䫀艮革 

8根䫀艮格 

12 簪〇譖戟 

 

闭 

齐 6江襁絳覺 18江襁絳覺 混 齐 23巾緊靳擊 
10巾緊靳戟 

11金锦禁急 

齐 

闭 

合 7光廣誑郭 
16光廣誑郭 

17 觥礦〇國 

 

合 
合 24昆④衮睔⑤骨 15 裩衮睔骨 合 

开 8干稈幹葛 

34干稈幹葛 

12 簪〇譖戟⑥ 

39甘感紺閤 

开 

闭 

闭 

撮 25 鈞窘郡橘 13鈞窘郡橘 撮 

齐 9堅繭見結 

35堅繭見結 

36兼檢劍頰 

38艱簡諫戛 

40監減鑑夾⑦ 

齐 

闭 

齐齿卷舌 

闭 

开 26 高杲誥閣 41 高杲誥各 开 

 
①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云：“全书分三十三韵：‘公庚京弓官干坚涓裩根巾钧光冈江姑资基居

乖该皆规瓜拏嘉迦高骄戈歌钩鸠’。这个韵母系统，除少一个㵃韵（迦韵之撮口）以外，与《翻切指掌》

完全一样。”但张序宾《等韵法》不似《翻切指掌》以摄统韵，而是效仿《韵法直图》以韵母分图，分三十

三图。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9 页。 
② 《韵法直图》第十七“觥”韵在《翻切指掌》中分见三处：其牙音与“光”韵合流，唇音与“庚”韵合

流，“喉”音与“公”韵合流。但因唇音演变特殊，上表不尽列。 
③ 《韵法直图》第十四“扃”韵对应“梗”摄合口三四等字，韵字在《翻切指掌》中两见：牙喉音与“弓”

韵合流，唇音归于“京”韵。但因唇音演变特殊，上表不尽列。 
④ 《翻切指掌》“昆”《集韵》注“公浑切”，上字“公”属见母。 
⑤ 《翻切指掌》“四声韵头”中，第二十四韵的四声韵目为“昆古顧骨”，考韵图列字可知上去声的“古

顧”是“衮睔”所讹。 
⑥ 《韵法直图》第十二“簪”韵，对应“侵”韵“庄”组字，其字在《翻切指掌》中分列于“根”“干”两

韵，精母的“簪”，清母的“參譖”列于“干”韵，其余的列于“根”韵。 
⑦ 《韵法直图》四十“監”韵的“泥”母字，《翻切指掌》归开口“干”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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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IO�##>WB_/F[>,LMEF,'k4QkÒb(yzef 

合 10官管貫括 
32官管貫括 

37關〇慣刮 

合 

合 
齐 27驕矯叫角 

3驕矯叫〇 

42交絞教各① 

齐 

齐 

撮 11涓捲絹厥 33涓捲絹厥 撮 开 28 歌哿箇割 31 歌哿箇各 开 

开 12該改蓋隔 23該改蓋格 开 合 29戈果過椁 30戈果過〇 合 

齐 13皆解戒結 24皆解戒〇 齐 齐 30迦姐借拮 28迦②〇〇结 齐 

合 14乖拐怪國 22乖拐怪〇 合 撮 31㵃〇〇厥 29㵃〇〇厥 撮 

齐③ 15 基己寄吉 4 基己寄吉 齐 开 32拏䋈䏧閣 27拏䋈䏧戛 舌向上 

齐 16貲子恣即 21貲子恣櫛 咬齒 齐 33 嘉賈駕戛 26 嘉賈駕〇 齐 

合 17規詭貴穀 19規詭貴〇 合 合 34瓜寡卦刮 25瓜寡卦括 合 

《翻切指掌》继承《韵法直图》的分韵，韵目字的选择也鲜有不同，但就分

韵而言，《翻切指掌》比《韵法直图》更符合实际语音，呼名的使用和配合也更

为成熟，同时更加注重韵目字声母的统一，除“赀” ④韵和借音的三十一“㵃”、

三十二“拏”之外⑤，各韵都以“见”母统之。但是，《翻切指掌》将十五“基”、

十六“资”并归“齐口呼”是其不足。 

除去上述调整，两图入声韵的对应关系也稍有不同。《翻切指掌》效《韵法

直图》入声独立，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系统结构，各韵都有入声，韵图列字也有调

整。例如，第一“穀”韵在《韵法直图》通摄、对应屋沃烛三韵“穀”韵列字之

外，增加属“物”韵的“掘群物”“勿微物”等字；第五“各”韵在《韵法直图》对

应“药”“铎”两韵的“各”韵列字之外，增以“觉”韵的“卓桌”等字。究其

本质，是《翻切指掌》入声韵尾[-p][-k][-t]变为不具有区别特征的喉塞尾[ʔ]，韵字

混列。例如，第四“戟”韵，既有[-k]尾“陌”“职”等韵的“戟隙”“极力”等

字，又有[-t]尾“质”韵的“桎郅”等字，同时兼列[-p]尾“缉”韵的“缉”字。 

《翻切指掌》入声兼配阴阳，与三十二韵都有对应关系，但是入声不足三十

二，而是根据各韵特点和按语内容（例如，“谷”韵按语云“与公穀同入”）调

整列字，分十五类，即：“穀谷；骨；菊；格隔（与庚格同入）革；戟吉擊（与

 
① 《韵法直图》四十二“交”韵的唇音见于《翻切指掌》的“高”韵，剩下的牙喉音，齿音尽归“骄”韵。 
② 《韵法直图》“迦”韵按语云：“迦字有三音：一居牙切，一笄谐切，一居茄切，本图从居茄切，方合

韵。” 
③ 《翻切指掌》“四声韵头”第十五韵标属“合口呼”，但韵图列为“齐口呼”，根据韵图列字可知，此处

“合”字应为“齐”字之讹。 
④ 《韵法直图》《翻切指掌》“资”韵都只有“精照”组和“来日”两母之字，所以只能用精组“资”字为

韵目。 
⑤ 《翻切指掌》三十“迦”、三十一“㵃”、三十二“拏”都是“借音”。其第三十“迦”韵旁注云：“迦、

㵃、拏三韵之韵首皆借音也，‘迦’为韵首⑤，‘㵃’为首句第二字，‘拏’为第二句第四字” 。第三十韵

的韵首“迦”字为借音，虽未明言所借何音，但就其韵图内容而言，“迦”字是借的三十三“嘉”韵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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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戟同入）给（与京吉同入）即栉；各閣（与冈各同入）葛割（与干葛同入）；

觉角；郭椁（与光郭同入）括；结拮（与坚结同入）；厥；国；橘；閤；戛；刮。 

（三）《翻切指掌》与“中州官话” 

《翻切指掌》在“此书有裨小学，约举其端”中，对该书的基本音系有所交

代，其云“十二音本中州，皆官话，无土语”。刘孚周“辛丑九月”的跋语亦云： 

*.D¡(F+iÑÇ�y©<OSÒ%�y+ÒR³�¡(+k�Q¡<ì)"

.y�¡(gQ¡l®�+�¡(gQ¡£Ï�+.)!®�*{+0T!Ï�[y0

¸.+ÑD¡(F<)�Ë¡(z�+K�+÷¸üþ+öþg�ò�¡(Ò��>p+

�lÿXz�WTüþgìê+6ó?�=ÃÜ+���¥í÷¸.þ+ìi÷ÉR

°<ï,q=Gkð< 

刘孚周用朱笔辨析“官话”与“土语”的不同，并将辨析内容列于各图图头

的方框内，以求“读者知于某句中注意”，有类似“正音”的作用。《翻切指掌》

三十二韵图，除了十六“资”、十九“鸠”、二十一“居”、二十三“巾”、二

十四“昆”、三十二“拏”①、三十四“瓜”，七韵没有关于“官话”的辨析外，

剩下各韵都有说明。现将各韵的辨析内容汇总于下表： 

! IOIO"�##>WB_/F,ET,XY()Z[.\]23#

韵 呼 辨析 韵 呼 辨析 

公 合 第二句第四五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基 齐 第二句第五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弓 撮 全韵俱官话读 规 合 除第七句外全韵俱官话读 

庚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钩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京 齐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姑 合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冈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根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 

江 齐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钧 撮 第一六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光 合 全韵俱满口读。第一句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 高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官话 

干 开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骄 齐 第一第二第六句平上去入官话 

坚 齐 第一句第三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歌 开 第二句俱官话读 

官 合 第一句第三句第六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戈 合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涓 撮 第一二三五句平上去入俱官话 迦 涓 撮 

该 开 第二六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㵃 该 开 

皆 齐 第一六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嘉 皆 齐 

乖 合 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  乖 合 

 
① 《翻切指掌》第三十二“拏”韵只对平声、见母字的注音，“同南丰土语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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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孚周在多组韵图中都强调“第二句平上去入俱官话读”，说明第二句也就

是端组字的官话读法与南丰方言不同。除去端组，刘孚周还强调第一句见组、第

六句晓组也应俱官话读，说明见晓组的演变轨迹与官话不同，与之相关的精组却

只在“迦”韵中单独提及，这说明精组与官话的差别较小，也说明精组与见、晓

组细音并未完全合流。第三句重唇音在“坚”“官”“涓”韵中被单独拿出，说

明其音与官话有别。 

结合上文以及刘氏之言可以明确《翻切指掌》的音系与“古音”无关，虽受

“土语”及南丰方言的影响，去声分立“阴阳”两类，[-n][-ŋ]韵尾部分合流①等，

但是书不以表现方音为目的，与所属赣方言的南丰话差距较大。《翻切指掌》以

“官话”为基，全浊声母清化、知照组合流、疑喻细音合流；平分阴阳，浊上变

去；“江宕”合流，“通曾梗”三摄合流，“深咸”两摄与“臻山”两摄合流，

“止蟹”摄部分合流，“鱼”“模”分韵，“麻”“遮”分韵，入声合流等语音

特点，都与“官话”相合，与代表清代“官话”的《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

《音韵逢源》音系基本无别。 

《翻切指掌》以《韵法直图》为基“变七音横列为直行”，以韵分图，横列

四声，纵列与五音相配的三十二声，编撰体例与《韵法直图》相似，但五音、清

浊与声母的对应关系前后不一，整体结构不够严谨。 

《翻切指掌》虽以《韵法直图》的分韵列字为基，但是合流韵部，调整四呼，

平分阴阳，更改列字，音系与《韵法直图》不同，与官话相合。《翻切指掌》一

反明清两代欲谱天下之音，合通五方之声的作图旨趣，直言以官话为本，体现音

韵思想的转变。而且，南丰人刘孚周在韵图内部辨析官话与“南丰方言”的不同，

对研究清末南丰方言的语音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翻切指掌》第二十三“巾”韵端母位“丁顶订滴”字，在第四“京”韵端母位重出；第二十二“根”韵

平声端、精两母下列“登”韵的“登”字和“清”韵“争”字；第二十五“钧”韵去声疑母位下列“庚”韵

的“泳詠”等字。据此列字可以看出韵图的[-n][-ŋ]韵尾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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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明显四声等韵图”横列“竖图”的《韵法传真五美图》 

《韵法传真五美图》十二卷，（清）马攀龙①撰。正文前有“鉴定师表”“阅

正同年”“阅正同案”“阅正助刊”“阅正知契”等，以及“凡例”二十八条，

转录《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的“字典分四等法”，《字汇》的“调音法”

等内容。其后是“十二卷总纲”即十二摄、四呼分类总纲，以及韵图“十二卷总

目”（或称“切韵调声字母全图”），以及“切字法”“读韵法”等内容。最后

是韵图式的同音字表，一摄一卷，十二摄共十二卷②。 

马攀龙对“切韵调声字母全图”的编纂体例有所说明，其云： 

1M�?½O"#³C+%�-¡
%
#öë´�k?ð.D¶CF+}v"�wD¯

ûEO|?CF0qu.+C�ó�0+ó1�?+01½O+f�f½+JOB÷+

n�Y.�ð+Ç.�ð+.).�ð+̧ ø3ì+ÿÅH+ÎfáÅ+ÀOp°<

C£GF&y+0óBþ+��eC5.+O?Ø¢+6LÖ: .�+´O/°<x

马氏以“明显四声等韵图”韵图结构为用，填以《韵法直图》之内容，即：

以“十二摄”统四十四韵；用“合开齐撮”四呼统一《韵法直图》之呼法；变《韵

法直图》横调纵声的“竖图”结构，为横声纵调的“横图”结构；同时，无字之

韵虚设其位，四呼配合整齐。但是结构上稍有调整，首先声母以《韵法直图》为

据，列三十二母，而非“明显四声等韵图”的三十六母。卷一“录图说”云： 

GFU"#si³?+ß'0%Ou(vqCw+uÑD÷i��F+IáSù.

1+2n*.Ú°<iö?xGþG"¯+Pf"¯I+�z�æTÍu+t)J03

OGF&"C<x

韵图舍三十六字母，以《韵法直图》的“三十二字图”为据，有音无字处列

“〇”，不效《韵法直图》重出韵字④、列同音符号“匕”⑤、以及列借字于方围

 
① 马攀龙，字跻齐，字羸鳞，自称为古宛人，湖北南阳人。《韵法传真五美图》赏绿轩道光乙巳（1845）新

镌本。 
② 《韵法传真五美图》“立摄名义”云：“字之形声广博，古人设韵法以括之，故名曰‘摄’。‘摄’者，

统也。”“按《切音指南》本《切韵指掌》皆用‘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十六摄，摄分内

外，作图二十四幅。此书则用‘工、裈、光、官、戈郭、（古包切）、瓜刮、乖国、规、（古模切）、孤谷、

（○乖）（○该）’十二摄，每摄四母，括为一卷，较《切音指南》似为简便，易学阅者，详之。” 
③ 梅膺祚，字诞生，安徽宣城人，著《字汇》。 
④ 《韵法直图》第二“冈”韵按语云：“上位音同下位者，以小字别之，如本韵上声‘罔’字，去声行‘妄’，

二字是也，后仿此。”韵图会在“晓、心、审、微、影”声母位上用小字，重列下一位“匣、邪、禅、微、

喻”母的字。 
⑤ 《韵法直图》第一“公”韵按韵云：“有音无字以圈之之，下与上同，以‘匕’代之，后仿此。”韵图在

部分全浊声母位上列同音符号“匕”，以表此全浊之位与上一位的“次清”读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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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囗”内①。出去声母，韵图还调整四呼顺序。“凡例”第一云： 

RSAEi��kv"�wi®EÏ+v"�wu1Df\B.F+OSu1DB

.f\F<x

总而言之，“切韵调声字母全图”按照：十二摄—“横五音三十二位—纵‘合

撮开齐—平上去入四声’”的顺序分图列韵。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一）《韵法传真五美图》“十二摄”内容 

《韵法传真五美图》十二摄与“合撮开齐”四呼的配合关系，汇总于卷一的

“十二卷总纲”。整理内容于下（原图竖列，现横列；同时，附韵摄顺序于上）： 

! IOIO""##>,L$^s_EF)*+G3N.#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合 工 裈 光 官 戈郭 （古包

切 ） 瓜   刮 乖   国 规 （古裒

切 ） 孤  谷 （○乖）（○国） 

撮 弓 钧 （居霜

切 ） 涓 〇觉 （居标

切 ） （居挝

切 ）〇 （居衰

切 ）〇 圭 （居彪

切 ） 居  菊 〇   厥 

开 庚 根 冈 干 歌各 高 （○迦）蛤 该   格 （干悲

切 ） 沟 （干模

切 ）〇 （○该）（○格） 

齐 京 巾 江 鞬 〇脚 骄 嘉   戛 皆   〇 （金雷

切 ） 鸠 基   吉 迦   羯 

表中有音无字之位各用反切注音，而且为方便诵读，反切列于圆圈之内（此

表以括号“（）”代圆圈“〇”），即“十二卷总纲”按语云“凡平入混者，平

入并列。有音无字者，内填一切，以圈围之，以便诵读。若有圈无切填者，或依

入填平，或依平读入皆可”（卷一）。例如，合口呼、第六韵是“（古包切）”。

同时，十二摄中的借入之字加重圈。例如，合口呼、第十二韵的“（○乖）（○国）”

两韵是第八韵的借字。“五戈、七瓜、八乖、十一孤”四摄兼列平、入两声，这

是因为《韵法传真五美图》虽然效仿《韵法直图》设立入声，但是实际入声只与

阴声韵“五戈”“七瓜”“八乖”“十一孤”四摄相配，平入读音无别，“平入

混者，平入并列”，阴入合流②，所以兼列平、入两声。 

《韵法传真五美图》的十二摄与四呼相配后成四十八位，其中有十二位只是

虚设，实际只有三十六韵。虚设的十二韵分别是：第三“光”摄撮口呼“（居霜

 
① 《韵法直图》第九“京”韵按语云：“图中有声无字而借字之音，相似者填于图内，则用‘囗音围’以别

之，学者依‘囗’内字熟读，久之则‘囗’中本音自然信口发出，而借填近似之字，不必用矣，后仿此。”。 
②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一“李辰垣平韵混入歌”云：“平韵混入可类推，‘支微鱼虞齐佳灰歌麻’与入亦

相混，疑似声音莫浪猜混入者止此九韵，其余皆不混，盖入声中无与同音者。”正说明韵部的舒、促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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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第六“（古包切）”摄合口呼“（古包切）”韵①和撮口呼“（居标

切）”韵②、第七“瓜”摄撮口呼“（居挝切）”③韵、第八“乖”摄撮口呼“（居

衰切）”韵④、第九“规”摄撮口呼“圭”韵⑤和开口呼“（干悲切）”韵⑥和齐齿

呼“（金雷切）”韵⑦、第十“（古裒切）”摄合口呼“（古裒切）”韵和撮口呼

“（居彪切）”韵、第十二“乖”摄合口呼“○乖”韵⑧和开口呼“○该”韵⑨。 

除去虚设，《韵法传真五美图》三十六韵与《韵法直图》四十四韵的对应关

系大体如下（《韵法直图》简称《直》，且保留原图图序；《韵法传真五美图》

简称《美》）： 

! IOIO"5##>,L$^s_EF[>,LMEF(,def#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合 工 

1公（合） 

14 扃（混） 

17 觥（合） 

裈 15 裩（合） 光 16 光 官 
32 官（合） 

37 关（合） 

撮 弓 6 弓（撮） 钧 13 钧（撮）   涓 33 涓（撮） 

开 庚 7庚（开） 根 8根 冈 
2冈（平入是开 

    上去是混） 
干

 
34（开） 

39（闭）
 

齐 京 9 京（齐） 巾 

10 巾 

11金（闭） 

12簪（闭） 

江 18江（混） 鞬 

35 坚（齐） 

36 兼（闭） 

38 艰（齐齿卷舌） 

40 监（闭）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合 戈 30戈（合）   瓜 25 瓜（合） 乖 22乖（合） 

撮 觉        

开 歌  高 41高（开） ○迦 27 拏（舌向上） 该 23该（开） 

齐 脚 31歌（开） 骄 
3 骄（齐） 

42 交（齐） 
嘉 26 嘉（齐） 皆 24皆（齐） 

 
①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六合口呼“（古包切）”韵按语云：“此韵有音无字，读去音与‘高’近，而以合

口取之。” 
②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六撮口呼“（居标切）”韵按语云：“此韵亦有音无字，读去音与‘骄’近，而以

撮口取之。” 
③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七撮口呼“（居挝切）”韵按语云：“此韵有音无字，但依韵母‘居挝切’撮口取

之，即得其音。” 
④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八撮口呼“（居衰切）”韵按语云：“此母有音无字，读至第五句与‘乖’母相

重，传者用‘居衰切’起韵，而以撮口取之，从之亦可。” 
⑤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九撮口呼“圭”韵按语云：“此依《字典》‘四声等韵图’列出韵首十数字，而读

去实不与合口同音，故仅列为阴字而不加重圈，晓人自可一目了然思得之。” 
⑥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九开口呼“（干悲切）”韵按语云：“此韵与后一韵本皆有音无字，故但填切于韵

母圈内，余俱依母读之，则庶乎其不差矣。” 
⑦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九齐齿呼“（金雷切）”韵按语云：“此韵亦有音无字，惟依入而以齐齿读平上去

三声则得之。” 
⑧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十二合口呼“○乖”韵按语云：“此重八卷首韵大韵字俱收入八卷首韵中。” 
⑨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十二开口呼“○该”韵按语云：“此韵重八卷第三韵大韵字俱收入八卷第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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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IO"5##>,L$^s_EF[>,LMEF(,def#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美》 《直》 

合 规 19 规（合）   孤 20姑（合）   

撮     居 5居（撮） 厥 29㵃（撮） 

开   沟 43 沟（开） (干模切)
①
 21 赀（咬齒）   

齐   鸠 44鸠（齐） 基 4 基（齐） 迦 28迦（齐） 

《韵法传真五美图》不仅“以摄统韵”，还根据实际语音合流韵部：“通曾

梗”三摄合流；“臻深”两摄合流；“山咸”两摄合流；同时取消开口二等“艰、

监、交”韵的独立等，与《字母切韵要法》“明显四声等韵图”更为接近。 

除去韵部合流，唇音“帮”组、齿音“知照”组的四呼之字，还根据实际语

音合流为两组：唇音“帮、非”组开口呼与合口呼合流，齐齿呼与撮口呼合流；

齿音“知照”组合口呼与撮口呼合流，齐齿呼与开口呼的字合流，但是韵图仍重

出韵字，加圈以别，即使虚圈“〇”的重出也外加虚圈，以存其位（第十二“乖”

摄合、开两呼的借韵字除外）。例如，第一“工”摄，唇音、合口呼的“祊烹逢

蒙”等字在开口呼位重出，开口呼重出的“帮”组字加圈以别，即“○祊○烹○逢○蒙”；

齐齿呼的“兵娉平明”等字在撮口呼位重出，撮口呼位重出的“帮”组字加圈以

别。合口呼“工”韵“非”组字“风冯”等字，在开口呼“庚”韵中重出，加圈

以别。合口呼“工”韵齿音“知照”组字“中充崇慵”等字，在撮口呼“弓”韵

中加圈重出。齐齿呼“京”韵“争鎗呈生成”等字在开口呼“庚”韵中加圈重出。 

韵图按语也与韵字的重出相呼应。例如，撮口呼“弓”韵按语云“‘兵娉平

明’四音重‘京’韵，义详‘京’韵”，直接说明“帮”组声母“撮口呼”与“齐

齿呼”列字读音的相同。但是，第十一“孤”摄、合口呼“姑”韵，撮口呼“居”

韵的“知照”组字，却以“明显四声等韵图”“裓”摄“照”组字为例，分列于

“孤”“居”两韵。韵图内容及其声韵地位汇总于下： 

! IOIO"=##)`.-rka�4)¼¾.²,P#

合口姑韵 

平 〇 初初鱼  鋤崇鱼疏生鱼 〇 

撮口居韵 

平 豬知鱼樗徹鱼除澄鱼舒书鱼蜍禅鱼 

上 俎庄语楚初语 〇  所生语  〇 上 煮章语杵昌语宁澄鱼鼠书语紓船语 

去 詛庄御楚初御助崇御數生遇 〇 去 著知御處昌御住澄御恕书御曙禅御 

入 竹知屋俶昌屋舳澄屋縮生屋孰生屋 入 燭章烛矗徹屋軸澄屋束书烛塾禅屋 

 
①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十一开口呼“（干模切）”韵按语云：“此母《韵法直图》注前十二位无声无字，

《字典》《等韵》《字汇》《横图》皆从‘基’字读起。近时有以‘干模切’读起者，圈内所填之切是也。

本皆有音无字，且与所序开口音有合，从之固亦无妨，但切字取音仍从‘基’字读起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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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摄“知照”组合、撮两呼的分立，在舒声韵中表现为“庄”组与“知

章”组列字的分立，但是入声韵的分立条件模糊，“知章庄”三组字都见于合口

呼。除去“照”组，十一“孤”摄、“非”组字分见合、齐两呼，合口呼的“敷

夫”等字来源于《广韵》“遇”摄，并在开口呼中重出。另外，齐齿呼的“飞肥”

等字，原属“微”母，与“规”摄、合口呼“微”母字分立，盖是马氏方音的体

现。 

根据韵图列字，参考“明显四声等韵图”的拟音，将《韵法传真五美图》十

二摄、三十六韵的内容，及其拟音汇总于下： 

! IOIO"I##>,L$^s_EF(,Sf�u�/#

 工 裈 光 官 戈郭 （
古包

切 ） 瓜刮 乖国 规 （
古哀

切 ） 孤谷 （○乖）（○国） 

合 uŋ un uaŋ uan uo  ua uai uei  u  

撮 iuŋ yn  yan yo      y ye 

开 əŋ ən aŋ an o au a ai  ou ɿ；ɚ  

齐 iŋ in iaŋ ian io iau ia iai  iou i ie 

（二）《韵法传真五美图》五音、九句、三十二位的声母结构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一转录《字汇》的“切字敲声数法”和“指掌图”，

其云： 

ögE]EgDFU]+̄ .ÒGF�&+0GF&y�°<)�f?!}zN+

�igC.+ðy¬5+ØÈÜ<x

并效《韵法直图》列三十二字母，即在传统三十六字母基础上“知”“照”

组合流，去“知徹澄娘”四母。韵图声母也效仿《韵法直图》只列序号，不列声

目，但是序号不加圈，而且以《韵法直图》为据，在声母下标注“喉舌唇牙齿”

五音所属。其声母内容与《韵法直图》“明显四声等韵图”的对应关系列于下表： 

! IOIO"n##>,L$^s_EF>,LMEF)¹óabc,E.(bSef#

 见组 端组 帮组 精组 照组 晓组 非组 来母         日母 

《韵法直图》 
喉； 

宫 

舌； 

徵 

唇； 

羽 

牙； 

角 

齿； 

商 

喉音兼牙； 

宫兼角 

唇齿合音； 

羽商合音 

隆舌兼喉音；戎齿兼牙； 

半徵        半商 

《韵法传真五美图》 喉 舌 唇 牙 齿 喉音兼牙 唇齿合音 舌兼喉音 齿兼牙音 

“明显四声等韵图” 牙 舌头 重唇 齿头 舌上 正齿 喉 轻唇 半舌         半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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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可以明确《韵法传真五美图》的五音分类来自《韵法直图》，但

把“来”“日”两母描写性的“隆舌”“戎齿”的“隆”“戎”等字去掉，只留

“舌兼喉音”“齿兼牙音”。同时，据“梅诞生九音分配说”（卷一），配“喉

舌唇牙齿”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并分“来”“日”两母为两句，共分九句。

《韵法传真五美图》沿用《韵法直图》的三十二声母，保留了保留全浊声母，但

是实际读音中，全浊上声多读作去声： 

首先，“凡例”第五云“凡熟读之音而不入韵者，则为‘寄韵’以别之，如

去声‘凉’字‘套’字”，本属“定”母上声的“套”字熟读为去声，字表中“套”

字也在去声中阴梓重出。 

再者，本属“工”韵“定”母上声的“动”字，俗读为去声，因此在去声位

阴梓重出。本属“歌”韵“定”母上声的“媠”字，俗读为去声，重见于去声位。 

最后，第六“包”摄、开口呼“高”韵的“检字”云“道稻桃上声；鲍抱庖上声；

掊抱平声；缫埽平声；燥臊上声；導盜悼蹈纛桃去声；暴庖去声；譟臊去声；皁曹上声”。全浊上声“定”

母上声字“道稻”“導盜悼蹈纛”，“並”母上声字“鲍抱”，“从”母上声之

字“皁”都特别强调读上声，这恰好说明实际语音已然不同，所以才在“检字”

中特别强调。透过上述例字，以及这种强调，反而进一步说明了全浊声母的清化，

但因韵图“存古”的需要，不能全面展现。 

（三）《韵法传真五美图》的韵字来源 

《韵法传真五美图》的主体部分是韵图化的同音字表，即韵图“切韵调声字

母全图”的韵字扩充，基本体例是：十二摄—合撮开齐四呼—“横三十二声—纵

平上去入四声”，一页一母，无声之字虚设其位。同时于四声上列“检字”，即

“凡字音韵不讹者，循图可得，间有‘俗读’微讹者略为括出，余可类推”（“检

字”按语），以及“一字数收，或字同音别，或音同义别，土音舛谬，或平读为

仄，或仄读为平，皆为一一注明以防差误”（节录李笠翁分辑诗韵例言数则），

以提醒用韵者误入。 

伴随同音字表四声之上的“检字”，韵字释义和多音情况多详写，涉及的韵

字也在字表相应位置中重出，但是“寄韵”①一般付诸阴梓。例如，“鸟”“茑”

 
① 《韵法传真五美图》卷一“韵法传真五美图凡例”第五条云：“凡熟读之音而不入韵者，则为‘寄韵’以

别之，如去声‘凉’字‘套’字，上声‘鸟’字‘茑’字之类。‘寄韵’非沈韵中‘歧韵’也，故必一一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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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字本属齐齿呼“骄”韵、端母、上声，但俗读是“尼了切”“泥了切”属“泥”

母、上声。因此，韵图将“鸟”“茑”两字作为“寄韵”重出于泥母、上声位下，

并付诸阴梓。 

同音字表的正文内容以《佩文韵府》为主要来源，且以字形为据排列韵字，

同时新增少量韵字。新增之字亦汇总于卷一的“补抄韵府拾遗”。并用“凡例”

二十八中强调韵字来源，其云： 

RSy�%.v¢''tñ?w+41v"�w+Ã1vstwv"ÿwvì"ow+

h.v?5ª8wv6*7�wUS>×+kx,vñ?R®wv8?�Ýwvñ?¹

úwv?�ú=wv9ýñ?w,t+3v/¯?�w,S+����+:('ì+�

©Îc+;<x

《韵法传真五美图》同音字表内根据“诗韵”标明韵字所属，与赵培梓《剔

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相似，但与赵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将所属韵部付诸阴梓。

韵字释义也以《佩文韵府》为主，但是简化内容，去注音、出处、韵藻，只留简

单释义，四声位与“检字”重出的韵字也不重复释义①。 

现根据同音字表的韵字内容，将《韵法传真五美图》十二摄、三十六韵与“诗

韵”的 106韵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举平以赅上去，入声单列）： 

! IOIO"w##>,L$^s_EF*+-k�*N,[)�,.(yzef#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合 工 1东 2冬 8庚 10蒸 裈 12文 13元 光 7 阳 3江 官 
14寒 15 删 13元 

15咸 

撮 弓 1东 2冬 8庚 钧 11真 12文 13元   涓 1 先 13元 15 删 

开 庚 8庚 10蒸 根 13元 冈 7 阳 干
 

14寒 13覃
 

齐 京 8庚 9青 10蒸 巾 11真 12文 12 侵 江 3江 7 阳 鞬 
15 删 15咸 13元 

1 先 14 盐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合 戈 
5 歌 

  瓜 
6麻 

乖 
9 佳 9 泰 

7 曷 10 药 8黠 6月 17 洽 12 陌 13职 

撮 觉 3觉 10 药       

开 歌 
5 歌 高 4 豪 3肴帮 ○迦 6麻 该 10 灰 9 佳 9 泰 

7 曷 10 药    15合 8黠  11 陌 12 职 

齐 脚  骄 2 萧 3肴 嘉 
6麻 

皆 9 佳 
八黠 17 洽 

 
① 《韵法传真五美图》“凡例”第十一云：“图内下格注则上格不注，下格未注则详注于上，而下格不注。

间有下格注而上格复注者，以其非歧韵，或为辨字备音，不欲其与歧韵同也。亦有辨字备音，上格注而下

格不注者，以其解多，恐下格遗漏，故尽注于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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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IO"w##>,L$^s_EF�*N,[)�,.(yzef#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美》 106韵 

合 规 4 支 5微 8 齐 10 灰   孤 

7 虞 6鱼 

  1屋 2沃 6月 

8黠 5物 

撮     居 

6鱼 7虞 

厥 6月 9 屑 1屋 2沃 4 质 

5物 12 锡 13职 

开   沟 11 尤 干模切 4 支   

齐   鸠 11 尤 基 4 支 5微 8 齐 迦 5 歌 6麻 

（四）《韵法传真五美图》与《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的对比 

《韵法传真五美图》与《翻切指掌空谷传声》都以十二摄归并《韵法直图》

的四十四韵，也都保持《韵法直图》的五音、三十二声、平上去入四声的语音结

构，也都去除《韵法直图》的韵字重出和重出符号“匕”，但两书仍有不同。从

编纂体例和语音内容两个方面分而论之。 

第一，两书的语音内容不同。《韵法传真五美图》舒促合流，所以第五“戈

郭”摄撮、齐两位虽仅有入声“觉”“脚”两韵，也可以独立成韵，也因此比《翻

切指掌空谷传声》十二摄三十四多出两韵。除去入声，两书对“遇止蟹”三摄的

分类方式也不同：《翻切指掌空谷传声》“止蟹”合流但与“遇”摄分立，合流

的“止蟹”摄三四等韵分为“基（齐）基①（齐）规（合）”三韵，列于第五摄。

“遇”摄则分立“姑（合）”“居（撮）”两韵，列于第七摄，与《五方元音》

的结构相似。《韵法传真五美图》则将“止蟹”摄合流，开口三四等字与“遇”

摄配成“孤”“居”“（干模切）”“基”四呼之韵，即第十一“孤谷”摄。“止

蟹”摄合口三四等字则另列于第九“规”摄，与《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结构相似。

两书十二摄的对应关系如下（《韵法传真五美图》十二摄在上，《翻切空谷传声》

在下）： 

! IOIO"{##>,L$^s_EF>WBbc$bF(,-ef#

1 工 2 裈 3光 4 官 5 戈郭 6（古包

切 ） 7 瓜刮 8 乖国 9 规 11 孤谷 10（古哀

切 ） 12（○乖）（○国） 

1公 8根 2 冈 3干 10 歌 9 高 12 拏 4 该 5 基 7姑 6钩 11迦 

 
①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第五摄、第二位“基”韵，即第十六韵“赀字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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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书对《韵法直图》结构的遵从程度不同。《翻切指掌空谷传声》在

形式上保留更多的《韵法直图》特征，一韵一图，以及横调纵声的结构形式，韵

字也以《韵法直图》为基，但将改《韵法直图》加圈的数字声母结构为传统的声

母用字。《韵法传真五美图》则在《韵法直图》之间插入了一部“明显四声等韵

图”，即用“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结构归并《韵法直图》，变竖为横，相配的四

呼之韵合列一图，无字之韵，虚设其位，韵字的选择也多据此调整，但声母仍用

数字表示，只是不加圈。两相相较，《韵法传真五美图》的结构更加完善，四呼

相配更为明确，但也失去了《韵法直图》的特征。 

《韵法传真五美图》继承《韵法直图》以“汉音”为正①，“读韵须汉音，

若任乡语，便致差错”（卷一，读韵法），作为主体的同音字表以《佩文诗韵》

为基，排列韵字，同时保留“诗韵”的韵部之别，并在“检字”中详辨字音的不

同，从而减少韵字使用的讹误，其中体现“时音”的部分少之又少。 

韵图以“明显四声等韵图”十二摄、四呼一图的结构为基，归并《韵法直图》

的四十四韵，并以《配文韵府》为据填充韵字内容，变“竖”图为“横”图，是

最大特点。但是，马氏以摄归韵，将《韵法直图》的四十四韵归为四呼、十二摄

的结构与《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相似，但内容不同。首先，因为两书入声韵的所

属不同，《翻切指掌空谷传声》的十二摄三十四韵比《韵法传真五美图》少了对

应入声列字的第五“戈郭”摄的撮、齐两韵。第二，两书对“遇、止、蟹”三摄

的分类方式不同：《翻切指掌空谷传声》与《五方元音》的结构相似，《韵法传

真五美图》则类于《明显四声等韵图》。最后，就结构而言，《翻切指掌空谷传

声》在形式上更多的保留《韵法直图》的特征，仍是一韵一图，且保留横调纵声

的结构形式，《韵法传真五美图》则在《明显四声等韵图》的影响下，变竖为横，

相配的四呼之韵合列一图，无字之韵，虚设其位。两图相较，《韵法传真五美图》

的结构更加完善，四呼相配更为明确。 

  

 
① 《韵法直图》“宣称梅膺祚诞生譔”云：“读韵须‘汉音’，若任乡语，便致差错，若首差一音，后皆

因之而差，不可忽也。”《韵法直图》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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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小结 

《字母切韵要法》系列文献之后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不仅结构成熟，

文献内容也更为多元，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根据文献内容的不同，分类讨论

于下： 

第一，《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系列内容的延续与发展。 

《五音通韵》《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都以《五方元音》为基，但改列字

的无序，明分四等。《音切谱》的“‘西域’四等法”和“‘等第图’四等法”

以《字母切韵要法》“内含四等音韵图”为基，但扩充声母为三十六字母。《音

切谱》之后的《等韵简明指掌图》以《字母切韵要法》的“明显四声等韵图”为

基，韵部虽有合流，但基本框架不变。 

第二，“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梵文”“满文”的结合。 

清政府“同文政策”的成果之一即《同文韵统》。《同文韵统》卷六的“华

梵合璧谐韵生声后谱表”是“十二韵摄”韵图与梵文的结合的具体表现。《同文

韵统》也间接的涉及“十二韵摄”韵图与“满文”的结合，韵图根据“满文”的

拼合规则指导反切，成“合声切法”。《同文韵统》之后的《黄鍾通韵》，以“声”

表韵，以“字”表声，将十二韵与“满文字头”相配，在此之后的《音韵逢源》

更进一步扩大“满文”注音的作用，“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内容进一步发展。 

第三，“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古音”的结合。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古音”的结合在《太律》《切韵声原》中都有体

现。《太律》在“六气分”中考量“古音”，“江”摄与“通”摄合流。《切韵

声原》录“古韵七部”，主张四声通转“古韵亦平仄互通”和古韵通转，反对“叶

音”说，主张古皆音和，其论虽间有不足，但也推动了古音学的发展。 

《本韵一得》也有“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古音”结合的体现。《本韵一

得》用等韵学的观点讨论“古音”，成为兼顾古、今音的韵书。同时借《周易》

的“宇宙发生论”解释声音的产生，据阴阳五行，五音律吕解释古、今音韵。舒

声韵与律吕相配，分为十二韵，入声分为七韵，作为韵部阴阳“通转”的纽带，

每韵内部又据“等韵”分“四呼”，因此构成了以“古音”为参照，以“时音”

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古今杂糅的语音系统。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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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古音”的结合，扩大了“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适

配范围。 

第四，“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韵法直图》的结合。 

“韵法横直图”收录于《字汇》之后，对明清两代的韵图编纂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两书都以“韵母”分图。《韵法横图》四声分卷，分四十二韵，《韵法直

图》“以韵为纲”，分四十四图，即赵培梓所言“四十四韵，非无开合上下，然

各自为韵，不相连属”①。但是，“十二韵摄”韵图与《韵法直图》的结合，恰与

以“韵母”分图的趋势相反，韵图据语音和“四呼”归纳韵部，用“摄”归韵，

以成大类，增加了分韵的增次性，《增补韵法直图》《翻切指掌空谷传声》和《韵

法传真五美图》都属此类。《增补韵法直图》合流韵部为十二摄六十六韵，以韵

分图，成六十六图。《翻切指掌空谷传声》合流韵部为十二摄三十四韵，以韵分

图，成三十四图。《韵法传真五美图》以《明显四声等韵图》的韵图结构归纳《韵

法直图》，成十二摄、三十六韵，一摄一图，共十二图。《切韵考》以《徽传朱

子谱》为据，分十二纲，但同纲的韵部并未合流，只是韵部联合，其四十四韵与

《韵法直图》关系密切。 

总而言之，结构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逐步扩大应用范围，除了延续

原本就分十二类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等韵简明指掌图》等，也有以摄

统韵，用十二摄归并《韵法直图》四十四韵的《翻切指掌空谷传声》《韵法传真

五美图》等，以及与“满文”结合的《同文韵统》《音韵逢原》等书，最后还有

与“古音”结合的《本韵一得》，这些都说明“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结构范围的

扩大，以及影响力的增强。 

 
①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纲”。 



$%&'()'*#+"

 284 

第五章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衰落 

清中后期继承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内容。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在此阶段蓬勃发展，不仅具备了完善的理论框架，韵图内

容也更为丰富。随着“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发展，总结性文献《等韵精要》顺

势而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衰落之势无法阻止。 

清末国家危难，中西差距，整个社会尊西趋新成为潮流，这种潮流也对传统

等韵学产生影响，即根据西方字母讨论中国语音。传统等韵学的“声母”与“字

母”对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研究重心由韵向声的转移，“十二韵摄”的

韵图《等韵学》和《韵籁》是此类文献的代表。《等韵学》《韵籁》虽然都分韵

为十二类，但在韵介分离，声介合母的结构框架之下，韵部内容减少，与传统韵

介相合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大为不同。 

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戊戌政变，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等

一系列事件，加速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在此环境下，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强调

中西之间的差距在于“学”；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

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①；沈学《盛世元音》提倡“余

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形成一种要振兴中华，就要唤起民智；要唤起民智，就

要发展教育；要发展教育，就要改革语文的思想模式，也因此开始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持续不断的语文改革运动。 

但在中西学战和语文运动展开的同时，仍有部分坚持中学，坚守中国传统文

化，保存“国粹”②，寻求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求突破，坚守汉字、反切的传统音

韵学家。这类等韵文献虽然在形式上直承“明清”，但因身处时代巨变，要求文

献突破审音、作诗的限制，专为教育普及，挽救民族危亡而作。即用类似于明清

等韵文献的结构形式，展现不同于明清的作图旨趣。例如，“十二韵摄”的韵图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创“音读教授法”，寻求教学方式的改良。《蒙汉合璧五

 
① （清）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年，第 3页。 
②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 上卷）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
1920 年”中云：“‘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个新词，在 1903 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

中。”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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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音》主张“夫育才义立教为先，而设教以普及为急”，用蒙文翻译《五方元

音》以启迪蒙学等，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时代意义。 

但在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下，“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以及传统等韵学都像余

英时用杜牧《注孙子序》“盘之走丸”①的典故评价“士”的走向一样，“‘士’

的传统可比之于‘盘’，而‘士’在各阶段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断裂’性的发

展，则可比之于‘丸’。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之所以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士’

的传统，正是因为‘士’的种种思想与活动，尽管‘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

尽知’，并没有越出‘传统’的大范围，便像丸未出盘一样。而这一传统之所以

终于走进历史则是因丸已出盘，原有的传统架构已不足以统摄‘士’的新‘断裂’

活动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跌落于“圆盘”之外的“走丸”将

一去不复返，而跌落于时代思潮外的“等韵”也将一去不复返，更何况只是“等

韵”分支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 

 
①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说云：“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

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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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评述“诸家十二韵”的《等韵精要》 

《等韵精要》一卷，清贾存仁著。贾存仁，字木齐，浮山县人，乾隆三十六

年（1771）卯科副榜，工书法，尤精韵学，除《等韵精要》外，另有校定的《弟

子规》《正字略》等书。《等韵精要》书前有贾氏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

的序，盖是成书之时，内分“述原、总论、图说、别传、备考”五部分，分论语

音系统、结构特点，阐发声音“母子相生”之妙，以求“补诸家之缺，广声音之

传”。 

贾氏受邵氏“声有定数”“象数”思想的影响，格外重视“十二韵摄”的韵

书韵图。因此，集中评述了乔中和《元韵谱》，樊腾凤《五方元音》，《字母切

韵要法》，都四德《黄鐘通韵》，龙为霖《本韵一得》等书的声韵结构①，是明

清“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最早总结。结构特点分论如下： 

一、《等韵精要》的声、韵、调结构特点 

《等韵精要》以韵分图，十二韵分十二正音图和为说明“闭口音[-m]”与“抵

腭音[-n]”合流的“又十一”“又十二”两图，共十四图。“总论下·论《七音

略》《指南》”第十云： 

&Sy?¨Ç¯¸+E�*{+¬FUig+�o.Tûd+ .k�+].T(+

_.ke+f/¯¸�< 

“总论上”第十二亦云： 

RSTDh}FØÁTìy.P+/H±1Sw+ìH!±1BSG¾<②x

《等韵精要》十四图，以韵为纲，按：十二韵—“横五音二十五位—纵‘开

合上下—中平上去入五调’”的层次分图列韵。每图横列与四呼相配的四组声母，

 
① 《等韵精要》“总论下”第十云：“本朝《字典》，及乔氏、都氏、龙氏、樊氏诸家十二韵，不为遗漏，

则于二书（《七音略》《切韵指南》）之重复，亦不待辨而决矣。”还在“杂论诸家”中评论马自援《等

音》之十三韵部，其云：“马氏第十二韵与第十一韵，人人疑其重出，愚尝细推之，彼盖以十一韵中合口、

撮口二呼，尚俱有抑扬二音耳，然而合、撮有二音，开、齐必不能有二音，多此一韵，反致惑人。何如从

诸家止作十二韵，而略言其理之为愈乎。”更于“杂论诸家”中云：“樊氏、乔氏、龙氏、都氏四家之得

失，另见图考。”并于“备考”中论“邵子、字汇、马氏、樊氏、乔氏、龙氏、都氏”七家的声母结构，这

些都说明《等韵精要》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最早总结。 
②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云：“[-m]尾韵独立分图，附于[-n]尾韵之后，所以第十一韵之后有一个‘又十一’，

这是贾氏遵从曲家区分闭口韵的结果，实际语音当已不存。第十二韵也附有‘又十二’，收的是旧时的侵

韵字，这却又反映了贾氏仍有守旧的观点。”贾氏虽是受曲韵家“闭口韵”的影响分列“又十一”“又十

二”两图，但并非守旧和存古，反而是为了说明韵部合流，特别设立。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

局，1992 年，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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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影”终“明”；纵列与声母配合的“开齐合撮”四呼；每呼内分“中（阴平）

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声韵调交汇处列字。 

《等韵精要》在《同文韵统》《谐声韵学》的影响下，承“收声”“生音”

等概念，“愚按后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此一语直阐尽声音之妙，愚《等韵精要》

一书，只得演此一句耳”（述原），“凡音固各生于一母，而诸母又同生于一母，

此即《易》有太极之义也”（自序），并且效仿《同文韵统》配声、韵以四呼。

《等韵精要》的“韵头总纲”①是四呼与韵部的拼合，与《同文韵统》“华梵合

璧谐韵生声十二谱”（下文简称“十二谱”）第一谱上层的“四呼收音图”相应；

“音头总图”是“声介合母”，与“十二谱”的第二谱相应，特点如下： 

（一）“以五为基”的五音、三十位、二十一声母 

《等韵精要》受《性理皇极篇》的影响注重声母，强调“等韵”“等母”②

并重，因此效“十二谱”第二谱，作声介合母的“音头总图”，配声母以四呼，

以此代替传统三十六字母作为韵图声目，同时舍弃“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名③。

但是，为了说明古、今声母的对应关系，仍列传统声目于“音头总图”的图头，

即“影晓见溪等字，本不足存，此图所以存之者，相沿已久，正欲其因彼以识此

也”（音头总图，第六）。“音头总图”不仅是声目表，也是十二韵的第一韵，

所以第一图不列声母，“是图乃十二韵中之第一韵，余韵皆由之以生，故为音之

根本”（音头总图，第三），与《同文韵统》“十二谱”第二谱的地位相当。 

《等韵精要》虽然强调“本无意与象数相合”（总论上，第十九），但无法

避免邵雍“声有定数”观的影响，追求声母位的五音④均齐，与“六轮各统四位”

的《本韵一得》声母结构相似。但是，贾氏不满邵氏“以四为数”的分类方式，

变四为五⑤，各音均统五声，因此每呼都三十声母俱全。“总论上”第八云： 

)�Oy.Û3�+ÖlT�<O+!�ÒSO+=>O+ÉÍ?@O<)f��

 
① 《等韵精要》的“韵头”是指介音与韵部的拼合，与曲韵家“声介合母”的“字头”不同，所以“总论·韵

头音头合并总图解”第三条云“上一格（韵头）共三十七字，而天下亿万字音之余音，总不能出此，学者

任举一音，必须能知其尾”，其韵尾存于“韵头”之中。 
② 《等韵精要》“御制性理精义皇极篇解”云：“韵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门类多寡历代不同，惟‘等母’则

有定音，疑不可加损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异，何也？盖字母原止二十四……” 
③ 《等韵精要》“总论上”第四云：“是书一切删之（宫商角徵羽五音），非独阙疑，亦使学者少此一番揣

摩。” 
④ 《等韵精要》“总论上”第二云：“一韵之中，昔人或分七音，或分九音，及细推之，止‘喉舌腭齿唇’

五者而已，是书止分五音，而所载之音，较之七音九音更备。”“音头总图”也分五音，但“唇音”两分，

即重唇、轻唇两组。 
⑤ 《等韵精要》“备考”评议邵氏的声母结构，其云：“惜乎声音本以五为数，而先生必以四为数，此则句

法断续之间，所以不能无牵强，而后人之所以不从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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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腭齿唇（唇音内分轻、重）”五音又以“喉音”为首，喉音之内则以

影母为首，晓母次之，与“华严字母”相合。现将《等韵精要》“音头总图”的

四呼声目转录于下： 

! nO"O"##>c,dàF()/;3E."

 

影 晓 见 溪 疑 〇 来 端 透 泥 日 审 照 穿 〇 〇 心 精 清 〇 微 非      邦 滂 明 

喉音 舌音 腭音 齿音 轻唇 重唇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开 餩 黑 裓 刻 𤘑  勒 得 忒 螚 〇 式 汁 尺 〇 〇 思 咨 此 〇           

齐 衣 希 基 溪 疑  力 低 梯 泥 日 尸 之 厕 〇 〇 西 即 七 〇 〇 〇      比 皮 米 

合 乌 乎 古 苦 午  六 都 土 奴 〇 书 主 出 〇 〇 速 租 粗 〇 勿 夫      不 普 木 

撮 于 吁 巨 去 玉  吕 〇 〇 女 如 疏 阻 初 〇 〇 须 沮 取 〇 〇 〇         

上表“音头总图”虽然横列三十声母位，但有九处虚设①。虚设的九位分别

是：腭音第五位，齿音第一、第五位，以“〇”填之；轻唇音后三位，重唇音前

两位，以“○·”填之。“音头总图”之所以用与腭、齿音不同的符号“○·”，区

分唇音虚设，是因为之后的“韵谱”“韵头音图总图”都不保留虚设的唇音之位，

轻唇、重唇合为一组②，只列二十五声母。 

除去声母位的虚设，二十五声母内部也有重出③，分别是喉音第五位在舌音

第一位重出；唇音合口呼在开口呼中重出，唇音齐齿呼在撮口呼中重出，重出之

字加“〇”以别，即“图内除唇音开口与合口同，齐齿与撮口同，及舌音第一位，

仍借口喉音外，其余并无重音”（音头总图注，第五）。 

另外，“音头总图”的知照组声母合流为“腭音”一组，并在“御制性理精

义皇极篇”中对《字母切韵要法》的知、照组分立提出批评。其云： 

 
① 《等韵精要》“总论上”第一云：“是书所增诸音，虽皆有音无字，然欲使此事归于一定，则有不可不少

者，若或以愚为好异，则愚岂敢。” 
② 《等韵精要》“音头总图”注，第二云：“轻唇后三音，重唇前二音，极难知，亦极无用，所以存而不删

者，不如是则理不全故也，其实学者尽可不读，但将轻唇、重唇，合为一句可也。” 
③ 《等韵精要》于“总论下”第十七批评《韵法横图》韵图列字的重出，其云“《横图》一位二字者极多，

夫既有二字，则箭到之时，将以何者为正音乎，此盖欲为《指南》周旋其失，而不知其自陷于谬也。”但

又无可避免的重蹈韵字重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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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徹四母与照穿四母，原即一音乎”，所以“音头总图”合知、照组

为腭音一组。但是，腭音在实际列字中又根据《五方元音》四呼分立，开口字分

列于开、齐两呼，合口字分列于合、撮两呼，但审音不严，二三四等字混列。例

如，第六“獒”韵开口呼、腭音位列三等的“烧昭超”等字，齐齿呼、腭音位列

二等的“梢嘲抄”等字。第八“龙”韵、开口呼、腭音位列三等的“升蒸称”等

字，齐齿呼、腭音位则列二等的“生争峥”等字。据此混列，说明知照组二三四

等字已经合流，即腭音在与三四等相拼时已经没有了[i]介音，开、合无别，齐、

撮无分，但为“存古”虚设其位。“反切变法”亦云： 

Ð��ÑM4&"+i�f"äÂy+¬Ç�â<�D�Ð�F%ÀðD�Fy+

ËðD�Fy<DFÎ�F%ÀðD¢Fy+ËðD¥Fy<?1ì�+Â.fy+�

�Çàf}ÁT\ç+B}ÁT.}t©<x

“开口附于齐齿，合口附于撮口”，正说明了腭音四呼的语音演变。“音头

总图”的三十声母去掉重出和虚设只有二十一声母，其与四呼的拼合状况与现代

汉语大体一致，也与“时音”基本一致。《等韵精要》“御制性理精义皇极篇”

云： 

øx1"y+iÉW#4"+Ò®¥#+¢Y#&#4"+Ò®¬¶&#+RK?

H)03ç�©+�Z#4"K®Ö#+RÒZ#.)+z3Tå+/3Tç©+G´

!Ç�V.+t�ð�sH.3ç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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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头总图”的二十一声母与近世字音的演变规律一致，都是知照组合流，

泥娘合流，全浊声母清化，非敷奉三母合流，心邪合流等。《等韵精要》的二十

一声母与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二十一声母基本一致。现整理声母内容，附

拟音于下： 

! nO"O5##>c,dàF(bSf�u�/#

影 ø 晓 x 见 k 溪 k‘ 疑 ŋ；来 l 端 t 透 t‘ 泥 n；日 ʐ 审 ʂ 照 tʂ 穿 tʂ‘； 
心 s 精 ts 清 ts‘；微 f  非 v；邦 p  滂 p‘ 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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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据四呼分韵的十二韵“韵头总图” 

《等韵精要》根据《同文韵统》“十二谱”第一谱上层的“四呼收音图”作

“韵头总图”①，四呼与韵部结合。转录内容于下： 

! nO"O=##>c,dàF(),;3E.#

韵

头

总

图 

 
一 
狮 

二 
马 

三 
蛇 

四 
驼 

五 
牛 

六 
獒 

七 
豺 

八 
龟 

九 
龙 

十 
羊 

十一 
猿 

十二 
麟 

开口 餩 遏 戹 阿 欧 鏖 哀 〇 譻 坱 安 恩 
齐齿 衣 鸦 也 约 尤 夭 挨 〇 英 央 烟 因 
合口 乌 窊 嚄 涡 〇 〇 歪 威 翁 汪 剜 温 
撮口 于 〇 悦 〇 〇 〇 〇 〇 雍 〇 渊 云 

“韵头总图”以平声为主②；以“影”母统音，“凡一切有声无词之声皆是，

而皆出于影母，则影母为诸母之首可知矣”（总论上，第八）；但也根据韵目列

字的需要配以他声，“是图但取其音，不论其声”（韵头总图，第一）；各声配

以四呼③，按“开齐合撮”的顺序排列，“右法（换韵法）愚昔年用之极熟，但

彼时于四呼，依马氏以合开齐撮为序，后觉其非，因改从《字典》，以开齐合撮

为序”（换韵法）。韵图开口呼只分一类，不似《同文韵统》分“阿”“厄”阴

阳两类。总而言之，即“总论上”第十六所云： 

34Æ+Ö��Þ+1F&�V.+ÒDHF?(ÞL1EAV.+ÒDf}F(

ÞL1,#V.+ÒD©F#(ÞL1QOV.+ÒDgFO(Þ+0Kõ@T".

fy�r!t7r�to9:<x

“韵头总图”十二韵效《五方元音》④用动物名称命名，分别是“一狮、二

马、三蛇、四驼、五牛、六獒、七豺、八龟、九龙、十羊、十一猿、十二麟”，

同时强调“‘狮马’等字，不过取其醒目易记而已，并无他义”（韵头总图，第

 
① 《等韵精要》的“韵头”是介音与韵部的拼合，与曲韵家“声介合母”的“字头”不同，所以“总论·韵

头音头合并总图”第三条云：“上一格（韵头）共三十七字，而天下亿万字音之余音，总不能出此，学者

任举一音，必须能知其尾音系此中何一音”，其韵尾存于“韵头”中。 
②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说”云：“‘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止列平声，无平声者用仄声

字，无仄声字者用二合字呼之甚易，而辨之甚明，且无虚圈影响。” 
③ 贾氏《等韵精要》只分“开齐合撮”四呼，而从“正音”的角度认为“闭口”不可与四呼并论，“总论

上”，第十二云：“若夫‘闭口’诸音，不过彼中人一种方音，如‘心’之非‘新’，‘林’之非‘麟’，

若以他人效之，譬之男之效女，女之效男，老人之效婴孩，盖有必不能肖者，又乌可与‘开齐合撮’四呼

并论乎。再观《字典》《韵法》但有四呼，而无所谓‘闭口’，则其无关于有无之数，亦可知矣”。贾氏更

从“混呼”来源的角度，否定“混呼”呼法的合理性，“总论下”第十八云：“《横图》《直图》俱有‘混

呼’，然《横图》所谓‘混呼’者，皆谓两韵相混，非谓开齐合撮之外，别有一种呼法。”其评论虽不尽合

理，但也是对实际语音的反应。 
④ 《五方元音》十二韵为：“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

十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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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此之后的韵图都不以此为韵目，“韵头音头合并总图”也是如此。之所

以前后矛盾，盖因“狮马”等字不满足“生音之母”，喉音、影母、开口呼、中

声的要求，而且韵图以“古音六部”作为分韵依据，而不是《五方元音》的十二

韵，更没有将“狮马”等字作为韵目的条件。韵图的分韵依据见“述原”，其云： 

ÎTZ5�+>J?(U�+D[\âÕ��FKr2%"èO+(xf�+O

34.ÚO©LDY�FkD[\F®2O+(x&�LDÁÈÉTFkDâÕF®

2O+(xG�LD¥ò }ÍÏÐF2gO+(xE�LD¾tÚqV3F2åçO+

(xQ�LD´ëÅeF2æO+(xU�<!�Ik%Þ"S®+iZÕíWPQ�

Kxf�.?¡¾<x

上述“乐家六部”与“本朝字书”①的分韵相合，唯一不同在于乐家不知“子

母相生”之理，“乐家未知后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尔”②。但就分韵内容而言，

其“乐家六部”并非“曲家六部”③，而是《音韵阐微》“凡例”中的“古音六

部”。虽然，“述原”删减了部分“收音”内容，以其与“十二字头”的对应关

系，但沿用了六部内容。现转录《音韵阐微》“古音六部”内容于下，以示对比： 

D��[\âÕF(f�+Kr2%".èy+),?.OK´O¸+kF&"

ÞDÎ°ÿFf�.ylz<DY�FkD[\F(f�+®2OTDÿF"+kF

&"ÞDJ°°Ff�.ylz<DÁÈÉTFkDâÕF(f�+®2OTDòF"+

kF&"ÞDKLMFf�.ylz<D¥ò }ÍÏÐF(f�+2gy+kF&"

ÞD×NõFf�.ylz<D¾tÚqV3F(f�+2åçy+kF&"ÞDeO

3Ff�.ylz<D´ëÅeF(f�+2æy+kF&"Þ2OTD#F"�lz<x

据此，可以明确贾氏认为的“乐家六部”实际是“古音六部”，韵图分韵也

以“古音六部”为基，但也有所调整。“总论上”第六云： 

,?3P.�+�D�ÕU�F2O.sÛ(x¿+x!?\x&��Ò(xG

�+xG��Ò(x&�+t*ÎWæ.+��Î7< 

 
① 《等韵精要》非常推崇《音韵阐微》，在“述原”中援引是书的“凡例三则”，并在第二条中强调“本朝

字书合声切法”，证明“本朝字书”即《音韵阐微》。 
② 《等韵精要》之后，劳乃宣《等韵一得》也主张“子母相生”理，但劳氏明辨“曲家六部”与“古音六

部”的同异。《等韵一得》“外篇·韵摄”云：“惟直喉仅列歌、麻，而以支、微、齐专属展辅，以鱼、虞

专属敛唇，未明伊、乌皆直收本字，而喉声二部收声于伊字，喉声三部收声于乌字之理。其次第，直喉居

后，穿鼻居前，亦未合自然之序。” 
③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的字头、字腹、字尾等概念在清代近一步发展，形成了“曲家六部”。“曲家六

部”见于毛先舒《韵学通指》“声韵统论”，其云：“今姑以唐人诗韵为准，而约以六条……一曰穿鼻（东

冬江阳庚青蒸七韵）；二曰展辅（支微齐佳灰五韵）；三曰敛唇（鱼虞萧肴豪尤六韵）；四曰抵腭（真文元

寒删先六韵）；五曰直喉（歌麻二韵）；六曰闭口（侵覃盐咸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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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曲家六部”即“古音六部”，其调整是将收“衣”音的第二部“佳

灰支微齐”，与收“乌”音的第三部“萧肴豪尤鱼虞”互换位置，与之对应的韵

部调整是把“牛、獒”两韵列于“豺、龟”两韵前，与同样以“古音六部”为基

的《同文相合》“十二谱”的“矮、额，敖、欧”韵次相合。而且，两书都把第

六部对应的“深咸”摄归于“臻山”两摄①，实际都只分五部。《等韵精要》十

二韵与“古音六部”“十二谱”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 nO"OI##>c,dàF)*+,.[)9/Nd.)*+�.(yzef#

古音 

六部 
第一部：!"#$%&'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0)

12345 

第五、第六部：67)

89:;<=>?@ 

十二韵 一狮 二马 三蛇 四驼 七豺 八龟 五牛 六獒 九龙 十羊 十一猿 十二麟 

十二谱 厄伊乌俞 一阿 二厄 七埃 八额 十欧 九敖 六鞥 五昂 三安 四恩 

（三）平分阴阳的“平中上去入”五调 

《等韵精要》据《中原音韵》平分阴阳，但改“阴平”为“中”，用“平”

表“阳平”，成“中平上去入”五调。“总论上”第十一云： 

O.�Q+=Ú�Â�kôW.+ìiTLO>|}+0QO.u+Rz5TE

©+=��1D|LF(DLOF+D}LF(D³OF+±H�QO°+0uqíÒ<

°:¿æ.1Df�H�BFuqÒ°+í$)�§M<t�ðÈ+z1D}LF(

DLF+0TD|LFÒ1DgFOæ.<x

贾氏保存入声，虽与晋方言相似，但是方音并不是入声的设立依据。“总论

上”第十四云： 

ì1ÊQyà.+j�c!Hf?3O�+i�moT34+�¹<x

韵图入声只见于“狮马蛇驼”四个阴声韵，而且具有区别特征的[-k][-p][-t]韵

尾已经变为没有区别特征的喉塞尾[ʔ]，与《字母切韵要法》的入声相合。 

二、《等韵精要》十二韵、十四图的具体内容 

《等韵精要》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韵图以“古音六部”为基分十二韵，

效《五方元音》定十二韵韵目，据《同文韵统》声、韵配以四呼，据《字母切韵

要法》确立四呼顺序，及其韵部内容，同时根据《五方元音》调整部分列字。至

 
① 《同文韵统》卷六“华梵字母合璧后说”云：“至‘侵覃盐咸’四韵，‘侵’与‘真文’近，‘覃盐咸’

与‘寒删先’近，皆收声于‘闭口音’与十二字头收声于‘穆’字者相对，姑不另列谱。” 



,H."/01234567897:7;<IJ 

 293 

于入声，则以《五方元音》①根据各韵入声有无，以及阴阳关系排列韵部的方式，

分十二韵分为三组：“狮马蛇驼”四个阴声韵是第一组，有入声相配；“牛獒豺

龟”四个阴声韵是第二组，但无入声；“龙羊猿麟”四个阳声韵是第三组，没有

入声相配，此比《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的“借入声法”更符合实际语音

的特点。《等韵精要》十二韵与《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的对应关系如下： 

! nO"On##>c,dàF>PSB,àLF(,def#

十二韵 1狮 2马 3蛇 4驼 5 牛 6獒 7豺 8龟 9龙 10羊 11猿；又 11 12麟；又 12 

十二摄 5裓 1迦 3结 12 歌 11钩 6高 7该 8傀 4 庚 3冈 10干 11根 

《等韵精要》以《字母切韵要法》为分韵之基，但在内容上稍作调整，具体

内容讨论如下： 

第一，复杂的“狮”韵内容。《等韵精要》“总论上”第十五云： 

F&?g�xf?OyÛ3+��EAM4�lÔ+&FQ]IP�lÔ+0dB

}g.}.e+�Ø�D8ÁF&y+O¿M�+�W¹t+���£.+6�=£ù

yy0õPc<x

第一韵“狮”韵“四呼上下不相肖”，说明他认同“十二谱”的观点，虽将

“餩衣乌于”四呼相配，列于一图，但四音并非同韵，各自独立。接下来的“二

十五位前后不相肖”，是指开口呼“餩”韵内含多个韵母。“餩”韵“齿音”“腭

音”以《五方元音》的“十二地”韵为据，将《字母切韵要法》寄放在齐齿“饥”

韵的舌尖元音独立放于开口呼，即“‘尸衣切’仍是‘尸’音”（“韵头音头合

并总图”第九），下字虽是齐齿“衣”，但与腭音相拼后仍为开口呼的“尸”字，

说明齿音位列开口呼的舌尖元音。 

“狮”韵开口呼“喉舌唇”三音之位，根据《字母切韵要法》列开口一等“德”

韵字。“韵头总图”第二云“‘餩’之一音，乃万音根本，学者如不能冯空理会，

但将饱声之后一半，及鸡鸣声之后一半，细心体会即得”。韵图根据《玉篇》“餩，

噎也”，《广韵》“餩，噎声，爱墨切”之义，描“餩”音为“饱声之后一半，

及鸡鸣声后一半”。除去舌尖元音，日母的“二耳”等字虽据《字母切韵要法》

 
① 《五方元音》根据《元韵谱》，先列阳声韵，后列阴声韵，前六韵无真正入声，后六韵才是实际相配的

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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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齐齿呼日母位，但实际语音中已经变为开口呼“零声母”。《等韵精要》“总

论上”第十云： 

9%³D�MF|y+E1�f+0´®?�g+K!]+<�±$+PïW.+

n¬DHF?åyxf]©+¡L³q+fÞ¹ì+'�±V+x�.�?+K��N+

t�WO¿�¹M<OSTåyxf]+zýèy<x

“儿耳”等字“从来韵法中，皆无其位”说明读音的不同，而且，位于“‘餩’

韵舌音第一位也”说明已变为零声母、开口呼，即卷舌音。 

第二，《等韵精要》“马”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第一“迦”摄相应，两者

除去知照组的差别之外，也有不同。首先，“麻”韵开口三等的知照组“赊遮车”

等字，以及精组的“些斜姐”等字两读，两见于“马”“蛇”两韵，《字母切韵

要法》只见于第一“迦”韵、开口副韵。而且，“戈”韵合口三等的“𦚢鞾𩨭瘸”

等字，贾氏归入“马”韵撮口呼，《字母切韵要法》归入“结”韵、合口副韵，

读音不同。!

第三，《等韵精要》“蛇”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第三“结”摄相应，但开、

合两呼入声位的“陌麦”两韵之字，《字母切韵要法》归于第四“驼”韵。 

第四，《等韵精要》“牛”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的十一“钩”摄相应，但

轻唇音“罘浮抔”等字《等韵精要》列于开口呼，《字母切韵要法》归于合口呼。 

第五，《等韵精要》“龟”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第八“傀”摄相应，但将

《字母切韵要法》的合、撮两呼合流为合口呼一组。 

第六，《等韵精要》“羊”韵与《字母切韵要法》第三“冈”摄相应，但将

《字母切韵要法》“冈”摄、合口呼“光”韵、撮口呼“𢚇”韵合流为合口呼“汪”

韵，与《五方元音》相合。 

现据韵图列字，四呼特点，以及《字母切韵要法》的语音特点，将《等韵精

要》十二韵、及其拟音汇总于下表： 

! nO"Ow##>c,dàF(,Sf�u�/#

 一狮 二 

马 

三 

蛇 

四 

驼 

五 

牛 

六 

獒 

七 

豺 

八 

龟 

九 

龙 

十 

羊 

十一 

猿 

十二 

麟 

开

口 

餩 

ï 

əʔ 

   遏 

a 

aʔ 

戹 

 

eʔ 

阿 

o 

oʔ 

欧 

əu 

鏖 

au 

哀 

ai 

 譻 

əŋ 

坱 

aŋ 

安 

an 

麟 

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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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Ow##>c,dàF(,Sf�u�/#

齐

齿 

 衣 

i；ʐ 

iʔ 

  鸦 

ia 

iaʔ 

也 

ie 

ieʔ 

约 

 

ioʔ 

尤 

iəu 

夭 

iau 

挨 

iai 

 英 

iəŋ 

央 

iaŋ 

烟 

ian 

恩 

iən 

合

口 

  乌 

u 

uʔ 

 窊 

ua 

uaʔ 

嚄 

 

ueʔ 

涡 

uo 

uoʔ 

  歪 

uai 

威 

uei 

翁 

uəŋ 

汪 

uaŋ 

剜 

uan 

温 

uən 

撮

口 

   于 

y 

yʔ 

𦚢 

yua 

悦 

 

yeʔ 

𡤬 

yoʔ 

    雍 

yəŋ 

 渊 

yan 

云 

yən 

《等韵精要》的音系是《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的中和，与明清“官

话”基本一致，与浮山方音相差较远，这是贾氏“正音观”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各方土音有缺一二韵者，各人口齿又有缺一二音者，此等依法学之勿论，未必

不可相肖，即使不能亦可以自知其有缺，则其所益亦岂少哉”（凡例，第六）， 

“且使人但学此一百一音，而其余无穷之土音，可以尽正”（韵头音头合并总图，

第十）。 

三、《等韵精要》的音节分析理论 

贾氏在曲家音节三分的影响下，近一步提出“头项腹尾”的音节分析法。“总

论上”第十七云： 

�Õ%Vf"�ÞgQgaGy+!s�c=Î+ùvã.+��f"��ÞgRg

QgaEy+0dQa.y+±1�R+Ryº�±1�R+¹©½¬�DÁF"+!

ÞQaÒDùSòF°+0DùF.4+DSF.M+��fDøF".y+iÌOy

�³+ÒDSFDòF&y+�ÿ³:0��±ð�+ï?HDRyF©<ïJTO+

GWR!?�ºR+0�Æ!?�±�R+¹W½RSq�/|+tr1DRyF(

DyaF
!
+0T�Õ.Qa+Ò).�V+!�O.?Ha+³/�Õ.?Ha©<x

贾氏以“萧”字为例，于字头、字腹间分出一个“项音”。贾氏强调子母相

生，其“项音”是与四呼相合的“韵头总图”中的“韵头”。所以，齐齿呼“萧”

以喉音齐齿的“夭”为项音。“项音”即“韵头”，内含韵头、韵腹、韵尾三个

部分，所以“腹尾之音，可以不辨，项音必不可以不辨”，更可“以‘项音’为

 
① 《等韵精要》“韵头音头合并总图”云：“韵头又即音尾……而每一音之余音，又必归于韵头之一音。” 



$%&'()'*#+"

 296 

‘音尾’，而于曲家之腹尾，则置之不言”。“总论上”第十八，进一步以“萧”

字为例，说明四分的内容。其云： 

f"�ÞRQaEy+PÈ<ï!RQa.y+jf/í�Oy,?1¡Oy.

y<¬�DÁF"+ç&y©+0DRyFº-TèfDøF+?1ì�+1,yK¡

Tèy©<DÁF"\çA©+0Qyº-Tf}DSF+?1ì�+1,AK¡Tf

}©<DÁF"xU?©+0ayjº-T�?DòF+?1ì�+,?K¡T�f?

©<T.º#¡ö+öóÔ!º#+Og7¿+�±Åæ<x

贾氏延续“生音”思想，定“项音”为影母、齐齿“夭”音，也就是第六“獒”

韵、齐齿呼“韵头”“夭”音，“‘项音’必归于喉一‘夭’，所以然者，以诸

韵生于喉音也”。就本质而言，贾氏“项音”即“韵头”，是“介韵相合”的韵

部，所以可以弃“腹尾”不讲，而用以区分介音。 

贾氏以曲家的音节三分为基，延续其声介合母①，但受《同文韵统》配四呼

于韵部的影响，确立四呼与韵部相合的“韵头”，定名为“项音”，并非专指“介

音”而言②，同时延续曲韵家所分的“韵腹”“韵尾”，术语内涵多有重复，“头

项腹尾”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音节四分。 

四、《等韵精要》“天之之音原有不必为反切者”的反切观 

《等韵精要》继承龙为霖《本韵一得》的反切观。《本韵一得》卷三“论反

切”云： 

R�.4ug�ug¹ug¹�¹f�F���.¿+3ì7B+!�.?m(+

j!/��.?m(�W<ü?<&OgE6���ugQygU]�qÊ{+£�f\

�±%W.�+øì�ÿ9k.Ò+P��.+��M}¬ð+=.±1ø���+j

=.Òê@{o+@"Wy+S��áÁ±²°<x

在此观点的影响下，贾氏也认为“天下字音，原有不必用反切者”（韵头音

韵合并总图，第八），反切与直音并行不悖，“‘离’字则但注之曰‘力’平声，

如是而已”（同上），至于“‘餩衣乌于’四字，反切中皆无所用之，何也，四

 
① 贾氏此处虽未论及声母特点，但就其对曲韵家观点的传承，对生声概念延续的“音头总图”，以及对反

切上下字呼法一致性强调的“换切法”，都可以说明贾氏的声母并非纯粹的声母，而是“声介合母”。 
② 林焘《中国语音学史》认为“清代贾存仁的《等韵精要》一书提出了四分法，把声调以外的音节成分分

为四部，从字头中分出介音来，称之为‘字项’。”“这种四分法，以‘字头’专指声母，‘字项’专指韵

头，‘字腹’专指韵腹，‘字尾’专指韵尾，如果加上声调，就是五分法。这从理论上达到了音节切分最精

细的程度。”林焘：《中国语音学史》，语文出版社，2010 年，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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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取音，皆不出于本身”（同上），更无反切可用。但又认为反切中“至精至妙

之反切，止能有一，不能有二”（总论上，第二十），非人所能为，而“头、尾

二音，即是本音至精至妙之反切，既能知其头、尾，则自作反切之法，不必言矣”

（图说）。换而言之，以“韵头总图”“音韵总图”为基础的反切是“至精至妙”

的反切，掌握了“头、尾二音”就可以自为反切，“而熟于此者，即能自作亿万

字之反切，岂非读书家一大快事哉。且使人但学此一百一音，而其余无穷之土音，

可以尽正，岂非国家正声同文之大快事哉”（韵头音韵合并总图，第十）。 

贾氏还在“头、尾二音”的基础上，追求反切上、下字呼法的和谐，提出“换

切法”追求反切改良。“换切法”云： 

3àI��C+ø!z�z�+=T��Ö5+3ã4f"R¹A�+ËàMf

"+áU�!A�1�.+øìBg<V1ó8�+æ³(DWF+UA8ó�LÝ8��

�+æ³(D:F+Uá���Lù1:8�+æ³(DXF+UY8:�L|�Z��+æ

³(DÕF+Uá�Z�<x

细审内容，不过是追反切上、下字呼法的统一，与《音韵阐微》“合声切法”

无别，只是两者所属的阶段不同。“合声切法”是在既有规则下作反切，一个是

改动已有反切，以符合特定规则，从而解决反切“类隔”的问题。而贾氏所说的

可“自作亿万字之反切”的前提是熟读“头、尾二音”，也就是追求反切上下字

的固定性，与《音韵阐微》的目的一致。 

一个时代思想落幕的标志之一是总结性文献的出现。《等韵精要》不仅是明

清韵书韵图的总结，也对《七音略》《切韵指南》《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韵

法横图》《韵法直图》等书多有评述，更对“十二韵摄”的韵书韵图《元韵谱》

《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黄鐘通韵》《本韵一得》等书的声韵结构多有

总结。 

《等韵精要》深受绍氏“声有定数”以及“象数”思想的影响，虽言无意与

象数相合，却在韵图内部，处处体现相合。韵图用“十二韵”与一岁之十二月相

配，用“四呼”与四季相配，其“三十音”适如一月之三十日，“五声”又与“五

行”相贯彻，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虽与“官话”相合，但也有虚设和存古的成分。 

《等韵精要》继承“曲家”的音节分析法，提出“头项腹尾”的四分法，虽

然四分的术语是多种分析方式的中合，并未真正实现音节四分，但他重视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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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头项腹尾”四个概念，都对之后的音节分析产生了较大影响。 

《等韵精要》总结传统反切提出的“换切法”，虽然创新内容不出“合声切

法”理论范围之外，但他重视直音，主张“久之则融会贯通，见字知音，并反切

亦几可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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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变换编纂体例的《韵籁》《等韵学》 

一、“叩音辨韵”数衍五十章的《韵籁》 

《韵籁》书前有高阳李鸿藻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序，其云： 

OSä[�1Õ�:\¿]?Ø+̂ yR?+Î�¯Ø+?�g.xfS©<±;

_å`�+�!�"+ÿ1a1+35b+HÝQFË+Aí�0�¯c.ú+�È

ød!��+.Èef+:bg Tw+v2fl+>?�y+£I�?í�+!HC

ª«+K�TÒ g+0w.Õh:<x

李氏“序”中称《韵籁》的作者是华长忠（1805—1858），但冯志白《〈韵

籁〉作者考辨》（1988）考证“（一）《韵籁》的作者不是华长忠，而是华长卿。

李鸿藻序文中的说法应予否定。（二）《韵籁》撰著的年代不在光绪年间，而在

道光四年到咸丰四年，即 1824—1854 年间”①，认同其证。华长卿（1805—1881）

字枚宗，号梅庄，一字馏菴，是华长忠同曾祖父的堂兄。 

《韵籁》内分四卷，书前无总论，无分说，书后无附录，只于卷首列有一则

简短的序言，交代韵图的分“音”，以及“声韵配合总图”的列字规则，转录于

下： 

^yR?+CÝ>Ë+�ii)+��êp+ðèyQ+åÞgåM.y£E+ö

åöçyf+ìåyQ+æfyE+æeyG+ìçgçM.y£E+öäöèyE+

}çg¯çg}äg¯ä.y£G+HÝQF<�O"�D�yF
$
ð.+�BO�

j.+¤��î+Ö��(=:<x

序言之后的“声韵配合总图”横列五十音，与“大衍之数五十”③相配，纵

列十二韵，有字处列字，有声无字处列“切音”字“有声无字者切音识之”，列

字以平声字为主，非平声的字下移半位，以示不同。 

“声韵配合总图”受《音韵阐微》“合声切法”的影响，注重反切上、下字

的和谐，但上字不用“支微鱼虞歌麻”韵字，而用单元音入声字，大概是受桑绍

 
① 冯志白：《〈韵籁〉作者考辨》，《语言研究论丛》，1988 年，第 5 辑，第 298 页。 
② 《韵籁》卷首的“声韵配合总图”中所列的“切音”字，与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所列的“合声”

字，《谐声韵学》的“切音”字含义一致。 
③ 邵雍《皇极经世》第十三卷《观物外篇五十七》云：“五十者，蓍之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

小衍也，数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也；六十四为大成也。” 



$%&'()'*#+"

 300 

良《青郊杂著》的影响①。例如，“根”韵“舌头音”有音无字，列“德恩”“特

恩”“诺恩”三个“切音”字，上字“德”“特”“诺”都是入声字。再例如，

“冈”韵“唇内音”有音无字，列“必央”“僻央”“觅央”三个“切音”字，

上字“必”“僻”“觅”也都是入声。 

“声韵配合总图”反切下字用没有起首辅音的零声母字，但逢开、合不足时，

借用同声母的他呼之字。例如，第十韵、零声母、开口呼“‘额’衍章第四”声

母位无字，借同处零声母、合口呼“威”字作反切下字，因此“喉音”声母位下

列“各威、客威、赫威、额威”，开、合不同的“切音”字。 

韵图不成声者不列字“不成声者阙之”，其“不成声”者是指不满足声、韵

拼合规律的韵字位。例如，“效”摄、第五“高”韵无合口字，韵图合口声母位

下空其位。“声韵配合总图”之后是用“五十音”分图的“五十衍章”，具体内

容讨论如下： 

（一）《韵籁》“五十衍章”的编纂体例及列字来源 

《韵籁》以五十音为据，分列五十衍章，每图横列十二韵，无字之韵，不虚

设其位；纵列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以“侌、昜、上、去”四字标记；声韵

调相合处列同音字，是一个同音字表。韵图以康熙四十六年（1781）倪璐的《新

编佩文诗韵四声谱广注》（以下简称《新编》）为列字来源，图内保留“诗韵”

分韵，韵字也根据“诗韵”分列小组，各组韵字之后用小字标注原书韵目，与赵

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以下简称《剔弊》）的结构相似。 

《韵籁》以《新编》为列字来源，合流韵部，以字形为据调整同声、同调、

同韵之字，删去注释和生僻字，仅汇同音字于一处。现举《韵籁》“‘各’衍章

第一图”第八“干”韵字，和《新编》“寒”“覃”两韵开口、见母字，以及《剔

弊》第一“天”韵、见母、开口上等的韵书列字于下表，以此说明韵字来源、合

流特点，及其与《剔弊》列字方式的异同： 

! nO5O"##)&Õ)ef*UE.*¬è,P[>ÇZF>$%Fgz,P(y¨#

《韵籁》 侌平干肝竿玕奸豻忓乾寒甘柑坩泔苷覃 昜平 上笴稈旱感䃭敢澉橄贑感 去幹涆旰榦翰绀灨淦勘 

《新編》 
寒韵：○平干竿幵奸忓肝乾○上笴稈○去幹旰骭涆盰矸榦○入割葛轕㵧 

覃韵：○平弇甘柑泔淦苷○上感敢䃭澉橄贑○去紺灨淦○入合閣蛤 

 
① 桑绍良《青郊杂著》云：“取音定法，如二平上去取音即于本排，下取二入字，‘沈平’与‘去’取‘深

入’，‘浮平’与‘上’取‘浅入’，若本排只有一入声，通取亦不害。” 



,H."4567897:7;<IJ 

 301 

4! nO5O"##)Õef*UE.*¬è,P[>ÇZF>$%Fgz,P(y¨#

《剔弊》 
（上平）①○寒干竿幵奸忓肝乾○覃弇甘柑泔苷淦〇疳雸㤌（下平）○上○旱笴秆感②敢澉橄䃭贑 

〇𥾍擀𣔼趕㔶𦼮（濁上）（清去）○翰幹榦旰骭涆盰矸○勘紺灨淦𣆙（濁去） 

《韵籁》和《剔弊》都以《新编》为基，前者在保留韵部分韵的基础上删减

韵字，《剔弊》则是在保留韵部合流的前提下增补列字，两书一减一增，但入声

列字都与《新编》不同。 

《韵籁》入声韵独立，单列于各图的舒声韵之后，整体下移一位，与阳入相

配的《新编》不同。《韵籁》入声韵是在《佩文诗韵》阳入相配结构的影响下，

根据阳入对应关系，汇集各音中与阳声韵相配的入声字于韵图的舒声韵之后，同

时根据实际语音调整分类。例如，“‘各’衍章第一图”虽然以“冈根庚干”四

韵的入声字为主，但也根据实际语音配入他韵之字，分为“入一”“入二”两类，

列字汇于下： 

! nO5O5##>,�F)&Õ)ef*UE.(ÒbP#

入一：割葛轕㵧曷阁格各药格觡骼革翮③隔鬲膈陌合閣鸽韐合擖 

入二：𤫶劼㓤鬝擖黠蛤合 

“入一”“入二”同位于开口呼“‘各’衍章”，说明两韵的呼法一致，分

为两类，说明主元音不同。韵图把《新编》“合”韵字“合閣鸽韐蛤”分为两类：

“合閣鸽韐”与“曷药陌”韵之字合列于“入一”；“蛤”字与“黠”韵、溪母、

开口的部分入声字“𤫶劼㓤鬝”同列于“入二”（剩下的“黠”韵、溪母字“楬”

仍列于对应“溪”母的“‘客’衍章第二图”），说明“合”韵字读音的分化。 

（二）“叩音辨韵”的五十衍音 

《韵籁》“以声分图”，据五十音分五十衍章图，共四卷。第一卷列第一至

第十四音，第二卷列第十五音至第二十六音，第三卷列第二十七音至第三十八音，

第四卷列第三十九音至第五十音。韵图声目固定，列于各衍章图图首。例如，第

一章图为“‘各’衍章第一”，“各”字就是为本章声目。第二章为“‘客’衍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效《新编佩文诗韵四声谱广注》表声调的“上平”“下平”“浊上”“清去”

“浊去”等名目亦付诸阴梓，现因双字不好加圈，因此用“（）”表示阴梓的外圈。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此處脫漏韵目“○感”。而韵书的虚圈“〇”是用以区分赵氏所增之字与原有

之字的不同。而且，《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中的入声合流，只与部分阴声韵相配，与独立入声位的《韵

籁》也不同。 
③ 《韵籁》第一音“入一”的所列的“陌”韵“翮”字，在《新编》中属“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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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二”，“客”字就是为本章声目。除去分卷，《韵籁》也根据发音部位排列

声母，共分十四类。《韵籁》十四类、五十音汇总于下表： 

! nO5O=##>,�FbS(*aýks*/23#

喉  音：1各，2客，3赫，4额，5额 舌 头 音： 6德，7特，8诺，9勒 

舌上音：10狄，11惕，12匿，13力 半舌半齿音：14 日 

正舌音：15独，16秃，17鹿，18讷，19弱 唇外音：20 伯，21迫，22莫，23弗 

唇内音：24必，25僻，26觅 正齿音：27角，28阙，29雪，30 月 

齿上音：31节，32妾，33挈，34葉 半牙半喉音：35国，36廓，37或，38渥 

轻齿音：39责，40测，41瑟 重齿音：42浙，43徹，44涉 

轻牙音：45 作，46错，47索 重牙音：48卓，49绰，50 说 

《韵籁》用传统的“喉舌齿牙唇、轻重、内外、上、正、半”等术语给十四

组音命名，但五十音“声介合母”，部分“音”之间只是“介音”的不同，声母

不变而另设新名，不太合理。 

《韵籁》效仿《谐声韵学》固定反切上、下字，声母“五十音”也作为反切

上字用于“声韵配合总图”，但“五十音”并不是五十声母，只是在既有声母基

础上“声介合母”，并以此分图。此法与许惠《等韵学》的“等音图”结构相似，

但是“等音图”横列五声，纵列十二韵，与《韵籁》横列十二韵，纵列四声的结

构相反。现据韵图列字将“五十音”与“四呼”的配合关系，及其拟音列于下方： 

! nO5OI##>,�F)s*/.[)a4.(Ûref#

 k k‘ x ∅ t t‘ n l tɕ tɕ‘ ɕ 

开 1各 2客 3赫 
4额 

5额 
6德 7特 8诺 9勒 

 

合 35国 36廓 37或 38渥 15独 16秃 17讷 18鹿 

齐 
 

34叶 10狄 11惕 
12匿 13力 

31节 32妾 33挈 

撮 30 月  27角 28阙 29雪 

 p p‘ m f ts ts‘ s tʂ tʂ‘ ʂ ʐ 

开 
20 伯 21迫 22莫 23弗 

39责 40测 41瑟 42浙 43徹 44涉 14 日 

合 45 作 46错 47索 48卓 49绰 50 说 19弱 

齐 24必 25僻 26觅  

撮  

《韵籁》的“五十音”与《等韵学》的“三十八音”相比，更为细致。韵图

“五十音”在“洪细”分类的框架之下，详审各声母的开、合之别，齐、撮之异，

明分各音。且声介相拼的“五十音”与现在普通话的声、韵拼合规则基本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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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对应[n][l]两母的“12匿”“13力”两母兼具齐、撮两呼。“匿”“力”两

母的拼合情况见于下表（“匿”“力”不与“该”“哥”“跒”“威”四韵相拼，

下表不列。声韵相拼处列“+”，不拼之处不列字）： 

! nO5On##>,�F)h.)i.�S[Ska�4(Üref#

?x åx Qx �x æx [x «x #x Àx

kx
\x lx lx lx lx lx lx lx x

.x x lx

³x
\x lx lx lx lx lx lx lx x

.x x lx

“匿”“力”两母兼具齐、撮两呼，大概是因为与[n][l]两母相拼的撮口呼只

有第十二“女”韵，与他韵相拼时都是齐齿呼，齐、撮不混，音节互补，所以无

需详分开、合。 

《韵籁》“五十音”中对应唇音的“20伯、21迫、22莫、23弗”也兼备开、

合两呼，大概是因为与唇音相拼的合口呼只有对应单元音[u]韵母的第十二“女”

韵，与其他韵相拼时都是开口呼，音位互补，开、合不混，无需详分开、合，其

理同见于同与四呼相拼的零声母。零声母因与十二韵相拼时不存在音节互补，所

以明分四类，据此可以看出华氏审音的精详。 

除去声介合母，“五十音”中的“知庄章”与“精”组字有部分合流。例如，

“声韵配合总图”中的“庄庄窗初霜生、碪知琛徹、争庄撑徹、楂崇叉初厦生，隹章”等字

都归于“精”组声母位下，盖是受华氏方音的影响。 

（三）《韵籁》“十二韵”的具体内容 

《韵籁》与许惠《等韵学》的结构相似，都是“声介合母”，以声分图，声

类趋繁，韵部趋简，也都只分十二韵部，但具体内容不同。《韵籁》以《新编》

为基，亦于“声音配合总图”中明列十二韵部与“诗韵”平声三十韵的对应关系，

但未明列十二韵之名。现以“声音配合总图”各韵首字为韵目，但是因为第九韵

首字是卷舌音“儿”字不具代表性，因此改以同韵反切下字“威”字作为韵目，

将《韵籁》“十二韵”与“平水韵”三十韵的对应关系，及其拟音内容汇总于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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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Ow##>,�F*+,[)ÚO,.Úb�*,(yzef#

韵 1冈 2 根 3更 4钩 5 高 6该 7哥 8干 9跒 10威 11低 12女 

分

韵 

江阳 真文元 

庚青侵 

东冬庚 

青蒸 

尤 萧肴 

豪 

佳灰 

支麻 

歌 

麻 

元寒删先 

覃盐咸 

麻 

佳 

支微 

齐灰 

支齐 

微 

鱼虞 

aŋ ən əŋ əu au ai o an a ei；ɚ i；ï u；y 

《韵籁》声介合母，简化韵部，但十二韵也不是一韵一母，内有多韵母者，

分论于下： 

第一“冈”韵对应“江”“阳”两韵，去介音，拟音为[aŋ]。 

第二“根”韵虽兼列“臻、梗、深”三摄之字，[-m] [-n]韵尾合流，但 [-ŋ] 

[-n]韵尾并未合流①。纵观韵图列字，只有少部分的“青”“庚”韵字变为[-n]尾

与“臻深”摄列字合流。例如，“‘觅’衍章第二十六”“根”韵中兼列“青”

韵的“冥溟蓂螟瞑暝嫇”，“梗”韵的“皿黾”，“迥”韵的“溟嫇”，“径”

韵的“暝”之字。“‘浙’衍章第四十二”“根”韵中兼列“庚”韵的“桢祯”

等字，其余各音[-ŋ] [-n]都是分列，无相混，与《等韵学》“通”摄独立，“梗曾

侵真”四摄的合流不同。 

第三“更”韵兼列“通”“曾”两摄，去介音，拟音为[əŋ]。 

第四“钩”韵列“流”摄字，去介音，拟音为[əu]。 

第五“高”韵列“效”摄字，去介音，拟音为[au]。 

第六“该”韵以“佳灰”两韵为主，参杂少许“支麻”韵之字。例如，“‘索’

衍章第四十七”阴平声列的“支”韵“衰”字。而且，“声音配合总图”中“该”

韵在“‘节’衍章第三十一”“‘妾’衍章第三十二”“‘挈’衍章第三十三”

“‘叶’衍章第三十四”四音之下兼列“哥”韵之字，即“介该街哥、楷该茄哥、鞋

该些哥、厓该爷哥”，韵图之内又保持“哥”“该”字的分立，以此说明“哥”韵“江

腔香央”四音之字两读，一为[ai]音，与“该”韵合流。一为[ə]音，与“歌”韵的

他声之字合流。 

第七“哥”韵以“歌”韵、“麻”韵开口三等字为主，同时兼列“麻”韵开

口二等的“爹（狄衍章第十）”字，以及“佳”韵开口二等“见”组的“街階皆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认为：“（《韵籁》）韵目中他虽以真文元庚青侵诸韵合为一类，但在韵图的列字

中，庚青与真文韵字还是分开来排列的。[əŋ][iŋ]韵的合归[ən][in]，也与《等韵学》一致”。 李新魁：《汉

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年，第 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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喈湝𩘅楷荄痎䕸（节衍章第三十一），偕谐（挈衍章第三十三）”等字。去介音，

拟音为[ə]。 

第八“干”韵兼列“山”“咸”两摄字，“咸”摄闭音[-m]尾合流于“山”

摄抵腭的[-n]尾，去介音，拟音为[an]。 

第九“跒”韵以“麻”韵为主，同时兼有“佳”韵的“佳，卦挂絓诖（国衍

章第三十五）；䦱（廓衍章第三十六）；華（或衍章第三十七）；媧蝸緺騧娃哇

蛙（渥衍章第三十八）”等字，去介音，拟音为[a]。 

第十“威”韵以“支微齐灰”四韵的合口字为主。《韵籁》“止蟹”合流，

合流后的三四等韵根据主元音的不同，开、合分立，此法与《等韵学》的分韵一

致①。合口与一等“灰”韵合流为“威”韵，开口为“低”韵，去介音，分拟音为

“威[ei] ”“低[i]”。但“威”韵除去对应“止”“蟹”摄合口之字外，亦有来

源于“止”摄开口三等“日”母的“兒唲而栭耏洏髵”等字，其字独列于零声母

的“‘额’衍章第五”音之下，与其他“日”母之字“‘日’衍章第十四”“‘弱’

衍章第十九”分列，说明读音的不同，据此拟音为[ɚ]。但“‘额’衍章第五”中

列“盐”韵的“俺”字，不知何据。 

第十一“低”韵以“支齐微”三韵的开口字为主，但在对应开口呼的“‘责’

衍章第三十九”“‘测’衍章第四十”“‘瑟’衍章第四十一”“‘浙’衍章第

四十二”“‘徹’衍章第四十三”“‘涉’衍章第四十四”之下也有列字，说明

舌尖元音[ɿ][ʅ]的产生，拟音为[i][ï]。 

第十二“女”韵字来源于“鱼”“虞”两韵，拟音为[u][y]。 

《韵籁》十二韵部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与清末官话分韵基本一致，其中“江

宕”合流；“止蟹”合流，分见于“该、麻、威、低”四韵；“深臻”两摄合流

于“根”韵；“山咸”两摄合流于“干”韵；“曾梗通”三摄合流于“更”韵；

“假”摄三等之字多与“果”摄合流于“哥”韵；“蟹”摄合口二等多与“假”

摄合流列于“跒”韵；以及儿化韵[ɚ]的产生；舌尖元音[ï]的产生等，都与近代官

话基本一致。 

 
① 许惠《等韵学》“等韵母”中云：“十二母足矣，惟‘微’韵有两字一音者，详见‘支’韵母内双行阳平

声，上声，去声，入声可以类推”，图中据列字所属开、合的不同，分列两行。 



$%&'()'*#+"

 306 

《韵籁》的韵部趋简，追求韵部内的和谐，将“止蟹”摄三四等韵字根据开、

合分为“低”“威”两韵，音系特征与清末“官话”基本相合。但“精照”组声

母的分类，“哥”“该”韵字，也体现方音特点。 

韵图“五十衍音”声介相合，以四呼为据，分列其“音”，但又兼顾声、介、

韵之间的拼合规则，根据音节间的互补关系，将[n][l]两声的齐、撮之字合列于“匿”

“力”两音之下，唇音的开、合之字合列于“伯”“迫”“莫”“弗”四音之内，

审音精详，有类于《韵镜》《七音略》“精”“庄”“章”三组声母的排列方式。

但是，这种排列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韵图的复杂性，也有不便之处。 

《韵籁》打破传统“四声分统诸韵”“诸韵分统四声”的既有框架，强调声

母。韵图“五十衍音”声介合母，以声列图，按“声介—韵—调”的模式编排韵

图，既与时代特点相合，又为之后的《等韵学》《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以声为纲

的韵图结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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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韵图”“等音图”相互配合的《等韵学》 

《等韵学》许惠著，收于《择雅堂初集》。许惠，字慧轩，清桐城人，生卒

年不详。《等韵学》书前有赵光祖作于光褚四年三月的序，以及郑辉朝作于光绪

壬午四月的弁言，书后有龚良举作于光绪四年十二月的跋。光绪四年（1878）盖

是成书时间。内含“五声、五音、等韵母、等音母、反切法、双声、叠韵、双声

兼叠韵、等韵图、等音图”等内容。 

许氏以五为尊，创“五声五音翻切之道”（弁言），内分“阴平、阳平、上

声、去声、入声”五声；“宫商角徴羽”五音和与之相配的“喉舌牙齿唇”五音。

声母“五音”之下又分“十二句三十八音”①。韵分十二，分别为：“一东、二

支、三虞、四灰、五真、六删、七先、八萧、九歌、十麻、十一阳、十二尤”。 

许氏分别以声、韵为据，作“等音图”和“等韵图”。“等韵图”以“十二

韵”为纲，每韵一图，共十二图，每图以“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为经，

以“喉舌牙齿唇”五音“三十八音”为纬，，与李邺《切韵考》结构相似。“等

音图”以“三十八音”为纲，一音一图，共三十八图，每图纵列“十二韵”，四

字一句，共分三句，横列“阴声、阳声、上、去、入”五声，与《李氏音鉴》的

结构相似②。两组韵图的分图依据和编纂体例虽然不同，但列字无别，有音无字

处都列虚圈“〇”，音系不变。具体内容分论于下： 

（一）“等音图”与《切韵声原》“十二统” 

许氏以《佩文诗韵》为基，归纳韵部，定舒声分为“十二韵”，即“等韵母”

所云： 

{üÞv'tmñ?w+?#>(F&#+�LODòF?"+¬ID¥F?#eL

D[\F?"¬IDF?#eLDâF?"¬IDÕF?#eLDYF?"¬ID�F

?#eLDtÍÏÐ´F?"1ùDÚF?fö"+¬ID¾F?#eLDqëF?"

¬IDVF?eLDÅeF?"1ùDÚF?fö"+¬ID3F?#eLDÈÉF?

"¬IDÁF?#eLD F?"¬ID}F?#e<D Fíz(DàF+ª�yz

D«¥�F+¬ID¥F?#eá±+tK�»¼F&#�°<x

 
① 《等韵学》“等韵母”云：“总之韵母者，以韵为母也，每母五声，三十八音字皆备，分三字为一句，共

六字（句）。四字为一句，共四句。两字为一句，共二句，总共十二句。” 
② 《李氏音鉴》“以声分图”，以《行香子》三十三字各为声母，各自分图，共三十三图。每图之内横列二

十二韵，纵列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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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氏欲“审定通天下五声不雷同之音”，所以不斥方音，根据上述描写，“通”

摄与“曾梗”两摄分立；第五“真”韵内含“真文元，庚青蒸，侵”韵字，[-n][-

ŋ][-m]三组韵尾合流；第六“删”韵与第七“先”韵的分立等，都是方音特点的

体现，也与同受徽州方音影响的《切韵声原》“十二统”的分韵一致。《等韵学》

“十二韵”与《切韵声原》“十二统”《广韵》206 韵的对应关系，整理于下表： 

! nO5O{##>c,QF)*+,.[)*+�.>�,F5�w ,(yzef#

十二韵 一东 二支 三虞 四灰 五真 六删 七先 八萧 九歌 十麻 
十一 

阳 

十二 

尤 

十二统 
1 

翁逢 

3 

为支 

2 

余吾 

4 

怀开 

5 

真青 

12 

寒湾 

11 

烟元 

9 

萧豪 

6 

歌呵 

7 

耶哇 

8 

阳光 

10 

尤侯 

206韵 东冬钟 
支脂之微 

齐灰祭 

鱼虞模 

尤侯 

佳皆灰咍 

泰夬支脂 

真谆臻文欣魂痕 

庚耕清青蒸登侵 

覃谈盐衔咸严 

凡寒桓删山元 

仙元先 

盐添严 

萧宵 

肴豪 

歌戈 

麻之 

麻歌戈 

卦庚 
江唐阳 

尤侯 

幽模豪 

“十二韵”也注重四呼之别，但在声介合母的结构影响下，韵部间的内部差

别被极大削弱，只剩下韵腹、韵尾的不同。李氏在“等韵母”中以“东”韵阴平

声字为例，说明“十二句三十八音”声母的内部差异，转录于下： 

�xfD¥F?#|LOxfþD:itFby©¥¥x&þD¥oÜ��TFcy

©¥¥xGþD3noFõy©¥¥xEþDÜ��TÜ��TÜf�TFácy©¥¥xQþ

DÜ��TÜV�TÜ��TFey©¥¥xUþDÜ��TÜ��TÜ��TFáey©¥¥x;þDÜ

��TÜ��TÜ��TÜ��TFáby©¥¥xJþDÜ��TÜ��TÜ��TÜ��TFácy©¥¥

xqþDÜ��TÜ��TÜ��TÜ��TFády©¥¥xFþDgpqrFáey©¥¥x

FfþDRýFáey©¥¥xF&þDÜ��TÜ��TFácy©。 

而且，在“等音母”中也提到“东”韵“公”字反切“公，姑东切”。据此，

结合上文，将“东”韵阴平字的部分反切内容，汇总于下表： 

! nO5O~##>c,QF)j.,8ÚP(dtÌBGH23#

字 公空烘 东通〇 宗悤松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中充胸雍 风翁 〇〇 

反 

切 

姑         囊        张昌商 冰平明 邦旁忙 冈康蒿敖 刀挑年零 金青新因               隆仁 

东         东        东东东 东东东 东东东 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             东东 

根据上表“东”韵固定的反切下字“东”字，可以明确十二韵的反切下字是

固定的。而且，反切下字只含韵腹、韵尾两个部分，介音则归于声母，即“同声

异音”的分别在介音。例如，第二句的“东通〇囊东切”和第八句“〇刁东切〇挑东切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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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切”都是“端、透、泥”母的字，但是根据反切上字介音的不同分属两音，与归

介音于韵部的传统反切不同。但是，第二“支”韵是个例外，是韵兼具开口、合

口两呼，而且开、合的分别不仅体现在介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主元音上，实质是

“两母一音”。“等韵母”云： 

F&#�°+�D[F?�¢"fy�+�@DF?#eçú}LO+MO+N

O+3O±1×�<x

第二“支”韵内部分列两韵，开口为[i]，合口为[uei]。现将“支”韵阴平、

阳平、上、去四声“十二句”的韵字内容尽列于下，以便说明： 

! nO5O�##>c,QF)}.,)*+k.ab,P#

阴平 

阳平 

上 

去 

规窥辉 〇推〇 兹差斯〇〇〇 
支痴诗

〇〇〇 
〇披〇

〇〇〇 卑魾〇 〇〇〇〇 低梯〇〇〇〇〇〇 
基欺西衣

〇〇〇〇 追吹〇蕤 非威 〇〇 

〇葵〇 〇〇〇 〇慈〇〇〇隋 
〇持时

〇〇〇 
〇皮〇

〇〇〇 〇裴迷 〇〇〇〇 〇题呢黎〇〇〇〇 
〇其〇宜

〇〇〇〇 〇垂谁〇 肥为 〇荋 

轨揆毁 〇腿〇 子此使觜皠〇 
纸耻矢

〇〇〇 
比否米

〇〇〇 〇𢳁美 〇〇〇〇 底體醴李〇〇〇〇 
己岂喜以

〇〇〇〇 捶〇水蕊 斐尾 儡〇 

贵愧惠 对退内 字次事醉翠碎 
置滞世

〇〇〇 
〇屁〇

〇〇〇 敝配眛 〇〇〇〇 地薙泥麗〇〇〇〇 
記器戲意

〇〇〇〇 墜〇瑞芮 費味 淚〇 

阳平、上、去三声的第三句是“止蟹”摄三四等“精”组字的开、合之别，

但开合口的主元音不同，所以是“惟‘微’韵有两字一音”。而且，三、四两句

只与开口呼、合口呼相拼，说明“兹差斯”“支痴诗”等字已由齐齿呼而变为开

口呼，即舌尖音[ɿ][ʅ]。 

《等韵学》入声韵不具备十二韵，合流为四韵，入声韵尾[-p][-t][-k]韵尾变为

喉塞尾[-ʔ]，因此兼配阴阳。“等韵母”云： 

=T3OÒ�m�F&#+�D¥Õ¾F|L?+3OKD¨F?LD�3F|

L?+3OKD�F?LDV�F|L?+3OKD�F?LDÁ�}TF|L?+3

OKD�F?<)kD¨���FE?®O+0%2�?�+Kó3OE?±©<x

许氏将韵部合流为“屋药陌洽”四韵，入声“屋”韵与“东支虞真”四韵相

配；入声“陌”韵与“灰先”二韵相配；入声“洽”韵与“删麻”二韵相配；入

声“药”韵与“萧歌阳尤”四韵相配。而且，相配之韵的入声韵字完全相同，不

随所配之韵的改变而改变。例如：与“东”“支”“虞”“真”四韵相配的入声

“屋”韵列字完全相同，这是许氏入声列字的独特之处。现据李新魁《汉语音韵

学》（1983:329）所拟之音，定入声四音为“屋[uʔ]药[oʔ]陌[eʔ]洽[aʔ]”，同时配

合舒声十二韵的拟音汇总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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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O"�##>c,QF(,Sf�uø�/!#

十

二

韵 

一东 二支 三虞 四灰 五真 六删 七先 八萧 九歌 十麻 十一阳 十二尤 

əŋ i ；ɿ；ʅ 

uei 

u ai ən an en au o a aŋ əu 

uʔ uʔ uʔ oʔ uʔ eʔ oʔ aʔ aʔ eʔ aʔ aʔ 

（二）《等韵学》纳“方音”入韵图的列字方式 

《等韵学》除去“声介合母”，也有自己的列字规则，即字“有方音不同者，

亦不必泥”（反切法），有“分作两音者，皆方音也，不必读本字，以音之顺口

为准”（同上）。“等韵母”云： 

D Fíz(DàF+ª�yzD«¥�F+¬ID¥F?#e+á±<!

“反切法”亦云： 

�D²F"%,5�+ys+*´yy�t«�LDuF"%B5�+yF+*´

yy�mf�LDvF"%�d�+yw+*´yy�<��
!
LDiF"%Xf�+

yÂ+*´yy��x�LDyF"%�ì�+yë+*´yy�¶Å�LD0F"%

êÀ�+yÖ+*´yy�z6�LD&F"%Êq�+y{+*´yy�z��<�

O×��Ç+�O±á+¬�º1D〇FÂ.±©<j�D�äg�|gõ-gÑ}g

RtgÚ~g��gÚ'g�Üg�úg��gr�F|"�>�<j�D5g��g

R>F|"+�A�<j�D¡;F|"+>�¢y�+KDyyF©+�ºz%"+

1y.!}(â<x

许氏虽制定了列字规则，古今冲突时，“从今不从古”，即根据实际语音分

列韵字，但是他强调的“本音”盖指“古音”。例如，“打，丁梗切”见于沈括

《梦溪补笔谈》②，在此之前，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挝打”下注“下

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③，皆有类似注音。但“而，年宜切”

“二，连义切”“闯，申正切”等，不知本于何处④。 

许氏的“方音”“俗音”是相较于他认为的“本音”而言，是历时之别，不

是针对“雅音”“正音”或“官话”而言的共时之殊，所以韵图的“方音”系统

 
① 《等韵学》“反切法”中“打”字反切注音是“雅登切”，“雅登切”应是“登雅切”的讹误。 
② 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上云：“‘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 
③ 耿振生，麦耘：《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29 页。 
④ 孙志波《〈响答集〉音系:两百年前的枞阳话》其云：“反映枞阳方言的许惠《等韵学》记录止开三日母

的读音情况：‘而字，本年宜切，音泥，今从方音作仁和切。二字，本连义切，宜腻，今从方音作仁个切’。

这正与《响答集》所记录的两种读音符合。”但是，根据许氏文本内容，“而，年宜切”“二，连义切”并

不是许氏方音，“仁和切”“仁个切”才是。孙志波：《〈响答集〉音系:两百年前的枞阳话》，《语言科

学》，2018 年，第 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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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与“古音”不合的“官话”。因此，“水”从“方音”“谁蕊切”，与“时

止切”的“古音”开合不同，并从“方音”列第二“支”韵的合口呼位；“打”

“大”字从“方音”与“麻”合流，列第十“麻”韵的上、去声；“闯”字从“方

音”与“宕”摄合流，列十一“阳”韵上声；“而”与“果”摄合流，归入第九

“歌”韵等。 

除去特殊字，韵部分类也是从今不从古，其“江宕”摄合流、“止蟹”摄合

流、“曾梗”合流、闭尾韵消失等特点都与明清“官话”相合，但“臻”摄与“曾

梗深”摄的合流，“先”“删”两韵的分立，又体现方音特点，与方以智《切韵

声原》的“十二统”分韵相合。 

（三）“等音图”与《李氏音鉴》 

许氏考察诸家分母的不同，独以《康熙字典》“等韵”的三十六字母为基，

定“五音、十二句、三十八音”，从而“审定通天下五声雷同之声”。“等韵母”

云： 

|#�+1QO?kQy"l|©+�º#.#+f#m¡Cö©+��|#.Ç

��®+�ù3g/+¼"º#¥¥��vQy%1wv�?ghw��yv{��w

vùïM&�wvyq�Ýwvß�y@w|S+£�?@+£�?O+£�?¥+�

Þè�+6û^_<üÞv+,"�wD|?Fá?gyGFU"(#+ö#�ö+!

��0j�+±Hòwò!+ì��{á!0+�ûV[+.ã\o34QO��®.

y+D&�ÚEFEy<x

许氏三十八音在传统三十六字母基础上浊音清化；“庄”组两分：一部分与

“知”“章”组合流为卷舌音[tʂ][tʂ’][ʂ]，并受方音的影响参杂一部分“见”组合

口细音的字；一部分与“精”组合流为[ʦ][ʦ’][s]；“见精”组细音合流为卷舌音

[tɕ][tɕ’][ɕ]；“影疑微喻”四母合流为零声母，同时兼具“日”母合口的字；“泥”

“来”两母部分合流等。《等韵学》的“声母系统有二十二个，与现在普通话已

完全一致”①，且在《李氏音鉴》洪、细分类的三十三母“行香子”字母词②，及

其“以声分图”的“松石字母谱”的影响下。根据，语音“粗细”将二十二母分

 
①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30 页。 
② 《李氏音鉴》的“行香子”字母词为：“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颜，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

𦒬。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字母词的三十三字母与音位的关系为(先洪后细)：[k]个惊，[k‘]空溪，[x]
红𦒬，[∅]欧尧；[t]对蝶，[t‘]陶天，[n]嫩鸟，[l]峦涟；[ts]醉酒，[ts‘]翠清，[s]松仙；[tʂ]中，[tʂ‘]春，[ʂ]水，

[ʐ]然；[p]博便，[p‘]盘飘，[m]满眠，[f]粉。因卷舌音“中春水然”和轻唇音“粉”只与洪音相拼，因此只

分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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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三十八音，“其中有轻重、粗细、开合之不同”（五音），并以声分图，三

十八音共成三十八图。 

许氏以五为尊，不仅声分阴平、阳平、上、去、入五类，三十八音内部也以

“五为尊”分“宫商角徵羽”“喉舌牙齿唇”五音，十二句，但未定三十八音之

名，因此仅依“等韵母”所举的“东”韵阴平声的字，以及有音无字的反切上字，

定三十八音的声母名目。例如，第二句第三字列有音无字的“〇”，只能根据反

切注音“囊东切”，用反切上字“囊”为声目，余下仿此。《等韵学》十二句、

三十八音声目汇总于下： 

! nO5O""##>c,QF(*+kk�*¬/#

1公空烘（宫，喉）；2东通囊（商，舌）；3 宗悤松（徵，齿）；4张昌商（商，

舌）；5 冰平明（羽，唇）；6邦旁忙（羽，唇）；7冈康蒿敖（宫，喉）；8 刀

挑年零（商，舌）；9金青新因（角，牙）；10中充胸雍（羽，唇）；11风翁

（羽，唇）；12 隆仁（商，舌） 

现据韵图列字，将十二句、三十八音与“四呼”的对应关系，以及三十八音

的二十二声之实，整理汇总，同时附拟音于下： 

! nO5O"5##>c,QFblrS(bSf�uø�/#

 k k‘ x ∅ t t‘ n l ts ts‘ s 
开 冈 康 蒿 敖 

东 通 囊 隆 宗 囱 松 
合 公 空 烘 翁 
齐 
撮 

 
因 
雍 

刀 挑 年 零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p p‘ m f 
开 张 昌 商 仁 

 邦 旁 忙 风 
合 中 充 胸  
齐撮  金 青 新 冰 平 明  

许氏根据发音部位调整声母的顺序，尖团合流，比《李氏音鉴》的三十三音

多出一组舌面前音[tɕ][tɕ’][ɕ]，而舌尖后音[tʂ][tʂ’][ʂ]也在洪音内细分开、合两类，

零声母更是根据“四呼”分列四组，更为细致，也更符合汉语音节的拼合特点。 

许氏欲“审定通天下五声不雷同之音”，不斥方音，纳方音入韵图，其“分

作两音者，皆方音也，不必读本字，以音之顺口为准”，音系特征与清末徽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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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相合。而且，“等韵母”中云“惟‘微’韵有两字一音者”，明确提出“止蟹”

摄三四等韵开、合两呼主元音的不同，但受传统结构所限，未分列两韵。 

许氏以五为尊，内分五音、五声、十二韵，声母在《李氏音鉴》的影响下声

介合母，分十二句三十八音，尖团合流，分类细致。而且，“介音”只与声母相

配，不与韵母组合，与传统韵图不同。内部兼有两组韵图，分别是以韵为纲的“等

韵图”和以声为纲的“等音图”，两图音系相同，只是编排体例不同，与传统“四

声分统诸韵”或“诸韵分统四声”的韵图形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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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转变作图旨趣的《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一、探索“新型”汉字教学方式的《元音字母蒙学良能》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成书于光绪丁未年（1907），清末民初京都元会斋刊

本，著者不详。是书在国家危亡、西学①东近、“切音字运动”大为流行的时代

背景下，仍然坚守“中学”，对传统汉字教学方式进行反思，在传统反切注音框

架上追求汉字教学方式的改良，力求教育普及，开启民智，实现国家富强，具有

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一）对汉字教学方式的反思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叙”云： 

g/!��ð".�+K3I" +/j"q+�û�X!ð�+ð"ÎÇ¬MS

��+!.þz+="#.s+Oy.Ò+ï�0��<x

#*.�f/¡Vt"�+K3zf/"#+ômà!¡V+ð!t"+DTðg

/"+ï&"#�z+0�à,fêf .Ó+¹¯TJ0�TO+Ö!�0�!%

WXx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指出传统汉字教学只注重笔画、字义，忽略语音的弊

病，主张学童识字之初就应学习字母，明白音理。在此观点下，提出了一种新的

汉字教学方式“音读教授法”，以实现音理和汉字学习并重。此法以汉字为据，

等韵为基，与同时期的“官话字母”截然不同。其云： 

 ¹º�x¸.D¡("#F�y+ò'/t%"+���/+i ®t+0P(

��.À<x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虽指出传统汉字教学方式的弊端，但并不否认原有的

注音方式，坚持反切，反对注音字母，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刘廷遴《刘氏切

韵指掌》②的观点相同。《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凡例”第六云： 

 
①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 下卷）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

1840-1895 年”中认为：“‘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 1894 年以后才流行

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

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 下卷），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67 页。 
② 刘廷遴：《刘氏切韵指掌》，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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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切韵指掌》“序言”云： 

g�"�.)�GT³�+ð�Í!�$.û©+�B�D/¡"#F�y.'

n+�Wm3�0à�.+ÊÊÙ&\0�RC�+Æö0?P<�ü/n".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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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刘氏切韵指掌》与《官话合声字母》的最大不同在

于对汉字注音方式的坚持与否，前两者都是在原有的汉字注音方式之上，寻求一

种妥协的改良之策。当然，也是因为对汉字注音方式的坚持，局限了《元音字母

蒙学良能》改良的彻底性，不出等韵范围之外。 

（二）《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对汉字教学方式的改良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以传统等韵为蓝本。其“叙”云： 

vÚywfS¬f��¹�©+!3,Òÿ�%y1à"+Ìy�T"+t�"#

1\y+&F"#�&Fy#©+j¼F&?1iªy+qzg¶z>vD{+�(P

¡ð".7�<x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以《元音》为基，其《元音》是赵培梓《剔弊广增分

韵五方元音》①，而非樊腾凤原本《五方元音》。是书以《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

音》中的“元音十二韵图”为蓝本，分二十字母、十二韵、五调、开合上下四等，

但以声为纲，据二十字母分二十图，即按：二十声—“十二韵— ‘横开合上下—

纵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的顺序分图列韵。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虽以等韵为基，但也认识到传统“等韵虚空微渺，非

童子所易知，即元音之二十字母，十二韵摄，视等韵较为简易，然仍如望风扑影，

无可捉摹，若骤以此教学童，断难领悟”（叙）。因此，在童蒙熟悉十二韵目、

二十字母、四声的前提下，改良传统韵图结构，成简易的“音读教授法”，以便

童蒙识字之用。“音读教授法”强调字母，说明音理，方便汉字音节拼合关系的

掌握，具体内容如下： 

 
①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是《五方元音》的增补本，书中有两组韵图：一组是“集韵分等十二

摄”图，内分十二韵，三十六字母，五声，共十五图；一组是以《五方元音》为蓝本的“元音上六韵”和

“元音下六韵”图，统称为“元音十二韵图”。“元音十二韵图”内列十二韵，二十字母，五声。《元音字

母蒙学良能》所依据的韵图是“元音十二韵图”。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上海广益书局刊

行本，嘉庆十五年（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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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读教授法”将音节三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介音归于韵母，先学声母、

韵母的拼合规律，熟练之后再与声调结合，具化后就是“音读图式”。“音读图

式”根据学习过程分为“横读式”“竖读式”两种，并以“天”“人”两韵举例，

下文将“天”韵的横、竖两式列出，以便说明： 

! nO=O"m##>R/PSnQopF)Ö.,)/qEr."

 
◇見  

 

 

天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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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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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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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见
字
母
&
按
天
人
二

韵
立
为
图
式
&
余
皆
仿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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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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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开 

口 

下 

开 

口 

上 

合 

口 

下 

合 

口 

上 

开 

口 

下 

开 

口 

上 

“音读图式”“横读以明开合四等，竖读以别平去四声”，先学横读式，再

学竖读式。横读式仅说明声、韵拼合，竖读式在横读之上加声调，强调声调之别。

但竖读式只列上平、下平、上、去四声，不列入声，与韵图既有入声字又列入声

位的结构不合。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学者于入声本自难读，何况童蒙

教者，但宜令读平去四声，其入声暂置不读，俟稍长，随时自悟”（凡例，第三）。

音读图式“但令呼音，不标字”，不注重个别字的识认，旨在强调汉字音节内部

的拼合过程。 

“音读教授法”和“音读图式”明确了汉字声、韵、调之间的拼合过程，既

强调了字母也说明了音理，与传统“标射韵法”的实质相同，都是先呼一韵母代

表字，然后用各声母代表字与这一韵母字轮流拼读。但也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

即汉字注音方式本身的弊端，反切上下字的不统一，反切上下字之间无法忽视的

附加成分，在这未解决的问题之上寻求汉字普及，仍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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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音读教授法”调整韵图结构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坚持反切注音，并以《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为蓝

本，创“音读教授法”以实现汉字教学方式的改良。“音读教授法”是方法论，

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与韵图相结合，即据“音读图式”调整韵图结构。“凡例”第

一、第二云： 

vÚywfS1y(Ñ+1"�.+)®y."ff�Â+.(�jA+xà3¯

"y+¥Ò%QO5Âf"+w�3<x

Ò%qz�+äe£"#ø�A.+=f}B}+ÒTö#4>E|ru+.j(

)o+1f}gB}E|Lu+�(qz�j3ì+¶z��\<x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强调先明字音，只列韵图，不列韵书，并以“音读图

式”为框架，强调字母。因此一改“以韵为纲”的韵图结构，转以“见溪晓影，

端透泥来，邦①滂明敷，精清心微，照穿审日”二十声母分二十声图；每声之下

分列两行，每行横列六韵，第一行依次列“天、人、龙、羊、牛、獒”六韵，第

二行依次列“虎、驼、蛇、马、豺、地”六韵；每韵之下根据“竖读式”，横列

开口上等、开口下等、合口上等、合口下等四等，纵列上平、下平、上、去、入

五声。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强调字母，以声列图的韵图结构，与嘉庆十五年（1810）

李汝珍《李氏音鉴》；光绪四年（1878）许惠《等韵学》；《韵籁》（1824—1854）

相似。但细究其类，又有不同。《李氏音鉴》《等韵学》《韵籁》“以声为纲”

的前提是把“声介结合”，声母在整个音节中的比重增大，因此以声为纲，以别

四呼。《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的介音仍归韵母，以声为纲是为了强调“字母”，

适用“音读图式”的需要。韵图跳出了传统韵图审音的框架，专为语音学习而设，

内在理路已然不同。 

除去以声为纲，《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还据实际语音调整“帮”组“照”组

声母位的四等列字。“凡例”第四云： 

D£¤¯$FE#+Ò%fBM4E|Su+*vz5j�B}Mg4+0f}Mg

4Òz�¸+tf}ú4i.<!D¥¬ã;FE#+Ò%áE|Su+*5j�f}g

B}+0Mg4Ò6z�¸+t»ufgB¢|+0Mg4�><x

 
①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用“邦”字表“帮”母。《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继承《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

音》，韵图“帮”母也用“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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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组声母位下“开口行下空之”，是将《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所分

的开口上等、合口上等合流成合口上等；开口下等、合口下等合流成合口下等，

四等变为合口上、下两等，原来开口上、下的位置空出，即“开口行下空之”。

例如：“滂”母、“龙”韵、合口上等所列的“烹蓬䣙𩸀魄”五字，是《剔弊广

增分韵五方元音》合口上等的“烹朋䣙𩸀魄”，开口上等的“〇蓬〇〇朴”的合

流。 

“照”组声母位的“上、下不分”，是将《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照”

组的开口上等、开口下等合流为开口，合口上等、合口下等合流为合口。因此，

只有开、合，而无上、下。例如，《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审”母、“天”韵、

开口位的“山〇閃扇殺”五字，是《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开口上等的“山〇

摻訕殺”与开口下等“羶單閃扇設”等字的合流。 

（四）韵图对《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十二韵图”的调整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虽指出传统汉字教学方式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良

方式，但其本质仍是“等韵图”，也无法脱离传统等韵的影响，其对《剔弊广增

分韵五方元音》韵图内容的调整，分论如下： 

1. 统一无字处的符号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和《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平声都分上、下，上平

即阴平，下平即阳平。但《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重音理，平声无字处的虚设

符号，会根据清浊所属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音无字的“〇”，一类是无音无

字的“●”。无音无字的符号“●”主要用于全清声母“见端帮精照”等母的下

平位，次浊“泥来明微日”等母的上平位，而上去入三声无字处只列“〇”，以

此强调声母清浊在平声分化中作用。《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取消这种强调，尽改

“●”为“〇”，以与上去入三声中有音无字的符号合流。 

2. 入声本位的调整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受“诗韵”影响，以阳入相配为本，认为与阳声

韵相配的入声为本位入声。即赵氏“本位入声说”所云： 

D3�å«F(3O%]+n3O�LMN.H©¥¥J!yk3OGB+Ò(®

y3O+D®¯�4FR©<=D@¬°FG?+-Hy3O+j®y3O+i

ý?z.0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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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把与阳声韵“天人龙羊”相配的入声定为“入声本位”，韵图后注“入

声寄马”“入声寄地”等，表示入声还寄放在相应的阴声韵；与阴声韵“虎驼蛇

马地”相配的入声为寄韵入声，后注“入声本龙韵”“入声本羊”等，强调入声

本与阳声韵相配。但是，《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从舒促合流的语音实际出发，把

与阴声韵相配的入声定为本韵入声。“凡例”第三云： 

tTIE?3O"4»3?H?"+�¬E.<�3O¬¥H?"yz©+Of�

D@¬°FG?3O+!DF"4Q?3O+¬I%?]4+£¬E<x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认为与阳声韵“天人龙羊”韵相配的入声为“寄韵入

声”，寄韵加圈以别，放于四声字下①，与阴声韵“驼蛇马豺地”相配的入声为

“本韵入声”，阴入读音相同，不列寄韵，与樊氏《五方元音》相同。 

3. 删除“虎”韵图舒声位的入声字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与《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的舒促都已合流，但都

保留入声字和入声位，舒促列字不混。但是，《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在“虎”

韵图的舒声位列入声字，称为“借音”，“观内数字何俉借音矣”，并用方框框

起来。“虎”韵的“借音”字共有十一处，分别是合口上等的“獨、惑、後、僕、

本、族”六字；合口下等的“局、六、物、軸、辱”五字（详细内容见“《剔弊

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对《五方元音》的继承与发展”一节）。《元音字母蒙学良

能》坚持入声独立，舒促不混，所以把“虎”韵图的入声“借音”全部换成有音

无字的虚圈“〇”，维护了韵图结构的完整性。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调整入声本位所属，强调“入声即照寄韵字音读也”，

说明舒促合流的语音事实，但韵图仍保留入声位。而且，韵图对《剔弊广增分韵

五方元音》“虎”韵“借音”字的调整，虽然维护了韵图结构的完整，但也与实

际语音不和，体现其保守性。 

4. 对部分二等韵字的调整 

 
①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所列“寄韵”有三处讹误：一“羊”韵“透”“泥”两母，开口下等、合口上等、

合口下等的寄韵位只列“〇”，未标所属，根据《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入声寄驼”可知此处脱漏了

“驼”字，应为“○驼”。二“心”母、“龙”韵开口下等、合口上等的入声位列“昔”“速”，寄韵列“○蛇

○地”，据《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列字可知，“昔”属“地”韵，“速”属“虎”韵，寄韵应为“○地○虎”。

三“微”母图只列了“天”韵入声的寄韵“○马”，未列“人、龙、羊”三韵的寄韵。考察《剔弊广增分韵五

方元音》的韵图，此“人”韵合口上等缺寄韵“○虎”，合口下等缺寄韵“○地”；“龙”韵合口下等缺寄韵

“○虎”；“羊”韵开合上下四等都缺寄韵“○驼”。 



$%&'()'*#+"

 320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十二韵图”虽分开合上下四等，但受“诗韵”

分韵的影响，会于四等之外新增一行只列二等韵，或将二等字分列与上下两等之

中，既与附注内容和实际语音不合，又混淆了四等与四呼的界限。《元音字母蒙

学良能》虽以赵氏的“元音十二韵图”为基，但能明确“诗韵”的局限，并对韵

图结构有所调整，分论如下： 

（1）对“獒”韵图“开口二等韵”的调整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獒”韵图的开口上、下之间多出一组“开口二

等”，单列二等“肴”韵字，并注云： 

O?áRMg4¢|+yIDñ?FRDÁÈÉFG�+Dr¤«F#4DsÍF

ªB(�"�kt><x

开口二等“肴”韵的独立与“诗韵”分韵一致，与韵书只分开口上、下两等

的结构不合，且赵氏注曰“此韵亦是上、下两等”，说明韵图列字与实际语音之

间存在矛盾。《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根据“肴”韵的实际语音，将开口二等重归

于开口上、下两等，即：开口二等“肴”韵的“见溪晓影来”母的列字归于开口

下等；“泥帮滂明母”的列字归于开口上等；“照穿审日”母的列字归于开口上

等，再与开口下等一起合流为“开口”，取消了开口二等“肴”韵的独立，与《剔

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书分韵一致。 

 （2）对“马”韵图开口二等字的调整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将开口二等“麻”韵字分列开口上、下两等，“端

精”组列于开口上等，“见邦照”组列于开口下等，但注云： 

D�óF¢|I|?É�&|+tDq¤F�ðz(4|+D°ÎF&þá±�z

°<x

赵氏明言“巴葩不得读为下等”，但为与“诗韵”相合，韵图仍列下等。“诗

韵”麻二不与“端精”组声母相拼，因此列于开口上等，即“端精二句亦可不读”。

但“诗韵”“麻二”“帮”组与开口二等的“牙喉”音同列，因此韵图中“帮”组

与“见晓”组字同归开口下等。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根据实际语音调整“麻二”列字：“帮滂明”三母之

字列于开口上等，与原合口上等合流，归为合口上等；“敷”母只在合口下等入

声位列“髪”字，《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列于合口下等；“微”母只有开口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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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有“韈”字，《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归于合口上等；“照穿审日”四母与开

口上等合流为开口。 

（3）对“豺”韵图“开口二等韵”的调整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豺”韵图遵从“诗韵”独立开口二等韵，其二

等“佳”韵的开口列于开口下等，合口列于合口上等，并注云： 

DKðF¢|I|?ØR&|+tDy¥F�ðÂTM|+D°ÎF&þá±�z

°<x

二等“佳”韵不与“端精”组相拼，所以“端精二句亦是可不读矣”。但唇

音“‘排埋’不得载于上等”，因此韵图列于开口下等，但与实际语音不合。《元

音字母蒙学良能》根据实际语音调整开口下等中的“佳”韵字，“帮滂明敷”四

母开口下等的列字归于开口上等，与合口上等一起组成合口上等；“照穿审日”

的开口下等与开口上等合流成开口。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书、韵图的分韵列字不完全相同，韵书倾向于

实际语音，韵图倾向于“诗韵”。根据实际语音调整韵图列字的《元音字母蒙学

良能》，多与赵氏韵书分韵相合。 

（五）校订韵图列字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的列字来源于《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但略有不

同，经统计，两书列字不同的情况有 154 处，除去“虎”韵中的 11 个入声字，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出现讹误的有 23 处，《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出现讹

误的有 68 处；两书都误的有 5 处；两书列字不同，但都满足韵图要求，也都见

于韵书的有 47 处，相较之下《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的准确性更高。现把《元音

字母蒙学良能》讹误的 28 处韵字整理于下表（《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简称“良

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简称为“剔弊”）： 

! nO=O5##>R/PSnQopFst(+*¬u�P#

声 见 溪 晓 影 端 透 泥 来 

韵 人 龙 羊 驼 人 驼 羊 虎 马 天 龙 地 龙 驼 

等 合下 合下 开下 开下 开下 开下 合上 合上 开上 开下 开上 合上 开下 开下 

调 去 去 上平 入 入 入 上平 去 入 入 入 上 下平 入 

良能 麕见真 〇 羗溪阳 〇  〇 〇 𢙣影暮  站知陷 〇 脮透贿 寜泥青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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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O5##>R/PSnQopFst(+*¬u�P#

剔

弊 

图 攟见问 供见宋 𦍑溪阳 确溪角 肸晓质 謔晓药 汪影阳 惡影暮  跕端帖 得端德 腿透贿 寍泥青 略来药 

书 攟 供 𦍑 确 肸 謔 汪 惡 唈① ②  骽③ 甯④ 略 

声 帮 滂 清 心 照 穿 日 

韵 地 天 牛 天 龙 牛 人 龙 蛇 马 马 天 蛇 

等 合上 合下 合下 合上 合下 合上 开下 合下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调 入 去 入 下平 去 入 下平 上平 平 上 上 上平 去 平 

良能 ⑤ 階见皆 弊並祭 杯帮灰 ⑥ 蹴清屋 尊精魂 荀心谆 冡明东 庶审御 〇 乂疑废 㬉泥缓 〇 

剔

弊 

图 北帮德 蔽邦祭 撆滂薛 抔並侯 〇 簇清屋 酋疾尤 苟见候 冡⑦ 遮章麻 𠆣知馬 叉初麻 𤲬日線 〇⑧ 

书 北 蔽 ⑨ 抔  簇 酋 荀 冢 遮 𠆣 叉 𤲬 婼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处于清末民初，切音字运动的浪潮之下。是图虽以传

统等韵图为蓝本，但与追求“天下之完音”或“为押韵而设”⑩的韵图不同。《元

音字母蒙学良能》为汉字教学而设，提出“音读教授法”以实现教学方式的改良，

并以此调整韵图结构，以声为纲。其“音读教授法”不为一字一音所限，强调音

理学习，并与“音读图式”相互配合，以此凸显汉字音节的拼合规则。同时，批

判传统汉字教学方式，强调音理学习与汉字学习并重，体现出音韵思想的转变。 

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音读图式”仍以汉字为基点，

实际注音时，只能回归反切“音读以反切为准”，无法与拼音字母的功用相比；

“音读图式”以声分图，但继承传统，内容不出等韵框架之外，只是对既有内容

的小修小补；强调“蒙学”，为童蒙识字而作，但与《官话字母》“纯为多数愚

騃便利之计”11相比，使用范围相对局限。但这种矛盾和调和，正是以《元音字

 
①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影”母、“马”韵、开口上等、入声都列“ ”，根

据韵书可知“ ”是“唈影合”字的讹误。 
②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图中入声兼配阴阳，但韵书中入声只与阴声韵相配。 
③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韵书列“骽”“㞂”两字，并以“骽与腿同骨也”为小韵首字。《元音字母蒙学良

能》所列“脮”字应是“骽”字之讹，而《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所列“腿”字应是注释内容的误入。 
④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列“寜泥青”，《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列“寍泥青”，两字同音，但都不见于韵

书，疑是小韵首字“甯泥青”字的讹误。 
⑤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帮”母、“地”韵、合口上等、入声空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开口上等

列“北”，合口上等列“〇”。《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不列“北”，也不列“〇”，应是脱漏。 
⑥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此处空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列有音无字的“〇”。《元音字母蒙学良

能》不列字，应是“〇”的脱漏。 
⑦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照”母、龙韵、合口上声都列平声字“冡明东切”，韵

书列上声“冢知肿切”字，其“冡”字应是“冢”字的讹误。 
⑧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日”母、“蛇”韵、开口下等、平声都列“〇”，韵

书列字“婼”。《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应是继《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列字时，不察其脱漏，也列“〇”。 
⑨《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撆滂薛”字与“蛇”韵、合口下等、入声列字“撆”相同。《元音字母蒙学良

能》“弊”字应是“撆”字的讹误。 
⑩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海书店，1984 年，第 236 页。 
11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3 页。 



,H."4567897:7;<IJ 

 323 

母蒙学良能》为代表的等韵图，在新形势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这一时期

等韵思想转变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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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迪蒙古初学”振兴教育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是喀喇沁右旗贝子海山编译，中华民国六年（1917）

仲春出版。海山又名海珊、海森,蒙古族,辅国公,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病故

于 1927 年。幼年攻读蒙汉、满文，后著有《蒙汉合璧五方元音》存世。 

是书“本为启迪蒙古初学，便于察识字义”，从而有助于“我国振兴教育”

（前言）。《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直将《五方元音》一书，译成蒙文，且于每

字之下，增补一二蒙汉合璧成语，以供初学，随时便览，藉识字义，以资兴学”

（喀喇沁亲王序），即用蒙古字母为《五方元音》加注音注和蒙古语译，以为蒙

古幼童学汉语之用①。《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书前有喀喇沁亲王、特旗扎萨克郡

王、哲里木盟宾图亲王、以及海山自序。其“自序”最现其志，转录如下： 

/Õ¦C§kì¯t�+̈ X1e+ç©D6+*ª«ú+o¬�+1�134

fÕ+g/(f�+�®¯°<)üj�+�Ë{¬+¾!±+1Q/ÕfR®z.

ê+0ò²�Bª³/�I<�8t´(+�$M)+t¿"q+á¨Î1+ªJ®y

®t.8�öF+�áµû-�+TüÏVÏt.j���+¹mø"Îo<3¾!

±+3(¼¶²·+04Soj+á¸�ú�+�Dj8B¹"ÿF!%oº�j+

¹1OYB+02�`<»�%¸j²4ä+¼½[¾++¿ð�+¹©V�+M¡À

zS+êx��+�Ë[Á+Ä®°E¸If"+D´Jÿ+�zF�Eê+³Â�í

ðR+t"%-!j<øt�ºÁ+Ãÿ"+Ää*Å+¡B�i+Æ�Ø+öfÇ

ù+¾È÷�<*�ÃÉ¸2+�ÊÏy+Ëå»/�+�®Ì°+ÍRÎÏ+Ð�

Ñù<R1�Ò»�+ràvQyÚywfS4Bjt+dTö".4+Y£f&j8

B¹B¡+1Ó��+Ä,�=+Ôð"q+1��+0òq�<S´ÏúLÕ+«

S�ÃÝ+á®EÖì+[×ûØ+í$ÇÙ?ß<!û4."+6(Ú�+sÛ

[¯Üä+�ì£²+ÖB'!RÝ<?4BS+�1Þ�+0T�<Ç�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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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所言之《五方元音》并非樊腾凤原本，而是年希尧康熙四十九年（1710）

增补的《五方元音》。序言之后是仿照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所做的四声歌谣：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哀哀音渐远，入声短促急收藏”，但

 
①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特旗扎萨郡王序”云：“凡我蒙古初学苟得是书，曰置案头，手披目覩，则字

义自识，文理渐通，以仰副国光学至意，豈不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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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来的“去声分明哀远道”改为“去声哀哀音渐远”。同时，删去年氏序、唇

音水肾羽、舌音火心征等内容，只留“韵目”和“廿字母”，并加以蒙文翻译，

按照蒙文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排列韵字。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以年氏康熙四十九年（1710）本《五方元音》为据，

除去相随的蒙文翻译，韵图内容与年氏之书基本无别，都按：十二韵—“横二十

声—纵‘四等—五声’”的顺序列图分韵。详而论之：即“以韵分图”，据“一

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

地”十二韵分十二图。每图的编纂体例不变，都是横列“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

石日剪鹊系雲金橋火蛙”二十声母；纵分四等；每等之下分上平、下平、上、去、

入五位；图尾列入声所属。唯一的不同在于海山把阳声韵“天人龙羊”四韵付诸

阴梓的入声字，全部删去，但保留入声所属。例如：“一天”韵入声位不列字，

但保留年氏对原入声“乏”字“十马”的解释。阴声韵的入声列字仍遵年氏，不

变其字。韵图具体列字也以年氏之书为基，只有少数不同，而且不同之处多是韵

字脱漏，形近字的讹误，不影响整体内容。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书、图兼备，韵书列字也遵从年氏之书，按“韵—声

—小韵—调”的顺序分韵列字，但韵字稍有增减。韵书部分一页四行、八列、三

十二字位，书写方式遵从蒙文，从上到下，从左往右。具体内容也是列声母于最

上层，首字上列声调，但声调不付阴梓，没有列字的声调不列出，每字之下附有

释义，以蒙文为主，也夹杂汉语，夹杂的汉语释义多用“白话文”，色彩鲜明。

例如，一“天”韵、匏母、去声、“片”字的汉语释义有“毛片，雪片，片金，

引火木片”等。有些难以用蒙文解释的字，不列释义，“其难译之字，均为阙如，

统候高明贤士，更正增补”。例如，一“天”韵、梆母、上平声、“缏”字，不

列释义。除去继承，海氏对具体的韵书内容也稍有调整，例如删去入声韵目字之

前的反切注音，调整列字顺序等，但整体变动不大。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以年氏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为蓝本，基本音

系不变，释义的通俗性是其特点。《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的真正价值不在音韵上，

而在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响“维新”之号召，察自身之体病，寻改革之

良药，振臂高呼，振兴教育，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以及在弃古崇洋的风气下，

仍坚守本心，坚守传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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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清末民国伴随传统音韵学的衰落，“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也走向衰落。特点

如下： 

第一，思想上的双向性。 

这一时期的传统等韵思想家，既反对汉字改良，坚持传统反切，又承载时代

要求，调整等韵内容，专为开启民智，普及教育而设。清末有识之士开始强调，

中西之间的差距在于“学”，“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

皆好学识理”①。在此思潮下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

丁化运动递相开展，但部分等韵学家仍坚持传统反切，《元音字母蒙学良能》②、

《刘氏切韵指南》③等都是如此。 

但是，坚持传统反切，并不是坐以待毙。这一时期的等韵文献多可以突破审

音、作诗的限制，专为教育普及，挽救民族危亡而作。《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创

“音读教授法”，寻求教学方式的改良，以求实现教育普及；《蒙汉合璧五方元

音》立“夫育才义立教为先，而设教以普及为急”之旨，用蒙文翻译《五方元音》

以启迪蒙学等，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时代特点。 

第二，结构上由韵向声转变。 

清末民初国家危亡，各方有志之士主动寻求中国落后之因，中西学战和国语

运动的思潮也冲击着坚持传统反切、坚持汉字、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等韵学家。

表现为在西方字母之学的冲击下，重视字母，加速等韵学由韵向声转变。 

这种转变以细化的音节分析方式和音韵学自身的发展为基，更在“西学东渐”

的时代思潮下，加速了发展过程。以声分图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启端于葛中

选《太律》，其后《韵籁》有“以声介为纲”的“五十衍章”，许惠《等韵学》

继续发展，兼备“等韵图”“等音图”两种韵图，《元音字母蒙学量能》直接变

韵为声，以二十声母列二十音图等，展示了研究重心的逐步变化。 

 
① （清）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1956 年。 
②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云：“溯我国造字之精深……而提纲挈领，只字音字义两事，已思过半矣，况反

切之法，尤持简驭繁者乎”。 
③ 《刘氏切韵指南》序言云：“中华字学之繁赜冠于全球，识者病其检解之难也，不惮作国语字母拼音之

改造，不知因势而利导之，往往比舍其旧而新事图者，事半功倍。溯我国造字之精深……而提纲挈领，只

字音、字义两事，已思过半矣，况反切之法，尤持简驭繁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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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论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文献特点 

第一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结构特点 

上文对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内容进行了分类讨论，并对各阶段

的文献特点进行说明。现综合各阶段的文献特征，总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

文献特点如下： 

（一）明显的时间性和阶段性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就必然会承载相应的

时代特点。“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历时三百多年，有着明显的时间性和阶段性特

点：第一，明中后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处于等、呼转变期，特点是注重

理论创新，但内部结构还不统一。第二，清初《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系

列文献的出现，促使“十二韵摄”韵书韵图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第三，清中后

期《字母切韵要法》以后，结构成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呈现出内容的多元

化发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虽然研究重心、编纂体例

都有变革，但最终不能抵挡“国语运动”的大潮，逐渐淹没于时代的洪流之中。 

（二）注重音系分类的理据性和韵图结构的层次性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编纂体例与宋元韵图相比，更加注重音

系分类的理据性，但因时代的局限，理据多以“阴阳、律吕、五行、五音、六音、

七音”等概念为基。除去理据性，“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术语的创新性和韵图结

构的层次性都更为突出。例如，《元韵谱》用“七音、十九声、四响、七十二母”

描写声母系统；《太律》用“十六律”“疾迟”区分声母；《切韵声原》用“六

余声、十二统、十六摄、三十六韵”区分韵部等。 

文献本身也多借助韵图结构，分层递进的说明语音的拼合过程。例如，《本

韵一得》音素内容逐渐增多的“十二韵阴阳四声纵横总纲图”“十二韵阴阳四声

五音纵横分图”“每韵兼平仄五声全图式”；《字母切韵要法》相互配合的“明

显四声音韵图”和“明显四声等韵图”；《同文韵统》的前两谱与后十谱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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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韵简明指掌图》内容逐渐丰富的“等韵十二摄圆图横图第一”“十二

摄分开合四声图第二”“四声分喉牙舌齿唇九声十九位图第三”；《等韵图》的

“声韵配合总图”与“五十衍章图”；《元音字母蒙学良能》明列开合四等的“音

读横式”和明分平上去入的“音读竖式”等，都是层次性的体现。 

（三）细化的音节分析方式和编纂体例的多样性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细化音节分析方

式，“声、介、韵、调”都成为分析的主体，细化的音节分析方式在文献中有两

种表现： 

第一，反切改良中反切上、下字的限制越来越多。反切上字不仅要与被切字

的声母一致，还要强调声调、四呼、以及韵部所属。反切下字不仅要与被切字的

韵部、声调相同，还要强调四呼、以及声母所属等因素。总之，反切上下字的限

制条件逐步增多。 

第二，更为多样的编组体例。既有以韵部分图的《五方元音》；以韵母分图

《太律》；以声介联合分图的《太律》《韵籁》《等韵学》；也有以四呼分图的

《字学元元》《字母切韵要法》；和以声母分图《元音字母蒙学良能》等，形式

更为多样。 

（四）更为多元的文献内容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内容更为多元，不仅与“梵文”有关，

也涉及“满文”“蒙文”等。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宋元韵图所不具备的

多样性。 

（五）反切改良的多样性以及注音方式实用性、灵活性的增强 

反切改良从宋元开始一直延续，身处其中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也不例外，

且形式上更为多元：从反切上、下字的“四呼”所属出发，寻求上、下字四呼所

属一致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纳“助纽字”入反切系统的《本

韵一得》“三才切韵法”；用“满文”拼合规则指导汉字反切的《同文韵统》；

注重取消上、下字赘余成分的《音韵阐微》“合声切法”；以及突破汉字范围，

制定“注音符号”以弥补汉字有音无字局限的《太律》和李邺《切韵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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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反切改良的多样性，整体的注音方式也更为灵活性，实用性都有所增强。

既有注重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声调、四呼一致，追求“久之可自作反切”的《本

韵一得》《等韵精要》；也有“不专为切字”而设的《等韵简明指掌图》；以及

为“传声射字”音韵游戏而作的《音韵逢源》等。  



$%&'()'*#+"

 330 

第二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传承关系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分类方式多重：从古今音变角度来分，

有“古音”“时音”的不同，《切韵声原》《本韵一得》论及“古音”；从音系

特点来论有南北之别，《音声纪元》内含南、北两种音系，《徽传朱子谱》有江

淮方言的特点；从文献间的传承关系来看，《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虽然

是两个主要脉络，但也有《韵法直图》系列文献的传承；从音韵思想角度出发，

“易理”“律吕”是多数文献的理论依据等。不管哪种分析方式，单独使用都不

能尽善。 

首先，古今音变的角度，“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中涉及“古音”的文献较少，

而且基本是以等韵学论“古音”，所论“古音”多不成系统。第二，南北音系的

角度，“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多表“官话”，内部差别不大，不足以成为突出特

点。而且，如若过度拘泥于个别字音，则会流于细碎繁琐，反脱离于等韵学发展

的整体面貌。第三，文献传承角度，“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在有清一代多有传承，

但明代文献创新性突出，传承性不强，很难形成完整的系统。最后，音韵思想角

度，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音韵学家，基本都有一个“括尽天下之

元音”的作图旨趣，《元韵谱》《五方元音》《等韵学》都是如此，但是各阶段

的侧重点不同，各书的旨趣各异，过分强调“共性”反而淹没了各书的“特性”，

而且清后期等韵文献的学术性增强，以韵图为主，结构趋简，音韵思想也不足以

成为单一文献研究的主体。 

因此，从“音韵思想”“编纂体例”“音系结构”等方面综合考察文献，从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演进的历史间架纵向论述，同时结合内、外讨论“十二韵

摄”韵书韵图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的阶段特点，以求从专题史的角度对“十

二韵摄”韵书韵图进行总结。这种偏纵向的专题史研究，必然会割裂文献间的传

承关系。例如，《元音字母蒙学良能》《蒙汉合璧五方元音》虽然都与《五方元

音》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为了体现“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时代特点，归入第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衰落。因此，为了弥补“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专题史研

究与传统“韵书韵图史”研究侧重的不同，下文从“韵书韵图史”角度整理明中

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传承脉络图。先总论文献关系，后分论分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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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承脉络总图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 

 

内因：汉语传统                                  外因：拉丁字母和拼音字母 

 

“声有定数观”和“语音特点”               “华严字母”     满文十二字头  蒙文 

 

开合四等            四呼 

 

                以韵为纲       以声为纲 

 

《音声纪元》 《元韵谱》                   《字学元元》 

 

                 《太律》      《太律》 

 

               《切韵声原》 

 

                《切韵考》 

 

               《五方元音》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 

 

                                  《字母切韵要法》《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年氏增补《五方元音》 

                                                                《黄鍾通韵》 

 

                                                                《同文韵统》 

              《音韵集注》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 

            《等韵简明指掌图》 

                                                                 《音韵逢源》 

            《韵法传真五美图》 

                                        《音切谱》 

                               《韵籁》 

 

               《等韵学》     《等韵学》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E wO5O"##¹Tvwx)*+,-.01$yz{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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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根据分韵依据的不同，分为内、外两类：

一类，是根据汉语本身的语音特点和传统“易理”思想所产生的“十二韵摄”韵

书韵图；第二类，是受外来的语言文化影响所产生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当

然，两者并非截然分立，只是以主要特征为据，分门别类。例如，《字学元元》

虽受“华严字母”的影响，但又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据，但不分为两类，

而是根据主要特点列于受“华严字母”影响的韵图之内。文献的内、外因分类，

详论如下： 

第一类，在中国传统的“易理”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声有定数”的观念将

语音系统与传统的“律吕”“天干”“地支”“节气”“五音”“七均”等概念

相配。此法盖发端于宋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是图声分与“地支”相

配的“十二音”，韵分与“天干”相配“十音”，分调为与“日月星辰”相配的

四类。邵氏之书虽未直接分韵为十二类，却开启了一种风气，对之后的韵图产生

较大的影响。当然，“声有定数”与“十二”配合的实现，还必须有一个不可忽

略的大前提，即实际语音中的韵部已经合流为十二类，或者十二类左右。纵观宋

元韵图，《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虽然都分十六摄，

但内部已有合流之迹：《四声等子》“果假”合流、“江宕”合流、“曾梗”合

流，实际分十三摄；《切韵指掌图》除“果假”合流、“江宕”合流、“曾梗”

合流，还有“止蟹”合流，实际分十二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偏向保守，但

仍体现“果假”合流。实际语音的演变，为“声”“数”相配提供了学理上的依

据。 

而且，第一类内部又可以根据编纂体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延续“宋元”韵

图“开合四等”的《音声纪元》。第二类是具有典型明清韵图“以呼分韵”特点

的韵书韵图。以“呼”为据的文献内部又可以根据“声”“韵”所处层级的不同

分为两类：《元韵谱》是“以韵为纲”的代表；《太律》的“专气声图”是“以

声为纲”的代表等。 

第二类，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外来文化主要是“华

严字母”“满文十二字头”“蒙文”三类字母，并据此分为三类。三类字母之中

“华严字母”的影响最早，“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中以《字学元元》为首，之后

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字母切韵要法》《大藏字母九音等韵》等都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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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佛教因素，之后的《音切谱》虽然只是延续《字母切韵要法》的韵图内容，

但仍归此类。“满文十二字头”的影响后于“梵文字母”，但在清政府的提倡下

影响力增强，此类首推据“十二字头”分韵的《黄鍾通韵》，之后的《同文韵统》

《音韵逢源》又继续发展。“蒙文字母”的影响最后，“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中

仅有蒙汉对译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属于此类。 

根据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脉络总图，分论各支流内部的文献

传承脉络关系，讨论如下： 

（二）《五方元音》系列“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承脉络图 

                 《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 

《改併五音集韵》 

《元韵谱》（1611） 

       

《韵略易通》 樊氏《五方元音》      年氏康熙四十九年增补本    年氏雍正五年增补本 

（1624—1673）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字学元元》                                                        （1917） 

 （1603）               （1799）《音韵集注》《五音通韵》 

               《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1810） 

《新编佩文诗韵四声谱广注》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1907） 

《切韵指南》（1911） 

                                            《刘氏切韵指掌》（1934） 

E wO5O5##>sÉR/Ff�)*+,-.,¥,E$yz{E"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五方元音》系列文献首发于《元韵谱》，之后的《五

方元音》承其志分为“十二韵”，但改用蒙学类韵书《韵略易通》为基，体现“通

俗性”。《五方元音》之后的韵图分为两支：一支是年希尧的两次增补本。年氏

的两次增补都不变《五方元音》的基本体例，延续“通俗性”特点。年氏之后，

海山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承年氏之书，虽增以蒙文译音，但基本体例无别。 

另一支是以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为主。是书一改樊氏四呼列字

的无序性，明分“开合上下”，结构更为完善，但改韵字来源的《韵略易通》为

《新编配文诗韵四声谱广注》，与时代特征相合。《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之

后的《元音字母蒙学良能》《切韵指南》《刘氏切韵指掌》各延其志，各自发展，

但总体结构不出框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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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母切韵要法》系列“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承脉络图 

《改併五音集韵》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谐声韵学》 

《字母切韵要法》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    

 

《等韵简明指掌图》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 

             （1815）                   《音韵六书指南》（1845） 

《音切谱》（1848）的“西域四等法”和“等第图四等法” 

E wO5O=##>PSB,àLFf�)*+,-.,¥,E$yz{E"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谐声韵学》相互配合，结构非常完整，系统性严

密，但是过尤不及，韵图严密的系统性已经超过了汉语本身实用性的需要。因此，

《字母切韵要法》虽承其志，但也削减内容，去“合声”字，改动四声顺序，以

及声母结构等，推动“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结构的成熟。《字母切韵要法》之后

的《等韵简明指掌图》《挹涑轩切韵宜有图》《音韵六书指南》《音切谱》沿其

道路，小修小补，不断发展。 

（四）梵、满文影响下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承脉络图 

                                             “华严字母” 

 

                                           《字学元元》（1603） 

“满文十二字头” 

  

《黄鍾通韵》（1744） 

                         《字音图说》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字母切韵要法》 

《音韵阐微》 

                                           

《同文韵统·华梵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 

《等韵精要》（1775） 

 裕恩《音韵逢源》（1840） 

E wO5OI##=k:0|�p()*+,-.,¥,E$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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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和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也对传统等韵产生影响，梵文、满文也推动

着反切改良的进一步发展。清初的反切改良有两条路径：一是在满文拼合规则的

影响下，仍以汉字为基的“合声切法”，此法在《音韵阐微》中达至成熟；二是

以汉字为载体，直接用满文拼合规则指导汉字反切的“合声切法”，此法脱胎于

《字音图说》，并在《同文韵统》中得以韵图化呈现。之后的《音韵逢源》《正

音切韵指南》等都在《同文韵统》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拼音化，兼备满、汉两种

注音。 

（五）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七音略》为基的“十二韵摄”文献脉络图 

《七音略》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字学元元》（1603） 

《音声纪元》（1611） 

                                     《太律》（1618） 

《字母切韵要法》 

E wO5On##w>\]^/B,_`F>�/�F}~()*+,-.01z{E"

明中后期至清初“十二韵摄”文献的编纂体例，可以根据与“开合四等”的

对应关系，分为两类：一类延续宋元韵图的“开合四等”，以及十六摄的韵图内

容，《音声纪元》“十二律开合后谱表”和《字母切韵要法》“等韵切音指南”

都是如此；第二类变等为呼，虽然仍以宋元韵图为基，但根据韵部特点合流韵部，

《字学元元》“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图”即是如此。 

（六）以《韵法直图》为基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脉络图 

                           《韵法直图》 

 

《增补韵法直图》（1769）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    

                                                        《韵法传真五美图》（1845） 

E wO5Ow##w>,LMEF}~()*+,-.,¥,Ez{E"

“韵法横直图”在明清两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推动了韵图“变等为呼”

的发展进程，更直接推动了“四呼”格局的形成。《韵法直图》以韵为纲，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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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图，但是韵图横列平上去入四声，纵列三十二字母，与传统韵图稍有不同。

“十二韵摄”的《增补韵法直图》《翻切指掌空谷传声》《韵法传真五美图》都

以此为基，用“十二摄”统归韵部，增加了韵部的层级性和系统性。 

（七）以《徽传朱子谱》《李氏音鉴》为基的“十二韵摄”韵书韵图脉络图 

                                                 《徽传朱子谱》 

《皇极图韵》（1632） 

 

                                         《切韵声原》（1641） 

                                                                《切韵考》 

《李氏音鉴》（1810） 

 

《等韵学》（1878） 

      《韵籁》（1824—1854） 

E wO5O{##w>�$ÈX�F>�Î/-F}~()*+,-.,¥,Ez{E#

以声为纲的韵图结构盖发端于《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后的《太律》

有所发展，但是直到清末民国时期“以声分图”的韵图模式才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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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编撰体例汇总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宋元文献相比，编纂体例更为多元，不

仅声、介、韵、调都可以成为分图依据，更有“声介合母”的联合分图。现将明

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编纂体例汇总于下表，但因《切韵声韵》“十

二统”《徽传朱子谱》等书仅有目录或仅存目录，无法确定编纂体例，下表不列。

《佐同录》《音韵画一》《词类元音》等文献，只存只言片语，不见总纲，亦不

列。 

韵书、韵图都以表现音节特征的音素为其经纬，但因功用的不同，编纂体例

也有差异。韵书是韵字的汇总，篇幅限制较小，可以平铺韵字，音节层次的展开

基本是线性的、单向的，层层深入。例如，《五方元音》韵书按照“韵—声—小

韵—调”的顺序层层展开，空间性不明显。但是，韵图本身就是音素的拼合表，

主要功能是展现汉语音节的拼合规律，除去层次性，还有空间性的要求，即纵、

横方向各由一定层级的音素成分组成。例如，《字母切韵要法》“明显四声等韵

图”先以韵分图，分十二摄；每图之内横列三十六字母，纵列开合正副四等；纵

向上的四等之内，再分平上去入四声，纵横相交以得音节。既然韵书、韵图的体

例不同，就不该共用一种描写方式。因此，改良韵图的描写方式，展现韵图的“空

间性”和“层次性”，具体过程分为三段： 

首先，用辅助的双引号“”区分“分图因素”和“列图因素”。 

第二，用“纵”“横”两字展现“列图因素”的空间性。 

第三，在“列图因素”的双引号之内用单引号‘’凸显韵图纵、横方向上的

层次性。 

仍以《字母切韵要法》“明显四声等韵图”为例。“明显四声等韵图”的编

纂体例是：十二摄—“横九音三十六母—纵‘开合正副—平上去入四声’”。先

列出的“十二摄”是列“分图依据”，即韵图以“十二摄”分立韵图，与双引号

之内的“列图因素”所处层次不同。双引号“”之内的是“列图因素”，指向性

的“纵、横”之名，用于说明韵图的空间性。“列图因素”内部，纵横方向上的

单引号‘’，用于说明韵图内部的层次性，纵向的‘开合正副—平上去入四声’，

说明“四等”先于“四声”。依此，将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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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整理于下： 

! wO=O""""¹Tvwx)*+,-.,¥,EZ���23"

作者、书目 形式 编纂体例 分图依据 

袁子让《字学元元》 韵图 开合上下—“横声—纵摄” 以呼分图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内含四声音韵总图 开合正副—“横声—纵摄” 以呼分图 

《字母切韵要法》 内含四声音韵图 开合正副—“横声—纵摄” 以呼分图 

崔鸿达《音韵六书指南》 韵图 开齐合撮四呼—“横韵—纵声” 以呼分图 

李元《音切谱》 “等第图”四等法 开合正副—“横三十六字母—纵摄” 四呼分图 

耿人龙《韵统图说》 韵图 
呼呵嘻嘘四声—平上去入四声—“横四十八韵—纵三十

声” 
以呼分图 

崔鸿达《音韵六书指南》 韵书 四呼—声—韵—阴阳上去入五调 四呼分统诸韵 

 

郝敬《读书通》 韵书 宫商角徵羽五声—韵部—小韵 四声分统诸韵 

乔中和《元韵谱》 韵书 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十二佸—柔刚律吕四响—十九母 四声分统诸韵 

龙为霖《本韵一得》 
韵图 

平上去入四声—十二韵“横合撮开齐四呼—纵‘宫商角徵

羽变六音—二十四声’” 
以调为纲 

韵书 平上去入四声—十二韵—四呼—二十声 四声分统诸韵 

《挹涑轩切韵宜有图》 韵图 四声—“横声—纵‘十二韵—一开二齐三合四撮韵’” 以调为纲 

 

葛中选《太律》 
专气声图 十六律—疾迟—“横‘六音—入出’—纵‘四衡—四规’” 以声为纲 

应声图 六音—内外—四规—疾迟—四衡 以声为纲 

《元音字母蒙学良能》 韵图 二十声—“十二韵—‘横开合上下—纵五调’” 以声为纲 

许惠《等韵学》 等音图 
五音—十二句—三十八音—“横阴阳上去入五声—纵十

二韵” 
声介联合分图 

华长忠《韵籁》 同音字表 十四音—五十衍章—“横十二韵—纵阴阳上去入五调” 声介联合分图 

 

吴继仕《音声纪元》 十二律开合表 十二律—开合—“横‘五音—清浊’—纵‘四等—四调’” 以韵分图 

章嘉胡土克图《同文韵

统》 
韵图 韵—“横声—纵开齐合撮四呼” 以韵分图 

乔中和《元韵谱》 韵图 
十二佸—“柔刚律吕四响—‘横七音十九母—纵上平下

平上去入五声’” 
以韵分图 

葛中选《太律》 

专气音图 六音—内外—“横‘声律—疾迟’—纵‘四规—四衡’” 以韵为纲 

直气音声定位图 六音—外内—“横声—纵‘四规—四衡’” 以韵为纲 

和音图 十六律—六音—内外—四规—疾迟—四衡 以韵为纲 

年氏、樊氏、海山《五方

元音》 

韵图 十二韵—“横二十声—纵‘小韵—五调’” 以韵分图 

韵书 十二韵—二十声—小韵—五调 诸韵分统四声 

高明直《音韵集注》 
韵图 十二韵—“横二十声—纵‘小韵—五调’” 以韵分图 

韵书 十二韵—二十声—小韵—五调 诸韵分统四声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 十二摄—“开合正副—横九音二十一母—纵四声’” 以韵分图 

《字母切韵要法》 明显四声等韵图 
十二摄—“横九音三十六母—纵‘开合正副四呼—平上去

入四声’” 
以韵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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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韵疌法》 韵图 十二韵—“横三十六母—纵‘开齐合撮四呼—平上去入四等’” 以韵分图 

《谐声韵学》 韵书 十二摄—开合正副四呼—九音二十一母—调理韵音四调 诸韵分统四声 

《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图》 韵书 十二摄—开合正副四呼—九音三十六母—平上去入四调 诸韵分统四声 

都四德《黄鍾通韵》 韵图 
十二声—“横五音二十二声—纵‘轻重上下—短平、长平、上

去入五调’” 
以韵分图 

贾存仁《等韵精要》 韵图 
十二韵—“横五音二十五位—纵‘开合上下—中平上去入五

调’” 
以韵分图 

《五音通韵》 
韵图 

十二摄—“横五音十九母—纵‘齐开合撮四呼—阴阳上去入五

声’” 
以韵为纲 

韵书 韵—声—四呼—五调 诸韵分统四声 

赵培梓《剔弊广增分韵五方

元音》 

韵图 十二韵—“横二十声—纵‘开合上下—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调’” 以韵分图 

韵书 十二韵—二十声—开合上下—八调 诸韵分统四声 

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 韵图 
十二摄—“横九音十九位—纵‘开合正副—阴平、上去入、阳

平五调’” 
以韵分图 

徐桂馨《切韵指南》 
韵图 十二韵—“横二十声—纵‘开合上下—五调’” 以韵为纲 

韵书 十二韵—二十声—开合上下—八调 诸韵分统四声 

马攀龙《韵法传真五美图》 
韵图 十二摄—“横五音三十二声—纵‘合撮开齐—平上去入四调’” 以韵为纲 

同音字表 十二摄—合撮开齐—“横五音三十二声—纵平上去入四调” 诸韵分统四声 

刘廷遴《刘氏切韵指掌》 
韵图 十二韵—“横三十三声—纵‘开合上下—调’” 以韵分图 

韵书 韵—声—开合上下—五调 诸韵分统四声 

 

许惠《等韵学》 等韵图 十二韵—“横阴阳上去入五声—纵‘十二句三十八音’” 以韵分图 

李邺《切韵考》 韵图 十二纲—四呼—“横阴阳上去入五声—纵七音二十一母” 以韵为纲 

王曰恭《增补韵法直图》 韵图 十二摄—六十六韵—“横平上去入四声—纵三十六声” 以韵为刚 

《翻切指掌空谷传声》 韵图 十二摄—合撮开齐—“横平上去入四调—纵五音三十二声” 以韵为纲 

裕恩《音韵逢源》 韵图 
十二摄—乾合坎开艮齐震撮四呼—“横‘二十一声—满文注音’—

纵上平、上去、下平四调” 
以韵为纲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编纂体例，可以根据分图依据的不同分

为四大类： 

第一类：韵图“以呼分图”，韵书“四呼分图诸韵”。此类不见于宋元韵书、

韵图，明清特有。《字学元元》“增字学上下开合图”以“开合上下”分图，《字

母切韵要法》“内含四声音韵图”以“开合正副”分图等，都属此类。 

此类内部又可以根据是否明列“声调”分为两类，耿人龙《韵统图说》崔鸿

达《音韵六书指南》的韵书明纳四声入韵图，《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含四声音

韵图”，《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内含四声音韵总图”都是“内含”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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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韵图“以调分图”，韵书是“四声分统诸韵”。此类延续《切韵》

系韵书“四声分卷”的传统，郝敬《读书通》《挹涑轩切韵宜有图》等都属此类。 

第三类：韵图“以声分图”。此类盖发端于（宋）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

和图》；明有叶秉敬的《声表》，葛中选《太律》的“专气声图”和“应声图”

等图；清有李汝真《李氏音鉴》，许惠《等韵学》、华长忠的《韵籁》等图。 

此类细分之，又可以分成“以声分图”和“声介联合分图”两类：《等韵学》

和《韵籁》都是“声介合母”之后的“声介联合分图”，与单纯“以声分图”的

《太律》“专气声图”和《元音字母蒙学良能》不同。 

第四类：韵图“以韵分图”，韵书是“诸韵分统四声”，此类最为普遍，但

内部又有不同。《音声纪元》“十二律音声分韵开合后谱表”延续宋元韵图的“开

合四等”，与《韵镜》《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体例相似，与“变等为呼”的韵

图结构不同。《同文韵统》“内含四声”，仄声仍以平声读之，声韵调系统并不

完善。除此两例，剩下的韵图（韵书从之）可以根据“四呼”所处的韵图层次分

为两类：一类以“四呼”为列图之据，韵图内只含“声、介、调”三个因素，《太

律》的“专气声图”，以及《五方元音》《字母切韵要法》都是如此。此类内部

又可以根据“四呼”所处纵、横方向上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五方元音》

韵图横列声母，纵列四呼，《音切谱》则是横列开合正副四呼，纵列三十六字母，

结构安排上稍有不同。第二类以“四呼”为分图之据。《切韵考》《音韵逢源》

都是先据“四呼”分图，剩下“声、调”两个因素构成韵图。当然，此类之内又

可以根据“声、调”所处纵、横方向的不同分为两类。《切韵考》是横调，纵声，

《音韵逢源》则是横声，纵调，声、调位置刚好相反。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宋元韵图相比，形式上更为多元。宋元

韵图以“声、韵、调、开合、四等”五个因素作为分韵列图的条件。明清韵图“变

等为呼”（部分“存古”的韵图除外，如《音声纪元》），以“呼法”代替原来

的“开合、四等”，以“声、韵、调、呼”四个因素组成韵图，整体趋简。而且

“呼法”不似“四等”，以与韵部相配合为主，“呼法”的灵活性更强，既可以

独立作为分韵的依据，成“以四呼分图”的韵图结构，又可以与声结合，“声介

合母”联合分图，又可以遵从传统，与“韵”结合，处于“以韵分图”的结构下

位。与“呼法”的情况相反的是“声调”的地位的逐步下降，除了多位于分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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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下位因素之外，还出现了“举平以赅上去入”，统括四声的《音韵六书指南》，

内含四声的“内含四声音韵图”，以及“仄声俱读平声”的《同文韵统》等，而

后程定谟的《射声小谱》也“只列平声字，不及其他声调，不是典型的韵图”①。 

整体来说，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与宋元文献相比，变等为呼，

基本以“声、韵、调、四呼”作为分韵列图的依据，韵图所含因素趋简，但“介

音”的灵活性增强，“声调”的地位有所降低，韵图的整体结构更为多元。 

 

 
①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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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以文献表层分十二韵类为特征，汇集四十

多部音韵文献，成为明清等韵学中的独特分支。“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之所以绵

延三百多年，除去内部语音系统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之外，也与数字“十二”本身

的独特性有关。“十二”不仅可以与本土“易理”“乐律”相合，又可以与外来

的“梵文字母”“满文十二字头”等概念相配，“音系”“学理”和外部环境的

多层配合，成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延续发展的动力。 

“音韵学史”既是学术史也是文化史，与整个学术文化的演进有着同一的发

展趋势。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既是明清音韵文献的重要分支，也是

明清学术文化思潮的又一载体。因此，研究“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尝试将文献

还归特定的时代背景，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解读韵书韵图，与音韵学家展开深

层对话。同时，考虑到单一视角的不足，关注内部特征的“语音史”，有时会忽

视韵图发展的整体面貌，割裂韵图间的内部联系；注重纵向传承关系的“韵书韵

图史”，有时会忽略文献间的深层联系，以及时代特点；关注音韵学家哲学思想

的“音韵思想史”，则受限于文本的选择，难以全面的概括所有文献。因此，综

合“语音史”“韵图韵书史”“音韵思想史”三种研究视角，以“十二韵摄”韵

书韵图纵向上的时间跨度为基，以阶段性文献中主导的“音韵思想”为切入点，

将“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历史现象，结合文献内部特

点和外部环境的不同，考量其“发端”“成型”“发展”“成熟”乃至“衰落”

的阶段特点，以成“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发展演变的专题史，为其他系列音韵文

献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丰富明中期以后的学术史。同时，从“韵书韵图史”视

角出发，研究各个音韵文献的结构特点，梳理文献间的承袭关系，作明中期以降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传承脉络图，并与宋元韵书韵图进行对比，展现明中期以

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独特性，为研究其他系列的音韵文献提供借鉴。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必然推动文献评价机制的多元化，

编纂体例、语音价值、音韵思想等方面都也在考量范围之内，以《字母切韵要法》

为例。《字母切韵要法》“内含四声音韵图”中加圈韵目字“○迦”“○庚”“○裓”

“○根”“○干”的设立，不仅是语音上的分韵需要，更为说明韵图分韵与“华严字

母”间的归并痕迹，需要从传承关系上特别说明。《字母切韵要法》“明显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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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韵图”横列的“三十六字母”，从语音角度一直被认为是“存古”，但如果考

虑到韵图兼顾“南北”的作图之趣，以及为与包含古今反切的《康熙字典》相配

的前提条件，“三十六字母”的设立反而更为合理。 

“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研究视角的多样性、评价机制的多元化，不仅可以完

善研究内容，还可以弥补“韵图史”“语音史”研究视角的不足。首先，不再视

清末民国时期的等韵文献为“余韵”，而是以“音韵思想史”为切入点，放文献

于“国语运动”的时代思潮之中，重新考量清末民国时期“十二韵摄”韵书韵图

不同于明清两代的独特性，将其作为“十二韵摄”韵书韵图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

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直承于年希尧康熙四十九年本《五方元音》的《蒙

汉合璧五方元音》，如果仅从“语音史”或“韵图史”的角度考量，只能得出文

献直承年氏韵图，在不变音系特征和编纂体例的前提下，加以蒙文译音的结论。

但是，一旦将其放回特定的时代背景，就能发现其坚守中学的不易与艰辛。其次，

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例如，属于明代韵图的《太律》以“括尽天下过耳之声”

为作图旨趣，并非单纯的明代“官话”记录表；《同文韵图》“歌”韵在第二、

第四谱开口位的重出，是处于韵图编纂体例的需要，而不是语音的不同；《等韵

简明指掌图》为与“天地之全数十二 ”相配，在第十二摄中重出“歌”韵，也

不是语音的不同；《等韵精要》“又十一”“又十二”两图的设立，虽然尽列[-

m]韵尾的字，却是为了说明[-m][-n]韵尾的合流；《切韵考》中用于说明入声韵尾

消变的列字实际来源于《韵法直图》，并不是《切韵考》本身的语音特点等。 

论文除了追求研究视角、评价机制的多元化之外，也尝试改良既有的韵图描

写方式，从韵图本身“图”的特性出发，区分“分图因素”和“列韵因素”，以

及纵、横方向上的层次性，以此与韵书的线性描写相区分，完善韵图描写方式。

例如，《黄鍾通韵》按照：十二声—“横五音二十二声—纵‘轻重上下—短平、

长平、上去入五调’”的结构分图、列韵。首列的因素“十二声”是分图依据，

即韵图据十二声，分十二图；双引号内的“声、轻重上下、调”是每组韵图的成

图因素；韵图之内借“纵”“横”术语指出韵图的空间上的不同性。《黄鍾通韵》

每图横列二十声母，纵列“轻重上下”和“声调”，但纵向上的“轻重上下”与

“声调”的层次不同，即先“轻重上下”后“声调”，因此用单引号区分先后层

次，即‘轻重上下—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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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驽钝之资，疏略之才，虽全力以赴，仍有许多议题未及触及，有些问

题处理的还不够完善。首先，虽然强调“音韵思想史”，但对具体文本音韵思想

的解读不够全面。例如，对李文利《律吕元声》“律吕”思想对明代等韵文献的

影响讨论不多，对方以智《切韵声原》易理思想研究不深等。其次，虽然尝试构

拟音系，但对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仍缺乏深入的考察。例如，对《音韵逢源》

“来”“日”两母的重出考察不够，对《等韵学》为何将阳声韵“俺”字列第十

“威”韵之内，也缺乏深入的讨论等。再者，虽然力求尽列“十二韵摄”韵书韵

图，但是仍有一些文献无缘一见。例如，藏于陕西省图书馆的《音韵六书指南》，

藏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音韵画一》等。这些文献因为未见原书，不能展开

细致的研究，以俟来日补苴。 

除去当前研究，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研究还可以与方音史结

合，研究北方方音的语音演变；与“十三韵摄”系列韵书韵图进行对比研究，考

察文献间的体例差异；也可根据文献功用的不同，研究“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

内部差异，探索更多的研究视角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

书韵图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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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明中期以降“十二韵摄”韵书韵图的部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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