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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仁啊《刊谬补缺切韵》第一种，即敦煌本王韵，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

馆，编号P2011，《十韵汇编》简称“王一”，为重要的音韵古籍。虽然此书坏缺

较甚，发现后又被法人伯希和所收，众多前贤仍对“王一”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才使此书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从研究情况来看，虽对原作进行抄刻、校勘和各项

研究，但并未列出“王一”的单字音表。而做坏缺韵书的单字音表，目前还没

有。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王～”和相关韵书之间的比较，全面考察

“王一”与各韵书之间的关系，从而列出单字音表，确定每个小韵的音韵地位，

为进一步研究“王一”提供参考。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本文第一、二章展开了

对“王一”的讨论。第一章确定了“王一”的36个声纽和161个韵(195个韵，

其中34个朔全部残缺j；第二章透过与相关麴书夕间的比较，确定了2188个小

韵的音韵地位，并对“王一”坏缺的部分进行了推测。通过全面的比较和校勘，

我们认为“王一”、“王三”是王韵的不同手抄本，其韵目、韵次相同，小韵首

字及反切除有极少数不同外，大都相合；参照“王三”来计算，大概有一万七千

字，新增字约有五千九百多字，比陆法言的书要多到三分之一以上；195个韵中

有50个韵小韵字完整，34个韵全部坏缺；2188个小韵，1163个小韵比较宄好；

36声纽，161个韵。

关键词：“王一” 韵类声类小韵首字单字音表 校勘

图书分类号H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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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version ofKan MiⅣBu Que Oe Yun by Wang Renxu．that is．Wang Yun

ofthe Dunhuang阮rsion．now stor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France with its serial

number P2011，is abbreviated as Wang髀in Shj Yun Hui Bian，a widely accepted short

nanle．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hyme dictionar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Though this book was illegible and broken,and not domestically available

because it was possessed by a Frenchman Pelliot after the version was dug out,many
earlier researchers have still carried out various researches into it．and hence pushed

the research further and further,However,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at much

transeription，emendation and many other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over the

original werks'but no diagrams of Wang M have ever been drawn．To be e)cact，up till

nowthere has been no work implementedover the desedption ofthe rhyme diagrams

ofthe incomplete rhyme dictionaries．

TK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draw the diugrams and subsequently placed each

syllable lit its rhyme position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Wang Yi and the relevant

rhyme dictionaries and a fulI investigation over the relataon of Wang聆to every other

rhyme dictionary,with the hepe that it weuld make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es．

111is thesis paper is consisted of four parts．the first and the last parts being

Introduction andConclusion respectively,and the remaining parts being the body．The
bedy parts(Chapter One and Chapter Two)have implemented discussion 11t310n Wang
聆．In detail．Chapter One checked 36 consonants and 161 rhymes(There should have

been 195 rhymes，of which unfortunately 34 were completely illegible or broken．1．

Chapter Two placed 2，188 syllables at their rhyme positions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Wang聆and the relevant rhyme dictionaries．and made a speculation upon

the broken parts of Wang H．With a full comparison and emendation,we Calrle to

conclude that Wang船．salne as Wang San in terms ofrhyme heading and rhyme ordor

and almost similar in terms of first werd syllable and fanqie spelling,must be a

difierent hand-written coPY of Wang Yun，that there were estimated to be 17，000

words in Wang H by refemng to the calculation for Wang San，about 5，900 words(up
to one third)more than those in the book by Lu Fayan，and tha|out of 195 rhymes 50

were left with complete first werd syllables and 34 we舱completely illegible or

broken，while out of 2，188 syllables，l，163 were comparatively intact，and that 36

consonants and 161 rhymes can be found in Wang Yi．

Keywords：Wang H：rhyme；consonants；first word syllables；rhyme diagrams：

e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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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节 《切韵》与“王一”

0．1．1关于<切韵，及其音系性质

《切韵》为陆法言著，集魏晋、六朝韵书之大成，勘称韵书之典范，在汉语

语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只可惜原书早已佚失，现只存有陆法言写的《切

韵·序》。自清代陈澧以后，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外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中古

的语音系统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尤其是近代西北探险发现了古写本和最早刻本

书卷，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唐写本《切韵》残卷大约有四类：即唐写本《切

韵》、五代《切韵》刻本，唐写本孙俪<唐韵》，唐写本的王仁昀《刊谬补缺切

韵》。1这些重要史料的发现使我们清晰的看到了当时由于唐代诗赋的兴盛，各种

韵书竟相绽放，真可谓是“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孙。而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

问题，学界也一直在讨论，目前学界较少持《切韵》音系是纯一时一地之音的看

法，而倾向于认同综合音系的观点。王力《汉语史稿》(1957年)：邵荣芬《切

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年)；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

质及其他》(1961年)；赵振铎《从(切韵·序)论切韵音》(1962年)；周祖谟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葚础》(1966年)：黄典诚《论(切韵)音系的件质》

(1982年)；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和《(切韵)的性质和古音研究》(2004

年)以及潘悟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年)提到的“《切韵》是根据一个

基础音系整理的，这个基础音系就是六世纪前后流行于金陵洛下一带的书音系

统。”都可以看出多数学者的意见还是比较接近和一致的，即，《切韵》音系是公

元六世纪以某一方音(可能是洛阳、金陵，或两者都有)为基础方音，保留一定

量的古音，参照一些南北方音而制定的官话标准音。当然，这种标准音后来被重

点用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和韵文的创作中。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本文

不准备展开深入的讨论。详可参考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和《<切韵)的性

质和古音研究》(2004年)、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及史存直《汉语语音史

纲要》(1981年)等。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2003年∞页

2颜氏家训·音辞篇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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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关于“王一”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意义

王仁昀《刊谬补缺切韵》第一种，即敦煌本王韵，《十韵汇编》简称“王一”，

是众多韵书中较为重要的韵书。由于此书坏缺较甚，发现后又被法人伯希和所收，

到目前为止对此书的研究还不十分充分。刘复《敦煌掇琐》(1957年)进行的重

刻和校勘；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0年)所收的照片并附刘复刻本；姜

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的摹写；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

对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进行的校勘；叶键得《十韵汇编研究》(1988

年)是研究“王一”的主要专著。麦耘《“王一”校记简编》(2000年)是校勘

“王一”的单篇文章。这几部专著与文章给我们继续考察此韵书提供了方便，但

是并未列出“王一”的单字音表。李荣在《切韵音系》绪论中提到：“单字音表

有三层意思：一、表现切韵音系的架子；二、安排每个小韵的音韵位置；三、说

明反切上下字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单字音表对研究一部韵书的重要性。从前

贤的研究来看，李荣先生、邵荣芬先生、方孝岳先生、黄笑山先生、黄耀垫先生、

金恩柱先生及周祖庠先生做的都是没有残缺的“王三”或《广韵》韵图，做坏缺

韵书的韵图，目前还没有。本文把残缺韵书放到图表中去，并与其他韵书进行比

较，以便对韵书残缺的部分有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单字音表，“王一”的声韵调

配合情况及语音系统可以一目了然，通过与其他韵书的参校比证，大致可以了解

与相关韵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王一”提供参考，这无疑对中古语音系

统的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关于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

王仁啕，字德温，史书无传，事迹已无可考，应为中宗时人。序文下题“朝

议自E行衢州信安县尉。”关于王仁昀《刊谬补缺切韵》的成书年代，学界颇有争

议。一种说法认为王韵作于太宗贞观年间。其主要根据是裴本切韵去声祭韵“世”

字下注云“今国也”，书中从“民”的字也缺末笔，高宗名“治”，书中“治”字

并不缺笔，因此推断王仁啕书作于太宗时1。第二种说法认为王韵编撰的时代较

见周祖谟《问学集》485页转引一九三四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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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大概是唐武后时代的书，这种说法见于陆志韦《唐五代韵书跋》1。第三种说法

是唐兰先生根据王韵中有几处避讳情况，如“铣”韵原来有几纽用“鞭”字作切

的(典多颞反；编方颞反等)，因避中宗讳，或改“颞”为“典”；或改“颞”

为“葫”。由此可以推测王仁晌著书的年代不能早于中宗之世。序云：“大唐馥

具⋯⋯爰屈衢州，精加采访”。“根据这些话可以确定王韵作于中宗神龙二年～。‘

周祖谟先生肯定了这种推测，“武后末年，中宗即位恢复国号日唐。“大唐蘸典”

指中宗即位，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曾遣十道巡察使廉访州县，事见《新唐书》

卷四“中宗纪”。⋯⋯当即在神龙二年”3。

王仁昀书名为《刊谬补缺切韵》，原注云：“刊谬者，谓刊正误谬；补缺者，

谓加字及训。”序文里引述平嗣先的话说：“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

规，然苦字少，复缺字义，可为刊谬补缺《切韵》，削旧滥俗，添新正典，并各

加训，启导愚蒙”。这就是王仁胸作书的主旨4。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除了刊

谬辱rI补缺之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贡献就是他在每卷韵目之下，注上了《切韵》

的分类和陆法言所参考的以前五家韵书的异同。《切韵·序》中提到的吕静《韵

集》、夏侯称《韵略》、杨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

卿《韵略》。如：五旨下有注文，夏侯与止为疑，吕杨李杜别，今依吕杨李杜。

六至下有注文，夏侯与志同，杨李杜别，今依杨李杜。这些附注显然是照录陆法

言原注，对研究汉语语音史来说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能使我们知道《切韵》

以前这几家主要韵书分韵的概况和他们在分韵上的一些特点。第二，能使我们了

解到《切韵》以前这几家主要韵书在语音分析上的水平。第三，知道《切韵》和

这几家韵书之间的关系。5

现在流传下来的王韵有三种本子，一种是敦煌佛窟本，出自敦煌，现存巴黎

国家图书馆，编号P2011，《十韵汇编》简称“王一”；～种是故宫内府藏唐写本

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唐兰先生仿写石印过，《十韵汇编》简称“王二”。另

外，还有一种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濂跋本，因此书后出，学界固简称“王三”。“王

一■“王三”小韵字及反切大都相合(详见附录二)。而“王二”与。王三■“王

一”体例差别较大，详可参考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0年)。

1见周祖谟‘问学集》485页转引一九三九年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
2见王三唐兰先生的跋语

3见周祖谟‘问学集》王仁啕切韵著作年代释疑489页

4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885页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年,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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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 关于。王一”

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第一种，即敦煌本王韵，《十韵汇编》简称“王一”，

为重要的音韵古籍。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2011。本卷残存二十二纸，

做两面书，每面多的有三十五、六行，每韵另起，韵首一字上有朱笔书韵次数目，

一纽字数也以朱笔书写。1所存有平上去入五卷，平声韵目数次不分上下(由“侯”

为四十四，“登”为五十可证)，平声为五十四韵，上声为五十二韵，去声为五十

七韵，入声为三十二韵，全书共分为195个韵，比陆法言增多上声“广”和去声

“鼹”韵。2“王一”各卷都有残缺，其中平声和入声所残最多，具体情况如下：

(1)上平声共二十六韵，卷首及东、冬、钟、江、脂、佳、真、臻、文、殷、

元、魂、痕、山共十四韵全残：没有保留完整小韵的韵。

(2)下平声共二十八韵，耕、清两韵全残：小韵保留完整的有七个韵，分别为：

豪、尤、登、成、衔、严、凡。

(3)上声共五十二韵，蟹、骇、梗、耿四韵全残；小韵字保留完整的有十九个

韵，分别是：尾、语、吻、隐、阮、混、假、皓、感、厚、黝、琰、忝、拯、等、

赚、橙、广、范。

(4)去声共五十七韵，宋、用、绛、废四韵全残；小韵字保留完整的有二十一

个韵，它们是：志、未、祭、煅、愿、恩、恨、效、号、个、杩、嗣、径、幼、

沁、蜢、栝、磴、陷、缓、严。

(5)入声共三十二韵，榔、合、怙、缉、药、铎、职、德、业、乏十韵全残；

小韵字保留完整的有三个韵：觉、末、狎。

“王一”共存有一百六十一(161)个韵，相对比较完整的有五十(亏0)个

韵，这其中包括反切上字或下字坏缺的小韵。共二千一百八十八(2188)个小韵，

在所存的这些小韵中，一千一百六十三(1163)个小韵相对完好。(“王～”残卷

见下图)：

1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189页

2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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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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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当为册页装，合订为一册。平声“庚”韵“享”字下有注文“此本是王

子春写字用”一语，不知是否是王子春所写，书写年代不详。韵书正文，实止于

第二十二页后面，起支韵“鹂”字(支韵之前的东、冬、钟、江皆损缺)，终于

入声菜韵“得”字。1乎声卷首全残缺，上、去、入三声卷首都题“朝议郎行衢

州信安县尉王仁啕字德温新撰定”，作者为王仁啕无疑。就全书各韵所收字数而

论，参照宋跋本来计算，大概有一万七千字，新增的字约有五千九百多字，比陆

法言的书要多到三分之一以上。王书就陆法言《切韵》刊正谬误，增字加训，在

唐代一定比较流行，所以传本不只一种。“王三”也是王仁啕书，但抄写年代比

本书晚，全书也完整无缺，可以与本书参看比证。2

第二节 韵类

“壬一”195个韵中只有50个韵小韵字没有残缺，有34个韵完全坏缺，大

部分韵均有不同程度的坏缺。尽管残缺较甚，韵部的架子还是可以看出，归纳出

来，有以下几点：

1．2．1关于韵部特点：

(1)、“真”与“谆”、“寒”与“桓”、“歌”与“戈”都没有分为二韵。而诸唐

人韵书如夏英公、大小徐，今存《广韵》与P2016卷、柏林五代刊本莫不皆然，

此唐人改定陆氏韵目如是也。惟本卷与$2071、内府本、蒋氏本诸卷则合为一韵，

此盖陆氏旧次如是，分“真”与“谆”、“寒”与“桓”、“歌”与“戈”为二韵者，

盖始孙俪。

(2)、“覃”、“谈”次“歌”、“麻”之后。“覃”“谈”之次，今《广韵》及大徐篆

韵谱，皆在幽侵之后，而内府本则在盟添之后，皆非陆氏之旧。伦敦$2071与孙

俪唐韵、夏英公古文四声韵、徐锴篆韵谱、则皆次阳唐之后，此陆氏旧次如是也。

(3)、次“蒸”、“登”于“盟”“添”之后。“蒸”“登”次于“清”“青”之后，

亦始于大徐篆韵谱，孙夏徐锴之书，皆次盟添之后，此陆氏原序也。本卷与s207l

1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l∞页

2周祖漠唐五代鞠书集存下册872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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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陆氏最近之本，宜其相同。

(4)、去声“霉”、“祭”、“泰”、“卦”韵次之异。唐以前韵书，此四韵皆作“泰、

霉、祭、卦”本卷与$2071及孙、夏、徐锴皆如是，其作“霉、祭、泰、卦”者，

徐铉及今本广韵，非陆氏之旧也。

(5)、入声韵次之异。入声韵次，顾亭林所考定者，与平上去相配，今《广韵》

为屋、沃、姆、冕、霄、街、榔、物、迄、月、没，曷、末、黠、锫、屑、薛、

蓁、锋、陌、麦、昔、锡、臌、德、缉、合、盍、菜、怙、洽、狎、檠、乏。而

本卷韵次则不能与平上去相配，(如平声为真臻文，入为黉物榔；如平声为覃谈

阳唐庚耕清青，以入声相配之则当为合“原次二十”；盍“二十一”、檠“二十七”、

镡“二十八”、陌“十九一麦“十八”、昔“十七”、锡“十六”、平声为后侵，

盟、蒸、成、衡、鼹、凡，以入声配之，则当为缉“二十六”、藁“二十四”、皲

“二十九”、洽“二十二”、狎“二十三”、檠“三十一”、乏“三十二”、而本卷

极错综，大不相序。)而多寡与今《广韵》亦不合，较唐韵少街、曷二韵。盖陆

氏原著入声本不与平上去相次也。

(6)、新增上声“广f虐掩反)”去声“熙(角淹反)”。吴县蒋氏所藏孙俪《唐韵》，

上声槛范之间无“广”韵，去声镒梵之间无“殿”韵，伦敦$2071上声亦无“广”，

去声已残，以上声及孙俪本推之，当亦无“殿”韵，本卷“广鼹”二目下皆云：

“陆无此韵目失，”则$2071与孙俪书仍陆氏之旧，而有“广殿”两韵的则从本

韵书开始。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王三”韵目同“王一”，但“王三”去声“鼹”

韵仅有韵目，韵书中无小韵，疑抄漏1。

1．2．2关于重纽字

重纽是《切韵》里支、脂、祭、宵、真、仙、侵、盐八个韵系的唇牙喉音字

有重出的小韵，也就是有两套对立的小韵。韵图把这两套小韵代表字分别放在三、

四等地位，也就是本文所分的AB类。下面我们来分析下“王一”中的重纽现象。

由于“王一”的残缺较甚，据统计，在公认有重纽现象的支脂祭真仙宵侵(王一

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201页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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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缺)盐八个音系里的192个唇牙喉小韵中，共有25对重出对立的小韵。我们把

这些重纽列出来(小韵首字及反切残缺的未参与统计)，排在前面的表示列在四

等的A类：列在三等的B类排在后面，最后为古音韵部。如“缢，於赐反”；“倚，

於羲反”，“缢”字列四等，属A类；“倚”字列三等，属B类，古音来源锡部。

以下古音来源我们采用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古音手腑》和唐作藩先生编著的《上

古音手册》。

韵 声 A类 古音韵部 B类 古音韵部

宾开

合

旨开

合

至开

合

祭开

轸开

震合

霞开

合

仙合 影 娟於缘 元部 娱於榷 元部

陈澧以为“剿”为增加字。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歌微之之幽之质质职脂质微物月真文物质物曦惰戋鄙洧轨媚倦秘秘冀位位酣殂龋律筝律於於方符居暨鄙匹平美去孰逵钏眉居房美几倚缓鄙否孰跽秘濞倦媚器愧匮剌愍攘弼密茁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锡支脂脂脂脂质脂质物质质质序冤鬼魇厕锄

赐避履履菇癸至鼻四

二利悸季祭盎峻必必蜜姗觥鞭搬朦皴妲碑姻虻删髀辑熊髓馗眦秘胜缢恚匕牝癸揆痹屁鼻寐囊季悸萋泯昀部蜜橘影影帮并见群帮旁井明蘸见咩睡刃见牛羽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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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王一”没有残缺的重纽，我们先来看看诸韵重纽的古音来源，

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观察各韵母演变的缘由。

支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锡都，列在三

等B类的唇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歌部；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合口

字来自上古支部，列在三等B类的唇牙喉音合口字来自上古微部。

脂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脂部和物部和质

部，列在三等B类的唇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之部、质部和职部：列在四

等A类的唇牙喉音合口字来自上古脂部和质部，列在三等B类的唇牙喉音

合口字来自上古之部、幽部和微部。

祭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月部；列在三

等B类的屠牙喉音开口字来自上古月部。

真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真部、质部和物部；

列在三等B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真部、文部、质部和物部。

仙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吉元部，列在三等B

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吉元部。

宵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宵部；列在三等B

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宵部。

王一作。表”，据‘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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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韵系 列在四等A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谈部；列在三等B

类的唇牙喉音字来自上古谈部。

董同铄先生(1949年，14页)认为重纽两类大多在上古有不同的来源。

李方桂先生(1980年)认为中古的重纽三等在上古有’一j一，重纽四等在上古

有’一ji一。

另外，从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列在四等的三A类例字都可以用唇舌牙齿

喉音作反切下字，而列在三等的B类的例字(除翱j，牛例反外)则只用唇牙喉

音作反切下字。

1．2．3被切字和反切下字开合关系：

在“王一”没有残缺(至少是反切上字或下字没有坏缺的)被切字是开口字，

则反切下字也是开口字，如果被切字是合口字，反切下字也是合口字。被切字和

反切下字的开合口相混的仅有三例：(不含唇音字)

(1)、青四合：·荧蟹胡丁(小韵首字及反切原书坏缺)

(2)、藿三合：往王雨

． (3)、昔三合：目臭扦役 役管叟

1．2A关于等

由于“王一”残缺较甚，195个韵中有34个韵全部残缺。下面我们就残存

的161个韵做个简要的讨论。关于等的概念，我们用音韵学界通行的叫法。

(1)、一等韵：A、开口。董、送、屋、哈、海、代、泰、恨、恨、没、寒、

旱、翰、末、豪、皓、号、歌、哿、茴、侯、厚、候、唐、荡、宕、登、等、

嶝、谈、敢、阚、盍、覃、感、勘。

B、合口：沃、泰、模、姥、暮、灰、贿、队、混、恩、没、

寒、旱、翰、末、歌、哿、筒、唐、荡、宕、登。

(2)、二等韵：A、开口：讲(小韵首字全部坏缺，没有入图)、觉、央、卦、

14



费州大掌2007届硬士掌位论，c ，溘硝蓐P2011 JL孛t裹

皆、怪、删、潸、谏、鳍、产、裥、黠、肴、巧、效、麻、焉、祸、庚、敬、

陌、静、麦、街、橙、缢、狎、咸、赚、陷、洽。

B、合口：央、卦、皆、怪、删、潸、谏、路、裥、黠、麻、

属、褥、庚、敬、陌、静、麦。

(8)、三等韵：关于三等韵，我们按照《切韵音系》的做法，将现存的三等

韵分为子、丑、寅三部分列出。但在第二章单字音表中没有列出子、丑，寅。全

作三等韵列出。

A、子类开口：微、尾、来、隐、煅、迄、阮、愿、月、庚、敬、

陌、严、广、严。

B、子类合口。微、尾、未、吻、问、物、阮、愿、月、庚、敬、

陌、凡、范、梵。

C、丑类开口：送、屋、之、止、志、鱼、语、御、海、齐、歌、

麻、属、褥、阳、养、漾、拯、嫠、静、劲、昔、尤、有、宥、幽、黝、

幼。

D、丑类合口：肿、烛、虞、麇、遇、阳、养、漾、静、劲、昔。

E、寅类开口：支、宾、旨、至、祭、轸、震、质、仙、狷、缘、

薛、宵、小、笑、侵、寝、沁、盐、琰、艳、叶。

F、寅类合口：支、真、旨、至、祭、轸、震、质、仙、猸、缘、

薛。

(4)、四等韵：k开口：齐、荠、霁、先、铣、霰、屑、萧、镶、啸、青、迥、

径、锡、添、忝、桴。

B、合口：齐、霁，先、铣、霰、屑、青、迥、径、锡。

说明：寅类支祭仙宵侵盐分重纽AB类，以上瘩略未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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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王一”单字音表中等的分布情况，一般说来，各等之间的界限还是

比较清楚的，但也有等与等之间的混切，在表中已随文注出。

第三节 声类

l^l反切上字系联情况

陈澧切韵考卷一：

切语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则切语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声必同

类也。用类者如“冬，都宗切0“当，都郎切”，同用“都”字也；互用者如“当，

都郎切”，“都，当孤切”，“都，当”二字互用也；递用者如“冬，都宗切”，“都，

当孤切”，“冬”字用“都”字，“都”字用“当”字也。

我们就用这个办法系联反切上字，切韵考还提到：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

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王一”坏缺较甚，对系联不上

的反切上字，我们采用李荣先生《切韵音系》的系联结果。小韵首字坏缺的没有

参加系联。

帮(16个反切上字，其中有7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71个小韵。)

(1)波博何反，逋博孤反，伯博白反。

(2)必比蜜反，甫方主反，鄙方美反。

(3)匪非尾反。

第一组的反切上字可以用“同用”的手续系联起来，所以是同一声类。而且，

用它们做反切上字的小韵也都同一声类。而二、三组残缺较甚，无法系联。《切

韵音系》：以上反切上字出现的机会是互补的，所以都同～声类。以下同此，不

另说明。

滂(10个反切上字，其中有6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57个小韵。)

(1)滂普郎反。

(2)譬匹义反，匹譬吉反。

(3)敷扶夫反，扶孚武反，芳敷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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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22个反切上字，其中有9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83个小韵。)

(1)傍步光反，部蒲口反，裴薄灰反。

(2)父扶雨反，扶附夫反，附符遇反，房符方反，平符兵反，

浮缚谋反。

明(14个反切上字，其中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82个小韵。)

(1)暮莫故反。

(2)蜜名必反，武无主反，明武兵反。

端(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53个小韵。)

(1)多得何反。

(2)当都郎反，都丁赫反．

透(4个反切上字，只有1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6个小韵。)

他氯何反。

定(7个反切上字，只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54个小韵。)

徒度都反，杜徒占反，唐徒郎反。

泥(9个反切上字，只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68个小韵。)

(I)那鞯何反，奴乃胡反。

(2)女尼与反。

来(15个反切上字，其中有6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82个小韵。)

(1)路洛故反，廑落胡反。

(2)郎鲁当反，鲁朗古反。

(3)吕力晕反，里良士反。

知(7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0个小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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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知羲反，知陟离反，竹陟六反。

徼(4个反切上字，只有1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9个小韵。)

褚丑吕反。

澄(6个反切上字，只有1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6个小韵。)

拧除吕反。

精(13个反切上字，只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82个小韵。)

将即良反，子即里反，紫兹尔反，姊将几反。

清(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5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69个小韵。)

惫禽胡反，舍七陶反，取七庾反，翠七醉反，浅七演反，

徒(12个反切上字，其中有7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67个小韵。)

(1)戆昨甘反

(2)疾秦悉反，慈疾之反，字疾置反，自疾二反，渐自冉反，

聚慈庾反。

心(16个反切上字，其中有6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86个小韵。)

薛息吾反，桑息郎反，思息兹反，斯息移反，悉息七反，胥息鱼反

邪(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5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21个小韵。)

似祥里反，祥似羊反，囚似由反，寺解吏反，叙徐吕反。

j畦(4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2个小韵。)

阻侧吕反，薤侧羊反，责侧革反。

初(6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4个小韵。)

初楚鱼反，楚初犟反，扇初吏反。

崇(4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4个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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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锄里反，锄助鱼反，助锄据反。

生(5个反切上字，其中有2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2个小韵。)

所踪翠反，邮所颈反。

俟(关于此纽，下文将具体说明)

俟(蒙)史反。

王—原卷但存一个反切，且反切上丰坏缺，据王三朴．

章(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2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9个小韵。)

诸章鱼反，止诸市反。

昌(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1个小韵。)

嚏杵去反．申昌遮反，杵昌舆反，尺昌石反。

船(4个反切上字，其中有2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5个小韵。)

寅神贡反，绳食陵反。

害(10个反切上字，其中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0个小韵。)

失戤夤反，矢式棍反，始葡止反，害惕鱼反。

禅(11个反切上字，其中有6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6个小韵。)

祝承旨反，承署陵反，署常据反，常畴羊反，市畴止反，树殊遇反。

日(6个反切上字，其中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2个小韵。)

汝如舆反，耳而止反，仍如承反。

见(13个反切上字，其中有7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44个小韵。)

居皋鱼反，犟居斡反，纪居似反，几居履反，癸居辣反，孰居洧反，

吉居质反。

溪(18个反切上字，其中有7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18个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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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苦罔反，口苦厚反，枯苦胡反。

(2)去羌翠反，丘去求反，气去既反，起墟里反。

群(10个反切上字，其中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47个小韵。)

巨其吕反，强巨良反，渠强鱼反，其渠之反。

疑(7个反切上字，其中有4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96个小韵。)

(1)吾五胡反。

(2)焦捂居反，牛螽求反，播焦翠反。

晓(14个反切上字，其中有9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23个小韵。)

(1)呼荒岛反，荒呼光反，火呼果反，海呼改反，

(2)虚轩鱼反，倪斡畴反，辫虚吕反，希虚橇反，舆虚陵反。

匣(20个反切上字，其中有1 1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 10个小韵。)

(1)何韩柯反，户胡古反，侯胡遘反，黄胡光反，下胡雅反，

胡互吴反。

(2)王雨方反，羽于矩反，尤羽求反。

(3)洧粲美反，条永兵反。

影(11个反切上字，其中有7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129个小韵。)

(1)息哀都反，阿扁何反，安岛寒反，衷息开反。

(2)一伊室反，膺於陵反，依於横反。

以(10个反切上字，只有3个切语上字的反切没有坏缺，共38个小韵。)

以羊止反，余舆焦反，舆余笛反。

以上共36个声类，349个反切上字，2188个小韵。



贵州尢掌2007月《±}m*文 掌嚏理卷P2011 allLq'J--ii-Jim．

1．3．2关于端透定和知彻澄的类隔切：

端透定和知彻澄出现的机会大体上是互补的，不过也有对立的地方。知彻

澄只出现在二等和三等。端透定大体是一等和四等，只有少数是二等和三等。

端知、透徼、定澄类隔切10个：

(1)、以端切知：

觉二开：新丁角

语三开：聍丁吕

皆二开：睐卓皆

结二合：璃丁刮

黠二合：窭丁滑

效二开：覃丁教

属二开：艏都下

陷二开：站都陷

(2)、以透切徽：

鳍二开：獭他鳍

(3)、以定切澄

赚二开：湛徒：减

13．3关于“俟”母

我们在其它韵图的声母中，如《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与《切韵

指掌图》都没有列“俟”母。而在第二章单字音表的声母中列有“俟”母，

在这里解释一下．“王一”原作有“俟，蒙史反”，用“蒙”而不是用“床”

作反切上字，在切三、王三里还有一个小韵“蔟，俟淄反”(此小韵王一坏

缺)。“俟”与“蒙”跟其他的任何反切上字都不系联。以前有的学者指出

“俟、蒙”二字是床母字，是因为《广韵》以“床”为“俟”的反切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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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嫠”又以“俟”为反切上字。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俟”与“床”原

本没有什么关系，那“俟、嫠”二音究竟该属于哪一种声母呢?董同稣先

生在《广韵重纽试释》(1949，16页)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最后得出

这样的结论：

我可以说“俟、蒙”是床三等字而反切上字偶失系联，却为何不／,k．1ff

说，以“俟、蒙”为床二等字。理由很简单，如果在《切韵》时代“祭”

与“茬”以及“俟”与“士”都是同音的，切韵又何妊把他们分作两个音

切?尤其明显的是，“繁”与“茬”以及“俟”与“士”都是紧接着排的。

所以，我虽然不能确定“蒙，俟”二音的声母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决定他

们断非与“茬、士”同属一母(床二等)的字。

李荣先生《切韵音系》便将“俟”母单独列出，认为是崇母相配的浊

摩擦音。我们认为在“俟嫠史反”的反切中，反切上字不能与其他声母

系联的情况下，列出“俟”纽还是比较好解释的。

第四节声韵搭配情况

每一个字，看它在韵图里占的位置，决定它是三十六字母的哪一母，决定它

是一等，二等，三等还是四等，其中三等分为子、丑、寅类。下面我们先列出等

韵列图的方式，韵镜和通志七音略列图方式如下：

半半 喉

齿舌

音音 音

齿 牙 舌 唇

音 音 音 音

l一等 柬 匣畹影 心徒清精 疑溪兑 泥定透端 明韭滂帮

l二等 柬 匣畹影 禅生崇初驻 疑溪兄 娘澄徼知 明韭滂莆

l三等 日柬 喻畹影 禅耆船昌章 疑群溪兑 娘澄微知 明监滂衬

『四等 柬 喻匣畹影 邪心徒清精 疑群溪兄 泥定透端 明韭滂衬

根据《切韵音系》：上图是三十六字母经过改动，便得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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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来 ㈣蚝影 心镟清精 疑溪兄 泥定透端 明始滂静

柬 匣畹影 俟生崇钮妊 疑溪兑 澄微知 明业滂静

f日柬 匣畹影 禅备船昌章 疑群溪兄 澄微知 明啦滂斟

柬 以匣畹影 邪心链清精 疑群溪兑 泥定透端 明蓝滂蒂

韵母可以根据声韵配合的情况分成六类：

(1)、一等韵：在韵图中全列在一等，故称为一等韵。与之相配的声母有

19个：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I柬 匣畹影 心徒清精 疑溪兄 泥定透端 明监滂鬻

(2)、二等韵：在韵图中全列在二等，故称为二等韵。与之相配的声
母有19个：

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f来 匣畹影 生崇初藏 疑溪兄 泥澄微知 明监滂帮

(3)、三等韵：在韵图中全列在三等，故称为纯三等韵。与之相配的声
母有11个：f子类韵)

～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匣晓影 疑群溪兑 明韭滂颦

三等韵： 在韵图中分列在二三四等，故称为混合三等韵。与之相配
的声母有33个：(丑类韵)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俟生崇初薤

『日柬 匣畹影 禅害船昌章 疑群溪兄 泥澄徼知 明韭滂鬻

以 邪心徒清精

三等韵：在韵图中分列在二三四等，舌齿音排列同混合三等韵，唇牙

喉声母的小韵重出，韵图分别排在三等和四等位置，分成A、B两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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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重纽三等韵。与之相配的声母有42个：(寅类韵)

～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乍崇初蔽

1日柬 陋嚷影 禅者船吕章 疑群溪兄 泥澄微知 明蓝滂鬻

以畹影 邪心徙消精 疑群溪兑 明监滂帮

寅类韵的唇牙喉音排在三等的叫重纽三等，排在四等的叫重纽四等。

其舌齿音字哪些与重三相配，哪些与重四相配，各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

们根据李荣先生《切韵音系》的观点：A类包括所有的舌齿音和韵图放在

四等的唇牙喉音，B类包括韵图放在三等的唇牙喉音。(上图加黑体表示B

类，其余全部是A类)

(4)、 四等韵：在韵图中全列在四等，故称为四等韵。与之相配的声母

有19个：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柬 匣畹影 心馑清精 疑溪兄 泥定透端 明韭滂帮

以上是声韵配合情况，但还有少数侈rJ#f-，在单字音表中已随文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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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单字音表

凡例

l、本表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出自敦煌(编号为P2011)王仁啕《刊谬

补缺切韵》为主，简称“王一”。并参校其他韵书。故宫博物院影印本《王仁啕

刊谬补缺切韵》简称“王三”。使用简名时不加书名号。引据其他韵书时如切三、

王二则一律以《唐五代韵书集存》影印各种照片为准。刘复《敦煌掇琐》抄刻本，

简称刘刻本；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简称姜氏。用其他版本时随文注

明。

2、本表声母没有标明发音部位和方法，只标出字母。共三十六类，分成八组，

组与组之间用双横线隔开。

帮组：莆，滂，蓝，明

端组：端，透，定，泥，乘

知组：知，徼．澄

精组：精，清，徒，心，邪

茌组：茌，初，崇，生，俟

章组：章，昌，船，害，禅

日组：日

兄组：兄，溪，群，疑，晚，匣，影，以

说明：(1)：颦，滂，韭，明四类分别包括三十六字母的非、敷、奉、微。泥类

包括三十六字母的娘。

(2)：照组二等用蒋，初，崇，生，

禅表示。俟类只有“俟，嫠史反”小韵。

俟表示：照组三等用章，昌，船，害，

匣包括喻三(=云=于)，以类是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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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表排列横声纵韵。每小韵列第一字跟反语，例如：

斯，息移反。一斯息移

4、表头列韵目，等，开合。开合口同韵的唇音字放在开口图中。因表中容量有

限，需分图时按开合口进行了分图。本表一，二，三，四相当于等韵的一，

二，三，四等。

5、凡韵书中小韵首字及反切坏缺，此韵中残存字者，表中用“，表示，据王三

补之并随文注明。例如：

·璋俸方孔小韵首字为“璋”，韵书中存有“俸”，其反切为“方孔反”。

6、支、脂、祭、真、仙、宵、侵、嘘八个韵系，其屠、牙、喉音声纽下往往有

对立小韵。《韵镜》分别列在三、四等。据《切韵音系》：这八韵唇牙喉音等

韵列在四等和所有舌齿音的字，表中用“A”标明；唇牙喉等韵列在三等的

字，表中则用“B”标明。

7、每个小韵的位置，看它跟别的小韵系联和对立情形，跟它在韵图里的位置而

定。下面六对小韵关系未能确定，表中暂并列一处。

8、校勘工作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原作照片坏缺、二是韵书字体各异、三是因增

加字引起的同音小韵重出、四是声韵配合不符合常例的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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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表格中是空白的，表示韵书中没有此音节。

lO、凡王一残缺韵目本表未作补充。

特别说明：单字音表我们采用李荣先生《切韵音系》的格式，并参考黄笑山先生

的《王三字音简表》。我们在制作单字音表的同时，不再进行语音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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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摄(一)

董一开 迭一开 途三开 屋一开 屋三开
常 ·璋俸方孔‘ h博木8

滂 蝮芳伏
蓝 凰焉耍 伏房六

明 懵莫孔z 萝莫趣5 ·椭冒莫h 7
目莫六

端 ·教虢丁木8
蘧 倜他孔

定 ·洞胴徒弄3 ·猖辐徒谷9
泥 肭女六“
柬 瞧力董 弄虚贡 ·六磅力竹“

知 竹陟六
徽 稿丑六
澄 ·逐拥直六”

精 粳作弄 蹙子六
清 蘸取育

徒

心 敲先摁 送藓弄 ·速毂送谷” 肃息逐”
邪

茬 耩侧六”
初 瑶初六

崇

生 ·结疆所六“
俟

童 粥之六
昌 徽昌六
船

謇 叔式竹
禅 孰殊六”

日 肉如竹

兄 贡古送 毅古鹿“
溪 孔康董 控苦贾4 哭空谷 麴鬻竹
群 ·5§鞠渠六2‘
疑

院 蓄秤竹
匣 滑胡孔 ·觳毂胡谷” 囿于目

影 蓊阿孔 屋息谷4 郁於六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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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摄 附 注(一)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作不清，“蠓莫孔反”此卷残缺。据李荣《切韵音系》：董靛最後一佃小

龋“懵莫孔反”舆董崩第二小龋“蠓莫孔反”重凸《切三》羝“懵”小濒，

广韵在蠓小韵。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姜氏误作“古贡反”。

5、小韵字残缺，仅存反切，据王三、广韵补。此字《韵镜》列一等，据《韵镜

校笺》：此乃三等字，韵镜误矣。

6、小韵不清，据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褥”王三作“胰”且注释相同，依王三补。

lO、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l、小韵不清，据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3、韵口有，韵I§尤。在上、去、入中多处}H蚬，以r／卜一一指出。

14、小韵不清，据王三补。

1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7、小韵字残缺．据王三补。

18、王三无此小韵，广韵有。

1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0、刘刻本有此韵，姜氏无，原作不清，据王三、广韵补。

2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Ⅲ^掌2007___士掌m静^ ，【垃残—■Lf，201l单事●r裹

通摄(二)

厘一合1 膳三合 沃一合 煽三合 蹙二开14

鬻 赣封曲“ 剿北角

滂 璞匹角

蓝 馔蒲沃 幞房玉 雹蒲角

明 鹃莫湮2 瑁奠沃 邈莫角

蠕 篇冬毒 新丁角6

透

定 ·毒蟑徒沃9

泥 褥内沃” 搦女角

来 ·髓塑力奉3 缘力玉 辇吕角

知 瘃陟玉

徽 楝丑缘 连勃角

澄 重直隧 躅直缘 涸直角

精 足即玉

清 促七玉

键

心 ·慷辔息拱4 飒先毒 粟相玉

邪 绩似足

茬 捉侧角

初 妮测角

祟 浞士角”

生 朔所角

俟

童 膳之随5 煽之欲“

昌 桶尺玉

船 膜神桶

睿 柬害蜀”

禅 蜀市玉

日 ·宄航而隧6 辱而蜀

兄 ·拱翠居悚7 梏古勰 辇居玉 甓古岳

溪 酷苦沃 曲起玉 觳苦角
群 局渠玉

疑 玉捂欲 巅五角

睨 缡火酷 吒静角
匣 鹄胡沃 翠户角

髟 捷於随8 沃扇酷 握於角
以 勇酴隧 欲余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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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摄附注(二)

l、《韵镜》冬宋沃、筵睡用烟标为“内转第二开合”。据《韵镜校笺》，“开合”

当为“合”，《七音略》标为“轻中轻”，相当于“合”。

2、反切残，据王三补，此字在艟韵，属“寄额”。冬积系没有上罄嘏目，是因

魇上聱字太少，只有“稿、湮”栽倜字，颟害把它们列入了相郊音近的膳镇

中，寄颟的情沉酸害中逯有袭虎。柬馥系三等颟也没有上聱字，但由於一三

等合龋，所以仍有上聱董龋。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5、韵目有，韵书无。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千2补。

8、原作不清，据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王三做“如沃反”，王一、王二、切三、广韵并作“内沃反”。“如”似为“奴”

之误，集韵作“奴”。

¨、“鞍封曲殷，络牛霸，今肯楠沃反。一”，按：沃韵并尢“稽沃反”小韵。

12、原作不清，据王三补。

13、“窖”字原作不清，据王三补。

14、江摄仅存”觉”韵，故放此位置。

15、“丁角反”刘刻本作“子角反”。“子”为精纽，属形近而误。

16、“浞”刘刻本作“泥”，属形近而误。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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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一)

支A开 支B开 支A合 支B合

鬻 ·卑稗府移1

滂

韭 陴符支

明 ·弥麋武移2

端

透

定

泥

察 ·睡鹅吕移3

知 知陟雕4

微 擒丑知

澄 ·匏池直知5

精 ·黄觜即移6 厘姊规荆觜随”

清

徒 疵疾移7

心 斯息移 畦 息禹

邪

驻

初 差楚宣 衰楚危“

祟

生 醴所宜

俟

童

昌

船

誊 ·缒施式支8

禅

日

兄 羁 居宜。 ·棍搬居随”

溪

群

疑 危焦焉

畹

匣

影 漪 於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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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一)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广韵》作“吕支切”，依王三补。

4、反切上字刘刻本“涉”误作“陟”。

5、《广韵》作“直雕反”，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疵疾移反”韵镜列三等，当为徒母四等。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韵镜小韵字为“翳”。切三、王一、王二、王三、《广韵》均作“羁”。

lO、“羼姊规”舆“割觜随”重出，此两小韵的音韵地位有问题，现在都当作合

口。《广韵》还有一个小韵：“磋马小貌，子垂切，又之累反。一”《七音略》、

《崩锐》夕¨“膂!|”於精母文酾合L]，躲“堙”字。《七首略》、《龈缆》刘“鹾”

在支积合口章母。

1l、原作“危反”残缺，据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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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二)

纸A开 纸B开 纸A合 纸B合

鬻

滂 跛匹靡

监

明 溺诵婢 ·靡寐文彼6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撒陟侈

徽 褫勒豸

澄 ·豸褫池尔1

精 紫兹尔2 案即委“

清

链 禽才捶

心

邪 精随婢”

茌 撒侧氏

初 揣初委

崇

生 ·膈屉所绮3

俟

童 纸赭氏 ·捶睚之累。

昌 侈尺尔

船 施食纸

吉

样

日 ·甫通兄氏4

兄 ·巍桅居委“

溪 ·绮嫡墟彼7 跬去弭

群 越求累

疑 ·蛾橇角倚8 ·确娓焦毁”

睨 秘典倚9

匣

髟 倚於绮”

以 ·酏迪移尔5 ·茬笋羊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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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二)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紫”上半部分残缺，依王三补。
’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反切残缺，依王三补，韵镜无此字。

lO、反切刘刻本无，姜氏有，照片不清。原作另一个小韵“翰此韵又作於绮何伤

甚一”．切i“倚於绩夏”和“盼於缔最”分曦两个小韵一千一、广韵并哦

一个小韵。王二作“倚於绮反，依，四。卓奇卓骑陆本别出。⋯⋯”

11、原作不清，依王三补。

12、据麦耘：校“剩：婢反”，周本已校。按：写手误以“秭”、“随”同字。

1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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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三)

宾A开 宾B开 宾A合 寞B台

鬻 ·寅伎彼羲9

涝 譬匹羲

韭

明 縻靡寄

端

逶

定

泥 霰女恚

柬 累赢循“

知 智知羲1 娌竹恚

徽

澄 ·缱槌池累”

精 ·稽欧紫智2

清 ·刺康此豉3

徒 演在知4

心 赐斯羲5 淹思累

邪

茌

初

崇

生 屣所寄

俟

童 宾支羲6

昌 卸充豉 吹尺儡

船 偈神豉7

害 翅施智

禅 睡是值

日 精而睡

兄 敢零企

溪 企去知 觖窥瑞

群 ·蔓骑奇寄”

疑 循危睡”

畴 献羲羲

匣

影 缢於赐8 倚於羲 恚於避 鼹於儡“

以 易以豉 璃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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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三)

1、王三作“智羲反”。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反切不清，刘刻本作“在知反”，姜氏抄作“口知反”，王三“在智反”广韵

“疾智反”，依刘刻本补。

5、反切不清，依王三补。

6、韵目有，韵书无。

7、据麦耘：校“种豉反”，“种”为“神”之讹。刘刻本、王三亦作“神”。

8、小韵首字不清，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此反切《广韵》作“披羲反”，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千2补。

11、此反切及小韵字刘刻本无，姜氏有，原书不清，依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3、刘刻本为“危睡反”，王三“危赐反”，原作似作“属”。

14、此反切姜氏抄作“於口”，原书切下字及“反”字残，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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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四)

旨A开 旨B开 旨A合 旨B合

簿 匕卑履 鄙 方美

滂 躯匹鄙2
监 牝扶履1 否 符鄙

明

端 黹胝几

透

定

泥 棍女履

柬 履力几 累力孰

知

徽 囊缔履

澄 雉直几

精 姊将几 浑遵辣

清 连千水

徒 塞徂萤

心 死息姊

邪 兕徐姊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旨皲雉

昌

船

睿 矢式视 水式孰

禅 视承旨

日 蕊如菖

兄 几居履3 癸居蒜5 孰居洧6

溪

群 跽暨几‘ 揆葵癸 跽暨孰7

疑

畴 畸静癸

匣 洧粲美

影 欹於几

以 唯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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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四)

1、小韵字不清，依王三补。

2、小韵首字切三、王三、王二写作“瓠”，《集韵》舾、誓同字，普鄙切，《七音

略》作“{日奠当是“{醪字之误。

3、刘刻本有反切，姜氏小韵首字坏缺，原作不清，依王三补。

4、注释为“跽暨几反又暨轨反⋯⋯一”。《广韵》“跽”字只有“暨几切”一音。

参看7。

5、王三该小韵脱，而有以“癸”为切下字。原作、切三、广韵作“癸居蒜反”

6、刘刻本为“居美反0王三“居洧反”，姜氏同王三，原作为“居洧反”。

7、“跽暨轨反⋯⋯二。郐山名。” 《广韵》“暨轨切”小韵只有“郎”一字。

参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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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五)

至A开 至B开 至A合 至B合

常 痹必至 秘鄙媚

滂 屁匹鼻 濞匹借

韭 鼻毗四 借平秘

明 寐蜜二1 媚美秘

端

透

定 地徒四

泥 腻女利

柬 和力至 赣力遂

知 致陟利2 鞘追额

徽 屎丑利

澄 皴直利 垡直颓

精 姿资四 醉；I爵遂

清 次七四3 翠七醉

徒 自疾二 萃疾醉

心 四息利 逶雎遂

邪 遂徐醉

i匿

初 皴楚利

崇

生 钟所灏

俟

童 至脂利

昌 痉充至 出尺凝

船 示神至

謇 屁矢利

样 嗜常利

日 二而至

兄 冀几利 季癸悸 愧孰位

溪 囊站利。 器去冀 喟丘愧

群 宸具器5 悸其季 匮逵位7

疑 劓焦器

赡 辣静器 畸静鼻6位火季6 疆静位6

匣 位洧冀

影 懿乙利

以 肄羊至 遣以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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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五)

l、切上字刘刻本同王三为蜜，姜氏为密，广韵作硼。

2、反切原作为“涉利反”，据王三改。按：“涉”为“陟”之讹。

3、反切后有一“亚”字，姜氏“七”字残，原书注文只见“四、亚”两字。依

王三补。

4、反切不清，依王三补之。

5、切上字作“具”，王三、广韵均作。其器反”。

6、猹辫位反，位原作偶，(偶是真韵字，疑焉位字之音讹)。王三同，广韵改。

据《切韵音系》：晴、值、疆三字的音韵地位有问题，本书与王三“恤”均为最

后一个小韵，《七音略》《靛镜》用“恤”不用“鲢”。疑堕、恤同音。

7、小韵首字为“遗”，《七音略》、王三亦作“匮”。《韵镜校笺》：按《唐五代韵

书》从[之字俗作每从i一．如吒字作执即奠例也。千～误为“溃”字。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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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六)

夕=讦 止三开 志二开

鬻

涛

韭

明

端

透

定

泥

柬 嫠 理之t 里 良士 吏力置

知 徵 陟里 置陟吏

搬 瘫 丑之 驺 勒里 眙丑吏

澄 峙 直里 值直吏

精 子 即里

清 蚝七吏

徒 慈 疾之2 字疾置

心 思 息兹 集 胥里 笥相吏

邪 嗣 似兹3 似 弹里 寺辞吏

茌 甾 侧持4 滓 侧李 敲侧吏

初 ·辎飕楚持6 刹 初纪 瘌初吏

崇 士 锄里 事锄吏

生 史 蹀士 鹱所吏

俟 俟 荣史“

童 止 貉市” 志之吏

昌 蚩赤之e 齿 昌里 饿尺志“

船

謇 ·莆襦害之7 始 诗止 弑式吏

禅 ·畴鹭市之8 市 畴止 侍峙吏

日 耳 而止 铒仍吏

兄 姬 居之 纪。居似 纪居吏

溪 ·欺嫫 去其。 起 墟里” 亟去吏

群 其 渠之 忌渠就

疑 撮 焦纪 睡角配”

嚷 僖 静其 喜 虚里 熹虚恕

匣 矣 于纪“

影 臀 於其 麓 於凝 意於就

以 ·鲐圯与之” 以 羊止 具馀吏莫(焉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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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六)

l、嫠，理之反，原书“之反”两字残，王三作“理之反”，依王三补。

2、反切坏缺，仅存小韵首字，据王三补。

3、嗣似兹反，原作“嗣、似”残，据王三补。

4、原作不清，姜氏作“侧莳反”，切三、王三、广韵均作“侧持反”．

5、原书此坏缺，此反切“切三”作“楚治反”，依王三补。

6、原作“赤之反”，王三作“尺之反”。

7、原书此坏缺，此反切“切三”作“所之反”，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lO、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1、原书反切残．善氏作“俟厂1失蜃”，此辗千i补。

12、小韵字及切上字不清，据王三补。

13、“虚里反”，与“喜虚里反”反切相同。王三、广韵均作“墟里反”，原作属

形近而误。

14、原书“于纪”，刘刻本作“于里反”。王三、广韵作“于纪反”。

15、刈刻今作“吕志反”，原作小清，王三作“尺志反”。注文只见“志、盛”两

字。

16、小韵字不清，据王三补。

17、志韵最后一个小韵：“莫焉配反”。王三同，王二无，广韵在“耍羊吏切”

小韵中。



费州大拳2007角司|±-掌位论二≈ ，‘垃捌，卷P2011 ag-29●．Jlt

止摄(七)

微三开 徼三合 尾三开 尾三合 束三开 未三合

簿 斐匪肥1 匪非尾 沸府祸

滂 霏芳非2 斐妃尾7 黄芳味

韭 肥符非 聩浮鬼 怫扶沸

明 尾舞匪 未燕沸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徼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檄居希 蹄僵章 蠖居傣 鬼居悼 既居未 寅居胡

溪 酶丘革 壹氟孺8 氟去既 墼丘畏

群 祈榘希

疑 沂惫衣3 巍器章 颈焦壹 毅角既 魏焦贵

赡 希虚橇‘ 焯扦蹄 猫希壹9 虺斡倬” 欷静既 簿斡黄

匣 ·幛章王非6 韪聿鬼 胡云寅

影 依於橇5 威於非 崴依壹 碗於鬼 衣於既 慰於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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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附注(七)

1、《韵镜》、《七音略》列“非”。原书同王三列“斐”，切三作“斐”。

2、“芳非反”，王三同。姜氏作“苦非反”，属形近而误。

3、反切不清，据王三补。

4、刘刻本“虚横反”中的“虚”字写作“虚”。详细注释参见鱼韵注释3。

5、《七音略》列“衣”。切三、王三均列“依”。《广韵》於希反，《集韵》音同《广

韵》，而以衣为小韵首字。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刘刻本作“纪尾反”，姜氏同王三写作“妃尾反”。“纪”乃“妃”之讹。

8、刘刻本作“氟稀反”，王三作“氟猛反”，《广韵》作“祛猕切”。

9、切下字缺。切三、王三作“猜希壹反”，据王三补。

10、刘刻本作“静律蜃”，善氏同千2作“斡傅蜃”．槁：“枰”乃“斡”乡讹．



责朋^掌2007■■l女掌t{eil l墟’t毒P2011 l字●毫

遇摄(一)

焦=开 疆三开 御三开 虞三合 虞三合 遇三合

篱 跗甫于 甫方主” ·付搏府遇。

滂 敷撩夫13 攥孚武 赴操遇

韭 扶附夫“ 父扶雨 附符遇
明 武燕主 旃武遇

端 聍丁吕4

透

定

泥 女尼与

柬 腔力焦 吕力犟 使力朱 缝力主 屋李遇

知 猪陟焦 著碾虐 茬中旬

徽 撼韧居 褚丑吕 馀勒虑

澄 仔除吕 ·筋稚直撼“ 厨直朱 柱直主 住持遇

精 苴子舆 怛子援 瓤子于 鲰子句

清 疽七余 蹦七舆 觑七虑” 趣七朱” 取七庾 娶七句

徒 咀慈吕 聚慈庾” 璧才句

心 胥息焦 耩私吕 絮息撩 绠思主 渺思句

邪 敏徐吕

茌 阻侧吕 胡侧撩

初 初楚角 楚初犟5 楚初撩

崇 劫助焦 龃锄吕 助锄撩 豫仕禹

生 所蹀犟 疏所攮 毹山虞 敷所矩“ 撩色句

俟

童 赭章焦。 煮赭舆 藕之攮 朱止俱” 主之庾 注之戊

昌 杵昌与 魔杵去 幅昌朱

船 舒神舆

睿 害饧焦 暑舒莒。 恕式撩 输式朱 戌俦遇

禅 野署与7 署常撩 暨殊主 榭殊遇

目 汝如与 乳而主 孺而遇

兄 居翠焦 睾居静 撩居御 拘睾隅

溪 去羌犟8 钦却攮 ·氍掘氯俱”

群 渠强焦2 巨其吕。 遽渠撩 寞其矩 惺其遇
疑 焦蟊居 疆焦犟 御焦撩 魔虞矩”

赡 虚斡焦3 詈午虚吕 翎沉羽 煦香句
匣 羽于矩 芋羽遇

影 赫於静” 颤於攮 系于博俱”
以 余与角 舆余笤 豫余攮 庾以主 裕羊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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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摄附注(一)

l、刘刻本作“童焦反”，切三、王三、广韵均作“章焦反”，属形近而误。

2、切下字及“反”字坏缺，据王三补。

3、切三、王三、{-h音略》均作“虚”。原作注云：“又作虚，通俗作虚”，按此

字《说文》在丘部，正当作虐’虚乃其俗字也。

4、“聍”此字王三未作小韵首字，且反语脱。

5、反切上字不清，据王三补。

6、姜氏作“舒吕反”。原书似作“莒”。

7、王三小韵字作“墅”，切三作“野”。其下注日：“俗作改土”。《广韵》乃野、

墅为二字，而以野为小韵字，承舆切。

8、刘刻本作“楚犟反”，王三、广韵、姜氏均作“羌犟反”。“楚”为初母，误已。

9、刘刻本、姜氏作“具吕反”，王三作“其吕反”。

10、刘刻本作“轩於反”。王三、广韵、姜氏、原作蒯作“般卉反”。

l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反切残缺，依王三补。

13、王三作“摁扶反”。

14、反切不清，刘刻本作“埘夫反”，王三作“附夫反”，姜氏作“付夫反”。《韵

镜》列“符”。当误。

15、反切不清，据王三补。

16、刘刻本、姜氏均有此小韵，原书无。

1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8、有小韵字，反切残，据王三补。

19、原作“方方反”，姜氏同，刘刻本改，据王三改。

20、原作“慈庚反”，王三作“慈雨反”。按原作多处讹“庚”为“庚”，以下不

一一指出。

2l、反切残缺，今据王三补。

22、姜氏作“虞知反”，刘刻本无，原书模糊，今从王三。

2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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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摄(--)

模一合 姥一合 暮一合

鬻 逋博孤

滂 稗普胡

监 匍薄胡 簿裴古

明 模莫胡1 暮莫故”

端 都丁姑2 祝富古 ·娟蠢富故“

透 馀他胡 ·土芏他古。

定 徒度都 杜徒古 ·渡镀徒故”

泥 奴乃胡 ·怒努奴古7

来 庸落胡 鲁郎古8 路洛故

知

徽

澄

精 租则胡5

清 惫舍胡

徒 殂昨姑 粗徂古

心 秣息吾

邪

薤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睿

禅

日

兄 孤古胡 ·古股姑户9 ·颇固古暮”

溪 枯苦胡

群

疑 吾五胡‘ ·五伍吾古”

睨 呼荒岛 ·虎琥呼古“

匣 胡户昊 户胡古 ·髓互胡故“

髟 息哀都5 坞扁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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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摄附注(--)

1、字头坏缺，切上字只见下部从“大”，切下字存，据王三补。

2、原书模糊，切三作“丁胡反”，广韵作“省孤切”，据t--{b。

3、原书及刘刻本作“侧胡反”，切三、王三作“则胡反”，广韵作“则吾反”。“侧”

乃jl壬纽，当误。据王三改之。

4、原书此模糊，据王三补。

5、反切模糊，切下字似作“都”，据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其中《广韵》反切作“他鲁反”，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切下字及“反”字坏缺，据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13、小韵字上部坏缺，据王三补。

1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5、原书此坏缺，依土三补。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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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一)

膂四开 替四开 器四开 群四合

簿 弹方兮‘ 朗博打

滂 媲匹静

监 薜薄静

明 谜莫针

端 低省兮2 帝都针

透 髓他礼6 替他朴7

定 啼度嵇3 第特针

泥 泥奴细

柬 黎落嵇 横虞兽 膀鲁帝

知

煎

澄

精 霉子针

清 妻七嵇‘ 砌七静妻七静8

徒 膺徂嵇6 膂徂礼 晴在指

心 ·钿婿蘸扦9

邪

藤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害

禅

日

兄 ·针蓟古船” 桂古惠

溪 契苦针

群

疑 指五静

晚 歆呼静 嘴虎惠

匣 ·萁婚胡针“ 慧胡桂

影 翳於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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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附注(一)

1、切三切下字脱，王三作“方奚反”。

2、切三、王三作“誊嵇反”，广韵作“都兮切”。

3、原书字头在13行，“度”在14行，应均在13行，“度”为反切上字，据王三

改。

4、原书切语可辨“七”，今据王三补。

5、原书此模糊，今据王三补。

6、刘刻本反切无，姜氏、王三同。

7、原作为“他静反赓本作”。注文分两行排列，“他”字在右行上方，左行为

“针反靡本作”，而“囹下一个日字”(替古体字)在右行最下方倒写。按：当

为逆时针方向读为“他计反赓本作”。此当为写手将“静”字位置写错后，不原

涂改而作权宜处理。

8、“砌七补，妻七衬反”两小韵重出，王三同。《广韵》并入砌小韵。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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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二)

泰一开 泰—合 祭A开 祭B开 祭A合 祭B合

鬻 蔽必袂

滂

蓝 旆薄蔷 弊毗祭

明 昧忘艾 袂髑弊

端

透 泰他益 蜕他外

定

泥

柬 ·赣籁落董1 例力制

知 缔竹例 辍陟衡7

微 蹬丑势

澄 滞直例

精 祭子例5 莼子芮
清 蔡七蓝 毳此芮

徒

心 崴相芮

邪 箬囚崴

茬

初 囊楚崴
目Ⅲ

生 怀所例 唪山芮
俟

童 制髓例6 赘之芮
昌 掣尺制

船

謇 世舒制 税舒芮
禅 逝畴制 啜市芮8

目 芮而筑

旯 ·蕾槽古兑3 猁居属 蒯居街
溪 ·Il嗷苦董2 憩去例

群 偈其憩
疑 蓼焦祭 剿牛例

豌 畿海盖 镶虎外

匣 街菊蒯’
影 恰息外‘ 褐於厢
以 曳馀制 鲵以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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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附注(二)

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原书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5、小韵字模糊，据王三补。

6、反切上字模糊，《广韵》作“征例切”，据王三补。

7、王三作“陟制反”，《唐韵》、《广韵》、同王一。

8、反切模糊，《广韵》作“常芮切”，据王三补。

9、原书“看(此字误)蒯反”，王三“稳蒯反”，广韵“于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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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三)

卦二开 卦二合 夫二开 夫二台

簿 塘方卦t
滂 派匹卦

韭 稗傍卦 败薄遭

明 寅莫懈2 遇莫括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晴竹贾

徽 董丑芥

澄

精

清 啐舍快6

链

心

邪

茌 债侧寅

初 差楚懈

祟 攮士懈

生 嚷所真

俟

童

昌

舱

謇

样

日

霓 懈古隘 卦古寅。 芥古逼4 央古遭

溪 ■苦寅 ·快啥苦夫4
群

疑 睚五懈

赡 溪粹懈 诵呼卦 磊火芥 唔火夫

匣 邂胡懈 蛊胡卦 话下快

影 隘息懈 喝於芥 精岛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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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附注(三)

l、卦韵倒数第二个小韵：“孱方寅反”。王三同，王二、广韵无。

2、切上字坏缺，刘刻本有，姜氏残，据王三补。

3、原书无小韵字，仅存反切，韵日有此字。

4、“芥，古遭反”，跟合口的“央，古遭反”切捂全同，阴合却不同，是因魇

唇音字作切下字造成的翻合混淆。

5、姜氏作“食快反”、原书亦似作“食快反”，王三作“舍快反”，“食”为船纽，

据王三改。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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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四)

皆二开 酱二合 怪二开 怪二台

鬻 拜博怪

涝 湃普拜

韭 鞴蒲界e

明 ·埋巷莫皆1 肠莫拜

端

透

定

泥 挥藉皆2 擞女界

柬

知 睐卓皆3 额知怪

徽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膺侧皆 瘵侧界

初 差楚皆 瘥楚介

崇 豺士稽4

生

俟

童

昌

船

害

禅

日

兄 藏古拜 怪古壤7

溪 揩客皆 蒯苦壤

群

疑 睬五界 聩五拜

堍 洽静界

匣 傻户乖5 械胡界

影 崴乙乖 噫扁界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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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附注(四)

l、原书此坏缺，王三切上字误作“草”，据《广韵》改。

2、反切模糊不清，切上字缺右部，左部从“言”。王三作“菇皆反”， 《广韵》

作“蓿皆切”，今据王三补。

3、《切韵音系》列在端纽，《韵镜》列知纽。

4、原书此反切同王三“士揩反”，姜氏误作“七猎反”，《广韵》作“士皆切”。

5、原书模糊，切三摹本误作“户佳反”，据王三补。

6、刘刻本作“藕界反”，姜氏作“藕界反”并误。王三作“蒲界反”，《广韵》作

“蒲拜切”。

7、小韵字模糊，反切为“古馕反”， “馕”于皆韵，王三作“古壤反”，据王三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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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五)

哈一开 灰—合 海一开 海三开 贿一合 代一开 除一合

莆 杯布迥

滂 肝芳杯。 配普佩

监 裴薄灰4 倍薄亥 诽蒲罪“ 佩薄背

明 枚莫磊5 穗莫亥” ·浇巍武罪” 妹莫佩

端 硝都回6 等多改 封都佩

蘧 雏他回 退他绩

定 囊徒哀 横杜逼 骀徒亥 代徒戴 隧徒封4

泥 懂乃回 ·糯峨奴罪” ·内礓奴封“

柬 乘落哀 雷路回 ·曩儡落獾“

知

徼

澄

精 睃子回 宰作亥 摧子罪 载作代21 脖子封

清 崔此回 ·探彩禽宰“ 停七碎

徒 裁昨来1 摧昨灰7 罪徂贿

心 胜素回 借素罪“ ·奏塞先代2 碎蘸封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苣昌绐4

船

害

禅

日

兄 兹古哀2 瑗公迥 改古亥

溪 明苦衷 恢苦回 磺口猥” 瑰苦封
群

疑 能五回。 顾五罪

晚 哈呼来 灰呼恢 海呼改 贿呼猥 蒋荒佩

匣 回户恢 亥胡改 ·勰胡罪4 演胡封

影 哀扁朗 隈腐恢。 ·筑暖敲改” 建息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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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摄附注(五)

l，切上字坏缺，《广韵》作“旺哉切”。据王三补。

2、此反切姜氏作“古亥反”，王三同原作亦作“古哀反”。

3、原作“芳杯不”，按：“不”系“反”之讹，姜氏于“不”字右侧有一“反”

字，可能是朱笔所书。

4、切三同王三作“薄恢反”，《广韵》作“薄回切”。

5、用“歪”为反切下字，他处无益字，原作“杯”或作“歪”。王三同。

6、反切不清，“迥”切三、王三均作“回”。据王三补。

7、小韵字王三误为“榷”，作“昨回反”。切三作“昨恢反”，原作“昨灰反”，

《广韵》摧下有榷，作“昨回切”。

8、反切不清，王三作“五回反”，姜氏作“不迥反”，《广韵》作“五灰切”。

在1l行末，12行首有“鱼似鲇五回反”，原作“跪“下有“不迥’两字，12行

首残，可见“鱼似鲇⋯⋯反”数字。“不迥”当系切语，而切上字讹。吒⋯”反”

似为“鲇”的注音。依王三补。

9、原作坏缺。切=作“息凹反”，土=作“局恢反”，据土三补。

10、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l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3、反切上字三等，下字一等，被切字三等。见李荣先生《切韵音系》i01页

14、字头及切r字坏缺，切下字难可见从“非”，手i作“铺罪反”(“铺”为帮

纽字，误。)《广韵》作“蒲罪切”。据王三补。

1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8、王一、I--、王三都是贿韵倒数第二个小韵，切三、广韵是最后一个小韵·

王一、王三作“素罪反”，王二、切三作“羽罪反”，广韵“于罪切”。疑“素”

字误，当作“羽”或“于”，与“疯胡罪反”(王一此小韵残)同音，是增加字。

19、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2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l、反切不清，王三作“作代反”，姜氏作“作口反”，据王三补。

22、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依王三补。

23、反切模糊，依王三补。

24、原书此坏缺，姜氏有此小韵，依王三补。

25、反切模糊，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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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一)

轸A开 轸B开 轸A合 轸B合

鬻

滂

蓝 牝毗忍1

明 泯武盎 愍眉疆5

端

透

定

泥

柬 偻力轸2 输力尹

知

徽 冁勃忍

澄 绍f直引

精 磕子忍

清 笱千忍3

徒 盎慈引‘

心 笱思尹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轸之忍 准之尹

昌 ·蠢倍尺尹7

船 盾食尹

夸 矧式忍 赌式尹

禅 臀畴忍

日 忍而轸 毪而尹

兄 紧居忍

溪 蝰丘忍6 縻丘陨

群 窘渠殂

疑 斩宣引 裙牛陨9

魄

匣 殂于固”

髟

以 引余轸 ·尹瑷余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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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一)

1、切语坏缺，据王三补。

2、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3、刘刻本及姜氏抄作“七忍反”。今依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及王一照片。

王三亦作“千忍反”。

4、切三同原作并作“慈引反”，王三作“词引反”，《广韵》作“慈忍切”。

5、原书“悲殖反”，王三、广韵并作“眉殂反”。注释为“眉殒反悲⋯⋯”刘刻

本误作“悲j虽反眉⋯⋯”。

6、王三作“丘引反”，《广韵》此字在准韵，“弃忍切”。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不清，刘刻本误作“午陨反”，王三作“牛陨反”，据乇三改之。

10、切下字不清，切三、王三、姜氏并作“于嗣反”。《广韵》作“于敏切”。《韵

镜》列“陨”，开I=1。据《韵镜校笺》：“当是后人据旁注之同音字误改且误入本

图。”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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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二)

震A开 震B开 震A合 震B合

帮 债必忍

涝 术搬刀1

韭

明

端

透

定

泥

柬 ·遴圈力罾2

知 镇陟刃

微 疹丑刃

澄 障直刃

精 臂即刃 侑子峻

清 貌七刃

键

心 信息舀 峻私涸7

邪 寅似刃3 殉辞圈

j疰

初 搬初遵

祟

生

俟

童 柠之阳

昌
船

害 舜施闰

禅 慎是刃4

日 ·忍勰而晋5

兄 昀九竣 攮居馥8

溪 葭去刃

群 馑渠遴

疑 憨焦觐

磷 曩静觐

匣 颧鹚捃。

影 印於刃6

以 胤与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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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二)

1、王三作“匹刃反”，广韵同原作。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刘刻本作“疾刃反”，原作切下字坏缺，切三、广韵并作“慈”，当列徒母。

王三作“似刃反”，《韵镜》亦列此位置。

4、反切不清，姜氏切下字坏缺，据王三补。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7、王三“私”作“和”。

8、《广韵》在问韵。“攘”字王二仅见问韵，王一、王三“震、问”两韵重出。

原作“攘，古音居韵反，今音口建反，拾，或作捃”。王三同。

9、《广韵》在I廿J韵。王一、王二、王三“龈”字仪见震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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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三)

赏A开 簧B开 赁A合 簧B合

鬻 必比蜜

滂 匹譬吉1

韭 部毗必 弼房律4

明 蜜名必2 密美簟

端

透

定

泥 昵尼簧

柬 栗力黉 ·律脖吕卸5

知 窒陟栗 盐竹律

徽 扶丑栗 ·鼬狨丑律6

澄 秩直赏 术宜律

精 ·垦}匕资悉3 卒子聿

清 煌翠恤7

徒 疾秦悉 举才脚】8

心 悉息七 卸辛聿

邪

茌

初 耕初栗

祟 黜仕乙

生 率师茁

俟

童 耍之日

昌 出尺律

船 寅神黉 衍食聿

謇 失谶贸

禅

日 日人簧

兄 吉居簧 橘居蜜 茁几律”

溪 钴去吉

群 姑巨乙 越其聿

疑

睫 欹静吉 盛静聿

匣 飕于簟

影 一伊室

以 逸夷簧 聿酴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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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三)

1、王三作“匹，配，卅尺”，反语脱。

2、《七音略》列密，误。切三作“民必反”，王三作“氯必反”。蜜、密为重纽，

当以密列三等，蜜列四等。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小韵字切三、王一并作“弼”，与《说文》合，房律反。切三注云：“俗作

弼、弼”。王三此字作“弼”，房笮反。《广韵》作“弼”，房必切。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小韵字左部坏缺，据王三补。

8、反切下字模糊，据王三补。

9、反切不清，据工二补。

10、反切不清，注释：“尤律反，出矛，又口率反”。切三、唐韵并无此字。姜氏

抄作“几律反”，同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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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四)

隐三开 吻三合 掀三开 问三合 迄三开 物三合

鬻 粉方吻 冀府嗣 ·弗梓分勿9

涝 忿敷粉 湓匹同5

蓝 愤房吻 分扶同
明 吻武粉 髑燕逼 物燕弗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微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龀初麓1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鲁

禅

日

兄 氆居隧 靳居缎 捃居逼 ·蓖鸵居乞。

溪 赶丘遴

群 逢其遴2 近巨靳 郡榘逼 ·倔鹰衢物”

疑 听牛菇 肆焦吻 沂捂靳 疙角迄8
髋 脯典近 掀静靳‘ 迄静葩
匣 耘于粉 逞云同
影 睡於箍3 恽於粉 储於靳 醒於罔6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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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四)

1、隐韵是子类韵，不该有初母。戴震《声韵考》以为“龀”是跟臻、榔相配的

上声。臻、榔本身跟真、赏互补，轸韵又没有初母字，“龀初越反”可以算是轸

韵字，这样一来，“龀初旌反”跟震韵的“龀初遴反”单纯是上声和去声的又

读了。

2、小韵字作“造”，切上字坏缺，据王三补。

3、反切不清，据王三补。

4、小韵字坏缺，“煅”是韵目字。王三同，《广韵》作“香靳切”。

5、刘刻本作“亡罔反0当误。王三作“匹罔”，《广韵》同王三。

6、反切模糊，切下字坏缺，据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据《切韵音系》；此反切下字王三误作“乙”，《广韵》同，据王

二、切三、《唐韵》改。

8、反切坏缺，王三、《广韵》“焦迄反”，据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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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五)

阮三开1 阮三舍 顾三开 顿三合 月三开 月三合

鬻 返府速2 贩方怨 鬟方伐

滂 嫩芳万

韭 鼙扶速3 硎符万 ·伐嗣房越‘

明 晚燕速 万氯贩5 羲妄钦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徽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害

禅

日

兄 建居万 肇居颜 打居渴 厥居月“

溪 穗去阮 券去腰 明去月”

群 剑求晚 健渠建 圈臼万 揭其蠲8 鳜其月”
疑 言貉偃 阮虞速‘ 瓤捂堰 顾焦怨6 蚓捂褐。 月焦厥

畴 幢虚偃 咂沉晚 意扦建 楦斡勘 歇择褐 飚静月

匣 速霍晚 速于膜 ·越!旺王伐“

影 偃於穗 婉於阮 堰於建 怨於霸 褐於歇” 罄於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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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五)

l、元韵依《广韵》声系当属“臻”摄。

2、小韵字王三作“反”。

3、王三作“丘速反”，“丘”属溪母，当误。《广韵》作“扶晚切”。

4、反切模糊，切三、王三、《广韵》并作“虞速反”。

5、王三作“燕败反”，“败”乃“贩”之讹。

6、反切模糊，依韵目补。4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切三、王三、《唐韵》、《广韵》月韵中均有“孺”小韵。反切同王一作“其羯

反”。诸书此字皆训为“搪物”。《广韵》注“又作揭”。

9、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

lO、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1、反切下字及“反”字坏缺，依王三补。

12、仅存“去”字且模糊，据王三补。

13、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i5、反功坏缺，掂王三补。此小韵上一个小韵：“喊己劣反”(原作反切模糊)，

注文缺。王三“喊乙劣反，气逆，一字，此亦入薛部，一。”切三作“喊居

劣反，此字亦入薛部，一。”《广韵》并入“娶於月切”小韵：“喊逆气，又乙

劣切。”《唐韵》无此字。



量州夫掌2007囊{蔓j．掌位论文 ，‘月L月L卷P201I■崞蕾r—‘

臻摄(六)

恨一开 混一合 恨一开 恩一合 没一开 没一合

鬻 本布忖

滂 喷普嗣

韭 猜盆本 坌蒲围 勃蒲没

明 懑莫本2 圈莫困 浸莫勃

端 顿都困 咄富没

蘧 嚏他本 奔通明5 突他骨9

定 囤徒报 钝徒困6 突陋忽

泥 嫩奴困 纳菇忽”
柬 怨虚本3 渝虚困7 豪杰勒没

知

徼

澄

精 刺轭掼 卒则没

清 付舍本‘ 寸舍困 猝巍没

徒 鳟徂本 蹲徂困 摔昨没

心 撮酥本 巽薛困 宰酥骨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瞬古很 髑古本 艮古恨 喻古钝 骨古忽

溪 望康很 闼苦本 困苦圈 窟苦骨

群

疑 圈五恨 顿五困 杌五忽

魄 昏呼困8 忽呼骨
匣 很痕堑1 混胡本 恨胡艮 恩胡困 苑下没 鸽胡骨“

影 穗扁本 扭扁困 蹑扇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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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摄附注(六)

1、反切模糊，韵目有此小韵，刘刻本切下字“壑”下部作“心”。

2、反切模糊，王三作“莫本反”，《广韵》作“模本切”。据王三补。

3、小韵字《七音略》、王三并作“怨”。刘刻本、姜氏亦作“怨”。《广韵》、《集

韵》作“患”。据《韵镜校笺》；各本多讹误，当依《广韵》作忠。《七音略》虽

合与王三，然亦当以《广韵》、《集韵》作怨为正。

4、姜氏抄作“舍卒反”。王三同原作“舍本反”，“卒”乃“本”之讹。

5、此小韵王三未收。

6、切上字刘刻本作“徙”，乃误。

7、原作“反”误作“友”，王三作“廑寸反”。

8、王三未收，“昏呼困反”，《唐韵》、《广韵》则有“憎户困切”。

9、王三小韵字作“突”，王一、王二、切三、《广韵》并作“突”，与“突”陋

(姜氏误抄作他)忽反不同。

10、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1、反切下字坏缺，据王三补。据《韵镜校笺》：切三、王二没韵合口无匣纽小

韵，“捐”在“藐”(开口)小韵内，然该鹘小韵下注云：鹘鸠又胡八、胡骨二

反。是知一}j兀“胡骨反”者当系洪脱。王～、土三鹃小韵内自“措”。《J’‘韵》、

《集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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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一)

寒一开 旱一开 翰一开 末一开

鬻 舷北潘1 板博管 半博漫 攒博末

滂 潘普官2 判普半 缝普活

蓝 箍薄官 伴薄旱 叛薄半 跋蒲掇

明 嚆武安 满莫旱 镘莫半 束莫割“

端 罩都塞 直多旱8 旦得案 怛凿割

蘧 晖他罩 炭他半 明他建”

定 埴徒干 但徒旱 恽徒旦 遴随割

泥 稚乃干 摊奴但 搬奴旦 捺奴曷

柬 嗣洛干8 嫩洛旱7 绷虞旦8 刺廑逵

知

徽

澄

精 瓒作斡9 鸶姊末

清 飧禽干‘ 粲舍旦 擦七曷

徒 残昨干6 瓒昨旱 嫩徂粲” 截才割

心 肌辣干 散薛旱 缴酥旦 踅桑割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睿

禅

日

兄 斡古寒 苛各旱 旰古旦 葛古逵

溪 看苦寒 侃空旱 侃苦旦 渴苦割

群

疑 岸吾旦 酵五割

畴 佰扦安 罕呼稗 漠呼半 晤静葛

匣 旱何满 翰胡旦“ 褐胡葛

影 安扁寒 按扁旦 遏扁葛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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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一)

l、小韵字不清，据王三补。

2、反切下字不清，据王三补。

3、切三、王三、《广韵》均作“落干切”，原作为“洛干反”。且小韵字下面的“镘”

字放此位置误，其小韵首字应为“瞄”。

4、切三、王三小韵字均作“猿”，姜氏亦抄作“飧”。切三作“食于反”。原书作

。浪”，《切韵音系》同《韵镜》作“餐”。

5、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6、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7、切三、王三、《广韵》均作“落旱反”，六刻本同以上，原作应为“洛旱反”。

8、反切上字刘刻本存，姜氏无。

9、反切上字王三作“作”：原作及刘刻本作“朝”。《广韵》以“赞”为小韵字，

切上字作“则”，依王三改。

10、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ll、小韵字上部分坏缺，韵目有此字。

12、小韵字左部坏缺，韵目有此字。

13、反功上字坏缺，掂土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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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二)

寒—合 旱—合 翰—台 末—合

簿

滂

监

明

端 端多官 短都管 断都罱L 掇多括

透 湍他端1 瞳他管 彖他乱 悦他活8

定 圈度官 断徒管 段徒玩 毒徒活

泥 馔乃管 便乃乱

来 鐾落宫 卵落管6 乱落段 捋虚活

知

徽

澄

精 缵借官 篡作管 瓒子筹 褥子括

清 宦七乱 撮七活。

链 横在丸2 攒在舐7

心 酸素官 算藓管 笄藓段

邪

；庄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誊

禅

目

兄 官古丸 管古纂 贯古段 括古活

溪 宽苦官 款苦管 徽口焕 翻苦活

群

疑 玩五丸 玩吾段 捐五活

晓 教呼官3 唤呼段 豁呼括

匣 ·桓丸胡官‘ 缀胡管 换胡段 活户括

影 剜一丸5 梳岛管 惋房段 斡扁活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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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

l、原书及王三作“他端反”，姜氏抄作“血端反”，姜氏误。

2、反切模糊，切三、王三、刘刻本、姜氏均作“横”，《切韵音系》作“攒”。

且该小韵别无“攒”字，根据注文应从“木”。

3、切三、原书作“呼官反”；王三作“呼丸反”。

4、原书此模糊，依王三补。

5、切三、王三、原书均作“一丸反”，刘刻本作“一完反”，此处据原书。

6、小韵字坏缺。在“满”小韵上空白，可见“口反”两字，切上字上部坏缺，

下从官，刘刻本补为“管”。依王三“满”小韵前为“卵落管反”。

7、刘刻本作“在舐反”，原书似作“在乱反”，王三作“在舐反”，《广韵》换韵

“在丸切”。此据王三改。

8、反功及小韵字土一脱，刘刻奉在此小韵处自一“茺”小韵，具注文为“活茺

反又徒活反”，可此韵有“夸徒活反”。不知何故?

9、反切下字王三作“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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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三)

删二合 潸二开 菲二开 辣二合 路二开9 鳍二合

鬻 ·扳蜥布绾4 捌百锫”

滂 襻普患

韭 阪扶板

明 臂武板 慢莫晏 磋慕结“

端 鸦丁刮

透 獭他锫

定

泥 赧怒板5 效女患 瘙女结 妯女刮

来

知

徽 题丑刮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j庄 硎侧板

初 弼初板 缝初腾 篡楚患 刹初结 蕞初刮

崇 蚓士板 蟪士糠

生 ·喇鼬所轰1 鼬所晏7 爨山患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阴古蘧2 倜古板6 辣古晏8 惯古患 鹊古结n 刮古颀

溪 箱枯锫

群

疑 嗣五板 腰五晏 罄五锗 ·刖腑五刮”

畴 瞎斡锫

匣 遢胡明8 昔于下晏 患胡惯 结胡瞎 颉下刮

影 莺扁阴 晏扁涸 鹞乙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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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三)

l、开口仅存此小韵，且全部坏缺，故未单独列表，借放此位置。

2、此处模糊，据王三补。

3、此处模糊，据王三补。

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5、切三、王三、‘广韵》均作“奴板反”。

6、切三、‘广韵》作“下赧反”，王三“胡板反”，《集韵》同《广韵》。“倜”字

王一“古板反”((唐五代韵书集存)297页7行末作“古板反，武貌，一日”以

下残)。

7、栅所宴反，王三同，广韵并入舢小韵。据《切韵音系》：王二、唐韵并无。

8、小韵字左部坏缺，韵目有此字。

9、刚、锫两韵平入相承，山、黠两韵平入相承．霹，《r古音韵衷稿》102贾(前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

lO、反切不清，切三、王三、《唐韵》、《广韵》并作“捌百锫反”，据王三补。

11、反切上字刘刻本及原作“慕”，切三、王二同，王三、《唐韵》、《广韵》作“莫”。

《七音略》此处无字。

12、反叨不清，刘刻奉仪自小韵字，无反切，据{三‘补。

13、原书此坏缺，反切下字王三作“割”，依《广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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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四)

廑二开 桶二开 裥二合 黠二开 黠二合

鬻 八博拔

滂 盼匹苋 沈普八

韭 瓣薄蔸1 拔蒲八

明 魍武限 茼莫苋 倚莫八5

端 窑丁滑

透

定

泥 疤女黠 釉女滑

栾

知

徽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j疰 酸侧限 札侧八

初 羼初兑 蚂初八

崇 棱士限

生 虚所筒 毅所八

俟

童

昌

船

害

禅

日

兄 简古限 鳃古盼3 戛古黠 割古滑

溪 趣苦八 访口滑

群

疑 眼五限 珏五滑

畹 倍呼八7

匣 限胡简 ·苋赞侯辨2 幻胡辨4 黠胡八 滑户八

影 轧扃黠6 嚼扃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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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四)

l、原书注日：“俗作瓣”，该小韵有“瓣”字。刘刻本作“辨”，王三同。《广韵》

则以“瓣”为小韵首字，载有“辨”、“辨”等字。《集韵》同《广韵》。《韵镜校

笺》：“作辨者是瓣之俗，作辨者乃其字之形讹，作瓣者当是后人据《广韵》、《集韵》

妄改也”。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反切坏缺，王三作“古盼反”，《广韵》、《集韵》“古幻切”，据王三补。

4、原书“胡眼辨反”， “眼”字衍。王二、王三、《唐韵》、《广韵》并作“胡辨

反”。幻，原作胡辨反。按辨在狷嘏，等第聱羽皆不合，喾是辨之讹，辩正裥馥

字。

5、反切姜氏误抄作“草八反”。

6、黠韵最后一个小韵：“玄乙八反，空，二。魁(注文不清)”。王三同，切

=刁芒．《广韵》有“窆”无“魁”，在“牵L”小韵。

7、反切上字姜氏坏缺，刘刻本有，原书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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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五)

先四开 先四合 铣四开 霰四开 霰四合 屑四开 屑四合

鬻 遗布玄 编方茼 遍博兄 糯方结

滂

监 蹁部田1 辫薄典5

明 眠莫髯 摒亡典 妻丐莫兄 篾莫结

端

蘧 腆他典 填他兄“ 绒他结”

定 殄徒典 鼋堂兑 蛭徒结

泥 ·嬲奴典6 ·吼燃奴兄“ 捏奴结

柬 缠落旯

知

徽

澄

精 ·簟苒作兑” 箭子结

清 蓓舍兄 切千结

徒 截昨结

心 ·麟群典’ 霰藓兄“ 屑先结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冕 涓古玄 荫古典 兑吉鼋 唱古躲 结古屑 ·块浃古亢”

溪 ·章摔苦置2 童口典8 倪苦兄 圈苦穴

群

疑 ·妍研五暨。 砚五兑 ·鲁置五蛄“

晚 鲔火玄‘ 豫呼兑 绚静躲 ·■汰呼浃”

匣 玄胡涓 岘胡嚣。 现户兄 繇黄辣 缬胡结 穴胡殃

影 渊扁玄 蠼於殄” ·宴燕鼻兄” 噎舄结” 抉於泱

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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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五)

1、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反切上字姜氏抄作“大”，形近而误。切三、王三、《广韵》并作“火玄反”。

《集韵》作“呼玄切”。

5、反切坏缺，切三作“薄鬏反”，王三作“薄典反”，据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小韵首字坏缺，据王三补。

9、反切下字不清，“反”字坏缺，切三作“胡颞反”，王三作“胡荫反”，《广韵》

“胡典切”。原书似与切i同．此韵合口此伉冒有小韵“·泫炫胡犬反”小韵首

字及反切坏缺，合口仅有此小韵，本表不列。

lO、反切坏缺，切三、王三、《广韵》、《集韵》并作“於殄反”。

11、反切坏缺，王三作“他兄反”，《唐韵》“他甸反”，《广韵》同《集韵》同作

“他佃切”，据王三补。

12、原书此土1、缺，依王=补。

1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4、原书切上字坏缺，据韵目补。

1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6、小韵首字坏缺，切三、王三、《唐韵》、《广韵》屑缀小韵并他结反，据王三

补。

1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8、反切下字仅见右边的“吉”字，据王三补。

1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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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六)

仙A开 仙B开 凋A开 练A开 薛A开 薛B开

鬻 鞭卑遵

滂 篇芳遑1 ／普折”
韭 便房连 梭符善9 便避面
明 绵武连

端

透

定

泥

柬 逵力延

知 遭碾建

徽 艇丑延2 搌丑善” 中丑列
澄 缠直遵3 辙直列

精 煎子仙‘ 剪即践 罄姊列”
清 愿七然5 浅七演“

徒 鲮昨仙 践疾演”

心 仙相然 孺息浅 综私箭 薛私列”
邪 涎艘遭

j庄

初 剽厕刖
崇 潺士逵。

生 檄山列

俟

童 餐藉延 ·蜡额旨善”

昌

船

謇 氇式遵7 毅谶列
禅 铤市逵 善常演“

日 然如延8

冕 甄居延 措基善”

溪 愆去乾 ·遣犟去演”

群 乾榘焉

疑

睨 嚼许延 荽静列
匣

影 炯於列
以 延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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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六)

1、切下字王三作“便”。切三、《广韵》并作“逵”。

2、切三、《广韵》同原作“丑延反”，王三“丑逵反”，《集韵》“抽延切”王一

同切三另有迪小韵。王一艇小韵中亦有迪字，同王三。然迪注云：“缓步又丑速

反”。

3、小韵字原作似有“儿．，。。姜氏抄作缠字下面有‰一相似。《矗自镜校笺》：

“此乃当正为缠”。

4、切上字切三、王三、姜氏并作“子”，刘刻本误为“于”，形近而讹。

5、小韵字王三、刘刻本、《广韵》作“遥”，原作、姜氏此字下部为“令”，据王

三改。

6、切上字姜氏误抄作“土”。然《韵镜》亦列外转二等。《韵镜校笺》：“二等位

不当列齿音三等字，本书当是后人妄增。《七音略》则是不明此例而列之，是本

位潺字当删”。

7、工三、《广韵》作“式违反”，原作“式、或”不清，仃细辨认似作“或”。姜

氏抄作“或卓反”，或卓鼹式建之靴。

8、切三、王三、《广韵》、刘刻本作“如延反”，姜氏作“如是反”，原卷似作“如

是反”，“是”当是错字。

9、此位置的重纽三等有一坏缺小韵“·辩辨符蹇反”，小韵首字及反切坏缺。

10、乇i小韵字作“鲣一，王一、《广韵》作“搌”。

11、反切不清，切下字及“反”字坏缺，据土三补。

12、小韵首字坏缺，切下字仅可见右下部之“大”字。王三有“践疾演反”，《广

韵》作“慈演切”，据王三补。

1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4、反切模糊，切三、王三、《广韵》并作“常演反0据王三补。

15、“摧基善反”，切三、王三并同，《广韵》并入蹇小韵。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7、其他韵书均未收。

18、反切坏缺，姜氏抄作“作列反”，切三“子列反”，王二、王三作“姊列反”，

据王三补。

19、王三为“薛私结反”，切下字是四等韵屑韵字，韵目及切三、王二、唐韵、

广韵皆作“私列反”。据此可窥见仙薛韵与先屑韵的关系。



膏州大学2007_习l士学位嘲嚏 ■4‘■。卷P2011 l}t襄

山摄(七)

仙A合 仙B合 拥A合 薛A合

觜

滂

韭

明

端

透

定

泥 呐女劣“

柬 肇吕缘 ·青嬖力竟’

知 鞠陟充

徽 髌丑毒1

澄 椽直缘

精 端子泉

清 裣此缘 臃七绝

徒 全聚缝 尚徂克

心 宣须缘

邪 旋似泉 踅寺缀

茌 跬粒缘2 茁侧劣

初

崇

生 栓山具 取所劣”

俟

童 喜聩缘 ·剁弄旨克8

昌 穿昌缘

船 船绳川

夸

禅 遄市缘 ·膊踹棍竞。 啜{封雪

日 埔而缘硬人全3 ·禊硬而克”

兄 勃居具‘ ·蹶黼纪劣“

溪 夸去具

群 槛巨具5

疑

魄 翱静缘 ·蠼趣香宽“ 昱择劣“

匣 具王檀

影 娟於缘 娱於榷6

以 沿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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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附注(七)

1、此小韵字切三、王三并作“馔”，刘刻本、姜氏同原作“暝”，《韵镜》无此

字。

2、本韵最后三个字：“跄居具反，曲伏，三。勃，强健。暄，目眇。”王三同，

只是注文中多一个卷字，并另有一个小韵：“劾，强健，居具反，一。”切三“跬

菇缘反，勃居具反”，《广韵》同。据《广韵》改之。

3、切三、t--仙韵有“梗。小韵，人全反(切三王国维、姜氏抄并误为“又全

反一)。王三、王一亦有“蠕”小韵，而缘反。王一“蠕、禊”两小韵当属同音

重出。

4、同2。

5、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

6、反切不清，注文坏缺，据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b。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原}0此坏缺，依上三补。

12、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3、此小韵字位置空白，存一“劣”字，据王三此位置有“放所劣反”。

14、重纽三等，原作小韵首字及反切坏缺，借放此位置。

15、刘刻本作“斡力反”，姜氏抄作“静劣反”，王三(注文刊落“使人”二字)、

《唐韵》、《广韵》作“辫劣反”，t--讹为“静例反”，据王三、广韵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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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一)

篇四开 梭四开 啸四开

鬻

滂

韭

明

端 貂都聊 书多啸

透 祧吐彤 眺吐息 ·耀锌他帚5

定 迢徒聊1 窕徒了4 藿徒帚

泥 嬲奴岛 尿奴韦

柬 聊落蔫 了虞扁 ·箍嘹力珥；6

知

徽

澄

精 湫子了

清

徒

心 薷酥髟 绦酥岛 啸酥苇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叫激古帚7

溪 邾苦聊 碗苦皎 寂苦帚

群

疑 竞五聊2 籁五帚

赡 皖呼息 蜇呼叫

匿 腕静幺

髟 ·么恸於竞3 杏扁畹 窟於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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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附注(一)

l、反切模糊，切三、王三、《广韵》均作“徒聊反”，《集韵》作“田聊切”。此

据王三。

2、小韵字坏缺，反切不清，刘刻本无此字，存注文；“五聊反商通俗作竟”八字，

商字衍，故可证为“竞”。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此小韵之上空白，刘刻本只刻一个“直”字。麦耘：可见“又且”两字，(且

字误增一画，刘刻本以为直字，非)。当是“芍”字又音。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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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

宵A开 宵B开 小A开 小B开 笑A开 笑B开
鬻 表方小4 表方燔4 骠卑妙
滂 缥敷沼 剽匹笑
韭 ·攘螵符小6 蔗平表 骠毗召
明 ·眇淼亡沼6 崩眉召
端

透

定

泥

柬 缭力小 燎力召

知 ·朝潮知适1

徽

澄 ·肇桃直小7 召直笑

精 勒子小 ·醮雁子肖”
清 悄七小 峭七笑“
键 羹昨焦 噍才笑
心 ·育销相焦2 f 小私兆 笑私妙
邪

j庄

初

祟

生

俟

童 沼之少 照之笑
昌 糟尺招 鼠昌召
船

害 少害沼 少失召“
禅 绍市沼 邵蹇曜

日 攫而沼8 蛲人要

兄

溪 缝丘召”
群 蹈巨小 翘渠要 蠕渠唐
疑

脯 嘲静孀3
匣

影 酗於小 天於兆 要於笑
以 簿以沼。 曜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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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附注(--)

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切下字切三坏缺，其王国维抄“静”误为“诗”。原作、《广韵》“静嫣反”，

王三“辫需反”，《集韵》作“虚孀切”。

4、表字重出，注文为：“表，方小反，外，又方嫣反，三。裸，袖端亦作秒。”

最后一个小韵：“表，方孀反，上书，一。”王三同，惟注文略有异。切三；“表，

方小反，又方孀反，二。裸，袖端。”“方孀反”不自成一个小韵。《广韵》跟“方

小反”相当的小韵是：“裸，袖端，方小切，四。”其中无表字。跟“方孀反”

相当的小韵是：“表，⋯⋯陂孀切，四。⋯⋯”《韵镜》、《七音略》“棵”四等；

“表”三等。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切下字刘刻本误为“招”。王三、《广韵》作“沼”。此韵中无一以“招”为反

切下字，故改为“沼”。

9、反功模糊，切二、王二、《』一韵》均作“以沼反”，据土三补。

lO、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ll、此小韵刘刻本仅有反切，小韵字坏缺；姜氏抄此小韵字存右部“肖”字。原

作照片模糊，据王三补。

12、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3、切下字及“反”字原作坏缺，王二、王三、《唐韵》’《广韵》、《集韵》作“丘

召反”，(《唐韵》丘误五)。《韵镜》此字误入见纽。

14、麦耘此处有校语：校“弋笑反”，按“戈”系“弋”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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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三)

肴二开 巧二开 效二开 豪一开 皓～开 号一开

鬻 包布交 能博巧 豹博教 襄博毛 寅博抱 鞭博耗

滂 胞匹交 帝匹兑 禀普务”

韭 庖薄交 鲍薄巧 酶防孝 抱薄褒 抱薄浩 暴薄赧

明 昴莫鲍 貌莫教 毛莫袍 耨武道 帽莫鞭

端 罩丁教9 刀都蒡 穑都浩 到都尊

逶 饕吐高“ 射他浩 辐他到

定 陶徒刀 道徒浩 尊徒到

泥 ·豌虞女交1 绷奴巧 橇奴效 猱奴刀 膪奴浩20 膪奴到

来 势廑刀 老廑浩 姆虚到

知

徽 越褚教”

澄 棹直教

精 糟作曹 早子浩 窀则到

清 操七刀” 草七揖 操七到

徒 皂昨早 漕在到

心 骚蘸遭” 嫂藓皓 集蘸到

邪

茌 骤侧交 爪侧绞7 抓侧教

初 糠楚交 崩楚巧 抄初教
目 巢锄肴2 巢仕稍m

生 梢所交 梢所绞8 稍所教“

俟

童

昌

船

睿

禅

日

兄 ·交腮古肴3 绞古巧 教古孝 高古蒡” 禺古老 貉古到

溪 敲口交 巧苦绞 敲苦教 尻苦蒡” 考苦浩 稿苦到

群

疑 聱五交‘ 驳五巧 桀五教” 敖五务 镀五老 傲五到

睨 境静交 孝呼教 蒿呼高 好呼浩 耗呼到

匣 ·着姣胡茅5 襞下巧 效胡教 豪胡刀 皓胡老 号胡到21

影 颤於交。 拗於绞 拗乙罩 煅於刀” 禳息浩 奥息到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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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附注(三) ，

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反切模糊(《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265页)，据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刘刻本未收，姜氏有反切未有小韵字，原书模糊。此韵最后有--d"韵“竟岁”

作五交反，切下字不清，姜本同刘刻本。按：“王三、《广韵》“竞岁”在聱

小韵，当是脱落后补，原作照片不清，存疑。”据王三补。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反切不清，切三、王三、《广韵》作“於交反”，据王三补。注文：“又面赜反”。

按：“反”字衍，此非又音。

7、切下字模糊，刘刻本作“交”，此乃作平声的反切下字，当误。切三、王三、

《广韵》、《集韵》作“侧绞反”，改正。

8、原作“反”字脱。

9、切上宁模糊，刘刻本及姜氏并作“如教反”，此“如”乃“知”之讹。王二、

《唐韵》、《广韵》都教反：王三丁教反。皆以端切知，类隔。《集韵》陟教切，

音和。

lO、刘刻本同姜氏并作“指教反”，王三“褚教反”，据王三补。

11、此反切原作坏缺，刘刻本无，据王三补。

12、姜氏同原作照片作“无孝反”，刘刻本同王=作“五教反”，

13、切三未收，《广韵》普袍切；《集韵》普刀切。

14、切三作“吐蒿反”，王二“土高反”，王三同原作“吐高反”；《广韵》“土

刀切”。

15、王三、《广韵》同原作“七刀反”，姜氏抄作“七劳反”。

16、切三、王二、‘广韵》同原作“蘸遭反”，王三“蘸刀反”。

17、反切不清，据王三补。

18、姜氏抄作“各劳反”，刘刻本同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苦蒡反”。

麦耘：校“若蒡反”，按：“若”为“苦”之讹。

19、反切模糊，切三、王二、王三、《集韵》并作“於刀反”(其中王三“刀”误

作“刃”《广韵》音同，小韵字不同。)

20、小韵字上部坏缺，据王三补。

2l、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据韵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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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摄(一)

歌一开 歌三开 哿一开 茴一开

辩 波博何 跛布火 播褶倚

滂 颇滂何‘ 叵普可 破普队

监 婆薄何2 爸蒲可

明 摩莫波3 麽莫可 磨莫筒

端 多得何 摔丁可 路丁佐

透 他耗何‘ 拖吐逞

定 赡徒何 爹徒可” 驮唐佐

泥 那鞯何5 棱乃可 奈奴笛

柬 耀虞何 儒勒可 逞虚筐

知

徽

澄

精 左剐可“ 佐作笛

清 蹉七何6 瑾千可 磋七笛

徒 酷昨何7

心 娑索何8 缝藓可 些藓笛”

邪

茌

初
gm

生

俟

童

昌

船

言

禅

日

兄 哥古俄。 迦居Ⅱ去 哿吉我 笛古贺

溪 珂苦何 n去墟迦 可枯我 坷口佐

群 伽求迦

疑 莪五歌 我五可 馘五筒

赡 封虎何 歌呼我 歌呼筒

匣 何辑柯 苛胡可 贺何筒

影 阿岛何 阉岛可 侉息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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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摄附注(一)

1、反切模糊，切三作“滂河反”；刘刻本同王三，作“滂何反”；姜氏作“傍何

反”；《广韵》作“滂禾切”，据王三补。

2、反切坏缺，唯见“反”字。刘刻本同切三作“薄波反气王三作“薄何反”。

据王三补。

3、王三作“莫何反”，原作“莫波反”，‘广韵》“莫婆切”。“波”在《广韵》中

为戈韵。

4、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据王三补。

5、王三、原书、《广韵》切上字并作“诺0姜氏误抄作“捂”。

6、刘刻本同《广韵》作“七何反”；王三作“七河反”，姜氏同王三，原作照片

不清，据广韵补。

7、切上字切三摹本误作“作”。

8、王三无此小韵，切三、《广韵》同原作。

9、小韵字刘刻本作“歌”；姜氏作“可”；原作照片同王三作“哥”，其反切照片

不清。注文：通俗作“歌”。

10、切下字原书、王三、刘刻本作“可”，姜氏抄作“果”。

“、切上字坏缺，土=作“则口j反”：《，3韵》作“臧u J训”。据+i补。

12、切上字坏缺，据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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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摄(二)

歌一合 歌二合 哿一合 筒一合

鬻

滂

监

明

端 障 丁戈 捶丁果6 揉丁遇

透 能 吐和1 妥他果 唾耗队

定 牛也 徒和 堕徒果 惰徒队

泥 援 奴和 娩奴果 懊乃卧

柬 赢 落遇 躲郎果 赢郎遇

知

徽

澄

精 佳子遇 挫劁趴7

清 脞舍和2 判毳趴

徒 痤昨和 坐徂果 坐在队

心 莎觫和 镇酥果 腰先趴

邪

荏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害

禅

日

兄 遇古和 果古火 遇古队

溪 科苦和3 颗枯果 锞苦酞

群

疑 施五和 妮五果 趴吾货

晚 粹 希波5 火呼果 货呼卧

匣 和胡遇‘ 垡 于戈 祸胡果 和胡歌

影 倭扇和 媒扃果 浣扇酞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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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摄附注(--)

l、切三作“吐何反”，以开口切合口。据《韵镜校笺》：“为禾若和之误”。

2、切上字王三误作“食”。《广韵》、《集韵》“醋伽切”。

3、切三、王三、姜氏“苦和反”：《广韵》“苦禾切”。刘刻本误作“古和反”。

4、原书作“胡遇又”，按：“又”为“反”之讹。

5、注文：“鞯，鞯鞋，无反语，胡履，亦作靴，或作履，火戈反，又布(当作希)

波反，陆无反语，何口诬于今古，二⋯⋯”；王三作：“鞯，鞯鞋，无反语，火戈

反，又希波反，陆无反语，古今，二⋯⋯”；切三作：“鞯，鞯鞋，无反语，一”。

《切韵音系》(47页)：鞯字北京读[咿]阴平，浙江温领读[xy]阴平，当为三等

合口字。“希波反”上字三等，下字一等唇音，被切字三等合口。“火戈反”也表

示本字是合口。“无反语”表示不是一等字，如果是一等字，可以做反切下字的

字就多了。问题是如何解释“火戈反”。“火戈反”可能是没自办法，趋于近之向

已的反切。鞯字本来是借字，念三等是摹仿外国音，念一等是汉化的读音，后来

三等这个读音占了优势，方言的读音是从三等来的。

6、据《切韵音系》；本韵最后一个小韵：遍，丁果反，秦晋之间语。切三无。王

三最后一个小韵：通，丁果反。《广韵》：祸胡果切，小韵最后一字：“遣也。秦

人呼遇为逋也。丁果反的丁字当作下。遍字当从J“韵并入祸小韵。”

7、刘刻本作“侧卧反”：王三、《广韵》作“则卧反”，据王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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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摄(一)

麻二开 鹿三开 属二开 属三开 褥二开 榍三开

鬻 巴伯加 把博下 霸博勰

滂 靶芳霞

韭 ·爬琶蒲巴‘ 肥傍下。 猷白勰

明 麻莫霞2 属莫下 褥莫勰

端 艏都下

透

定 垒徒嫁”

泥 ·擎筑女加’ 颦奴下 肜乃亚
柬

知 鞫竹下 吒陟讶

徽 旄丑歪

澄 ·盎搽宅加·

糟 嗟子邪” 姐兹野“ 嗜子夜

清 且七野 笸浅谢

徙 崮才耶 襦慈夜

心 寤悉野 婿司夜

邪 衰似嗟“ 地徐雅” 甜似夜

茬 舴侧下 葬侧讶

初

祟 楂锄加5 槎士下 乍锄勰

生 ·砂鲨所加6 沙色亚

俟

童 遮止奢 者之野 柘之夜

昌 牵昌遮 彝卓者 越充夜

船 蛇食遮 射神夜

謇 奢式卓 拾者野 舍始夜
禅 社市者”

日 若人者

兄 嘉古牙 橱古雅。 勰古讶
溪 蹰苦下 髂口新
群

疑 牙五加7 雅五下 迓吾驾

畴 蛹静下 嗡呼蚜

匣 ·鼍暇胡加‘ 下胡雅 暇胡并

影 ·叠亚I J赢加’ 哑扁雅 豆扁讶
以 耶以遮 野以者 夜以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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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摄附注(一)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反切上字残半，据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5、反切刘刻本同《广韵》作“组加反”；王三作“锄加反”，据王三改。

6、原书此坏缺，《广韵》用“鲨”作小韵首字，依王三补。

7、反切模糊，据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小韵字及注文坏缺，反切亦不清，据王三补。

ll、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12、此小韵王三未收。

13、切上字坏缺，切三、王三并作“古雅反”，据王三补。

14、“兹”原作“慈”，王三、切三同，据《广韵》改。据《切韵音系》：本小韵

有“担”字，注云：“取，又壮(原作误作在)加，才野二反。”‘慈野反”即“才

野反”，作“慈”则“才野反”兀意义。

15、切三、《广韵》同原作“雅”并作“野”。“徐雅反”反切上字三等，反切下

字二等，被切字三等。音与“徐野反”相同。详可参考《切韵音系》102页。

16、王三此反切下字为“也”。

17、本小韵共有“鎏，虼税”三个字，王三同，王二无，《唐韵》仅有本小韵

之“蚝”字．除勰反，《广韵》有本小韵两个字“蚝，氍。两字，除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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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摄(二)

麻二合 局二合 祸二台

鬻

涝

韭

明

端

逮

定

泥

柬

知 搪陟瓜

徽

澄

精

清

徒

心 莜酥寡

邪

蕊 墅茌花1

初 硅叉瓦5

祟

生 竣所化7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瓜抓古莘2 寡古瓦 堀古蔫

溪 骑苦瓜3 髀口瓦 跨苦化

群

疑 瓦五寡6 瓦五化

赡 花呼瓜 化霍霸

匣 荤户花‘ 蹑胡瓦 搬胡化

影 窳扁飒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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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摄附注(二)

l、反切上字坏缺，切三、王二、王三、《广韵》、《集韵》并作“菇花反”，据王

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切三、王三、《广韵》、姜氏并作“苦瓜反”，刘刻本为“市瓜反”。

4、切下字切三误作“化”。

5、切上字王三作“又”，刘刻本作“义”，《广韵》同原作照片作“叉”。

6、王三无，切三、《广韵》、《集韵》同原作“五寡反”。

7、姜氏抄作“所他反”，王三同原书作“所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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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摄(一)

翰三开 踢三台 整三开 饕三台 漾三开”

臂 ·方枋府畏1 放府妄

滂 芳敷方

蓝 房符方

明 ·亡忘武方2 罔文雨” ·妄忘武放”

端

透

定

泥 娥女良

柬 ·良粱吕疆3 亮力麓

知 畏中雨 板陟亮”

徽 蓦楮羊4 慢丑亮

澄 ·畏膊直良5 仗直亮

精 将即良 将即雨

清 锵七将

键 艚疾良

心 襄息良 想息雨

邪 群似羊

茌 茌侧羊

初 癔楚良 ·破擒渊雨” 劁初亮
祟 林士j|芏 状锄亮”
生 霜所良

俟

童 ·章彰赭良6 掌鞋雨 ·障嶂之亮4

昌

船

謇 商杳羊7 蝻式亮
禅 常畴羊 上畴掌 尚常亮

日 ·穰瓤汝隔9 ·壤攘如雨“ 凄如状

兄 薹居良

溪 ·羌撼去良。 匡去王

群 赣巨良 狂渠王 强其雨

疑

魄 ·番绑斡良” 謇静雨 倪静畴

匣 王雨方 往王雨”

影 央於良 鞅於雨

以 ·曝羊与章” 漾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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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摄附注(一)

l、原书此坏缺，姜氏有小韵字“方”，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切三、王二、《广韵》同原作“褚羊反”；王三“猪良反”。(“诸”当是“褚”

之误)，《集韵》“抽良切”。

5、原书此坏缺，姜氏有此小韵，依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

7、小韵字姜氏抄作喃”。切三、I--、王三同刘刻本并作“商”。
8、原书此坏缺，姜氏有此小韵字，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切三、王三并作“罔文雨反”。据王三补。

1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5、小韵字坏缺，切上字亦不清，仅见“王”下部。切三、王二、王三均有“往

王雨反”，据王三补。

16、此韵的合口坏缺，本表不列。

1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8、小韵字坏缺，切上字残去左半，仅见“步”，刘刻本误作“涉”。王二、王三、

《集韵》作“陟亮反”。《广韵》“知亮切”，据王三补。

19、切上字坏缺。王二、王三、《广韵》、《唐韵》作“锄亮反”，据王三补。

2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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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摄(：)

唐一开 唐—合 荡一开 荡—台 宕一开

鬻 榜博朗

滂 滂普郎

蓝 傍步光

明 茫莫郎

端 誊都郎1 蕉德朗

透 溻吐郎2 ·瞒1黛他朗6

定 唐徒郎3 荡堂朗 宕杜浪

泥 囊奴童

柬 郎鲁富 ·浪蠲郎宕8

知

微

澄

精 臧剐郎

清 禽七尚

键 藏昨郎 藏徂浪9

心 桑息郎 晦酥朗

邪

i庄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勇j古郎4 光古皇 (鹰)古晃1

溪 康苦同 馈苦光

群

疑 印五岗

晚 荒呼光

匣 航胡郎5 黄胡光

影 鸯扇郎 汪扇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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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摄附注(二)

l、小韵字模糊(见《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273页)，刘刻本同王三作“都郎反”，

姜氏抄作“都堂反”，据王三补。

2、切下字模糊，刘刻本同王三作“郎”，据王三补。

3、小韵字模糊，据王三补。

4、小韵字切三、t--、王三、《唐韵》并作“刚”，原作“别。。

5、小韵首字上半部分坏缺，据王三补。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7、原书仅有反切，据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徂狼反”，下字误。王二、王三、《唐韵》并作“徂浪反”，据王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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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一)

庚二开 庚二合 庚三开 庚三合 敬二开 敬二合 敬三开 陌二开

麓 朗甫盲 伯博白“

滂 磅攥庚1

韭 彭薄庚2 平符兵

明 盲武庚 明武兵4 陌莫百

端

透

定

泥

束

知 趟竹盲 磔陟格“

微 瞠丑庚

澄 根直庚 锃宅鞭

精

清

键

心

邪

薤

初 路楚庚

祟 儋助庚

生 ·生牲所京’

俟

童

昌

船

畚

禅

日

冕 庚古行 觥古横 ·t泉率卿‘ 敬居命9

溪 坑客庚 度绮映”

群

疑 鞭五盂8 迎角敬

嚷 脖静庚 麓虎横 兄静荥·

匣 横胡盲 荣永兵’ 行胡孟 蝗户孟

影 羹於麓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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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附注(一)

I、小韵模糊(见《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275页)，切三“抿”原误作“蕉”。

“燕”在燕小韵，武夫反，明母。王二、王三、《广韵》作“抵庚反”，据王三补。

2、切上字模糊，据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

4、原书似作“武英反”，刘刻本同。王三、《广韵》作“武兵反”，姜氏同。本韵

无以“英”为反切下字，故此位置当为“武兵反”。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小韵字残半，据王三补。

7、反切模糊，王二、王三、《广韵》作“永兵反”；《集韵》“于平切”；《韵镜》

此字列于四等，当误。

8、王三作“五劲反”，以三等切二等。千二同原作“百需砭”，《广韵》此字误入

静韵。

9、王三作“居孟反”，此小韵坏缺，据韵目补。王三韵耳亦作“居命反”。

10、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II、小韵字坏缺，据王三补。

12、注义坏作：“步L_i反娠”(步当是陟午的而半，刘刻本及姜氏并误为“涉”)。

王三则为“防格反，张”。切三注日：“防，碾格反”。王二注：“陟格反，碾”。

《唐韵》“碾也，陟格反”。据《韵镜校笺》：以上各韵书以《切韵》为早，《切韵》

注例先义训后音切。其本为“防艰格反”四字，其训者为防者。王韵则改注例为

先音切后义训，误将张字为其义，改成“防格反碾”。然以“防”字无磔字之音，

则又改“防”为“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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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

静二开 静二合 奏二开 套二合

鬻 檗博厄‘

滂 撬普麦

监 错蒲革5

明 套莫獾。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摘陟革7

徽 ·掌矗丑迸1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芷 静侧迸2 责侧革

初 策恻革8

崇 赜士革9

生 ·楝撼所责”

俟

童

昌

船

睿

禅

日

兄 隔古核 蝈古猩

溪 磐口革“

群

疑

睫 ■呼迸3 骼呼套

匣 最下革 猩胡骞4

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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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附注(二)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小韵坏缺，据韵目补。

3、反切及注文坏缺，王三作“呼迸反，众车声，二”，据王三补。

4、小韵字不清，但反切清晰可辩。注作“博厄反，黄蘖。”切三、王二、王三、

《广韵》均有“蘖博厄反”(切三模糊)。据王三补。

5、原作同切三、王二、《唐韵》、《广韵》同作“蒲革反”，王三反切模糊。

6、小韵字坏缺，据韵目补。

7、切上字刘刻本误为“涉”字，据切三、王三、《广韵》、《唐韵》改。

8、王三此反切上字误为“侧”。

9、切上字误为“土”。王二、王三、《广韵》作“士革反”。“赜”里有“薛，茹

草，又财亦反。”当作“菲，茄草，又昨亦反，”瞢趵“籍．秦黄反”小韵有

“薛，茹草”。“财亦反，昨亦反，秦昔反”音相同。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1、切上字刘刻本作“止”，姜氏同切三、王二、王三作“口”。细审原作照片，

切上字断非“止”字，乃“口”之右上有一点，今正作“口”。

1z、刘幺U今㈦土=作“占H攀及”，原书未见反切，据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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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三)

静三开1 劲三开 劲三合 昔三开 昔三合

鬻 摒卑政 辟必益

滂 聘匹政3 僻芳辟7

监 僻防政 擗房益

明 轺武聘

端

透

定

泥

乘

知 籀竹益

徽 }丑亦

澄 郊直政 掷直炙

精 精子姓 稽资昔

清 倩七政 戬七迹

徒 静疾郢1 籍秦昔

心 昔私{费

邪 席群石

j疰

初

崇

生

俟

童 叟之石

昌 尺昌石

船 麝食亦8

睿 型裁正。 释施叟9

禅 盛承政5 石常尺

日

昆 劲居盛

溪

群

疑

赡 复虚政6 眠轩役
匣

影 ·瘿鄹於郢2 益伊昔

以 绎羊益 役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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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附注(三)

1、原书此坏缺，“静疾郢”据韵日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切下字及“反”字坏缺，据王三补。

4、切下字坏缺，据王三补。

5、切上字坏缺，刘刻本同王三作“承政反”。姜氏此反切残缺，据王三补。

6、复虚政，撩《缀镜》列合口，但《靛镜》列属匣母地位。

7、反切坏缺，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芳辟反”，据王三补。

8、王三作“食夜反”，原作同王二、切三、《唐韵》并作“食亦反”；《广韵》“食

亦反，又食夜反”。

9、反切模糊，姜氏反切下字坏缺，据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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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四)

青四合’ 迥四开 迥四合 径四开 径四合 锡四开 锡四合

鬻 稗辅鼎 壁北激7

滂 霹普激

韭 蓝萍遇 甓扶胫

明 ·茗酷期’ 憩莫定 觅莫屋

端 石丁丁定 ·的蝻都展8

蘧 瑷他鼎‘ 聪他定 逖他屋

定 ·挺梃徒鼎‘ 定特徭 荻徒屋

泥 甯乃定 怒奴雁

来 零力侄 震闼激

知

徽

澄

精 绩则屋。
清 艴千定 戚舍屋

徒 寂昨屋

心 醒蘸挺 腥息定 锡先擎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扁古蛰 徭古定 激古屋 郧古阴“
溪 謦去挺 襄口逦 磐苦定 擞去激 朋苦贿

群

疑 陛五冷6 鹅五雁

赡 赦许狄

匣 ．足鼍胡T
2

腥户定 荧胡定 檄胡狄”
髟 差息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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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摄附注(四)

1、刻本误将“青”韵作成“清”韵，原书“清”韵全残。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姜氏切下字抄作“易斤’。切三、王三、《广韵》均作“他鼎反”。据王三改。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切下字不清，刘刻本同姜氏作“苓”，王三作“冷”，据王三补。

7、王三原属“甓”小韵，注文：“又北激反，曼壁”。又字衍。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小韵字及反切上字不清，据王三补。

10、刘刻本作“胡逖反”，王二、王三、《广韵》、《唐韵》作“胡狄反”。本韵最

后一个小韵“鼯胡邀反”，王三同，乇二、切三、《唐韵》无。《广韵》归入檄小

韵。此反切上字姜氏缺。

11、原作、王二、王三、《广韵》并作“古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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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摄(一)

蒸三开 拯三开 迸三开

簿 冰肇陵

滂

韭 葱扶冰 冤皮孕7

明

端

透

定

泥

柬 陵力膺1 鹾里甑

知 徵陟陵2

徼 位丑升 锐丑箍

澄 澄直陵3 眙丈澄

精 甑子遥8

清

徒 缯疾陵4

心

邪

茌

初
目m

生 璜山矜

俟

童 拯6 箍褚鹰。

昌 耩虚陵5 稻幽澄”

船 绳食陵 乘寅澄

謇 升谶承 膀特澄

禅 承署陵 熏畴箍

日 仍如承 勰而爱

兄 矜居陵

溪 硒绮兢

群 豌其矜

疑 凝角陵

畴 典虚陵 典静虑

匣

影 庸於陵3 鹰於箍

以 孕以遥



蕾}州大掌2007曩习l士掌位谵-文 ，l煌捌L．JB P2011簟字量裹

曾摄附注(一)

1、反切模糊，王三作“六鹰反”：切三、王二、《广韵》作“力膺反”，细审照片，

似作“力膺反”。

2、姜氏同王三作“陵陟反”，刘刻本同切三、t--、《广韵》作“陟陵反”。原书

作“陵陟反”而旁加乙倒号。

3、刘刻本同王三作“直陵反”，姜氏无，原作切语模糊。

4、小韵字模糊，据王三补。

5、刘刻本、广韵同王三作“虞”，姜氏作“鄙’。

6、注日：“舞反捂，取蒸之上聱。”王三同。

7、王三切上字误为“火”。唐韵、广韵同原作。

8、原书“子造反”；王三、广韵作“子孕反”。

9、小韵字左部坏缺，据韵目补。

10、原书作“齿镫反”，王三作“尺澄反”，广韵作“昌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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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摄(--)

登一开 登—合 等～开 嶝一开

簿 崩北滕。 崩方鄣

滂 佣普等

韭 朋步崩 佣父邵

明 瞢武登

端 登都滕 等多肯 嶝都邵8

透 鐾他登

定 媵徒登 酆徒旦

泥 能奴登 能奴等’

栾 棱虞登 僮鲁郅7

知

徽

澄

精 增作滕2 增子蹭

清 蹭七噌

徒 屠昨棱3 赠昨旦

心 僧藓曾 猎思赠

邪

茌

初

祟

生

俟

童

昌

船

軎

禅

日

旯 掴古恒 肱古弘 旦古嶝

溪 肯苦等

群

疑

畴 薨呼弘

匣 恒胡登 弘胡胧‘

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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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摄附注(二)

1、切三、广韵同原书“崩北滕反”：王三作“北腾反”。

2、切上字误。原书作“增在滕反”，王三作“昨滕反”，亦误。切三、广韵作“作

滕反”，据切三、《广韵》改。 ．

3、原书“作棱反”，据王三改。

4、小韵字不清，据王三补。

5、原作同广韵并有“能奴等反”，王三无，疑漏抄。

6、小韵字坏缺，据韵日补。

7、原作同王二、王三并作“位”， 《切韵音系》据广韵改，列“俊”。



量，．I^掌2007．■Ⅲ±掌m*x MM卷P20ll单}t裹

流摄(一)

尤三合 有三合 宥三合 侯一开 厚一开 候一开

臂 不甫鸠 缶方久8 摇方垢”

涝 鼹匹尤 恒芳酒 副敷救 剖普厚 仆匹豆

韭 浮缚豢1 ·■阜房久。 後扶富 部蒲口 腊蒲候
明 蒜莫浮 母莫厚 茂莫候

端 兜凿侯 斗鲎口 嗣丁豆

透 偷巍侯 鞋他后 透他候

定 顽度侯 臻徒口 豆徒候
泥 ·翘扭女久” 糅女究 孺奴淆 毂乃口” 耨奴豆”
柬 到力求 溜力救 模落侯 壤廑斗 陋魔候

知 耪碾流 肘陟柳 叠陟救

馓 抽勒鸩

澄 倩直由 ·射葑直柳” 胄直祜

精 道即由2 酒子酉 翘子侯“ 走子厚 奏则候23

清 秋七游 取禽垢 帻禽候

徒 酋字秋 就疾僦 剿昨候

心 惰息流 滞息有 秀息救 涑速侯 薮藓后 癞酥豆

邪 囚似由 岫似裙“

茌 揶侧鸠 敷侧救

初 播楚尤 篷初救

崇 愁士求 骤锄祜 鲰士垢”

生 搜所鸠 溲蹀有 瘦所救

俟

童 周喊鸩 帚之久 睨啵救

昌 辈赤周3’ 醌虎久 臭尺救

船

鲁 收式求 首害久” 狩舒救“

禅 髓市流 授承秀

日 柔耳由 ·霹揉人久” 鞣人又

兄 鸠居求‘ ·t究久祜” 钧古侯 苟古厚 遘古候

物居纠

溪 丘去求5 糗去久 疆恪侯 口苦厚 寇苦候

l周去愁

群 裘巨鸠 善巨救

疑 牛藉求 乳牛救 龋五侯 藕五口 偶五遘
畴 休静尤6 麒斡救 朐呼侯 吼呼后 蔻呼候
匣 尤羽求 宥尤救 侯胡清 厚胡口“ 候胡遘

影 爱於求7 巍岛侯 欧岛口 藩於候

以 猷以周 酉与久 狄余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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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摄附注(一)

1、反切上字模糊，据王三补。

2、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据王三补。

3、刘刻本切上字误作“亦”，据王三改。

4、在“鸠居求反，⋯⋯四”下另有一个小韵“物居虫q反，大力，四”。此两小

韵重出，王三同。切三、王二、《广韵》则合并为一个小韵。切三“鸠居求

反，三。⋯⋯物，大力”。

5、“丘去求反、』周去愁反”雨佃小馥重出，《切三》、王三、王二、《广韵》同。

《广韵重纽试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以为“1周”字

省蹄幽馥溪母。

6、反切模糊，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斡尤反”；《集韵》“虚尤切”，据

王三补。

7、反切模糊，切三、王二、王三．《广韵》并作“於求反”，据王三补。

8、小韵模糊，据王三补。

9、原书此新、缺，依土=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原书模糊，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首耆久反”，小韵字当是“首”。

1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4、原书反切坏缺，据千三补。

15、原作反切上字作“舍”，王三作“舒”，据王三改。

1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7、小韵字模糊，仔细审看似作“籁二

18、反切下字右半部坏缺，刘刻本作“方后反”；姜氏作“方反反”；潘校同刘刻

本。王三同《广韵》作“方垢反”，据王三补。

19、《韵镜校笺>：此小韵字各韵书均不同，《广韵》作“毂”．王一下面“子”

作“乳”；王三作“毅”下作“禾”，音同。《说文》子部“毂，乳也。从子，

散声。”此字正当作“毂”。

20、鲰《切三》、《王一》皆士垢反又音士游反(侯馥作徂钩反又士垢、子满反)，

<庚靛》仕垢切又七满切(侯酾作徂钩切又七苟切)，士讹魇七。

21、原书此模糊，据韵目补。

22、王三反切上字误作“如”。

23、切上字坏缺，王二、王三、《广韵》、《唐韵》作“刖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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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摄C--)

幽三开 黝三开 幼三开

鬻

滂

监 沈扶彪

明 霉靡幼3

端

透

定

泥

察

知

徽

澄

精 磁子幽 愀兹纠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崇

生 糁山幽

俟

童

昌

船

害

样

日

兄 纠居黝

溪 段丘幼

群 虫q渠幽 蜉渠纠 别渠幼

疑 聱捂划1

畹 凰香幽2

匣

影 黝於纠 幼伊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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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摄附注(二)

l、小韵字模糊，王二、王三、《广韵》作“聱捂蚓反”，据王三补。

2、反切坏缺，据王三补。此位置王三另有一个小韵“休择彪反”，原作尤韵休

小韵注日：“许尤反，止，俗作加点作体，谬，四”。

3、小韵字不清，据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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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摄(一)

侵A开 侵B开 寝A开 寝B开 沁A开 沁B开

常 禀簟锦

涝 品披歆

蓝

明

端

透

定

泥 拖尼甚” 赁乃禁”

柬 ·杯霖力辱1 廪力稔 酶力浸

知 蒯竹甚 椹陟鸩

徽 琛丑林 躇褚甚 蠲丑禁

澄 朕直稔 捣直妊

精 稷姊心 硝子甚 衩作捣

清 寝七稔“ 沁七椿

徒 ·鳞埒昨簿， 蕈慈锦”

心 ·心窨息林3 霖斯甚

邪 ‘善梯撩林‘

茌 簪侧琴5 褶侧禁

初 垮初朕 谶楚稽

崇 嘲仕疹”

生 ·森参所今6 痒跛锦 渗所禁
俟

童 ·斟斜骧潭1 枕之稔 枕撇缡

昌 涪尺甚

船 椹食稔

謇 沈式稔

禅 ·‘奎眈氏林。 甚植枕” 甚畴棉”

日 任如林 荏如甚 妊汝捣

兄 ·叠襟居音” 锦居欲 禁居蕻
溪 ·靛堇击音“ 妗丘甚

群 ·lI鼓集垒” 噤渠钦 砼巨禁

疑 吟焦音 傺牛锦 吟宜禁

睫 廒羲锦

匣

影 敛於锦 蓝於禁
以 ·淫鲜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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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摄附注(一)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5、王二作“侧金反”，王三作“侧岑反”。

6、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

7、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8、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9、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0、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1、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3、反切上字王三误作“居”。

14、小韵模糊，据韵目补。

15、切上字坏缺，下字作“绵”。切三同《广韵》作“慈荏反”，王三作“慈锦反”，

掘工二补。

16、切下字误作从“厂”，刘刻本同。据《韵镜校笺》：切下字当作“疹”。王三

亦误从“厂”，依《校笺》改之。

17、切上字王三误作“食”。原书反切有些模糊，切下字似作“抗”，应为“枕”

之讹。刘刻本、姜氏并作“植枕反”。

18、切上字模糊，据王三补。

19、反切及小韵字王三未收。刘刻本注文Eh。畴撼反，太遇(太省作大)，又植

枕反”，又音读音非常接近，在传抄王三时，并为一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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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摄(一)

覃一开 感一开 勘一开 款一开 敢一开 嗣一开 盍一开

鬻

滂

韭

明 嫱莫敢

端 ·舡娩丁台1 鼽都感 耽丁绀 搪都甘“ 瞻都敢 檐都澄

透 褥他感 偾他甜 ·歉他酣” 菱吐敢 赕吐溢 ．榻憾吐盘15

定 ·覃舞徒南2 樽徒感 儋徒溢 蹋徒盍

泥 南那含 腩奴感 蚋奴绀7 触奴盍”

柬 壤廑感 偾郎绀 蓝虚甘 澄虚瞰

知

徽

澄

精 咎子感 措租绀 饕子敢

清 惨七感 罄七绀8 笛舍甘 黪舍敢 嘴舍腿

徒 歇徂感 憋昨甘” 皙恁溢 屋才盍

心 毵薪含3 糕素感 侏酥绀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感古稃 绀古暗 甘古三 敢古毙 焰公踅 鞭古盍

溪 坎苦感 勘苦绀。 嗣苦澄

群

疑 佩五含’ 镇五感6 儡五绀

畴 壤呼感 辑呼绀 财呼澄 散呼盍

匣 颔胡感 憾下绀” 酣胡甘“ 憨下瞰

影 ·簟揞鼻音‘ 睫息感 暗扁绀 艋安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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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一)

l、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4、切下字姜氏误抄作“念”，王三同原作“含”。

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6、反切模糊，王二、王三、《广韵》作“五感反”，据王三补。

7、小韵首字坏缺，据王三补。

8、反切坏缺，据王三补。

9、小韵字坏缺，据韵目。

lo、王三无此小韵，据《韵镜校笺》：绀(古暗反)下憾字注日“又下绀反”。则

当是误脱该小韵也。《唐韵》、《广韵》作“胡躺匣”。

11、反切坏缺，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都甘反”，据王三补。

1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3、小韵字及反切模糊，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昨甘反”：《集韵》作

“财干切”，据王三补。

14、切F字及“反”字坏缺。麦耘：饮pq暂少时，校：此行原为两行，刘刻本误

合为一，酣胡甘在行末，其余注文阙。次行娶字之前无暂及注文，而“有⋯⋯

酣反老⋯⋯”甏作三反长面蚶火谈反蚌口出会口稽*敬“火谈反”姜氏作“火淡

反”，前三个字系“蚶”字注文。

15、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16、王三无此小韵，《广韵》同原作。注文：“奴盍反，鱼名，一。”

17、此小韵字刘刻本存，姜氏无，据王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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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摄(二)

盟A开 盟B开 琰A开 琰B开 辔A开 鬣B开 藁A开 藁B开

簿 贬方冉 窆方麟

滂

韭

明

端

透

定

泥 黏女廉 歌尼辄
柬 廉力盛1 放力冉 敏力骑 狨良涉

知 落碾廉

徽 觇丑廉 掐丑琰 觇丑厥

澄 滕直辄

精 尖子廉 饕子冉 嘲子匏 接紫藁

清 憔七渐 堑七赡

徒 潜昨喧 渐自冉 潜疾鲍6

心 鼯息廉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詹占聩廉2 占支鲍 罄之涉

昌 翱充鲍 滔叱涉

船

害 苫失廉3 陕失冉 阴式赡 摄言涉7

禅 椽祝詹 瞻市匏 涉峙摄

日 髯汝嘘 冉而琰 染而赡 蒜而涉8

兄 榆居儇

溪 顸丘榆5

群 偷巨隐

疑 雄牾廉 馁惫榆 验藉窆

晓 妗火尖4 隐虚蚀

匣 炎于廉

影 鬏於盥 魇於琰 奄虑偷 厥於匏 馆於赣 彀於辄

以 琰以冉 铯以赡 藁与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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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二)

1、反切模糊，据王三、广韵补。

2、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3、反切照片作“失⋯⋯”，切下字及“反”字坏缺，刘刻本作“室廉反”；姜氏

无此反切。王三同《广韵》作“失廉反”，如王三。

4、王一、王二有。王三在耱虎詹中，注解为善貌。王一注中有“新加出说文”

字样。“妗”《说文》大徐火占切，小徐虔占切，‘广韵》许廉切又虎占切。

5、琰韵最后一个小韵：“腴苦敏反”，切三无，王二、王三并同，《广韵》“豢

琰切”．

6、王三无，《广韵》作“慈鲍切”。

7、小韵字“}”坏缺，据王三补。

8、小韵字“肓”郝坏缺．据千2补，

9、小韵字及切上字坏缺，据韵目补。



蕾}州大学2007■硪j．学位论文 ，utⅨ卷P2011簟$t裹

威摄(三)

添四开 忝四开 括四开

鬻

滂

监

明 妥明忝

端 ·鳖估丁兼1 黠多忝 店都念

透 忝他黠 栝他念4

定 甜徒兼2 簟徒玷 碑徒念

泥 沧乃簟 念奴店

柬 谦虚忝 搛力店

知

徽

澄

精 僭子念

清

键 嗜渐念

心 穰先念

邪

茬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害

样

目

兄 兼古甜 嬗居贴 趁纪念兼古念5

溪 喋苦簟 慊苦借

群

疑

睫 ·稚颁辫兼3

匣 髓下忝

影 台於念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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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三)

1、切下字切三、王三作“廉”，此字在盟韵，当从《广韵》作“兼”。

2、原书未见此反切，姜氏将此反切写在此小韵字下一个字“恬”字旁。王二、

王三、《广韵》均作：“甜徒兼反”，据王三补。

3、原书此坏缺，依王三补。

4、小韵字模糊，据韵目补。王二、王三、《广韵》并作：“榜他念反”。

5、兼古念反，趁纪念反，王三、王二、《唐赧》、《庚损》韭舆王一同。趁纪

念反，切三酾四，疑原魇盛靛重四字。《集韵》并为一个小韵“吉念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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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四)

成二开 赚二开 陷二开 洽二开

鬻

涝

薤

明

端 削都陷

透

定 湛徒溅

泥 蔚女咸 圆女溅 藕停臁3 园女洽

柬 脸力减

知 黏竹咸

徽 偶丑溅1

澄 脯仔陷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新阻溅 蘸责陷 眨阻洽

初 艟初溅 插楚洽

崇 魂士成 溃士溅 魂士陷1 筵士洽

生 擞所咸 掺所靳 霎山洽

俟

童

昌

船

軎

禅

日

兄 缄古咸 溅古新 鲴公陷5

溪 缡苦咸 ． 屎苦溅 歉口陷 恰苦洽

群

疑 曲五咸

晚 酸静咸 罔火靳2 翻火陷6 船呼治

匣 咸胡谶 赚下靳 陷户甜 洽侯爽

影 塘乙咸 籍於陷 琏扁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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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四)

1、小韵字模糊，王二、王三、《广韵》、《集韵》作“倜”，依王三、广韵补。

2、本韵另有一个小韵“喊，子溅反”，王三、I--同，切三无。《广韵》作“呼

赚切”。据《韵镜校笺》；从“喊”的形声而论，不该是精纽字。匏宇纯疑王三“子”

字是“乎”字之误。

3、反切模糊，刘刻本同王三作“停臁反”，据王三补。

4、原书、刘刻本、姜氏作“龆，仕陷反”，疑误抄。据王三改。参考5、6。

5、原书、刘刻本、姜氏作“两，公陷反”，据王三改。参考4、6。

6、原书作“隋，火陷反”，据王三改。参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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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五)

街-二开 橙二开 篷二开 狎二开

鬻

滂

蓝 堡蒲缓

明

端

遣

定

泥

柬

知

徽

澄 漠丈甲3

精 踅子疆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搜楚街1 酚初橙 饿楚蹬 蓄初甲

崇 峻锄街 峻士槛 渫士甲

生 衫所街 盟山橙 彭所餐 娶所甲

俟

童

昌

船

奎

禅

日

兄 监古街 缢格饿 甲古狎

溪 顿丘橙2

群

疑 崖五街

畴 撇荒橙 刷斡鳐 呷呼甲

匣 衡户盎 橙胡莼 舅胡饿 狎胡甲4

影 齄於橙 鸭扁狎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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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五)

I、反切有问题，原书模糊，姜氏和刘刻本作“楚咸初咸二反”六字，“咸”字做

反切下字不该入“街”韵，疑“咸”乃“街”之音误。据《韵镜校笺》：切三、

王二、王三、《广韵》均作“楚街反”。据王三补。

2、王三、《集韵》无此小韵。

3、姜氏此小韵遗漏，王三、《广韵》同原作“谍丈甲反”。

4、原书坏缺，据韵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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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摄(六)

殿三开 凡三合 广三开2 范三合 廒三开5 梵三合

鬻

滂 芝匹凡 ·泛仉敷梵8

韭 凡符芝 范符U 梵扶泛

明 羽明范 菱妄泛

端

透

定

泥

柬

知

徽

澄

精

清

徒

心

邪

茌

初

崇

生

俟

童

昌

船

謇

禅

日

兄 棚犟欠

溪 锉丘殿1 锉丘广3 U丘范 锉丘殿 欠去绷

群

疑 最貊簸 广虞埯 履焦俺8

晚 辕虚殷 隐希埯 衙盱淹7

匣

影 酶於羼 埯於广‘ 淹於履 俺於卿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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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摄附注(六)

l、切上字模糊，切三、王二、王三、《广韵》作“丘殿反”。此小韵“又丘凡反”，

“凡”韵无此小韵，王三同。

2、韵目下有“陆无，此韵目失”字样，王三同。

3、李荣《切韵音系》13l—132页有讨论。

4、“鹰”原作为“虞”，王三同。此韵有“广虞埯反”，切上字为“虞”定误。《广

韵》作“於”，据《广韵》改。

5、同附注2。王三正文无殷韵，以五十五镒、五十六梵为序。韵目以五十五缢、

五十六殷、五十七梵为序。

6、小韵字及切上字模糊，据韵目补。

7、王三在檠韵，作“虚棠反”。

8、原书此坏缺，据千i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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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对“王一”没有残缺的2188个小韵和176个小韵首字及反切残缺而小

韵中仍有字的进行了入图，确定了这些小韵的音韵地位。对原作照片模糊或坏缺

之处我们采用了比证的方法，参与比证的韵书有：王一(刘复刻本、姜亮夫手抄

本)、切三、王二、王三、唐韵、广韵、集韵。其中以王三为主。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以刘刻本为底本，参照《唐五代韵书集存》所收的原作照片、姜亮夫

瀛涯敦煌韵书卷予考释所抄的“王一”，将其2188个小韵及反切进行了确定。

其次，将韵目、小韵、反切与相关韵书进行校对，由此可以看出各个版本之

间的异同，并观察出“王一”同诸韵书之间的关系。同时参看《切韵音系》，对

小韵首字进行了入图。

最后，通过小韵字及反切的详细比较，进一步确定了与“王三”的关系，以

此为线索，对“王一”的坏缺部分进行了推测。

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可以知道：

l、“王一”早于“王三”，是王仁昀《刊谬补缺切韵》的不同手抄本，其韵

目、韵次相同；小韵首字及反切除有极少数不同外，大都相合。

2、我们拿“王一”没有残缺的小韵与“王三”进行了比较，差别很小。“王

三”大概有一万七千字，新增的字约有五千九百多字，比陆法言的书要多到三分

之一以上。

3、195个韵中有50个韵小韵字完整，34个韵全部坏缺；2188个小韵，1163

个小韵比较完好。

4、单字音表声类如下；

帮组：鬻，

端组：端，

知组：知，

精组：精，

驻组：驻，

章组：章，

日组：日

兄组：兄， 溪，群，疑，皖，匣，影，以

134

柬

邪俟禅

明泥

心生者韭定澄徒崇船滂透徼清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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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A、轻重唇不分，这与《切韵》系统相符。

B、舌头、舌上虽然已经有对立，但仍然存在类隔切，而且都是以舌

头切舌上，没有发现以舌上切舌头(不排除坏缺的可能)。

c、“俟”纽不与其它声母系联，单独列出．

D、云母并入匣；娘母并入泥。

5、“王一”韵目如下：(16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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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覃谈次歌麻之后。

B、蒸登于盟添之后。

C、入声韵次不能与平上去相配。

D、新增上声“广”去声“殿”韵。

E、重纽A类字和重纽B类字的反切下字有一定的区别，一般不

海切。

6、声调4个：平、上、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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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历经近两年的时间，论文终于完成了。在轻松之余更多的还是沉重，只因愚

生学习浮躁，读书囫囵吞枣，傀对老师期望。

感谢我的导师杨军先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倾注了先生的许多心血。先生

一旦有新的看法或有关论文资料，便给我指点和推荐，尤其是在论文的修改过程

中，多次指出了文章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先生严谨笃实的

治学精神将继续指引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前行。

感谢我的母校，感谢三年来传授我知识的涂光禄师、袁本良师、徐之明师、

宋宣师、黎平师及吴早生老师。正是诸多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培养才使我顺

利完成学业。徐之明教授对我的论文毫无保留的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意

见，开阔了思路，使我受益匪浅；宋宣教授对我的栽培和提携，我将永远铭记于

心。写作论文还得到了浙江大学黄笑山先生、曲阜师范大学张诒三先生、陕西师

范大学王怀中先生的无私帮助，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的同窗好友、师兄弟和学姐妹们，是他们使我在贵州三年留下了很多

美好的回忆。我的家人、朋友对我学习上的支持和鼓励更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担任我论文评审的专家们，谢谢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

建议。

陈方

2007年4月于贵大



责州大掌2007囊qE士掌位诧。支 冀煌残卷P20lI单字t裹

l、唐五代韵书简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2、韵书、韵图、字书等

【l】丁度等．《宋刻集韵》．北京：中华书局影北图本．1988年

『21丁度等．《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钞本．1985年

【3】司马光．《宋本切韵指掌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许慎．‘说文解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陈刻本2001年

【5】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16】陈澧．《切韵考》．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

【7】段盘裁．《说史解午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8】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专著与论文

【9l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01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1方孝岳、罗伟豪编．‘广韵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12l方孝岳．<广韵韵图》．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1王力．《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151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61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7]王力．‘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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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一、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9】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0】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11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21冯蒸．《切韵“祭泰央废”四韵带辅音韵尾说》．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6期，

90_97．

【231冯蒸．《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切韵>“痕魂，欣文，哈灰”非开合对立韵说》．北京：

教育出版社．1996年．

[24】古德夫．‘(广韵)反切的来源》．北京：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102—108．

[25】古德夫．‘<广韵>、<王韵>、<切韵>大韵异同考》．徐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4

期．28—37．

【261古德夫．《广韵训释的研究》．徐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3期．132—138．

127】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28]叶键得．《十韵汇编研究》．(台湾)学生出版社．1988年．

[29】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301龙宇纯．《(唐写本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校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68年．

【3Il刘复．《敦煌掇琐》．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刊第五号．

[32]佐佐木猛．《集韵切韵谱》．日本：日本中国书店．2000年．

【331吴萍．《东晋李轨音切研究》顾士论文．200301042．

[34]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35]张玉来．《内外转补释》．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8年1期．71—78．

[36]张诒三．《汉语音韵学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3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331李永斌．‘反切与陈澧反切系联法》．学术论坛1983年6期．106-110．

【39】李行杰．《<韵补)声类与南宋声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1期．

[40】李荣．《切韵音系》．北京：语言学专刊．1956年．

【411李荣．《语文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42】李荣．《音韵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431李新魁．《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4】李新魁．《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期．5卜65．

1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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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李新魁．《谈几种兼表南北方音的等韵图》．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3期．103—112．

[46]杨义．《“藤”字今音考》．汉字文化1991年2期．42—49．

147]杨军．‘“义同换读”的产生与消亡》．汉语史学报第二辑．2005年．

[48J杨军．‘(韵镜)所标。开合”及相关问题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5年2期．

149]杨军．‘七音略校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50l杨军．《韵镜校笺》．自印本．

【511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521杨耐思．‘近八年来音韵研究述略》．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4期．27—30．

【53】沈红字．‘今本(经典释文)中后人所增改的反切研究》．硕士论文．200201051．

【541沈兼士．《广韵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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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唇音字作开口韵的反切下字总表：

未三开 既居未反

卦二开 尉竹真反 债侧真反 曜所寅反 ■苦寅反

央二开 芥古遭反

怪二开 诫古拜反

没一开 藐下没反

顾三开 建居万反

旱一开 旱何满反

翰一开 漠呼半反 炭他半反

末一开 翳姊末反

潸二开 赧怒板反酢侧板反猿初板反娃士板反秆五板反

黠二开 札侧八反瞳初八反毅所八反趣苦八反黠胡八反

庚二开 趟竹盲反

敬二开 锃宅鞭反鞭五孟反行胡孟反

敬三开 敬居命反

静二开 静侧迸反

(以上共29字次)

唇音字作合口韵的反切下字总表：

纸合A 撕 随婢反 跬去弭反

真合A 恚於避反

旨合B 洧粲美反

至合A 畸 斡鼻反

微三合 威於非反

卦二合 卦古真反

怪二合 聩五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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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二合

除—合

吻三合

问三合

轸合B

寅合A

赁合B

混一合

恩一合

阮三合

蹶三合

桶二合

黠二合

歌三合

祸二合

隔三合

藿三合

庚二合

庚三合

敬二合

静二合

夹古遭反

封都佩反蓠荒佩反

辉焦吻反坛于粉反 悼於粉反

逢云圈反醌於同反

殂于闼反

橘居蜜反

鼹于簟反

陲他本反怨虚本反付舍本反鳟徂本反摈蘸本反

锑古本反蠲苦本反混胡本反穗岛本反

困苦盟反

劐求晚反陋沉晚反速罢晚反

圈臼万反

幻胡瓣反

倍呼八反滑户八反喟扃八反

鞯希波反

圾占餍反化霍霸反

王雨方反

倪斡畴反

横胡盲反
。

荣永兵反

蝗户孟反

矗呼迸反

骞二合 骆呼套反猿胡多反

(以上共48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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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王一”、“壬三”反切比较：

“王一”小韵总数为2188个(至少是反切上字或下字没有坏缺的小韵)

“王三”小韵总数为3617个。(据《切韵音系》)

以下我们拿“王一”没有残缺的歌韵和去声小韵的反切来研究。研究的方法是核

对反切，加以统计分析。 ，

韵目韵次据“王一”(以下具体的小韵目和反切从略)

韵目 王一、王三 王一、王三 小韵总数

相同小韵数 不同小韵数

歌 36 2 36

哿 3l 0 3l

倔 32 O 32

歌韵中，有两个小韵字不同，“王一”有娑素何反，而“王三”无：“王三”

有她夷柯反，“王一”无。其余反切下字是何、河或波、何之问题。如：多“王

一”得何反：“王三”得河反。婆“王一”薄波反：“王三”薄何反。“何”乃“河”

之小韵首字，“波”薄何反，“波”用“何”作反切下字，韵必同类。反切上字相

同，韵次相同。“王一”去声有22个韵完整，我们以这22个韵与“王三”进行

比较：

(“王一一和“王三”去声反切比较表)

韵目 王一、王三相同小韵教 王一、王三不同小翦教 小静总教

至 52 O 52

柬‘ 15 O 15

祭2 34 O 34

搬 5 O 5

囊’ 15 0 15

器‘ 17 0 17

恨 3 O 3

效5 16 2 18

虢 18 0 18

蕾 32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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杩 34 0 34

目 9 0 9

侄 13 O 13

幼 4 0 4

虬 17 0 17

舱 15 O 15

棒 12 0 12

疆‘ 13 l 14

鼍 10 O 10

陷’ 9 l 10

麓 7 0 7

露‘ 4

共计 350 4 358

i， “王一”魏小韵中的字数与“王三”有差异，“擎”在“王一”中小韵首字为“谓”；

在“王三”中小韵字是“魏”。

2、 “缀一小韵的反切“王一一和“王三；有区别，“王一一为“陟衢反”；“王三一为

“陟制反”。

3、 在“颇”小韵中，“王三。“厢”乃“硕”字之讹。

4、 “输”“王一”中“廑困反”；“王三”中为“虚寸反”。

5、 “罩”小韵“王一”“如教反”；王三“丁教反”；“趣”小韵字王一为“指教反”：

T■为“褚教”．“甲”字王1反切h字模蝴难辨，作“如”乃“知”7之误。

6， “凭”王一“皮孕反”；王三“火孕反”。此乃形近而误。

7， “蘸”王一“滓陷反”；“王三”“责陷反”。

8， 严韵“王三”卷首有此韵目，疑遗漏l

以上是“王一”、“王三”去声部分所选出的小韵习和反语都清楚的小

韵的统计。由于材料的限制所统计的不是“王一”的全部，因为去声也有残

缺不清的，因此只是一种抽样统计，但也可以看出“王一”和“王三”的大

致情况了。

所统计的小韵共358个，其中反切上字只有3个小韵不同，怀疑是形近

而误，(参看第5条和第7条)；反切下字有2个小韵不同，但均在同韵中，

不影响音韵地位。(参看第2条和第4条)，且韵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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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陈方，《也谈“王一”、“王三”、<广韵>之反切》发表于《济宁师专学报》2007

年第l期，山东，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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