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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栽《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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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论

黄 英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s8)

描要:根据段玉裁《说文解宇注》后的《六书音均表》四,统计出段玉裁《诗经》
“
古合韵

”

109例 ,然 后利用今人古音研究成果,逐 一考订,重 新缕析,把 属于
“
合音

”
的分为三大类,计

有 102例 ,并 在每一大类下面以音理分析;对不属于合韵的7例 ,也 一一作了分析,指 明这是

段氏《诗经》
“
古合韵

”
的少效讹误。段氏《诗经》

“
古合韵

”
在音韵学研究上有承前启后的作

用;它 基本上能反映《诗经》合韵的诸种怙况,为 研读《诗经》押韵提供了方便 ;《 诗经》合韵又

反映了古韵部间的亲疏关系,同 时也给音韵学者对上古音的拟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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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韵

”
一词,是唐颜师古注《汉书》所采用的    第三类 :6。 蒸部 7.侵部 8.谈部

术语。南北朝、唐、宋人,在诵渎前代韵文时,觉得    第四类 :9。 东部 10.阳部 11.耕 部

不押韵处,往往就临时改读字音,以求谐合。这种    第五类Ⅱ2.真部 13.文部 10.元部

办法,晋徐邈称
“
取韵

”
,北周沈约称

“
协句

”
,唐颜    第六类Ⅱ5.脂部 16。 支部 17.歌部

师古叫
“
合韵

”
,陆德明呼作

“
协韵

”
,宋朱熹对待  他用 17部Θ

发现韵读情况异常时说道 :“ 凡与今

《诗经》韵读时,用今音(宋朝音)去临时改读,称  韵异者,古本音也 ;其于古本音有龃龉不合者,古

之为
“
叶韵

”
。此一脉相承之

“
合韵

”
说 ,缺乏语音  合韵也。

”“
合韵

”
一词虽从颜师古处移来 ,但概念

发展的历史观点 ,是 以今律古。至明陈第著《毛  不同。他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明确地说 :“ 浅

诗古音考》,分析了《诗经》及先秦韵文韵例 ,正式  人以今与古不合而名之,仆则以古与古不合而名

提出古今音异的观点 ,合韵之说才逐渐得以廓清。  之。
”
即段氏所称合韵 ,指本属古代韵部不同,而

古今音异观点提出后 ,明潸学者开始了对古  《诗经》押相近韵而已③
,不必改读 ,更不应称之为

音的系统研究。其中,关于古韵分部,段玉裁在顾  “
叶韵

”
。

炎武、江永等分部的基础上,于《六书音均表》中    段氏6类 17部 ,而今音韵学家-般分为 11

将古韵分为6类 17部Φ。  `
第一类 :l。 之部

类 sO部 :

(一 )1。 之部  2。 职部 3。 蒸部

第二类 :2。 宵部 3。 幽部 4.侯部 5。 鱼部    (二 )4。 幽部  5。 觉部 6。 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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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 宵部  8.药部

(四 )9。 侯部  10.屋部 11.东部

(五 )12。 鱼部 13.铎部 14.阳部

(六 )15。 支部 16.锡部 17.耕部

(七 )18。 歌部 19.月 部 ⒛.元部

('`)21.脂 部 zz.质 部 ".真部

(九 )24.微部 zs.物部 “.文部

(十 )27.缉部 zg。 侵部

(十一)29.叶邯 30.谈部

我们用今人古韵 sO部来分析段氏《诗经》
“
古合韵

”
。今查段氏《诗经韵表》言

“
古合韵

”
者

计有 170处 ,其中有 61处 是言群经合韵的,实 际

言《诗经》合韵的只有 109处 。以音理分析 ,可 以

大致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 段氏阴声韵与阴声韵合韵

(一 )韵部相邻

1.今人之阴声韵与阴声韵相押

之、幽韵

(1)俅 :“ 本音在第三部 ,《 丝衣》以韵钚、基、

牛、甭。
”
钚、牛、俅在幽部 ,基 、菇在之部。

(2)茂 :“ 本音在第三部 ,《 诗》五见 ,《 召昊》

以韵止 ,正古合韵。
”
止在之部 ,茂在幽部。

(3)造 :“ 本音在第三部 ,《 思齐》以韵士,此正

古合韵。
”
士在之部 ,造在幽部。

(4)疚 :“ 本音在第一部 ,《 闵予小子》合韵造、

考、孝字。
”
疚在之部 ,造 、考、孝在幽部。

幽、宵韵

(5)谯 :“ 本音在第三部 ,《 鸱鹗》以韵倏、翘、

摇、哓字。
”
谯在幽部 ,偷 、翘、摇、、哓在宵部。

(6)保 :“ 本音在第三部 ,《 诗》四见 ,《 思齐》

三章合韵庙字。
”
保在幽部 ,庙在宵部。

(7)舟 :“ 本音在第三部 ,《 公刘》二章合韵瑶、

刀。
”
舟在幽部 ,瑶 、刀在宵部。

(8)纠 :“ 本音在第三部 ,《 月出》一章合韵皎、

僚、悄字。
”
纠在幽部 ,皎 、僚、悄在宵部。

(9)滔 :“ 本音在第三部 ,《 载驰》四章合韵镳、

敖字。
”
滔在幽部 ,镳 、敖在宵部。

(10)蜩 :“ 本音在第三部 ,《七月》四章合韵茭

字。
”
蜩在幽部 ,萎在宵部。

(11)敖 :“ 本音在第二部 ,《 君子阳阳》合韵

陶、翮字。
”
陶在幽部 ,翻与敖在宵部。

(12)绍 :“ 本音在第二部 ,《 抑》与酒合韵。
”

酒在幽部 ,绍在宵部。

(13)名 :“ 本音在第二部 ,《 角弓》合韵浮、流、

忧字。
”
浮、流、忧在幽部 ,依本音髦在宵部,故 为

幽宵合韵。然《释文》:“ 逆 ,旧音毛,寻毛郑之意 ,

当与《尚书》同音莫侯反。
”

1日 音毛为髦字本音,段

氏从本读。音莫侯反即读作孚,当属侯部 ,据《尚

书 ·牧誓》及毛郑所读音义 ,则髦为挈之借字,而

韵读便为幽侯合韵了。

(14)赵 :“ 本音在第二部 ,《 良耜》与纠、蓼、

朽、茂合韵。
”
纠、蓼、朽、茂在幽部 ,赵在宵部。

宵、侯韵

(15)饫 :“ 本音在第二部 ,《 诗 ·常棣》合韵

豆、具、孺字。
”
《说文 ·食部》:“ 饣芙,燕食也。《诗》

曰‘
饮酒之馍

’
。
”
徐铉音依据切。段注 :“ 此引《常

棣》六章说假借。馍,《 韩诗》作怄,《 毛诗》假馍

怄,今字作饫。
”
饫从夭声 ,依谐声当属宵部;豆 、

具、孺在侯部。

侯、鱼韵

(16)杩 :“ 本音在第五部 ,《 皇矣》合韵附、侮

字。
”
附在侯部,杩在鱼部 ,侮在鱼部。钱大昕说 :

“
侮从每声,每又从母声 ,惟母有姥音,故侮可人

语母部。
”
侮 ,《 诗》中四见,皆在鱼部。段氏与钱

氏都将侮归人鱼部。

(17)奏 :“ 本音在第四部 ,《 宾之初筵》以韵

鼓、祖 ;《 有瞽》以韵瞽、笈、羽、鼓、圉、举。
”
鼓在侯

部,祖在鱼部,与奏为侯鱼合韵。《有瞽》中瞽、鼓

在侯部,笈、羽、圉、举在鱼部 ,与奏为侯鱼合韵。

2.今人之阴声韵与入声韵相押

幽、职韵

(18)福 :“ 本音在第一部 ,《 烈文》合韵保

字。
”
福在职部,保在幽部。

(19)告 :“ 本音在第三部 ,《 诗》四见 ,《 楚茨》

以韵备、戒 ;《 抑》以韵则 ,正古合韵。
”
备、戒在职

部,告在幽部,则 在职部。

歌、锡韵

(20)裼 :“ 本音在第十六部 ,《 诗 ·斯干》以韵

地、瓦、仪、议、罹字。读如掂。此为次第最近之合

韵。
”
裼在人声锡部 ,地、瓦、仪、议、罹在歌部。

3.今人之入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职、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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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稷 :“ 本音在第一部 ,《 生民》合韵夙、育

字。
”
稷在人声职部 ,夙 、育在人声觉部。

(22)穆 :“ 本音在第三部 ,《 两宫》以韵稷、福、

麦、国、穑 ,读如力。
”
穆在人声觉部 ,“ 菽麦

”
是习

语 ,取韵当在上一字菽 ,菽在觉部 ,稷 、福、穑、国在

人声职部。

锡、月韵

(23)喊 :“ 本音在第十五部 ,《 诗 ·韩奕》合韵

轭字。
”
轭本厄字 ,在支部入声锡部 ;喊在歌部人

声月部。

月、质韵

(24)热 :“ 本音在第十五部 ,《 诗 ·桑柔》合韵

毖、恤字。
”
热在歌部人声月部 ,毖、恤在脂部入声

质部。

(25)葛 :“ 本音在第十五部 ,《 诗 ·旄丘》合韵

节、日。
”
葛在歌部人声月部 ,节 、日在脂部人声质

部。

(26)疾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诗 ·抑》合韵戾

字。
”
疾在质部 ,戾在月部。

(27)结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诗 ·正月》合韵

厉、灭、威字。
”
结在质部 ,厉 、灭、威在月部。

物、缉韵

(28)答 :“ 本音在第七部 ,《 雨无正》合韵退、

遂、瘁、谇、退字。
”
退、遂、瘁、谇、退在人声物部 ,

答在人声缉部
④
。

(29)轴 :“ 本音盖在第十五部 ,《 小戎》以韵

合、邑。
”
轴 ,段 氏依谐声归其本音在脂部。依今

人古韵三十部则在物部 ,合、邑在缉部。

缉、叶韵

(30)及 :“ 本音在第七部 ,《 诗 ·蒸民》合韵

业、捷字。
”
及在缉部 ,业 、捷在叶部。

(二 )韵部相隔

1.今人之阴声韵与阴声韵相押

幽、侯韵

(31)揄 :“ 本音在第四部 ,《 生民》合韵蹂、叟、

浮。
”
蹂、叟、浮在幽部 ,揄在侯部。

(32)趣 :“ 本音在第 四部 ,《 械朴》合音襦

字。
”
襦依谐声酉在幽部 ,趣在侯部。

(33)苟 :“ 本音在第四部 ,《 抑》与雠、报合

韵。
”
雠、报在幽部 ,苟在侯部。

幽、鱼韵

(34)椒 :“ 本音在第五部 ,《 民劳》合韵休、逑、

忧字。
”
休、逑、忧在幽部,椒在鱼部。

支、脂韵

(35)雌 :“ 本音在第十五部 ,《 诗 ·小弁》合韵

伎、枝、知字。
”
伎、枝、知在支部,雌在脂部。

之、脂韵

(36)疑 :“ 本音在第一部 ,《 诗 ·桑柔》合韵

资、维、阶字。
”
疑在之部,资 、维、阶在脂部。

之、支韵

(37)氏 :“ 本音在第十六部 ,《 十月之交》以韵

士、宰、史 ,《 云汉》以韵纪、宰、右、止、里,亦古合

韵也。
”
士、宰、史与纪、宰、右、止、里俱在之部,氏

在支部。

之、鱼韵

(38)母 :“ 本音在第一部 ,《 诗 ·辍蛛》以韵

雨,此古合韵也。
”
母在之部,雨在鱼部。

(39)谋 :“ 本音在第一部 ,《 诗 ·巷伯》以韵

者、虎字。
”
谋在之部,者、虎在鱼部。

(40)朊 :“ 本音在第五部 ,《 小曼》以韵谋 ,

《绵》以韵饴、谋、龟、时、兹 ,古 合韵也。
”
月无在鱼

部,谋在之部 ,《 绵》中饴、谋、龟、时、兹均在之部。

不过,段氏又说《韩诗》朊作臊之借字,腺在之部 ,

依本字 ,《 韩诗 ·小昊》五章属同部相押。《大雅
·绵》三章,马 瑞辰说 :“ 腺与朊古通用,臊 与饴、

谋、龟、时、兹为韵。《毛诗》字虽作朊 ,其音亦当

如臊音梅。
”
马氏以为同属之部相押。

2.今人之阴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脂、锡韵

(41)积 :“ 本音在第十六部 ,《 诗 ·载芟》合韵

济、醴、妣、礼字。
”
积在支部人声锡部,济、醴、妣、

礼在脂部。

鱼、职韵

(42)士 :“ 本音在第一部 ,《 诗 ·常武》合韵

祖、父、戒字。
”
《常武》首章 :“ 赫赫明明,王命卿

士⑤。南仲大祖,大 师皇父。整我六师 ,以 修我Δ            Δ          Δ

戎。既敬既戒 ,惠此南国。
”
士在之部 ,祖、父在鱼

△          Δ         Δ

部 ,戎 ,江有诰读为武 ,武在鱼部 ,戒 、国在职部。

之、质韵

(43)子 :“ 本音在第一部 ,《诗 ·鸱鹗》合韵室

字。
”
子在之部 ,室在脂部人声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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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屋韵

(44)附 :“ 本音在第四部 ,《 角弓》与木、猷、属

为韵。
”
木、属在侯部人声屋部 ,猷在幽部 ,附在侯

部。

幽、缉韵

(45)集 :“ 本音在第七部 ,《 小昊》合韵犹、咎、

遒字 ,读如就。
”
《毛传》:“ 集 ,就也。

”
而《韩诗》正

作就 ,可见集为就之借字。就在幽部 ,集在缉部。

3.今人之人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职、质韵

(46)减 :“ 本音在第一部 ,《诗 ·下武》合韵匹

字。《韩诗》作
‘
筑城伊洫

’
,则 在本韵矣。

”
域在职

部 ,匹在质部 c

屋、锡韵

(47)局 :“ 本音在第三部 ,《 诗 ·正月》合韵

踏、脊、蜴字,读如具。
”
局在屋部,踏 、脊、蜴在锡

部。

药、锡韵

(48)翟 :“ 本音在第二部 ,《诗 ·君子偕老》合

韵翥、抒、皙、帝字 ,读 如狄。
”
翟在药部 ,豸 、抒、

皙、帝在锡部 c

铎、叶韵

(49)业 :“ 本音在第八部 ,《 诗 ·常武》合韵作

字。
”
业在叶部 ,作在铎部。

职、缉韵

(50)急 :“ 本音在第七部 ,《六月》以韵饬、服、

炽、国,读如亟。
”
饬、服、炽、国在职部 ,急在缉部。

(51)人 :“ 本音在第七部 ,《 诗 ·思齐》合韵瑕

字。
”
《思齐》四章 :“ 肆戎疾不殄 ,烈假不瑕。不闻

亦式 ,不谏亦人。
”
孔广森以为疾殄韵 ,假 瑕韵 ,式

人韵。应依孔氏式入韵。式在职部 ,入在缉部。

以上为阴声韵与阴声韵之大类 ,共计合韵 51

例 ,占段氏《诗经》合韵的 09%。 其中韵部相邻合

韵 30例 ,韵 部相隔合韵 21例。幽宵合韵达 10

例 ,其次是之幽合韵 4例 ,月 质合韵 4例 ,说明相

邻韵部合韵最多。道理很简单 ,相邻韵部的主要

元音相近。韵部相隔合韵最高的是幽侯合韵 3

例 ,之鱼合韵 3例。不过 ,其 中支脂、之脂、之支合

韵 ,最引人注意 ,虽各自仅有一例 ,但加第三大类

(详后)中 之、支、脂都能与阳声真部合韵 ,表 明

之、支、脂三部关系实为密切。

二 段氏阳声韵与阳声韵合韵

(-)韵部相邻

蒸、冬韵

(52)弘 :“ 本音在第六部 ,《 诗 ·召曼》合韵

中、躬字。
”
弘在蒸部 ,中 、躬在冬部。

东、阳韵

(53)皇 :“ 本音在第十部 ,《 诗 ·烈文》合韵

邦、崇、功字。
”
邦、崇、功在东部,皇在阳部。

耕、元韵

(54)蓑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挟杜》合韵菁、

姓;一作茕,则 在本韵。
”
《毛诗》解说道 :“ 寰蓑,无

所依也。
”
《释文》:“ 晨,本亦作茕,求营反。

”
钱大

昕说 :“ 趋,正字;晨 ,茕音 ,借用字。
”
《说文》走部 :

“
趋,独 行也。读若茕。

”
徐铉音渠茕切。按渠茕

切即陆氏求营反 .与菁、姓同在耕部相押。若依谐

声蓑在元部,段 氏按借字处理 ,归其本音在元部 ,

与菁、姓,则 为耕元合韵。

元、真、文韵

(55)邻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正月》合韵云、

愍。
”
愍在元部,邻在真部 ,云在文部。

(二 )韵部相隔

真、耕韵

(56)令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诗 ·小宛》以韵

鸣、征、生。
”
鸣、征、生在耕部。《释文》:“ 令音零 ,

本亦作鹄。
”
《鲁诗》作

“
襦鹄

”
,鹄在真部。

(57)领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诗 ·节南山》合

韵骋字 ,《 桑柔》合韵屏字。
”
骋与屏同在耕部 ,领

在真部。

真、文、耕韵
(58)刑 :“ 本音在第十一部 ,《诗 ·烈文》合韵

人、训字。
”
刑在耕部,人在真部 ,训 在文部。

文、元韵

(59)苑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诗 ·小戎》合韵

群、罅字。
”
苑在元部,群、罅在文部。

(60)孙 :“ 本音在第十三部 ,《诗 ·楚茨》合韵

煤、愆字。
”
《毛传》:“ 嫫 ,敬也。

”
查《释文》和《广

韵》,知嫫为便借用字,燠或傈同在元部,愆在元

部,孙在文部。

冬、侵韵

(61)谌 :“ 本音在第七部 ,《 诗 ·荡》合韵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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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谌在侵部 ,终在冬部。

(62)阴 :“ 本音在第七部 ,《诗 ·七月》合韵冲

字。
”
阴在侵部 ,冲在冬部。

(63)骖 :“ 本音在第七部 ,《诗 ·小戎》合韵中

字。
”
骖在侵部 ,中 在冬部。

(64)饮 :“ 本音在第七部 ,《 诗 ·公刘》合韵宗

字。
”
饮在侵部 ,宗在冬部。

(65)临 :“ 本音在第七部 ,《 诗 ·云汉》合韵

虫、宫、宗、躬字。
”
临在侵部 ,虫 、宫、宗、躬在冬

部。

真、冬韵

(ss)躬 :“ 《诗 ·文王》合韵天字。
”
躬 ,段 氏

归人第九东部 ,实为段氏东冬不分离 ,今按古韵三

十部躬在冬部 ,天在真部。

东、元韵

(67)共 :“ 本音在第九部 ,《 诗 ·宾之初筵》合

韵筵、反、幡、迁、仙字。
”
共即恭 ,在东部 ;筵 、反、

幡、迁、仙在元部。

东、文韵

(68)东 :“ 本音在笫九部 ,《 诗 ·桑柔》合韵

憨、辰、瘠。
”
东在东部 ,怠 、辰、疳在文部。

阳、真韵

(69)冈 :“ 本音在第十部 ,《 诗 ·车牵》合韵薪

字。
”
冈在阳部 ,薪在真部。

阳、元韵

(70)行 :“ 本音在第十部 ,《 诗 ·抑》合韵言

字。
”
行在阳部 ,言在元部。

阳、谈韵

(71)遑 :“ 本音在第十部 ,《 诗 ·殷武》合韵

监、严、滥字 ,又《桑柔》以瞻韵相 ,皆第八部、第十

部合韵。
”
监、严、滥在谈部 ,遑在阳部 ,此为阳谈

合韵。《桑柔》瞻在谈部 ,相在阳部。

(72)瞻 :“ 本音在第八部 ,《 诗 ·桑柔》合韵

相、藏、狂字。
”
相、藏、狂在阳部 ,瞻在谈部。

耕、文韵

(73)倩 :“ 本音在第十-部 ,《 诗 ·硕人》合韵

盼字。
”
倩在耕部 ,盼在文部。

蒸、侵韵

(74)兴 :“ 本音在第六部 ,《 大明》以韵林、心

字。
”
兴在蒸部 ,林 、心在侵部

⑥
。

(75)音 :“ 本音在第七部 ,《 小戎》合韵膺、弓、

膦、兴字。
”
膺、弓、膦、兴在蒸部 ,音在侵部。

(76)侵 :“ 本音在第七部 ,《 圃宫》合韵崩、腾、

朋、陵、乘、膦、弓、增、膺、惩、承字。
”
崩、腾诸字在

蒸部 ,侵在侵部。

以上为阳声韵与阳声韵之大类 ,共计合韵 笏

例。占合韵比例约 亻。5%。 其中冬侵合韵达 5

例。冬侵韵之间关系密切 ,大抵是由于方音的原

因造成。章太炎《新方言》就举例指出是方音问

题 :“ 《诗》风与心、林、钦为韵 ,今 所在皆作方戎

切 ,江宁犹作方林切。
”
方戎切读

“
风

”
在冬部 ,方

林切读
“
风

”
在侵部 ,说明少数方音尚存古读。汉

末刘熙在其《释名》中描述风字读音 ,一音
“
横口

合唇
”
读近泛 ,一音

“
横口开唇推气

”
读近放。成

语
“
风马牛不相及

”
,风即作放讲。前读就是双唇

舁音 m̄尾的收音 ,即读在侵部 ;后读舌根鼻音 n̄g

尾的读音 ,转 化入东冬部。可知不仅《诗经》时

代 ,就是汉朝
“
风

”
字读在侵部与冬部 ,尚 且有之。

三 段氏阴声韵与阳声韵合韵

(一 )同 类 ,指古韵 gO部 中同一横排的阴声

韵与阳声韵

1.今人之阴声韵与阳声韵相押

之、蒸韵

(77)来 :“ 本音在第一部 ,《 女曰鸡鸣》合韵赠

字 ,读如凌。
”
谈古韵学诸家对来、赠相押 ,意见分

歧很大 ,其实 ,如 马瑞辰所说改字为失。赠在蒸

部 ,来在之部 ,之、蒸主要元音相同,韵 尾略殊 ,两

部完全可以通韵 ,不必读如凌。

(78)陬 :“ 本音在第∷部 ,《 绵》六章以韵薨、

登、冯、兴、胜 ,此古合韵。
”
《释文》:“ 陕 ,耳升反 ,

又如之反。《说文》云 :“ 筑墙声也 ,音 而。
”
按耳升

反读如仍。即《说文》徐铉音如乘切。《广雅 ·释

训》:“ 仍仍 ,众也。
”
王念孙引《诗传》:“ 哽哽 ,众

也。
”
作证云 :“ 哽与仍通。

”
可见《广雅》之训 ,本 于

《诗》,故陆氏首音属蒸部。如之反即读作而 ,与
“
音而

”
直音反切用字不同 ,“ 而

”
属之部 ,本之于

《说文》!日 音 ,正是段氏所说第一部的陬。依如之

反 ,则 与薨、登、冯、兴、胜属蒸部字相押 ,为之蒸合

韵。依耳升反则与薨诸字同在蒸部相押。

侯、东韵

(79)巩 :“ 本音在第九部 ,《 瞻印》合韵后、後

字 ,读若苟。
”
后、後在侯部 ,巩在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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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颐 :“ 本音在笫四部,郭璞《山海经》注亦  部 ,桀在月部,发、偈在月部。

音娱也。《六月》合韵公字。
”
公在东部,颐在侯    (二 )不同类 ,指相押的字所属韵部不在同一

部。                     横排

歌、元韵                   1。 今人之阴声韵与阳声韵相押

(81)傩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诗 ·竹竿》合韵  ∴ 幽、东韵

左、蹉字。
”
左、蹉在歌部,傩在元部。          (92)调 :“ 本音在第三部 ,读如稠 ,《 车攻》以

(82)原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诗 ·东门之扮》  韵同字,此古合韵也。
”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

合韵差、麻、娑字。
”
差、麻、娑在砍部,原在元部。  六 :“ 调同双声亦韵。

”
历来谈古韵学者对调同相

(83)难 :“ 本音在第十四部 ,《诗 ·隰桑》合韵  押意见分歧 ,莫衷一是。其实,调在幽部,同 在东

阿、何字。
”
阿、何在砍韵 ,难在元韵。        部。

(84)那 :“ 本音在第十七部 ,《 诗 ·柒扈》合韵    鱼、冬韵

翰、宪、难字。《说文》作
‘
求福不傩

’
,则在本韵。

”    (93)戎 :“ 本音在第九部 ,《 诗 ·无将大车》合

《毛传》,“ 那 ,多 也。
”
用《尔雅 ·释诂》义。《释  韵祖、父字。

”
祖、父在鱼部,戎在冬部。

文》云 :“ 那,奴多反。
”
读在砍部。段氏本于此,作    侯、冬韵

为砍元合韵。按江有诰说 :“ 那,当从《说文》作    (94)戎 :“ 本音在第九部 ,《 常棣》合韵务

傩,奴言反
”

(《 人声表叙论》),则 在元韵,屑 同部相  字。
”
务在侯部 ,戎在冬部。

押。                        支、真韵

2.今人之阴声韵和人声韵相押         (95)底 :“ 本音在第十六部 ,《 诗 ·无将大车》

侯、屋韵                 合韵尘字。
”
《毛传》:“ 疯,病也。

”
《释诂 ·释文》:

(85)垢 :“ 本音在第四部 ,《 桑柔》合韵谷、般  “
瘕,祈支反。

”
那么痰在支部 ,尘在真部。

字。
”
垢在侯部,谷、觳在侯部人声屋部。        脂、元韵
(86)奏 :“ 本音在第四部 ,《 楚茨》合韵禄    (96)怨 :“ 本音在第十四部 ,《诗 ·谷风》合韵

字。
”
奏在侯部,禄在侯部人声屋部。        嵬、萎字。

”
嵬、萎在脂部,怨在元部。

(87)驱 :“ 本音在第四部 ,《 小戎》合韵续、毂、    脂、文韵

舁、玉、曲字。
”
按江永的说法,首 三句收、斡、驱为    (97)敦 :“ 本音在第十三部 ,《诗 ·北门》合韵

一韵 ,下则五人一去为-韵。旧误以驱字连下为  遗、摧字。
”
遗、摧在脂部 ,敦在文部。

韵。收、斡属幽部,驱在侯部 ,首三句为幽侯合韵。    (98)近 :“ 本音在第十三部 ,《 诗 ·挟杜》合韵

续、玉、曲、毂在屋部,舁在侯部,此为五入一去,侯  偕、迩字。
”
偕、迩在脂部 ,近在文部。

屋合韵。其前后韵足分明,应从江永说 ,驱不能连    (99)婷 :“ 本音在第十三部 ,《诗 ·采芑》合韵

下为韵。                   霄、威字。
”
雷、威在脂部,饽在文部。

(88)裕 :“ 本音在第三部 ,《 角弓》合韵痴    (100)颀 :“ 本音在第十三部 ,《 诗 ·硕人》合

字。
”
裕在屋部,病在侯部。           韵衣、妻、姨、私字。

”
衣、妻、姨、私在脂部,颀在文

脂、质韵                  部。

(89)至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宾之初筵》合韵    2,今人之阳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礼。
”
至在质部,礼在脂部。              元、质韵
(90)圃 :“ 本音在第十二部,(诗 ·载驰》合韵    (10I)秩 :“ 本音在第十二部 ,《 诗 ·宾之初

济字。
”
圃在质部,济在脂部。          筵》合韵筵宇。

”
秩在质部 ,筵在元部。

3.今人之阳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耕、质韵

元、月韵                  (1u)生 :“ 本音在第十一部 ,《 诗 ·绵》合韵
(91)怛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甫田》以韵桀  瓞字,读如瑟。

”
生在耕部 ,瓞在质部。

字,《 匪风》以韵发、偈字。
”
怛,段氏依谐声归人元    以上为阴声韵与人声韵相押 ,共计合韵 2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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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氏阴声和阳声同类相押计有合韵 15例 。不同

类的相押只有 11例 ,可见同类韵部相押的可能性

大些 ,这是因为同一横排阴声韵、人声韵、阳声韵

的主要元音相同。研究古韵的学者如戴震、孔广

森等就明确提出阴阳对转的理论。段氏《诗经》

合韵中阴声韵——人声韵——阳声韵合韵的情

况 ,我们列一简表如下 :

阴声韵 Θ 侯锂) Θ之Θ

阳声韵 '逐)东  ⑦  蒸 遵) O元

其中同类的歌元合韵、侯屋合韵最多 ,各达 4

例。不同类的脂文合韵只有 4例。

四 段氏《诗经》合韵中仍有讹误者

1.本是错押而以为合韵者

(51)例 (详见前文)人字韵瑕字 ,就是不审韵

例而错押。

另外还有以下 4例。

(103)鲜 :“ 本音在第十四部 ,《 诗 ·新台》合

韵洮、弥字。
”
《新台》一章尾部鲜应与二章

′
尾部殄

遥韵。鲜与眦、弥元音尾音差别甚大 ,不 与之为

韵。

(104)呶 :“ 本音在第五部 ,《 宾之初筵》以韵

傲、邮,读如疑。
”
《宾之初筵》四章云 :“ 宾既醉止 ,

载号载呶 ,乱我笾豆 ,屡 舞傲傲。是日既醉 ,不 知

其邮。
”
儆、邮,之部 ;号 、呶,宵部。王念孙、孔广

森、江有诰皆认为
“
载号载呶

”
是句中韵 ,同 部为

韵。而不与徼、邮相押。

(105)卣 :“ 本音在第三部 ,《 诗 ·江汉》合韵

人、田、命、年字。
”
陆氏《释文》:“ 卣音酉 ,又音由 ,

本或作攸。
”
其音皆在幽部 ,与 人、田等绝不相押 ,

非韵
°
。而人、田等皆在真部 ,同部相押。

(106)寇 :“ 本音在第四部 ,《 诗 ·桑柔》合韵

詈、歌字。
”
《大雅 ·桑柔》十六章 :“ 民之未戾 ,职

盗为寇 ,凉 曰不可。覆背善詈 ,虽 曰匪予 ,既 作尔

歌 !” 戾在段氏第十五脂部 ,詈在第十六支部 ,脂

支合韵 ;寇在第四侯部 ,予在第五鱼部 ,侯鱼合韵 ;

可、歌在第十七歌部 ,同韵相押。皆隔两句相押而

歌

月职

为交错韵。段氏未审韵例,把寇与詈、歌合韵。

2.本是同部相押而以为合韵者

(107)媵 :“ 本音在第六部,音塍 ,《 大田》假借

为蟥字,以 韵贼 ,此合韵也。《说文》引《诗》作
‘
去

其螟蟥
’
,则 在本韵。

”
《小雅 ·大田》二章四、五

句 :“ 去其螟媵,及 其贼。
”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

释》:“ 蟥者本字,媵者假借字。
”
螬在职部 ,媵亦在

职部,贼也在职部 ,此为同部相押。

3.本是借字而以为合韵者

(108)惨 :“ 本音在第七部 ,《 月出》合韵照、

燎 (绍字。
”
陈第《毛诗古音考》说 :“ 《月出》之

‘
劳

心惨惨
’

,《 抑》之
‘
我心惨惨

’
,皆 宜改从操。

”⑧戴

震《答段若膺论韵书》:“ 操,愁不安也 ;惨 ,毒也。

以义考之 ,亦作操为得。
”
今按 :惨在侵部 ,操在宵

部 ,照、燎、绍在幽部。应作操,与 照、燎、绍,幽宵

合韵 ,押相邻韵。

(109)虮 :“ 本音在第七部 ,《 匏有苦叶》合韵

牡字,读如阜。《周官经》
‘
立当前侯

’
,《 说文》作

前虮。
”
《邶风 ·匏有苦叶》二章 :“ 济盈不濡轨 ,雉

鸣求其牡。
”
轨与牡韵 ,江 有诰以为幽部,王 念孙

“
轨牡为韵

”
。车之济盈必濡其蝤头,当 是轨之

义 ,不必作虮。王引之《经义述闻》五就详解其理

说 :轨与祭两轵是同指车蟮头。且以古音考之 :

轨 ,居酉反;牡 ,莫九反。若轨作孰 ,则 出韵矣。段

氏不必引前侯以证前轨并读如阜
⑨。

段氏《诗经》
“
古合韵

”109处 ,除后面所析第

103个至第 109个不属于合韵的 7例外 ,前 面的

1∞ 例均属
“
古合韵

”
,基本上能反映《诗经》合韵

的诸种情况,让我们能看到以下四点。第一,合韵

必须是读音相近的韵。第二 ,段氏17部基本上莫

定了古韵 30部 的基础。段氏在晚年就把人声韵

部从阴声韵部中独立了出来
Θ。第三 ,《 诗经》合

韵反映了古韵部间的亲疏关系。第四,《 诗经》合

韵给后来的学者对上古音音值的拟测提供了参

考。总之,段 氏《诗经》
“
古合韵

”
表明他在撰写

《说文解字注》之前
⑩
,对古韵的研究 ,就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同时也给我们今

天搞语言科学的人提供了深人研究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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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参见李恕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稿》,z03-244页 。

②本文不以今人分部去指贲段氏17部 ,也不讨论段氏分部粗疏的问题。

③王力《诗经韵读》指出:“ 合韵必须是读音相近的韵 ,并不是所有的韵都可以随便合用。
Ⅱ

④向熹《〈诗经〉原文及用韵》
“
答

”
不人韵。

⑤向熹《(诗经)原文及用韵》
“
士

”
不人韵。

⑥王力拟音蒸部在上古音中与侵部元音相同。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上册 ,90页 。

⑦向熹“诗经)原文及用韵》
“
卣
”
恰好不人韵。

⑧偏旁杲、参的字混写,可证于《龙龛手鉴》卷一《长部》。段氏于《诗经小学》也说 :“
‘
劳心惨兮

’
,当作操。

”

,⑨《葸琳音义》七十二《达摩显宗论》三十七轨生即作
“
机

”(俗字),可见唐代佛书中偏旁
“
九

”
有时已误作

“
凡

”
。

⑩1766年 至 1767年 ,段玉裁便发现之脂支三分,完成《诗经韵谱》及《群经韵谙》(参 见〈经韵楼集》卷六 )。 段氏晚年受

戴震、孔广森的形响,承认人声独立(参见〈经韵褛集》卷六 )。

①1775年 段氏完成《六书音均表》。翌年,开始撰写《说文解字注》。

study oF DuaⅡ  Yucai’ s氵九j Jjng“ Gu He Ym”

HUANG Yiη g

(Chinese Institu1e,sichuan Nor【 nal Universi:y, Chengdu, 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A careful study of109examples jn Duan Yuc耐 ’
ss无jJ氵乃g“ Gu He Yun” shows that,

the‘
‘
Gu He Yun”  seWes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n phonology study; it basically renects nu~

merous cases of s`讠 j Jjng He Yun and facnitates the phonologiqal study ofs`1j JjⅡ g;and it renects the reˉ

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rhyme pa皮 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Jbr phonologists in thoir stu-y of ancient

phonology。

Key wOrds:Duan Yucai;LjL s九 泌yjDg yuJD J刂 @o;shj JjDg“ Gu lHe Yun” ;30pans ancient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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