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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诗歌用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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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太宗李世民现存诗歌98首，其诗歌用韵，可以归纳系连出21个韵部，基本与王力先生

考证的隋一中唐音系相吻合，但是偶有出韵之处。李世民诗歌用韵情况对于全面地考察隋一中

唐音系，特别是初唐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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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599一“9)，在位23年(627

一“9)，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著

名的书法家、诗人，他的诗歌在初唐诗歌史上占有

较为重要的地位。“太宗皇帝，姓李氏，讳世民；

神尧次子，聪明英武。贞观之治，庶几成康，功德

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而锐情经术，初建秦

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

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

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

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

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在

位二十四年，(愚按：应为23年。)谥日文，集四十

卷。馆阁书目，诗一卷，六十九首，(愚按：此处

误，应为89首。另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重复，

还有l首只是联句，不押韵，实有诗歌87首。如

果将组诗单独计算的话，则是98首。)今编诗一

卷。”⋯李诗押韵情况较为复杂，这时候律诗还没

有成熟。李诗有7首诗首句入韵，其余9l首诗首

句不入韵；李诗有4首诗存在换韵的情况，其余

94首诗一韵到底；李诗有96首偶句押韵，l首奇

句押韵，l首句旬押韵。本文就《全唐诗》所载李

诗，对其诗歌用韵情况做一个初步考察。

一、李世民诗韵部考

通过韵部系联，可以归纳出李诗有21个韵

部，其中阳声韵8部，阴声韵9部，人声韵4部。

这里所用的韵部遵照王力《汉语语音史》，有韵部

合用之处，在不同的韵部的字下面加标着重号或

下划线。

(一)阳声韵

1．东部(《广韵》东董送韵)(1)平声东独用

14次：《执契静三边》B功红弓空；《重幸武功》丛

衷功同宫璺童空红风；《出猎》宫嵩雄红弓空风

丛；《秋日即目》宫丛风鸿桐中弓栊；《秋暮言志》

空丛红中风；《秋日学庾信体》丛风通鸿空；《置酒

坐飞阁》空栊红中；《咏兴国寺佛殿前幡》虹中风

空；《伤辽东战亡》戎风功忠；《秋日翠微宫》宫空

丛中；《守岁》宫风红中；《远山澄碧雾》空红风通；

《赋得花庭雾》宫丛风红空；《赋帘》宫风中栊(2)

平声东冬合用1次：《过旧宅二首其二》璺丛空桐

中农风

2．阳部(《广韵》唐荡宕，阳养漾韵)(1)上声

荡养合用1次：《帝京篇十首其十》想往广荡养赏

仰响(2)平声唐阳合用10次：《执契静三边》D亡

荒乡康；《正日临朝》阳央康方章廊光荒；《春日望

海》芳潢荒光行长量桑皇王；《元日》光玛荒廊昌

王妆航；《采芙蓉》航香行长章；《除夜》芳长香光；

《芳兰》场光香芳；《咏桃》妆光香芳；《赋得残菊》

霜光香黄芳；《宴中山》阳常张桑芳光梁(3)平声

阳独用2次：《饯中书侍郎来济》梁妆长觞；《赋得

临池竹》霜翔

3．庚部(《广韵》庚梗映，耕耿诤，清静劲韵)

(1)平声清独用2次：《饮马长城窟行》B城声钲；

《月晦》城呈声情(2)去声映劲合用1次：《执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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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A姓镜正庆(3)平声庚清合用5次：《还陕

述怀》名行营兵平；《入潼关》京城声惊呜情名；

《春日登陕州城楼，俯眺厚野回丹，碧缀烟霞，密

翠斑红，芳菲花柳，即目川岫，聊以命篇》城明荆

情英；《咏风》瀛声生清；《赋得早雁出云鸣》清呜

声(4)平声庚清青合用4次：《赋得白日半西山》

停生倾声；《赋得浮桥》星惊萦行；《咏饮马》泾缨

萦横生；《两仪殿赋柏梁体》平情明亭成(5)平声

庚独用1次：《咏烛二首其二》生明(6)平声庚青

合用1次：《赐魏徵诗》生醒

4．元部(《广韵》痕很恨，魂混恩，元阮愿韵)

(1)平声痕趣乖合用1次：《经破薛举战地》B愿
轩痕暨

5．仙部(《广韵》仙，先铣霰，仙弥线韵)(1)

上声铣猕合用3次：《帝京篇十首其二》辇篆卷

典；《赋尚书》辇典湎鲜善转；《望送魏微葬》辇饯

转卷泫遣(2)去声霰线合用1次：《帝京篇十首其

三》宴电箭倦(3)平声仙先合用10次：《帝京篇十

首其九》妍筵圆仙；《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年前连

筵天弦埏贤；《望终南山》天烟全仙；《初夏》迁烟

天连前泉；《喜雪》c年川篇；《秋日二首其一》圆

蝉天前；《咏雨》田烟鲜弦；《三层阁上置音声》烟

连弦仙；《赋得弱柳鸣秋蝉》蝉前；《探得李》天川

(4)上声猕阮合用1次：《咏弓》远转(5)平声先独

用1次：《咏小山》莲烟

6．文部(《广韵》文韵)(1)平声文独用1次：

《赋得含峰云》云分文君

7．真部(《广韵》臻，真轸震，欣隐掀，谆准荐

韵)(1)平声真谆合用4次：《登三台言志》秦人伦

新鳞银尘春辰神滨；《赋得樱桃》春津人珍；《谒并

州大兴国寺诗》晨轮春新筠尘；《天太原召侍臣赐

宴守岁》春新；《咏烛二首其一》春人(2)平声真独

用1次：《赋萧塥》臣仁

8．侵部(《广韵》侵寝沁韵)(1)平声侵独用4

次：《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襟林岑吟寻深心

金；《赋得李》寻心阴林；《秋日二首其二》林金阴

心；《辽东山夜临秋》阴吟

(二)阴声韵

1．模部(《广韵》模姥暮，虞虞遇韵)(1)去声

暮遇合用3次：《帝京篇十首其七》暮素雾树；《山

阁晚秋》度露树暮；《喜雪》B露树素暮(2)去声遇

御(鱼部)合用1次：《执契静三边》c雾虑戍惧

2．鱼部(《广韵》鱼语御韵)(1)平声鱼独用3

次：《帝京篇十首其一》居余虚疏；《赋得夏首启

节》初余虚舒於；《赋得临’池柳》疏舒(2)上声语独

用1次：《帝京篇十首其六》渚举屿所

3．侯部(《广韵》侯吼候，尤有宥，幽黝幼韵)

(1)平声尤独用1次：《冬狩》浮流畴求愁洲收游

忧(2)平声侯尤合用1次：《冬宵各为四韵》侯浮

道忧

4．歌部(《广韵》歌戈韵)(1)平声歌戈合用2

次：《临洛水》河罗波歌；《咏雨》河阿波罗

5．哈部(《广韵》哈海代，泰，灰贿队韵)(1)

去声泰独用1次：《于北平作》旆带盖外(2)平声

哈灰合用2次：《首春》开梅苔来；《春池柳》台回

来开梅(3)平声哈独用1次：《赋房玄龄》才开

6．麻部(《广韵》麻马杩韵)(1)平声麻独用3

次：《过旧宅二首其一》笳斜花家；《喜雪》A霞华

沙花；《冬日临昆明池》沙花霞斜；《望雪》华斜花

霞

7．祭部(《广韵》祭废，齐荠霁韵)(1)平声齐

独用1次：《咏乌代陈师道》栖低迷啼

8．微部(《广韵》微尾未韵)(1)平声微独用2

次：《咏雪》晖玑衣楼；《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

微闱飞晖依

9．脂部(《广韵》支纸宾，脂旨至，之止志韵)

(1)乎声支独用2次：《帝京篇十首其五》奇危差

池；《仪鸾殿早秋》枝移池窥(2)平声脂之微(微

部)合用3次：《幸武功庆善宫》基兹吐夷星枇鱼

湄畿谴；《初秋夜坐》帏迟邀悲《琵琶》盟悲帷迟星

(3)去声至志合用2次：《初晴落景》喜翠异志；

《咏司马彪续汉志》位字记器致思志意异置辔弃

事备致至地庇秘笥匮愧(4)上声旨止合用1次：

《度秋》晷起涣理

(三)入声韵

1．陌部(《广韵》陌麦，昔韵)(1)人声昔独用

2次：《帝京篇十首其八》惜席石璧；《经破薛举战

地》C昔适

2．薛部(《广韵》薛，屑韵)(1)，．声薛屑合用

4次：《帝京篇十首其四》节雪列悦；《饮马长城窟

行》A切结雪节；《经破薛举战地》A节洁决裂；

《辽城望月》碣缀缺结灭

3．质部(《广韵》栉，质讫，术韵)(1)人声质

独用1次：《执契静三边》E弼七质一

4．缉部(《广韵》缉韵)(1)入声缉独用1次：

《饮马长城窟行》C隰邑立人

二、李世民诗韵部分析

通过以上韵例，我们可以看出李诗用韵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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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的隋一中唐音系。

但是，李诗中东韵与冬韵同用、庚清韵与青韵同

用、弥韵与阮韵同用、遇韵与御韵同用、脂之韵与

微韵同用，这种现象与《广韵》的独用同用不一

样，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隋一中唐音系韵部

归并也并不相同。

1．东韵与冬韵：《广韵》东独用，冬锺同用；王

力《汉语语音史》据《说文系传》“农”读怒聪反，

认为“‘农’当是东韵字，而不是冬韵字”，“东冬分

用画然”【2J2”。所以，此处也可以认为不是东冬合

韵，而仅仅是押东韵，不算出韵。

2．庚清韵与青韵：《广韵》庚耕清同用，青独

用。王力认为在隋一中唐音系中，庚耕清韵与青

韵分立为两部，到晚唐才合流。但李诗中，清独用

2次，映劲合用1次，庚清合用5次，庚清青合用

4次，庚独用1次，庚青合用1次，青韵没有独用

例。罗立方举例论证了“在初唐庚耕清青实为一

部”HJ。储泰松分析关中文人押韵部类，经统计得

出清青合用43例，耕青合用2例，庚青合用13

例，庚耕青合用3例，庚清青合用93例，耕清青合

用l例，庚耕清青合用8例。并认为：“不合《广

韵》同用规定的有163例，占本部总韵段的23．

52％，”“唯律赋无一例超出同用之规定，但这并

不影响我们得出四韵合为一部的结论。”[4】l射127

，3．脂之韵与微韵：《广韵》支脂之同用，微独

用；王力认为在隋一中唐音系中，支脂之归为脂

部，微独立为一部。但是在李诗中，微独用2次，

支独用2次，脂之微合用3次，至志合用2次。储

泰松说：“从时间上看，四韵(支脂之微)相混始于

太宗李世民，不过整个初唐还不多见。”【4 J111罗立

方经过分析认为：“把支脂之微归为一部，符合当

时的语音实际。”【31我们从这些材料可以认为，支

脂之韵与微韵四韵合流应该是萌芽于初唐的太

宗，形成并逐渐成熟于盛唐时期和中唐时期。

4．遇韵与御韵：《广韵》御独用，遇暮同用；王

力认为在隋一中唐音系中，遇暮属模部、御属鱼

部，《经典释文》中鱼模混切的情况属于方言现

象。李诗中，暮遇合用3次，遇御合用1次，鱼独

用3次。储泰松认为“初唐关中地区鱼与虞模当

有别。”[4】107而初唐四杰和沈俭期、宋之问的诗韵

中鱼与虞模同用，“流露出初唐鱼与虞模已开始

合流的信息。”【5阳罗立方也举例论证了这一情

况旧1。由此可见，鱼模合用是初唐时期确实存在

的语音现象。至于其是方言现象，是初唐功令不

严，是其合用过程中的一个趋势，还是确实已经同

用，则需要对更多初唐诗人的用韵情况进行考查，

以作出更进一步的论证。

5．狳韵与阮韵：《广韵》猕铣同用，阮混很同

用。王力认为在隋一中唐音系中，猕韵为仙部，阮

韵为元部。在李诗中，痕魂元合用1次，铣弥合用

3次，霰线合用1次，仙先合用lO次，猕阮合用1

次，先独用1次。这里，猕阮合用所占比例很小，

“综合衡量，周隋时期北方口语元韵当与先仙相

近。”L4J121虽然五代的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也有

两处元与仙同用的现象存在【6j，但是并不能作为

元仙合用的证据，估计是方言现象或者是出韵了。

三、几点思考

1．李诗用韵比较严格，基本符合《广韵》。除

庚部和青部、脂部和微部、鱼部和模部合用外，基

本与王力先生归纳的隋一中唐音系相吻合，从而

印证了王力关于隋一中唐音系的韵部分析是基本

正确的。

2．“初唐时代，功令未严”，而且李世民作为

皇帝，“总不该受什么功令约束”[2】215。他的诗歌

应该更多地接近当时的口语和实际语音，这对于

进一步进行初唐音韵或唐代方音的深入研究，既

可以提供宝贵的语料，又有着重要的意义。

3．庚清韵与青韵、脂之韵与微韵、鱼韵与模

韵合用在目前关于唐代韵部的研究中尚有分歧。

这几个韵部合用的现象在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文中

也时有出现：初唐王梵志的韵例中，“庚耕清青多

次同用。”【7 J1弼“鱼虞模三韵很少分用，同用比例

很大。”【_7J126苗昱认为王梵志诗韵和寒山诗韵都存

在支脂之微四部同用、鱼虞模同用和庚耕清青四

部同用的现象¨j。罗立方说：“隋一中唐时期的

王梵志、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

物、白居易、柳宗元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在

他们的韵例中，都具有支脂之微、鱼虞模、庚耕清

青同用的现象，韩愈的古体中也都存在这种情

况。”所以，“支脂之微、鱼虞模、庚耕清青的同用，

不可能是诗人的偶然通押或出韵，而是一种语言

事实，也就是说在隋一中唐时期，支脂之微、鱼虞

模、庚耕清青的实际语音已相近或相同。”¨1这个

观点在李诗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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