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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浙江诗文舁调相押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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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g五代浙江诗文，存在不少异调相押的现象，上去相押与浊上变去尤为明显。通过静态描

写与历史考察，梳理材料，深入分析，结合唐五代以后吴地的声调演变，探寻其语音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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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浙江文人用韵，多用平声字入韵，且大

体遵循同调相押的原则。异调相押的情况也存

在，并以上去相押居多。其他诸如平上、平去、平

上去、平人、去入等异调相押的类型，出现次数很

少。以考察较为常见的上去通押现象入手，而后

对其他类型的异调相押进行分析，试图探寻唐五

代浙江方音中的一些声调特征，揭示其演变规律。

通过观察研究，由唐人宋，吴地异调相押的用

例不在少数。其中，上去相押尤其多，而浊上变去

这一现象，经历了一个转折。唐代还处于萌芽状

态，至宋已有一定的规模，浊上变去，发展较为

明显。

一、上去相押与浊上变去

异调相押，肇始于上古诗歌，齐梁以后，文人

为求韵文的声律之美，往往规定异调分押，但异调

相押的形式，直至初唐，古体诗中仍不鲜见。唐宋

时期的诗文用韵，上去相押现象颇多，且大多牵涉

全浊上声字。周祖谟先生说：“考浊上之变去，不

自宋始，唐末洛阳即已转变。”【l’学界一般认为：

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自晚唐五代渐多，但尚未进

入通语，只在方言中出现。通过上去相押，可以考

察全浊上声字在当时的变化状态。唐五代浙江文

人诗文中含上去相押134例，为了考察“浊上变

去”这一现象在唐五代浙江地区的表现，笔者将

唐五代浙江文人用韵中所有的全浊上声字与非全

浊上声字悉数列出，列表对比，考察它们在上去相

押中的分布。表格按古体诗及韵文韵部编排，上

声字后阿拉伯数字代表该字在上去相押中出现的

次数。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字有上去两读而意义

无别的，所在韵段暂算同调相押，不予录入，如皎

然《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叶“可哿

坐果我哿荷哿”，“坐”另有去声过韵一读，与上声

果韵音读义同，此例计作通押上声韵。

表中全浊上声字50个，共计出现94次，非全

浊上声字127个(上表鱼模部“取”字《广韵》还有

厚韵仓苟切一读，与麂韵一读义同，此处酌收遇摄

读音。)，共计出现222次，非全浊上声字押入去

声的字数是全浊上声字的2．5倍多，而前者在上

去相押中出现的次数，比后者多出近1．4倍。由

此可见，清上、次浊上与去声通押，反而更占优势。

何大安先生认为：一浊上归去’是唐代中期以后

北方开始发生的一项变化，这项变化不见于当时

的南方。”L21杨耐思先生指出，唐宋诗韵中，有浊

上叶去的现象，但清上叶去更为多见，上去通叶成

为诗韵中的普遍现象口J。唐五代浙江诗文中上

去相押的现象，与何、杨两位先生的观点大抵吻

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当时的浙江地区，“浊上

变去”处于萌芽状态，还未大规模地发生，这也映

证了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在唐五代只是一种方

音特征，这种音变现象在当时的吴地还处于初始

阶段。这种变化，自北向南，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

的过程。时至今日，北方话在浊声母清化的条件

下，全浊上声字大多已成去声。而今天的吴方言，

因为全浊声母依然存在，所以仍有许多阳上调的

全浊字仍未变成去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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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部
上声字在上去相押中的分布

全浊上声字 非全浊上声字

二、其他类型的异调相押

(一)平上相押4例

贯休《寒江上望》叶“动笼”：原文作“荒岸烧

未死，白云痴不动。极目无人行，浪打取鱼笼。”

按：动，《广韵》徒摁切，《集韵》杜孔切，皆在上声

董韵。笼，《广韵》卢红切，平声东韵，另有上声力

董切一读，“衣箱”义，此处“笼”或是借上声之音

表平声之意。

皎然《宿山寺寄李中丞洪》叶“境影静冥”。

按：境影，在梗韵，静，在静韵，三字皆上声，冥，青

韵字。

(二)平去相押14例

贯休《偶作五首》叶“飞眙”。按：飞，《广韵》

甫微切，微韵字，眙，丑吏切，去声志韵字，原句作

“四天下人眼眙眙”，眙另有与之切一读，与文意

不符。契此《偈》叶“第飞”。按：第，《广韵》特计

切，霁韵字。

良价《呈云岩偈》叶“议知”。按：议，真韵字，

知，支韵字，原句作“眼处闻声始可知”(《祖堂

集》、《五灯会元》此句末三字作“方得知”。)，知

还有《集韵》知义切一读，于义不合。玄觉《永嘉

证道歌》叶“疲议”。按：疲，在支韵。

孟郊《立德新居》叶“隅芜衢孤哺”。按：隅芜

衢，虞韵字，孤，模韵字，哺，暮韵字。

舒元舆《坊州按狱》叶“遭劳搔号膏獒捞毛刀

毫涛饕骚熬皋牢臊猱韬耨逃操蒿曹高”。按：耨，

《广韵》硬豆切，候韵字，余皆豪韵字。

皎然《酬乌程杨明府华将赴渭北对月见怀》

叶“清明精英生行镫城情”。按：清精城情，清韵

字，明英生行，庚韵字，镫，嶝韵字，原句作“边尘

昏玉帐，杀气凝金镫”，镫还有平声登韵一读，此

处“镫”抑或借平声之音。

(三)平上去相押l例

顾况《高祖受命造唐赋》叶“都御无梧苏圃夫

谟虞”。按：都梧苏谟，模韵字，无夫虞，虞韵字，

御，御韵字，圃，《广韵》有两读，姥韵博古切，又暮

韵博故切，义同。

(四)平入相押l例

贯休《轻薄篇》叶“唧漆日悲”。按：唧漆日，

质韵字，悲，脂韵字。

(五】去入相押4例

徐铉《酬郭先辈》叶“蔚窟屈籍郁拂物”。按：

窟，没韵字，屈拂物，物韵字，籍，昔韵字，郁，屋韵

字，蔚字《广韵》有去入两种读法，去声未韵音合

于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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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涅《悲汝南子桑文》叶“覆数”。按：覆，

<广韵》有四读，屋韵芳福切，宥韵扶富切与敷救

切，德韵匹北切，意义无别，酌取屋韵一读。数，依

义当是遇韵字。

沈亚之《祝椭木神文>叶“诉祝戮尝”。按：

诉，暮韵字，祝戮营三字皆入声，祝戮在屋韵，謦为

物韵字。又《为人撰乞巧文》叶“态媚溢娣曳裔”。

按：态，代韵字，媚，至韵字，溢，质韵字，娣《广韵》

有荠韵徒礼切，霁韵特计切两读，义同，酌取去声

读音。曳裔二字，皆在祭韵。

三、历时考察与分析

先看上去相押与浊上变去。唐五代浙江地区

上去相押用例虽多，但是浊上变去这一现象还只

是萌芽。据张令吾先生考证，宋代江浙诗韵，上去

相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HJ。全浊上声字押入上

声字与押入去声字大体持平，兼押上去二声的情

况已有60％，较我们得到的唐五代浙江地区诗文

用例中的浊上变去，出现了一次飞跃。可见，由唐

入宋，浙江地区浊上变去这一声调变化，较为明

显。一般认为，唐代中期前后，浊上变去已经在一

些方言中出现。这种现象，吴地进展不如北方，从

今天吴语还保存全浊声母来看，从古至今，吴语一

直抗拒这种声调变化，但是总的发展方向不可逆

转，所以在唐五代酝酿一段时期后，在宋代有了鲜

明的表现。再看平上、平去、平上去、平人、去人等

异调相押的类型，在宋代江浙诗韵中，亦有零星体

现。其实四声混押现象，并非只见于吴地，关中也

有。储泰松先生H1认为，吴音与秦音，关系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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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两大方言应该发生过较深的接触。他考证

得出，关中方言平去调型相近，平上相混则是某些

上声字方音所致。联系我们得出的数据，平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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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也有韵尾脱落相押，来源多样。明代袁子让

《字学元元》卷八云：“吾楚人亦读清平如浊平，而又

读去声如清平，荆岳之间读入声如去声，读去声又

如平声，而读平复如去声。”说的虽是楚语，但在

历史上，吴楚本是一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古

楚语和古吴语很接近，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

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云：“吴楚则时伤轻浅，

燕赵则多涉重浊。”(《切韵·序》)陆德明《经典

释文》：“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

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他所指的“河北”

即为“燕赵”，“江南”就是“吴楚”。这样看来，吴

语的声调，多少也应该沾染了楚语声调的一些特

征。四声相押的现象，反映了方言内部的东西，也

同时带出了方言问的影响⋯。其背后，应该有着

更为深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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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etry and verses of Zhejiang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existence many different tones in the same rhyme phenome·

non，lower rising tone becomes falling tone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By static description and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comb ma-

terials，thorough analysis，combining tone evolution of WE after Tang and Five Dynasties，explore rule．

Keywords：Tang and Five Dynasties；Poetry and Verses of Zhejiang；different tones in the same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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