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
一部多元音説

———以安大簡《詩經》爲主要探討對象

楊濬豪

提　 　 要

對於上古漢語元音系統的構擬，目前學界有“一部一元音説”與“一部多元

音説”兩種看法。爲了探討“一部一元音説”與“一部多元音説”的分歧，本文擬

由《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目前出土文獻所見最早傳抄版本的《詩

經》進行韻腳系聯，以音位及押韻條件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學者的“一部多元

音説”。

關鍵詞：上古音　 白一平—沙加爾系統　 安大簡　 詩經　 鄭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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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背景

`×¢}èõ¼¡½��8âá¾¿}ò§à5，H¸ðvë}à5

��wµÀ�“r³”;Át，+17¢、¼³l;ëkG，�8;Æ§âáG

�òò§à5。ËBÂõf´Ãr$ëÄ5µÀ�r³b§，à5ëk



G�ÅDò，+17B、f;ëk2G，Æ§âáGZ¸yÓ¦t;¡Æ�â，

<*ö¡;à5&âÆ，+1BÂ�：“Gs:k5â.åµy×3âár

vâ=。Fn�âáG¸â。@+1J=3âá，̧ �《廣　â》6�;。”?f

´Ã�*ö¡Çj，@,：

研究上古的元音系統的時候我們也有一個嚴格的假設，就是上古同一

韻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種主要元音。凡是在同一韻部的字擬有不同的元

音，都跟這個假定不合，必要從新斟酌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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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材料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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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１：鄭張系統上古韻母組合結構表瑏瑨

ｉ  ｕ ｏ ａ ｅ

Ａ． "Ö

 3（b） b 4（ÿ） v ÿ ß

ｇ e（L） c d e s �

 f（g） Þ z I ß U

Ｂ． "Ï

ｗ 4（h） 4（i） ＞＝ｕ þ（j） þ（¢） þ（k）

ｗ d（l） d（Q） ＞＝ｕｇ ÿ（à） ÿ（u） ÿ（;）

ｂ m（ô） m（n） m（D） o（§） o o（p）

ｍ H（q） H（5） H（r） s（ð） s s（6）

Ｃ． "t

ｌ ／ ｉ 3 �（P） �（u） Ü（v） Ü Ü（C）

ｄ e 0（Q） 0（u） Ø（8） Ø（w） Ø（x）

ｎ f ~（y） ~（z） à（<） à（{） à（|）

表格 ２：Ｂ＆Ｓ系統上古韻母組合結構表瑏瑩

 ｉ  ｕ ｏ ａ ｅ

  — b 4 v ÿ ß

 ｋ （e ／�） c d e s �

  （f ／U） Þ G I ß U

 ｗ 4 — — — þ þ

 ｗｋ d — — — ÿ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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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ｉ  ｕ ｏ ａ ｅ

 ｐ m m m � � �

 ｍ H H （H ／G） s s s

 ｊ 3 � � Ü Ü ß？

 ｔ e 0 0 Ø Ø Ø

 ｎ f ~ ~ à à à

 ｒ （3 ／f） （� ／~） （� ／~） （Ü ／à） （Ü ／à） （ß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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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３：安大簡《詩經》殘缺韻段列表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１．
Ｏｄｅ ８．３〈[\〉
（°eá_â）

２． Ｏｄｅ １１．１〈�b�〉 ３． Ｏｄｅ１３．２〈þ�〉

４． Ｏｄｅ１３．３〈þ�〉 ５． Ｏｄｅ １４．１〈��〉 ６． Ｏｄｅ １４．２〈��〉

７．
Ｏｄｅ １４．３〈��〉
（°bá5â）

８． Ｏｄｅ １５．１〈þ�〉 ９． Ｏｄｅ １５．２〈þ�〉

１０． Ｏｄｅ １５．３〈þ�〉 １１． Ｏｄｅ １６．１〈��〉 １２． Ｏｄｅ １６．２〈��〉

１３． Ｏｄｅ １７．１〈ê©〉 １４． Ｏｄｅ １８．１〈�Q〉 １５． Ｏｄｅ １８．２〈�Q〉

１６． Ｏｄｅ ２３．２〈Ý*{�〉 １７． Ｏｄｅ ２３．３〈Ý*{�〉 １８． Ｏｄｅ ２５．２〈�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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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１９． Ｏｄｅ ５０．３〈Kb´G〉 ２０． Ｏｄｅ ５３．１〈T�〉 ２１． Ｏｄｅ １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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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ｅ １３１．１〈i�〉（°
fáÆ¦）

２７．
Ｏｄｅ １３２．１〈�B〉（°
ÜáÆ¦）

２８． Ｏｄｅ １３２．２〈�B〉 ２９． Ｏｄｅ １３２．３〈�B〉 ３０． Ｏｄｅ １３３．１〈\P〉

３１．
Ｏｄｅ １３３．２〈\P〉（°
3�Iâ）

３２． Ｏｄｅ １３３．３〈\P〉 ３３． Ｏｄｅ １３４．２〈�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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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F，x@2â�ùz¶óëÕ，ÄÈ�ãÐK¾�85;àá¸]¶1

W«Ó。

ÉCy�ISÐ;áâ§，²~�EG§;áâÓ3¿�：Æ¸ÂIÆá

òà54;âÒ，³¸Æáòà54¾¿Ó9;âÒ，¿¸yÂIÆáòà5

4¾¿;âÒ，1²dËÓLSTÓ¼。

二、 符合一部多元音説的韻段

ÀT4/;EGOP，1²âÒÄ£ÂIÆáòà54，HÜ|Ä&â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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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ï²，��GO§âÒ¡Æâ/Î+Jê，若　�íâ1�/NJ�@âÒ

�â��Ñ：

表格 ４：安大簡《詩經》符合一部多元音説的韻段列表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１．
Ｏｄｅ １．１〈÷®〉
（4áÂI）

２．
Ｏｄｅ １．２〈÷®〉
（4áÂI）

３．
Ｏｄｅ １．３〈÷®〉
（þÿ�âÂI）

４．
Ｏｄｅ ２．１〈̄ °〉
（3�IâÂI）

５．
Ｏｄｅ ３．２〈½.〉
（�áÂI）

６．
Ｏｄｅ ４．１〈±¦〉
（�áÂI）

７．
Ｏｄｅ ６．２〈²j〉
（eáÂI）

８．
Ｏｄｅ ７．３〈OP〉
（HáâÒÂI）

９．
Ｏｄｅ ９．１〈è廣　〉
（4áâÒÂI）

１０．
Ｏｄｅ １６．３〈��〉
（ØáÂI）

１１．
Ｏｄｅ ２０．１〈³*´〉
（eáÂI）

１２．
Ｏｄｅ ２３．１〈Ý*{�〉
（~áâÒÂI）

１３．
Ｏｄｅ ４５．１〈µ¶〉（Ü
áâÒÂI）

１４．
Ｏｄｅ ４５．１〈µ¶〉（f
áÆ¦ÂI）

１５．
Ｏｄｅ ４５．２〈µ¶〉（f
áÆ¦ÂI）

１６．
Ｏｄｅ ４６．１〈¢*·〉
（4áÂI）

１７．
Ｏｄｅ ４７．１〈mq¦|〉
（ÜáÂI）

１８．
Ｏｄｅ ４７．３〈mq¦|〉
（àáÂI）

１９．
Ｏｄｅ ５０．１〈Kb´G〉
（eáâÒÂI）

２０．
Ｏｄｅ １１０．２〈̧ ¹〉（e
áâÒÂI）瑐瑠

２１．
Ｏｄｅ １１４．２〈º»〉（4
áâÒÂI）

２２．
Ｏｄｅ １１５．２〈¼*½〉
（4áÂI）

２３．
Ｏｄｅ １１５．３〈¼*½〉
（eáÂI）

２４．
Ｏｄｅ １１６．２〈bã〉
（4áâÒÂI）

２５．
Ｏｄｅ １１６．３〈bã〉
（fáâÒÂI）

２６．
Ｏｄｅ １１７．１〈¾¿〉（4
áÆ¦ÂI）

２７．
Ｏｄｅ １１７．２〈¾¿〉（d
áâÒÂI）

５４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瑐瑠 Ｏｄｅ １１０．２〈̧ ¹〉;eáâÒR}3“ÀL季，êÁÂÃ\寐。�ÄÅÆ，iµ\棄。”x
�};“Ç”��“■　”（�），JSõ Ｏｄｅ １．２〈÷®〉� １—２;“ÈÇ�b”、“ÈÇ5�”ö
¡。MOP/òí�¶Ä：Æ¸è�lI“■ 　（�）”誤 　×3“Ç”；³¸�};“■ 　”3
“■　（Ç）”b誤　，ui¯É、Ê7st編　：《w@E.«ôsA�（Æ）》（�s：G�"â，
２０１９Æ），Ç ７１。xðv Ｏｄｅ １１０．２〈̧ ¹〉� ７３ ;“Ç”��7âK，+1¨©ª�Ë
åðâ;�wµÇ，�“■　”¡�æ33“Ç”，Æ4;¡，u¨©ª：《ÈwE�W�〈_
À〉â3Æ�》，《è�è¸��》２０２０ ÆÖ １ ×，Ç １７。}~×¡¨~4j。�Ë，�â
ÒBÂ�e0Iâ，6Æáòà54µ�eá。



續　 表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ＮＯ． 出　 　 處

２８．
Ｏｄｅ １１７．２〈¾¿〉（4
áÆ¦ÂI）

２９．
Ｏｄｅ １２２．２〈\P〉（d
áÂI）

３０．
Ｏｄｅ １２３． １〈*Ìb
¢〉（ÜáâÒÂI）

３１．
Ｏｄｅ １２３． ２〈*Ìb
¢〉（�}4áâÒ
ÂI）

３２．
Ｏｄｅ １３１．２〈i�〉（f
áÆ¦ÂI）

３３．
Ｏｄｅ １３１．３〈i�〉（f
áÆ¦ÂI）

　 　 1� ３３�ö÷|ÄâÒÂIK¾�85ëk�v:kâá;«Ó，@«

Ób§;à55³7� ４2Gµö¡，Ä�T�}《_À》;ãÐ，x*¦§ö

÷r©¨H¢Æ¤��。

　 　 （一）簡本 Ｏｄｅ ４７．２〈君子偕老〉的字句差異

Ｏｄｅ ４７．２〈mq¦|〉;�ßR}õ�}*+y¡，u²：

（１）今本：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

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２）簡本：■亓易也。軫■女云，不■■也。玉■象啻也，昜■此也。

古肰天也。

R}tIâÒ¸�á，6次 　IâÒ3fá，@Gfá¶1ùãK¾�85ë

k ／ ｉｎ ／f １áõ ／ ｉ ／f ２ áäÓ;r©，x���}�ß*+y¡，�}\次
　IâÒ;fá，+1}~y¢êùã。瑐瑡

　 　 （二）簡本 Ｏｄｅ １２８．２ ３〈小戎〉的合韻韻段

�};|Ä次　ýõR}*+y¡，1²Í'tI�SâÒ，AÏ�}次　ý

６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瑐瑡 ÎÏÐ×3�};“■　、p”3âK，uÎÏÐ：《〈wE�（Æ）·â3�3�〉âKJ�r
©》，《~Å¸�.》２０２０ÆÖ １０æ，Ç ５３。xH;;Ó¼AyÂIâ�，BÂY�“³
yy¡yðâ，ßÆ;�Æ�yD�ßÓûÖ³�ðâ”，uBÂ：《_Àâ3¬2â3》
（Âà：GslîE.��，２００４Æ），Ç ４６。



xóÓ¼：

（３）Ｏｄｅ １２８．３〈小戎〉：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

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３）wÑ�wE�õR};�ßëýy¡，wE�gý�“A■　Ò縢，ÓÔ■

　■　，_Õ³弓”�}*çxyÖ×â�。yT，MOP/;ß33íßÆW

X，瑐瑢ï�Ny¸~àIâ}，T�ßØGBÂ;《_Àâ3》�3¿ßÆW

X，��（３）;ß3，ï�.Ä4¸~àIâ。

Ïâ�µ4�（３）TØáÓ3~àIâ，§ØáÓ3ÞHIâ。BÂ�

：“ðà5ö6，�à5ö¡6y�v�ä，�âÆö¡，hëIâ。”瑐瑣ÈH

§MN，}~È1ùãK¾�85ëk¾¿;Iââá¸]¾Ïà5ö6�

ö¡;:ñ。

1K¾�85ëkµÇ，�（３）;í�IââÒ\S¸�}�R};ç~

ô�vÎÏà5 ｕ � ｏ ;âá，�ï：“³”�È¿�ｇｌｕｎ ~ ２ á、Ｂ＆Ｓ ¿�
［ｇ］ｕｒ�~�â；“Ù（Ú�Ç）”�È¿�ｄｕｕｌｓ� ２á、Ｂ＆ＳZ¿，6���}�

“■　”�“Û”�È¿�ｄｊｕｎ~ ２á、Ｂ＆Ｓ¿�［ｄ］ｕ［ｒ］�~�â；“Ü”�È

¿�ｑｏｎ、Ｂ＆Ｓ¿�［］ｏ［ｒ］。1�¡�vÎÏà5;âáIâ，Ä�T

�}《_À》;ãÐ。

ÆáÆà54;BÂ��á¿�ｉ、~á¿�ｎ，6f´ÃëkN�

�á¿�ｄ、~á¿�ｎ。B、f³�ðvÝà5  <yKJõâÆ<T

¢�J，+1¶1Ô}《_À》Iâ次　ûb¢;“3�”，x�v��~àIâ;

Ô}ÂN;Þ，ß若　gK¾�85ëk��~áÓ ｕà5，àáÓ ｏà5，

³/µ¡<à§õÎÏ�J，N;ÄÔ}��~àIâ;âÒ。

@次　̧ �（３）§ØáÓ;ÞHIâ，“�”�È¿� ｑｈ、Ｂ＆Ｓ ¿�
ｑｈ（ｒ）；“5”�È¿�ｑｒｍ H １ á、Ｂ＆Ｓ ¿�［ｑ］（ｒ）ｍ。âÆy�v

７４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瑐瑢
瑐瑣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７０。
BÂ：《_Àâ3¬2â3》，Ç ２７。



�ä，x³�;à5µ¡，Ä�T�}《_À》;ãÐ。

（４）Ｏｄｅ １２８．２〈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

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４）*´§âÒ��á�7vGHIâ;“âã¸中，äå¸驂。”��âK

;�}ç~TÆß�“■　”§Æß�“Ù”，+æ¦Âö¡，yÖ×âáÓ¼。@

G“G”�È¿� ｔｕ、Ｂ＆Ｓ¿� ｔｒｕ；“ç”�È¿�ｓｈ ｌｕｕｍ H ３ á、Ｂ＆Ｓ¿

�ｍｓｒｕｍ。âÆy�v�ä，x³�;à5µ¡，Ä�T�}《_À》;

ãÐ。

　 　 （三）簡本 Ｏｄｅ １２３．２〈有杕之杜〉的異文

�Èëk�:k4á¿Ó3 ／ ｕ ／4 １á、／ｗ ／4 ２á、／ ｉｗ ／4 ３á，Ｂ＆Ｓë

kN�:k4á³Ó3 ／ ｕ ／õ ／ ｉｗ ／。ï�âá«Ó;Át，yÄ�TR}o_

;ùã，x�}ç~N¶，u²：

（５）今本：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６）簡本：又■者芏，生於道州。皮君子＝，■肎■遊？■心■之，可■

酓飤之。

�（５）—（６）h³ßõ Ｏｄｅ １２３．１èâ，U��á�，��L��T´ß4áâ

�;r©。1R}�（５）µ4，“j”�È¾¿ ｔｊｗ 4 ２ á、Ｂ＆Ｓ ¾¿ ｔｉｗ；

“é”�È¾¿ｌｕ4 １á、Ｂ＆Ｓ¾¿［Ｎ］ｒｕ，yIóâá«Ó§;à55³。

x�}�（６）�“ì”�È¾¿ｔｊｕ4 １á、Ｂ＆Ｓ¾¿ ｔｕ。若　�，N�}�âÒ

µ3 ／ ｕ ／4 １á，Ä�T�}《_À》;ãÐ。

1�¸wE�}ÂIÆáòà54;âÒ，� ４* ３３�，W+�}LÖ³�Ó

¼;¿�õ}LÖ¿�Ó¼;Æ�，5<* ３７�Ä�T�}《_À》;ã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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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部多元音説在幽覺構擬的分歧

4dá�}2G*¿�7K¾�85ëkò¾¿Ó9，6�¿�yÂ

I�Èëk;âá«Ó，xÂI Ｂ＆Ｓëk;¾¿，u²：

（７）Ｏｄｅ ２３．１〈野有死麕〉：野有死 麕，白茅包之。有女懷 春，吉士

誘之。

�（７）“�”�}�“ê”æëm¦“�”bç=；“Ê”�}�“■　”�“Ê”；“¤”

�}�“■　”æìA，í¦3“¤”bç=；“î”�}�“■　”�“î”。

��~áõ4á_â，L(áv4áâÒ。ö÷â�*“Ê”�È¿�
ｐｒｕｕ4 １á、Ｂ＆Ｓ¿�ｐ ＜ｒ＞ｕ；“■ 　”�³�Z¿，+æ¦Â“ï”�È¿�
ｐｕ ／ ｐｌｕ4 １á、Ｂ＆Ｓ¿�ｐ（ｒ）ｕ；“î”�È¿� ｌｕ 4 １ á、Ｂ＆Ｓ ëk

¿�ｌｕ；“■　（1jÇ）”�È¿�ｌｗ4 ２á、Ｂ＆ＳëkZ¿。瑐瑤

É}“■　（1jÇ）”bË，@2ö÷â�³�µ3 ／ ｕ ／4 １ á，“■ 　”;q~3

“ð”æ“ð”¦。“ð”��Èëk¿� ｌｗ4 ２á、Ｂ＆Ｓëk¿� ｌ［ｕ］。1

R}µÇ�Èëkµ3 ／ ｕ ／4 １ á，x�^�}ç~;“■　”3 ／ｗ ／4 ２ áµ

Ç，�Èëk;â�¾¿Ië ／ ｕ ／、／ ／à5�zµÔ};yDò，6 Ｂ＆Ｓëk

\SR}��}µ3 ／ ｕ ／4á，Ä�Tùã。

（８）Ｏｄｅ ５３．３〈干旄〉：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

�（８）TØ3Uá，§Ø3dá。@GR}“ñ”��}�“■　”3“ñ”�ç=。

R}“[”��}�“■　”，MOP/×3æò■　¦“■　”3“̄ ”�;ä;ç=，

９４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瑐瑤 “■　”�“ó”�《4~》EÊ}�“�ôÇ”，Ò�}�3“1jÇ”，}~ÈÒ�}。uDÄ
�，ÒnÓ�：《4~Ô��》（ÁÂ：¬½õï"Íñ，２００５Æ），Ç ６４９。



Ú“■　”̧ �Õ�>;®ë}�，�“[”N¸8�。瑐瑥 �âÒ§Ø�}*+F

°，âK�·z“̄ ”（[）õ“õ”。

“[”�È¿�ｔｊｕｇd １á、Ｂ＆Ｓ¿�［ｔ］ｕｋ；“̄ ”�È¿�ｄｊｗd ２

á、Ｂ＆Ｓ¿�［ｄ］ｕｋ；“õ（8àÇ）”�È¿�ｋｕｕｇ d １ á、Ｂ＆Ｓ ¿�ｋｕｋ。�

��Èëk ／ ｕｇ ／d １áõ ／ｇ ／d ２áöð，Ië ／ ｕ ／、／ ／à5�zµÔ}，�

}â�;yDò。x Ｂ＆Ｓëkµ3 ／ ｕｋ ／dá，Ä�T�}《_À》;ãÐ。

（９）Ｏｄｅ １２７．１〈駟驖〉：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９）R};“ö”�}�“÷”MOP/×3“÷”�73“ø”ý3“E”，“ö”

îý3“E”，+1“÷”、“ö”¡�3ý，瑐瑦若　gMOP/;4jNªßy�â。

6R};“ù”�}�“■　”æúæû3“ü”bq~，§;¦j3“ù”。��ý

GMOP/;4j，1�};âþ3“ä”õ“ü”（ù）¢êùã。

“ä”�Èëk� ｈｎｊｗ 4 ２ á、Ｂ＆Ｓ ëk� ｎ
。
ｕ；“ü”�Èëk�

ｑｈｌｊｕｓ4 １á、Ｂ＆Ｓ ëk� ｓ． ｔｈ ｕ（）ｓ；“ù”�Èëk� ｑｈ ｌｊｕｓ ／  4 １ á、

Ｂ＆Ｓëk�ｓ．ｔｕｓ。���Èëk ／ ｕ ／4 １ áõ ／ｗ ／4 ２ áöð，Ië ／ ｕ ／、

／ ／à5�zµÔ}，�}â�;yDò。x Ｂ＆Ｓ ëkµ3 ／ ｕ ／4á，Ä�T

�}《_À》;ãÐ。

四、 一部多元音説在歌月元構擬的分歧

ÜØàá7�}2G*��vK¾�85ëkò¾¿Ó9，��2G

*`�yÂI�Èëk;âá«Ó，@2Æ�}3ù*Ñ�。6 Ｂ＆Ｓ ëk;

¾¿N��µÂI，u²：

０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瑐瑥
瑐瑦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３５。
¡�，Ç １０１。



（１０）Ｏｄｅ ２２．３〈江有汜〉：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９）“T”��}�“■　”æÿj¦3“T”;ç=。“Ü”��}�“!”æ�¶

¦3“Ü”;ç=。

R};“T”��È¿3ｋｌｏｏｌ Ü ３ á，@2âK�“"、Ü”&�}ç~

“■　、!”�Èëkµ� ／ ａｌ ／Ü １ á。�G¸4�Èëk;Üá«ÓyIvR

}，xIv�}，6 Ｂ＆ＳëkN\SR}��}ö÷â�¾¿µ3 ／ ａｊ ／ Üá。

（１１）Ｏｄｅ ４７．３〈君子偕老〉：〔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１１）R}“¬#”�}�“ôu”，x若　1�};“u”�3âK，NyI��

âÒ，MOP/[×���3“$”�b%，�3�}“ôu”Ø}3“°u”，b

Tù*Ñ�。瑐瑧 x��若　3“$”�b%，,-“$”��È¿�ｂ·ｒｏｏｎ à ３

á、Ｂ＆Ｓ¿�［ｍ］．ｒｏｎ，µ3ÎÏà5，G�Ï3K¾�85;/Ð，5��

bTuW，ýÚzÑ。

@2âK“&”��~�“■　”æ�Îä¦，3¬~�;“&”；“'”��~

�“■　”MOP/×3¸“諺　”;8~，¶�“'”，�×3“■　”33“Î”。瑐瑨 1

�“&、Î、'、諺 　”Nµ3�Èëk; ／ ａｎ ／à １ á� Ｂ＆Ｓ ëk; ／ ａｎ ／àá�

／ ａｒ ／Üà�â，ÂIÆáòà54。

（１２）Ｏｄｅ １１１．１〈十畝之閒〉：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１２）“6”�}�“肩　”�“6”；“(”�}�“■　”3“)”b8~，《4~·¯

á》“(”�:Ò�,：“8ò83�)�。”瑐瑩

１５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瑐瑧
瑐瑨
瑐瑩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３１。
¡�。
DÄ�，ÒnÓ�：《4~Ô��》，Ç ５９５。



ö÷â�*“6（8(Ç）”�È¿�ｋｒｅｅｎ à ２ á、Ｂ＆Ｓ ¿�ｋｒｅ［ｎ］；“肩　”

�È¿�ｋｅｅｎà ２ á、Ｂ＆Ｓ ¿�［ｋ］ｅ［ｎ］；“(”�È¿�ｇｒｅｅｎ à ２ á、

Ｂ＆Ｓ¿�Ｎｋｒｅ［ｎ］（“ｉｄｌｅ”）。“»（®*Ç）”�È¿� ｓｗ ａｎ à １ á、Ｂ＆Ｓ ¿

�ｓｗｅｎ。

@G�Èëk+ ／ ａｎ ／à １áõ ／ ｅｎ ／à ２á，vR}õ�}µyI。Ｂ＆Ｓë

kµ¿3 ／ ｅｎ ／àá，Ä�TR}õ�}《_À》;ãÐ。

（１３）Ｏｄｅ １１１．２〈十畝之閒〉：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１３）“,”�}�“E”�“,”；“-”�}�“■ 　”33“-”。ö÷â�*

“Ë”�È¿�ｗ ａａｄｓ Ø １ á、Ｂ＆Ｓ ¿�［］ｗ ａ［ｔ］ｓ；“,（�@Ç）”�È¿�
ｌｅｂｓo ２á、Ｂ＆Ｓ¿�ｌａｔｓ；“E”�È¿�ｄａａｄｓØ １á、Ｂ＆Ｓ¿� ｌａ［ｔ］ｓ；

“-”�È¿�ｌｊｅｄｓØ ２á、Ｂ＆Ｓ¿�［ｄ］ａｔｓ。

@G�Èëk+ ／ ａｄ ／Ø １ á、／ ｅｄ ／Ø ２ á、／ ｅｂ ／o ２ á，¾¿9ç�;E，

yT@GâK;“,”æ“D”¦，f´Ã7�S�á（oá）;é.¼�：“å

ò¦�Ç�*fû;Þ¦�®ójCâÆ，¤}《_À》é×GC�'áIC

}。”瑑瑠6D¦ë;�GÊY7HI$，�G¸4�È¾¿“,”3o ２ á¸å

ò¦µÇ;，xôsé×YÀä�ØáC¦（'á）IC}，+1�}�“E”Ä

õ“,”�。

yTG<âþ“,”�*¶é5z;r©，âþ“-”��Èëk»¸¾¿

Ï ／ ｅｄ ／Ø ２á，��õ ／ ａｄ ／Ø １ áöð，ØyÂIR}��};ðâ:ñ，x

Ｂ＆Ｓëkµ¿3 ／ ａｔ ／Øá，vR}��}µI。

（１４）Ｏｄｅ １１４．２〈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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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í§âÒ，Æ§¸ßá�â，Æ§¸õ}~ö÷;Øá。@G“-”

�}�“■　”�“-”；“/”�}�“■ 　”。MOP/×3“0”、“¬”µ¦¶�

“1”；“2”�}�“■　”�“3”¶�“2”。瑑瑡

ö÷â�ï²：“-”�È¿�ｌｊｅｄｓØ ２á、Ｂ＆Ｓ¿�［ｄ］ａｔｓ；“1”�

È¿�ｍｒａａｄｓØ １á、Ｂ＆Ｓ¿�ｍｒａｔｓ；“¬”�È¿�ｍｌａｎｓà １á、Ｂ＆Ｓ

¿�Ｃ．ｍａ［ｎ］ｓ；“Ë”�È¿� ｗ ａａｄｓ Ø １ á、Ｂ＆Ｓ ¿�［］ｗ ａ［ｔ］ｓ；

“2（�4Ç）”�È¿�ｋｒｏｄｓ Ø ３ á、Ｂ＆Ｓ Z¿�/Ç（x Ｂ＆Ｓ *¿“2（�ØÇ）”

ｋｗａｔ）；“3”�È¿�ｓｑｈｗａｄｓØ １á、Ｂ＆Ｓ¿�ｓｑｗｈａｔｓ。瑑瑢

�Èëk;¾¿5+¿�«Ó;âá，ySR}��}ôyÂI。x

Ｂ＆Ｓµ3 ／ ａｎ ／àá� ／ ａｔ ／Øá，Ä�TR}õ�};ãÐ。yT“1”��}�

“■　”若　gMOP/;4j“0”、“¬”µ¦，“0”�3´r�，ÏTà57°�

È¿�ｍｅｅｄ Ø ２ á、Ｂ＆Ｓ¿�ｍｅｔ，ï�NyI。《4~·ÿá》EÊ}�：

“1，6ê�。æÿ，7ä¦。■　，1�yä。”瑑瑣6Ò�}�：“1，6ê�。æ

ÿ¬¦。■　，1�æ7。”瑑瑤È�4“■　”æ¬¦N\Ñ，x4“■　”æ“0”¦Nu

�ý。

5b，�ÈëkÆáòà5;¾¿v�yÂ，x Ｂ＆ＳëkNÄ�TR}õ

�}《_À》;ãÐ。

（１５）Ｏｄｅ １２７．３〈駟驖〉：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１５）*í�âÒ，TØ3àá，§Ø3þá，��(ávàár©。“8”�}

�“■　”æ9:¦3“8”b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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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９３。
9©<�[=lòM Ｂ＆Ｓëk“2”�b¦Â“U”¿3ｋｏｔ{]�>�r©。1U¦�
3Ñ>，À4/?=R}《_À》Ｏｄｅ １４．２〈��〉âK�“@”（�ØÇ）Ｂ＆Ｓ¿3Ｃ．ｋｏｔ，
6R}《_À》Ｏｄｅ １１４．２〈º»〉âK�“2”（�4Ç）æ5 Ｂ＆Ｓ Z¿�5，x1R}《_
À》µ4U¦�;íAâõ¾¿aé»¸�Ï3/Ð。x1wE�《_À》µÇ，��â
K�}�“■　”（3）ö;b²�}�Ä;ðâN;3Dò。
DÄ：《4~Ô�》（Âà：Gá"â，１９６３Æ），Ç ３９。
DÄ�，ÒnÓ�：《4~Ô��》，Ç ７０。



“8”�È¿�ｗａｎà １á、Ｂ＆Ｓ¿�Ｃ．ｗａ［ｎ］；“(”�È¿�ɡｒｅｅｎ

à ２ á、Ｂ＆Ｓ ¿�［ｇ］ｒａ［ｎ］（“ｗｅｌｌｔｒａｉｎｅｄ”）；“;”�È¿� ｋｒｅｅｎ à ２

á、Ｂ＆Ｓ¿�ｋｒ［ａ］ｎ。@G�Èëk+ ／ ａｎ ／à １ áõ ／ ｅｎ ／à ２ á，vR}

õ�}µyI。x Ｂ＆Ｓ ëkNµ3 ／ ａｎ ／àá，Ä�TR}õ�}《_À》;

ãÐ。

1���É�（１１）}3ù*Ñ�bË，@2`�yÂI�Èëk;âá

«Ó。x Ｂ＆Ｓëk;¾¿7�VL;��2G，\SR}��}µI。

五、 一部多元音説在宵藥構擬的分歧

þÿá7�}2G*´�vK¾�85ëkò¾¿Ó9，́ �2G*

¿�yÂI�Èëk;âá«Ó，@2Æ��7:ñuW。6 Ｂ＆Ｓ ëk;¾

¿N´�µÂI，u²：

（１６）Ｏｄｅ １０９．１〈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１６）*í�âÒ，TØ3þá，§Ø3bá，��(ávþár©。“ñ”�}

�“B”；“C”�}�“�”。

ö÷â�“²”�È¿� ｌａａｗ þ １ á、Ｂ＆Ｓ ¿�Ｃ． ｌａｗ；“B”�È¿

�ｒａａｗþ １ á、Ｂ＆Ｓ ¿�［ｇ］ｒａｗ；“�”�È¿� ｇｒｅｗ þ ２ á、Ｂ＆Ｓ ¿

�［Ｎｋ］（ｒ）ａｗ。@G“C、�”³��È3 ／ ｅｗ ／þ ２á@2µ3 ／ ａｗ ／þ １á，

�âÒ;ðâ:ñvR}õ�}µyI，x Ｂ＆Ｓµ3 ／ ａｗ ／þá，Ä�TR}õ

�}《_À》;ãÐ。

（１７）Ｏｄｅ １１３．３〈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

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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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í�âÒ，Æ3ÿá，³3þá，��(ávþár©。“D”�}�

“■　”�“E”bq~；“T”�}�“F”�33“T”；“Z”�}�“■　”�“G”

�î3“Z”�。

ö÷â�“H”�È¿�ｍｒｅｗ þ ２ á、Ｂ＆Ｓ¿�ｍ（ｒ）ａｗ；“D”�È

¿� ｒａａｗ þ １ á、Ｂ＆Ｓ¿�［ｒ］ａｗ；“T”�È¿�ｋｒｅｅｗ þ ２ á、Ｂ＆Ｓ

¿�［ｋ］ ｒａｗ；“F”�È¿�ｑｈａａｗ þ １ á、Ｂ＆Ｓ¿�ｑｈ ａｗ；“Z”�È

¿�ｌａａｗ þ １ á、Ｂ＆Ｓ ¿�［Ｃ． ｇ］ａｗ。@G�Èëk+ ／ ａｗ ／þ １ á

õ ／ ｅｗ ／þ ２ á，vR}õ�}µyI。�Ë，âõ¾¿�yuÔ}�}

“F”�“T”;÷æ。Ｂ＆Ｓ ëkNµ3 ／ ａｗ ／þá，Ä�TR}õ�}《_

À》;ãÐ。

（１８）Ｏｄｅ １１６．１〈揚之水〉：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１８）“I”�}�“■　”ë3“I”。ö÷â�*“I（NJÇ）”�3“vÊ´”3

��35，�È¿�5�ｓｏｏｗ ÿ ３ á、Ｂ＆Ｓ ëkZ¿。x Ｂ＆Ｓ *¿ç3

“I（7dÇ）”�3“Iq”，�5�È¿�ｚｏｏｗ ÿ ３ á、Ｂ＆Ｓ ¿�［ｄｚ］ａｗｋ。

“K（ôdÇ）”�È¿�ｐｏｏｗ ÿ ３á＞ｐａａｗÿ １á、Ｂ＆Ｓ¿�ｐａｗｋ；“à”

�È¿�ｑｏｏｗÿ ３ á、Ｂ＆ＳZ¿；“u（LdÇ）”�È¿� ｒａａｗ ÿ １ á、Ｂ＆Ｓ

¿5［ｒ］ａｗｋ。

@G�Èëk+ ／ ａｗ ／ÿ １ áõ ／ ｏｗ ／ÿ ３ á，vR}õ�}µyI。

Ｂ＆Ｓëk\ÎÏà5;ÿá+1A* ／ ｏｋｗ ／H§5³，�（１８）â�µ¿3 ／

ａｋｗ ／ÿá，Ä�TR}õ�}《_À》;ãÐ。

（１９）Ｏｄｅ １２７．３〈駟驖〉：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１９）*í�âÒ，TØ3àá，§Ø3þá，��(ávþár©。“M”�}

�“■　”MOP/×3æëo¦3“N”bç=，Ú×3“N”、“o”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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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O”。瑑瑥

ö÷â�*“M”�È¿�ｐｒｅｗ þ ２ á、Ｂ＆Ｓ Z¿；“�”�È¿�ｇｒｅｗ

þ ２á、Ｂ＆Ｓ¿�［Ｎｋ］（ｒ）ａｗ。ðR}o_µÇ�âÒ�Èµ� ／ ｅｗ ／þ ２

á、Ｂ＆Ｓµ� ／ ａｗ ／þá，³�dËÂIâá«Ó;ðâ:ñ。

xR}“M”��}ç~�“■　”，�ÈëkN�P¤ ／ ａｗ ／þ １á� ／ ｅｗ ／þ ２

á;r©，ô3“N（]_Ç）”�È¿3ｂｒａａｗþ １á，�}õböð;“�”�È¿

�ｇｒｅｗþ ２á，6R}õ�};âK� Ｂ＆Ｓµ¿� ／ ａｗ ／þáÄ�TãÐ。

Ë，MOP/×3“■　”æëo¦，x“o”�È¿�ｍａａｗ þ １ á、Ｂ＆Ｓ

¿�Ｃ．ｍａｗ，“M”õ“o”¦6â¡yØ�7。AÚðò¦ëóµÇ，“N¦

ë”µ3 Ｐ�¦õyõ ｍ�¦õE�，6“o¦ë”µ3 ｍ�¦õ，yõ Ｐ�

¦õE�，í�¦ë65*�，ì“■　”æo¦6¶�“N”b4;�7:ñ}~

×3ùuWÐ。

六、 一部多元音説在脂質真構擬的分歧

��µ4，K¾�85;3efAA*W«Óy¡à5;âá，«Ó

µ;¸y¡âÆ;âá。H;;Ó�7�Èëkõ Ｂ＆Ｓ ëkG�B*y¡，

xtI¸4ÄõtðâÆâá“cÞ�U”rò¦;�N¿3tðâÆ，+1

“L”�È¿�ｓｉｉｇe ２á、Ｂ＆Ｓ¿�ｔｓ ｉｋe、�á，ô3+æ¦Â;“�”�

È¿�ｓｇCcá，6 Ｂ＆Ｓ ¿�［ｔｓ］ｉｋ e、�á。“Ê”�È¿�ｑｇ c

á、Ｂ＆Ｓ¿�［］ｉｋe、�á，+1¡Uø“Ä”�È¿�ｑｉｓf ２á、Ｂ＆Ｓ¿

�［］ｉｓ。

yTHí�âÆ¸K¾�85�Tò¦ëó&¸��;6µ，1_âµ

4yÄÊ1ÀÓ。÷ví�âÆ+$;JS，�Èëk1¶é5zµ4Ê：

“tIåò¦µÇ，3、f、eá*í�âÆµå：ｉ、ｉ、ｉｇ õｉｌ、ｉｎ、ｉｄ，K�

8§×QR.IÅ3ｉ ／ ｉｊ、ｉｎ、ｉｄ。”瑑瑦Ｂ＆ＳN×3É}5zbË，́ �+S�:

６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瑑瑥
瑑瑦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０２。
�ÈùÉ：《�85ë（Ö³�）》，Ç １６８。



�ÙW}G85ëk�¸¶Ä;Ö×。瑑瑧

å1²A��}《_À》;�Ðµ4，3efí�âÆ7³�ô*+ð;

JS，}~×3bdKôsé×，3ef;tðâÆYÅ�tTâÆ，/5}

5zb§;ðâJS。É}âÆbË，}Lö÷âK�;Cá，K¾�85ë

k�B*y¡，1²�ð�}《_À》¢êùã。

（２０）Ｏｄｅ ６．３〈桃夭〉：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２０）“U”�}�“V”。ö÷â�*“U”�È¿�ｓｒｉｎ f １ á、Ｂ＆Ｓ ¿

�［ｔｓ］ｒｉ［ｎ］fá；“V”�È¿� ｓｈ ｉｉｌ 3 １ á、Ｂ＆Ｓ ¿�［ｔｓｈ］ｊ �á；

“l”�Èëk�ｎｊｉｎf １á，Ｂ＆Ｓëk�ｎｉ［］。

1�ÈëkµÇR}3fáFâ，�}33f�â，µÄ�Tùã。x

Ｂ＆Ｓ ëkR}3 ／ ｉｎ ／õ ／ ｉ ／ðâ，âÆF5á³*ç，H¸ðv“W”、“k”、

“l”¶1E�，+1 Ｂ＆Ｓ �HÜ�¾¿3 ／ ｉ ／，瑑瑨Ú Ｂ＆Ｓ �ｉ ＞ ｉｎ 7

@ëkG¸Æ�aN5z。瑑瑩 yT Ｂ＆Ｓ ëk7$��}ç~�Nòr©，

ô3�}“V”／ ｊ ／�áõ“l”／ ｉ ／fá\Sà5�âÆôyö¡，AZÄ�T

�}《_À》;ãÐ。瑒瑠

（２１）Ｏｄｅ ２５．３〈騶虞〉：〔皮■者〕■，一發五麋。〔于差從■〕

�（２１）3�}K，“■　”³�µZ¿5，5Ï@¦Â“�”µÇ，�È¿�ｋｊｉ

3 ２á、Ｂ＆Ｓëk¿�ｋｉｊ；“X”�Èëk¿�ｍｒｉｌ 3 １ á、Ｂ＆Ｓ ëk¿�
ｍｒ［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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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３２９。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３３１—３３３。
¡�，Ç ２９２。
ÎÏÐ¼ò�};“V”�3“U”�b%;Çj，uÎÏÐ：《〈wE�（Æ）·â3�
3�〉âKJ�r©》，《~Å¸�.》２０２０ ÆÖ １０ æ，Ç ５１。若 　�，��âÒNµ3f
á，Õ��85ëkµÄÔ}��â�，Ｂ＆ＳëkîÄ�T�}《_À》;ãÐ。



�Èëk+ ／ ｉｌ ／3 １áõ ／ ｉ ／3 ２á，Ｂ＆ＳëkN¸µ¿� ／ ｉｊ ／3á，ÂI�

};ðâ:ñ。

（２２）Ｏｄｅ １１０．３〈陟岵〉：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２２）*í�âÒ，T3ßá，§33á，��tI(áv3áâÒ。ö÷â

�*“R”�È¿�ｄｉｉｌ3 １á、Ｂ＆Ｓ¿�ｌｊ�á；“¦”�È¿�ｋｒｉｉｌ3

１á、Ｂ＆Ｓ¿�ｋｒｉｊ3á；“{”�È¿�ｈｌｊｉ3 ２á、Ｂ＆Ｓ¿�ｓｉｊ3á。

�Èëk+ ／ ｉｌ ／3 １áõ ／ ｉ ／3 ２ á，Ｂ＆Ｓ ëkÉ“R”C ／ ｊ ／�áË，@2

µC ／ ｉｊ ／3á。H¸ðváÓt5�Y5;:k3á�，Ｂ＆Ｓ×3å_âDò

¦µÇHÜ�ØC��á，ï：“R、�、>、ø、Z”r。瑒瑡 æ5 Ｂ＆Ｓ �4Ê
ｉ［ｊ］D［ｊ］z7yaN+ð，x�ZxÉ}“3”�，�ó`�ô»¸¾¿

3 ／ ｊ ／�á，yT�“R”C��á，NIÓ¼33�Iâ，�âÒNZïrC3

áµHDò。瑒瑢

（２３）Ｏｄｅ １１８．１〈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２３）“[”�}�“K”�“[”。ö÷â�*“[”�È¿�ｓｉf ２á、Ｂ＆Ｓ

¿�［ｓ］ｉ［ｎ］f １á；“p”�È¿�ｑｈ ｌ’ｉｉｎ、Ｂ＆Ｓ¿� ｌ
。

 ｉ［ｎ］；“l”�È¿

�ｎｊｉｎf １á、Ｂ＆Ｓ¿�ｎｉ［］，³�¾¿µÄÔ}�âÒ;ðâ。

Ｂ＆ＳÄE�;Môu�（２０）Ó¼，6“[”�È¿�ｓｉ，H¸ð }¦Â

“\¦ë”µÇ，Éfá;“\、9、K”r�Ë，�È»�\¦ëG“]^Ç”;

“_、̀ 、a”C�Uáｅ，H-Æµ�Èëk;“\¦ë”G*¿§ëó ／ 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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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瑒瑢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４００—４０２。
÷v“R”�;Cár©，èÆ#TCN¸C3á��áZK，uèÆ#�，b³Ó、=c、
def�：《è¸�85ät》（�s：�sÚÛ��，２０２０Æ），Ç ７１２。



f １á、／ ｉ ／f ２á、／ ｅ ／Uá。@FH�fUö$;�，Ｂ＆Ｓ �*öØ�P，

¿�ｉ（f、Uâá）õｉｋ（e、�âá）。瑒瑣

ÏPµ4 Ｂ＆Ｓëk�Ä�\¦ë¡�È¾¿3ｉ，x“_、̀ 、a”Õ�

Ｂ＆ＳZ¢Æ¤¾¿，ì}~ZÄSÞ。“[”�若　¡�È¿�ｓｉî¶ÙØbg

V;è«¡åø��“ＯＣ [ ｓｊｉｎｇ ＞ ｓｊｉｎ”。瑒瑤 Z¸1}~áâµ4，bd

¤ôsé×�È;f ２áYIÅ3f １á，�ｉ ＞ ｉｎ，+1�（２３）;“[、

p、l”Ä£¼Bðâ。

（２４）Ｏｄｅ １２６．１〈車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２４）“h”�}�“■　”æif¦，3“h”bç=；“8”�}�“ý”。ö÷â

�*“h”�È¿�ｔｉｉｎf １á、Ｂ＆Ｓ¿�ｔ ｉ［ｎ］；“8（Â¹Ç）”�È¿�ｒｅｓ ／
ｒｉｓUá、Ｂ＆Ｓ ¿� ｒｉｓ f、Uâá；“ý（jkÇ）”�È¿�ｍｒｅｓ ／ ｍｒｉｓ

Uá、Ｂ＆Ｓ¿�ｍｒｉｓf、Uâá。

BÂ《_Àâ3》��Òâ�Ó¼3fá，xBÂ§µ4Ê：“‘8’�Dæ

‘8’H¦;�，Øg�廣　l�Uáy�fá。”瑒瑥�G¸4H§âÒBÂ§µ

�ÏfUIâ。

fUE�;�ï�（２３）+T�Èõ Ｂ＆Ｓ ëkô¿�ｉ，+1PS�µ

4bdKôsé×“ý、8”³�;âÆYF»ｉ ＞ ｉｎ ;mz，+1Äõ

fá;“h”ｉｎöð。

（２５）Ｏｄｅ １２６．２〈車鄰〉：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

不樂，逝者其耋。

９５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瑒瑣
瑒瑤

瑒瑥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３２７—３２９。
Ｈｗａｎｇｃｈｅｒｎｇ Ｇｏｎｇ，“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ｌ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ｏ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牶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ｗａｎｇｃｈｅｒｎｇ Ｇｏｎｇ （Ｔａｉｐ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９４．
BÂ：《è¸¸5Á》（Âà：��Ä"Å，２０１０Æ），Ç ５６。



�（２５）“n”�}�“o”æpq¦�“n”；“r”�}�“■ 　”�“F”�，

�“r”。

ö÷â�*“n”�È¿� ｓｈ ｉｇ e ２ á、Ｂ＆Ｓ ¿�［ｔｓｈ］ｉ［ｔ］；“ö”�È

¿�ｒｉｇe ２á、Ｂ＆Ｓ¿�［ｒ］ｉ［ｔ］；“s”�È¿� ｓｍｒｉｇ ＞ ｓｒｉｇ e ２ á、

Ｂ＆Ｓ¿�［ｓ．ｍ］ｒｉ［ｔ］；“r”�Èëk�ｄｉｉｇe ２á，Ｂ＆ＳëkZ¿“r”x@

¦Â“K”¿�ｔｉ［ｔ］ｓ；“F”�Èëk�ｌｉｇ、Ｂ＆Ｓëk�ｍ．ｌｉ［ｔ］。

�Èëkµ3 ／ ｉｇ ／e ２á，Ｂ＆Ｓëkµ3 ／ ｉｔ ／eá，³�ëkdËôÄÔ}

R}&�};ðâ。

（２６）Ｏｄｅ １３１．２〈黄鳥〉：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２７）Ｏｄｅ １３１．３〈黄鳥〉：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

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２８）Ｏｄｅ １３１．１〈黄鳥〉：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Ｏｄｅ １３１《_À·ÑB·i�》7wE�};次　ý3Ö³Ä、Ö¿Ä、ÖÆÄ，}

~Ï�ëýxó。

�（２６）*¿�âÒ，T3ßá，G3eá，fáÆ¦。“t”�}�“u”3

3“t”；“é”�}�“́ ”�“é”：“v”�}�“ö”w´�8"^�“ö”6

“v”3§)�。瑒瑦

�（２７）*¿�âÒ，T3ÿá，G3eá，fáÆ¦。“x”�}�“y”æ

lz¦�“x”；“v”�}�“ö”¡�。

�（２８）*¿�âÒ，T3cá，G3eá，fá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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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w´：《_Àç~}W�Ð》（~û：>Ã"�，２０１３Æ），Ç ２１５。



3“{”；“]”�}�“5”；“c”�}�“�”3“̄ ”bç=�“c”；“v”�}

�“ö”¡�。

��(áveá�S，ö÷â�*“�”�È¿�ｇｗ ｌｉｉｇ e ２ á、Ｂ＆Ｓ ¿

�［］ｗ  ｉ［ｔ］；“ö”�È¿�ｒｉｇe ２á、Ｂ＆Ｓ¿�［ｒ］ｉ［ｔ］。

�Èëkµ3 ／ ｉｇ ／e ２á，Ｂ＆Ｓëkµ3 ／ ｉｔ ／eá，³�ëkdËôÄÔ}

R}&�};ðâ。

七、 一部多元音説在微物文構擬的分歧

�0~á7�}2G*��vK¾�85ëkò¾¿Ó9，�Èëk

;¾¿��ôZÄ�Tùã，6 Ｂ＆Ｓëk;¾¿N��µÄ�T，u²：

（２９）Ｏｄｅ ２．３〈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

�（２９）“C”�}�“■　”�“C”。ö÷â�*“C”�È¿�ｋｌｕｌ ／ ｋｔｕｌ � ２

á、Ｂ＆Ｓ¿�［ｋ］ｗｊ；“P”�È¿�ｑｌ� １á、Ｂ＆Ｓ¿�（ｒ）ｊ。�Èë

k+ ／ｌ ／� １áõ ／ ｕｌ ／� ２á，�âÒ;ðâ:ñvR}õ�}µyI，a©

]1 ／ ｕ ／、／ ／à5�zµÔ}，�}â�;yDò。x Ｂ＆Ｓ µ3 ／ ｊ ／�á，Ä

�TR}õ�}《_À》;ãÐ。

（３０）Ｏｄｅ ５．１〈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３０）“�”�}�“�”33“�”。“«”�}�“■　”å�■　（�）¦，MOP/

×3¶33“«”。瑒瑧 yT“�”õ“«”¦6â6，6Ú“■　”¶Ä¸§å¦Â�

“�”（�bq~）õ“~”µ¦，+1ÎÏÐ×3“■　”�ØCfá�~áùu

１６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瑒瑧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７８。



WÐ。瑒瑨

BÂ��âÒÓ¼3~á，ö÷â�*“�”�È¿� ｓｒｉｎ f １ á、Ｂ＆Ｓ

¿�ｓｒｒ�~�â；“«”�È¿� ｔｊｎｓ~ １á、Ｂ＆Ｓ¿� ｔｒｓ�~�â；

“■　”（�）�È¿�ｒｉｎf １á、Ｂ＆Ｓ¿�（ｍ．）ｒ［ｎ］~á。

�Èëk*+y¡，�È�“�”Cf １á¸ô3@�L¦ëÆÓ3³，m

z3G8¿r�â;¿3 ／ ｉｎ ／f １á；mz3´rLâ;� ／ｎ ／~ １ á，+1

“L（�TÇ）”�È¿�ｓｎ~ １á。

f~Iâ7《_À》2GAyJ遍　，·¿�3 Ｏｄｅ ５７．４〈�l〉、Ｏｄｅ １９２．１３

〈¼Ø〉、Ｏｄｅ２４７．８〈¿c〉。瑒瑩 ã��¼�;<<f~Iâ;次　ûK《¬2》

�å�ÖKíèàÇ+S，+1¶1×Kôsé×;f~Iâ¸¶à;I

â。瑓瑠 若　�，�Èëk;f~Iâ，1&BÂõ Ｂ＆Ｓëk;~áFâô¶1Ô

}�âÒ;ðâò�。

（３１）Ｏｄｅ ２０．３〈摽有梅〉：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３１）“�”�}�“¿”3}�；“,”�}�“�”�“,”。

ö÷â�*“¿”�È¿�ｋｄｓ0 １á、Ｂ＆Ｓ¿�［ｋ］［ｔ］ｓ；“�”�È

¿�ｕｄｓ ／ ｌｕｄｓ0 ２á、Ｂ＆Ｓ¿�［］ｗ［ｔ］ｓ。�Èëk+ ／ｄ ／0 １áõ

／ ｕｄ ／ 0 ２á，�âÒ;ðâ:ñvR}õ�}µyI，Ië ／ ｕ ／、／ ／à5�zµÔ

}，�}â�;yDò，x Ｂ＆Ｓµ3 ／ ｔ ／0á，Ä�TR}õ�}《_À》;ãÐ。

（３２）Ｏｄｅ ２４．３〈何彼襛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

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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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瑓瑠

ÎÏÐ：《〈wE�（Æ）·â3�3�〉âKJ�r©》，《~Å¸�.》２０２０ ÆÖ １０ æ，
Ç ５４。
Ｏｄｅ ２６９．２〈�~〉»*Æ�¸f~UIâ，xy¸ÖF;f~Iâ，��ýy<。
ã��：《8~�¦Âzjõ�85ëk��》，Á�øùE.s~.ë�XS~，２０２１
Æ，Ç ９—１０。



�（３２）“�”�}�“�”æòY¦，¡“�”。ö÷â�*“�”�È¿�ｍｒｎ

~ １ á、Ｂ＆Ｓ ¿� ｍｒｕｎ；“Y”�È¿� ｈｍｎ ~ １ á、Ｂ＆Ｓ ¿�
ｍ
。

ｕ［ｎ］；“D”�È¿� ｓｕｕｎ ~ ２ á、Ｂ＆Ｓ ¿�［ｓ］ｕ［ｎ］。�Èëk+

／ｎ ／ ~ １áõ ／ ｕｎ ／~ ２á，�âÒ;ðâ©¸ ／ ｕ ／、／ ／à5�z，�}â�;

yDò，x Ｂ＆Ｓµ3 ／ ｕｎ ／~á，Ä�TR}õ�}《_À》;ãÐ。

（３３）Ｏｄｅ ４９．２〈鶉之奔奔〉：鵲之彊 彊，鶉之奔奔。人之無 良，我以

爲君。

�（３３）*í�âÒ，ßáõ~á_â。“�”�}�“a”õ“�”5��6。�

�(áv~áâÒ，ö÷â�*“�”�È¿�ｐｎ~ １á、Ｂ＆Ｓ¿�ｐｕｒ

�~�â；“m”�È¿�ｋｌｕｎ~ ２ á、Ｂ＆Ｓ¿�Ｃ．ｑｕｒ �~�â。�Èëk

+ ／ｎ ／~ １áõ ／ ｕｎ ／~ ２á，／ ｕ ／、／ ／à5�z，R}õ�}â�ôyDò，x

Ｂ＆Ｓµ3 ／ ｕｒ ／�~�â，Ä�TR}õ�}《_À》;ãÐ。

（３４）Ｏｄｅ １１２．３〈伐檀〉：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３４）“�”�}�“�”æãí¦，�“�”；“�”�}�“■　”æ9ê¦3“�”

�ç=；“�”�}�“ê”MOP/×3¶�“�”，5}~×3³�¦6â¡，

�7:ñuW；“4”�}�“■　”MOP/×3æ�m¦，¶�“4”，5}~×

3³�¦6â¡，�7:ñîuW。瑓瑡

yTúGâá¾¿µÇ;�，1�âK�\SR}��}ôÂIÆáò

à54;Óâ，ö÷â�*“�”�È¿� ｒｕｎ ~ ２ á、Ｂ＆Ｓ ¿�［ｒ］ｕ［ｎ］；

“�”�È¿�ｌｊｕｎ ~ ２ á、Ｂ＆Ｓ ¿� ｓ． ｄｕｒ �~�â；“�（ÚïÇ）”�È¿

３６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瑓瑡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２２。



�ｄｕｕｎ~ ２ á、Ｂ＆Ｓ Z¿，1+æ¦ÂµÇ“í（ÚïÇ）”�È¿� ｄｕｕｎ ~ ２

á、Ｂ＆Ｓ¿�［ｄ］ｕｎ；“�”�È¿� ｒｕｎ ~ ２ á、Ｂ＆ＳZ¿；“�（CºÇ）”�È

¿�ｋｈ ｒｕｎ ~ ２ á、Ｂ＆Ｓ ¿�ｋｈ ｒｕｎ；“ê”�È¿�ｋｒｕｎ ~ ２ á、Ｂ＆Ｓ ¿�
ｋｒｕｎ；“�（BºÇ）”�È¿�ｄｊｕｎ~ ２ á、Ｂ＆Ｓ ¿�［ｄ］ｕｒ �~�â；“ê”�

È¿�ｋｒｕｎ ~ ２ á、Ｂ＆Ｓ ¿�ｋｒｕｎ；“4”�È¿� ｓｕｕｎ ~ ２ á、Ｂ＆Ｓ ¿�
［ｓ］ｕ［ｒ］�~�â；“m”�È¿�ｋｌｕｎ~ ２á、Ｂ＆Ｓ¿�Ｃ．ｑｕｒ�~�â。

1�Õ��Èëkµ3 ／ ｕｎ ／~ ２ á，6 Ｂ＆Ｓ 3 ／ ｕｎ ／~á� ／ ｕｒ ／�~�â，

³�µÄ�TR}õ�}《_À》;ãÐ。

（３５）Ｏｄｅ １２９．２〈蒹葭〉：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３５）“�”�}�“■　”�“�”；“�”�}�“■　”æã■　¦3“�”bç=�

“�”；“�”�}�“�”�“�”。

�âÒBÂ¼33�Iâ，ö÷â�*“V”�È¿� ｓｈ ｉｉｌ 3 １ á、Ｂ＆Ｓ

¿�［ｔｓｈ］ｊ；“�”�È¿�ｈｌｌ � １ á、Ｂ＆Ｓ Z¿，1+æ¦ÂµÇ“U”

�È¿�ｈｌｌ� １á、Ｂ＆Ｓ¿�ｑｈｊ；“¦（�gÇ）”�È¿�ｋｌ� １á、Ｂ＆Ｓ

¿�ｋｊ；“�”�È¿�ｍｒｉｌ3 １á、Ｂ＆ＳZ¿，1+æ¦ÂµÇ“j”�È¿
�ｍｒｉｌ3 １á、Ｂ＆Ｓ¿�ｍｒ［］［ｒ］�~�â；“�”�È¿�ｍｌ � １ á、
Ｂ＆Ｓ¿�ｍｊ；“�（Ã Ç）”�È¿�ｓｌｉｉｌ3 １á、Ｂ＆Ｓ¿�［ｔｓ］ｊ。

�Èëk\SR}��}µ+ ／ ｉｌ ／3 １ áõ ／ｌ ／� １ á，̧ 3�Iâ;�

F。6 Ｂ＆ＳëkÉ�}F°;“¡”�bË，�@2ö÷â�rC3 ／ ｊ ／�á

� ／ ｒ ／�~�â;âá，1�}+zâÒµ4ðâ:ñNe3ö6。x1R}

µÇ“¡（Î�Ç）”��È¿�ｄｉｌ3 １á，Ｂ＆Ｓ¿�［ｄ］ｒｉｊ，ï�Æµ Ｂ＆Ｓëk

N33�Iâ，yï�}Dò，5�}°FZ¶ãÐ。

八、 一部多元音説在緝侵構擬的分歧

mHá;âÒ;f，*÷Æáòà547mH¾¿;Ó9·Æ�，ÚáÓ

４６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â�F°，u²：

（３６）Ｏｄｅ １３２．１〈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３６）ö÷â�*“B”�È¿�ｐｌｕｍH ３á、Ｂ＆Ｓ¿�ｐｒｍ；“ß”�È¿

�ｇ·ｒｍH １á、Ｂ＆Ｓ¿�［ｒ］ｍ。

�Èëk+ ／ｍ ／H １áõ ／ ｕｍ ／H ３ á，]1à5�zÔ}，;yÂR}

õ�};ðâ:ñ。6 Ｂ＆Ｓëk��âÒµ¿� ／ ｍ ／Há，Ä�TR}õ�

}《_À》;ãÐ。

九、 不符合韻部細分的韻段

Æáòà5�:k�8âá;4d、þÿ、mH、os、�0~、ÜØàô³

Ó�/¿Ó，ðT~;}OõÓ¼µÇyfâÒ¶1�TR}��}《_À》

;ãÐ，yTù*�§âÒ，K¾�85\j�TãÐ，ÓR74d、ÜØà、m

H2G，�u²~ST。

　 　 （一）與幽覺相關的韻段

（３７）Ｏｄｅ ２１．２〈小星〉：嘒〔彼小 星〕，維參與昴。肅肅宵 征，抱衾與

裯，寔命不猶。

�（３７）*“¢”�}�“£”�“¢”；“¤”�}�“¼”�“¤”；“¥”�}�

“■　（¦）”。

��Uáõ4á_â，L(áv4áâÒ。ö÷â�*“£”�È¿�
ｍｒｕｕ4 １ á、Ｂ＆Ｓ ¿�Ｃ．ｍｒｕ；“¢”�È¿�ｍｒｕｕ 4 １ á、Ｂ＆Ｓ ¿�
ｍｒｕ；“¦（ÎðÇ）”�È¿�ｄｕ4 １á、Ｂ＆ＳZ¿“¦”x+æ¦Â“§”�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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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ｊｕ 4 １ á、Ｂ＆Ｓ ¿�［Ｎｔ］ｕ；“¥（ÎáÇ）”�È¿� ｄｗ 4 ２ á、

Ｂ＆ＳZ¿，+æ¦Â“j”�È¿� ｔｊｗ 4 ２ á、Ｂ＆Ｓ ¿� ｔｉｗ。�È“̈ 、

i（1jÇ）”¿3ｌｕ4 １á，6“i（�©Ç）”¿�ｋｌｕｓ4 １á。Ｂ＆ＳëkZ¿“̈ ”

x*¿“i（1jÇ）”
［（ｒ）］ｕ。

É}“¥”bË，@2ö÷â�³�µ3 ／ ｕ ／4 １ á，�Èëk;j¦ëÉ

}Ær�¿3 ｕｗ ＞ ｕ bË（ï：“ª（ç«Ç）”）@2³¿´r;��Èµ¿�

／ｗ ／ 4 ２á，Ｂ＆ＳëkA*¾¿j¦ë;Ær�，+1j¦ërôC�@ë

k²; ／ ｉｗ ／4á，yTí�¾¿ôyÄÔ}��ðâ，ô3@Éâ�ô¸ ／ ｕ ／

à5，¿3 ／ｗ ／� ／ ｉｗ ／ôyÄÔ}��ðâ。瑓瑢

（３８）Ｏｄｅ １２８．１〈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

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３８）“"”�}�“■　”�“"”；“¬”�}�“■　”�“¬”；“”�}�“®”

3“”bç=；�}�“■　”æò¯ä¦3“o”bç=；“°”�}�“■　”（�

;BF）æ¦■　¦3“±”b>=�“°”。“²”�}�“³”MOP/Ñ33

“́ ”，瑓瑣xÎÏÐ×333“́ ”Njâ，¶Ä�}�“³”3“■　”b%。瑓瑤 æ5

�}+�Ø;“²”�}3uW，x1ðâ:ñµ4，µ<»¸vá�b*¶

Ä，yÖ×��Ó¼。

�（３８）TØBÂÓ¼34vIâ，§ØeáFâ，L(áv4vIâbâ

Ò。ö÷â�*“"”�È¿�ｑｈ ｌｊｗ4 ２á、Ｂ＆Ｓ¿�ｓｋｉｗ；“■　”�³�

Z¿，+æ¦Â“j”�È¿� ｔｊｗ 4 ２ á、Ｂ＆Ｓ ¿� ｔｉｗ；“¬”�È¿�
ｔｗ4 ２á、Ｂ＆ＳZ¿，5+æ¦Â“¶”�È¿� ｔｊｗ 4 ２ á、Ｂ＆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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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瑢

瑓瑣
瑓瑤

èÆ#TC�“¥（ÎáÇ）”¿� ｄｒｊｕ ÄÂI�âÒ;ðâ，yT@¦Â“j”2éN¿�
 ｔｊｉｗ，uèÆ#�，b³Ó、=c、def�：《è¸�85ät》，Ç ６７０。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０４。
ÎÏÐ：《〈wE�（Æ）·â3�3�〉âKJ�r©》，《~Å¸�.》２０２０ ÆÖ １０ æ，
Ç ５２。



ｔｕ；“”�È¿�ｋｈｏ、Ｂ＆Ｓ¿�［ｋ］ｈ（ｒ）ｏ。

BÂ��（３８）; Ｏｄｅ １２８．１〈V¶〉TØÓ¼34vIâ，¶1ÙØ Ｏｄｅ

１２８．３〈V¶〉TØ;~àIâ，��¡�（３）;ST，MOP/Þ3íßÆW

X，xØGBÂ《_Àâ3》�3¿ßÆWX，ï�.¸4vIâ。

èÆ#¼�>¤ Ｏｄｅ １２８．１〈V¶〉若　Ó¼34vIâN�Äâ�yDò，

+1è~;Ó¼¸�Tíß“V¶·收，̀ ¸Î輈。”Ó¼34áâÒ，@2â

�“、o、°、²、n、e、�”Ó¼3ve�â。瑓瑥 xH;;Ó¼*í§r©，

Æ¸èÆ#2é�“"”¿�ｘｊｉｗ、“¬”¿� ｔｒｊｕ Ó�:k4á;í§V�，

yÂIÆáòà5;¾¿，�}�¡;*�r©。³¸èÆ#�v Ｏｄｅ １２８

〈V¶〉;â�Ó¼¿Äôy¡，�G¸4è~y×3 Ｏｄｅ １２８．１〈V¶〉;â�

IÙØ Ｏｄｅ １２８．３〈V¶〉，¤¿G6¹}ÆÄ，¹Äâ�y]�Ø�ÙØ。y

T�}《_À》;次　ý¸ÖÆÄ、Ö¿Ä、Ö³Ä，,- Ｏｄｅ １２８．１〈V¶〉Gõ

Ｏｄｅ １２８．３〈V¶〉*(，â�ÙØ;¶ÄJGEEòÖ。�G¸4}~×3Ù

^R}õ�}µÇ，BÂ《_Àâ3》;Ó¼�;¶à。

,-1�（３８）4vIâ;âÒµ4，�Èëk+ ／ ｉｗ ／4 １ áõ ／ ｏ ／vá，

6 Ｂ＆Ｓëk+ ／ ｉｗ ／4á、／ ｕ ／4á、／ ｏ ／vá，³�ôyÄ�T�}&R}《_

À》;ãÐ。

　 　 （二）與歌月元相關的韻段

（３９）Ｏｄｅ １１２．１〈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３９）“º”�}�“»”MOP/Ñ3“º”�ç=；瑓瑦“T”�}�“■　”æv■

７６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瑓瑥
瑓瑦

èÆ#�，b³Ó、=c、def�：《è¸�85ät》，Ç ７２０—７２１。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２０。



　（¼）¦，�“T”；“½”�}�“■　”MOP/×3æ¾■　ä¦，�“½”；瑓瑧“¿”

�}�“À”�“¿”；“Á”�}�“■ 　”æûÂä¦，3“Ã”�ç=，¡“Ä”，

“M”¦�¶�“Á”；“Ê”�}�“Å”�“Ê”。

ö÷â�*“º”�È¿�ｄａａｎà １á、Ｂ＆ＳZ¿，6+æ¦Â“Æ”�È

¿�ｔａａｎà １á、Ｂ＆Ｓ¿� ｔａｎ；“»”�Zu³�¾¿，6+æ¦Â“V”

�È¿�ｔａａｎｓà １á、Ｂ＆Ｓ¿�ｔａｎｓ；“T”�È¿�ｋａａｎà １á、Ｂ＆Ｓ¿

�ｋａｒÜà�â；“¼（8ÚÇ）”�È¿�ｋｒａａｎｓà １á、Ｂ＆Ｓ¿�［ｋ］ｒａ［ｎ］ｓ

（ｒｈｙｍｅｓ ａｓ ｉｆ ［ｋ］ｒａ［ｎ］）；“½”�È¿� ｒｅｎ à ２ á、Ｂ＆Ｓ¿�［ｒ］ａ［ｎ］；

“■　”�È¿�ｂ·ｒｏｏｎà ３á、Ｂ＆Ｓ¿�ｍ．ｒｏ［ｎ］；“¿”�È¿�ｄａｎà

１ á、Ｂ＆Ｓ ¿�［ｄ］ｒａ［ｎ］；“À”�È¿� ｔｈ ａａｎ à １ á、Ｂ＆Ｓ ¿�
［ｔｈ］ａ［ｎ］；“Á（Ù~Ç）”�È¿�ｑｈｏｏｎ à ３ á、Ｂ＆Ｓ¿�ｑｗｈ ａｒ Üà�â；

“Ã”�È¿�ｗａｎà １á、Ｂ＆ＳZ¿，+æ¦Â“M”�È¿�ｗａｎà １á、

Ｂ＆Ｓ¿�ＮｗａｒÜà�â；“Ê”�È¿�ｓｈａａｎà １á、Ｂ＆ＳZ¿，¡¦Â;

“Ç”�È¿� ｓｈ ａａｎｓ à １ á、Ｂ＆Ｓ ¿�［ｔｓｈ］ａｒｓ Üà�â；“Å”�È¿�
ｚｌｅｎｓà ２ á、Ｂ＆Ｓ Z¿，+æ¦Â“È”�È¿� ｚｌａａｎ à １ á、Ｂ＆Ｓ ¿�
［ｄｚ］ａ［ｎ］。

Eòâ�³�ô¾¿3 ／ ａｎ ／à １ á，yT*¿§r©ÒI�S，Æ¸âK

“Á（Ù~Ç）”��È¿�ÎÏà5;ｑｈ ｏｏｎ，x�È;H§¾¿aé*r©，ô

3ã���“~¦ë”õ“É¦ë”òÄE�，�È;¾¿AyÂIäæ:ñ，

+1“~¦ë”õ“É¦ë”;I�µåØÊ¸ÎÏtð¦õ6UÎÏà5。瑓瑨

³¸âK“Å”��È¿� ｚｌｅｎｓ õòûâ�&@¦Â“È”ôyöI，aé

“Å”�ØÊ¸ ／ ａｎ ／à １á6U ／ ｅｎ ／à ２á。

Ö¿§¸btI;r©，�}æ¾■　ä¦;“■　”�R};“½”，�G¸4

ÎÏà5¶1õUÎÏà5E�，#@“■　”3µõI�¿r�，1ÎÏà57

°µ4，t5õY5;I�µåZÄ¸ÎÏà5，6“½”̧ µ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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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i¯É、Ê7st編　：《w@E.«ôsA�（Æ）》，Ç １２０。
ã��：《8~�¦Âzjõ�85ëk��》，Á�øùE.s~.ë�XS~，２０２１
Æ，Ç １６９。



ZÄ¸UÎÏà5。�}æ¾■　ä¦;“■　”¶�R};“½”�vÆáòà5

4¸y¶{|;/Ð。

÷vH§r©ÝM�Ëò“■　”õ■　ä¦\÷;4j。ÝM~,：“7¬

�G‘■　’y�êàáÏjà5ｏｎ ;6�êUÏjà5ａｎ �ｅｎ ;µõ

�，ï｛Ì｝｛½｝。”瑓瑩若　�，�（３９）�};“■　”GÎ+�R};“½”，�âÒ7

Ｂ＆ＳëkGr3 ａà5，y�w/ÎÏà57°。x4/ÑvÆ«»r©，

� “Ì”Ｂ＆Ｓ¿�［ｒ］ｅ［ｔ］ｓ，“½”Ｂ＆Ｓ ¿�［ｒ］ａ［ｎ］，Hí§øô¶1ë

“■　”�ê，ß若　“Ì、½、■　”b6;÷æ�v�5äæ，aéGy�vTà57

°。�vH§r©4/ýÚzÑ，ì��Øó��L“yÂIâá«Ó;â

Ò”2G。

　 　 （三）與緝侵相關的韻段

Ï5âÆ;âáðvyBëµ2âK�，âKëÕj;èë·1FË

µ，+1BÂ¸ëò¦µ[K“#”õ“D”;¾¿，�ò¤}�á�fÚY$

;r©。瑔瑠 6f´Ã7¾¿mH、�s;áÓ�¸ëò¦µ¾¿âÆõI�

�;mz。瑔瑡 Ｂ＆Ｓ�¸ëò¦，A¢Æ¤ëøå��µ$�Ï5âÆ;

�，6Ú�9×Ï5âÆ;âá*yfâ;�q。÷vH§r© Ｂ＆Ｓ �

ç~; ｏｒａｎｇｅH§ø，4ÊQ;øÍòÎ¢，x¡5ø¯f，+1ë3âK

éZÄ¡ÉðâMN。瑔瑢 56}~;tIb;¸ðwE�《_À》µ��K

4，6ðâ:ñïÙ¡É？¡É;:ñ3Ù？AU}~tIb;。5b，ð�

}《_À》µÇ，*¿�yÂÆáòà54;¾¿，u1²Ó¼。

９６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ÝM�Ë：《¾¿�85Ｋｒ：1〈wE�〉“■ 　”3�》，《¦âSú》２０２２ ÆÖ ２８ æ，Ç
１０６。
BÂ：《è¸Áû（Hx}）》（Âà：Gá"â，２０１０Æ），Ç １０８—１０９。
f´Ã：《�85��》，Ç ４３—４５、５６—５８。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４２５—４２６。HI4;
¸ðâ;Ñ¸��; ｆｕｌｌ ｒｈｙｍｅ，�G¸H5、à5、âÆôIö¡;â，+1 Ｂ＆Ｓ�Ä
Ï ｏｒａｎｇｅ（Ð）ðâ;Z*Ñuø ｓｐｏｒａｎｇｅ（ÒqÓ）。Æ�ðâ;Ñ¸¡ÉtO;
ｐａｒａｒｈｙｍｅ，ÔDà5ö®ðâ，+1 ｌｏｚｅｎｇｅ（Õ;）æ5Ï ｏｒａｎｇｅ（Ð）;à5y¡，x¶
1¡É:ñðâ。



（４０）Ｏｄｅ ５．３〈螽斯〉：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４０）“Ö”�}�“■　”åÿ^¦33“Ö”；“×”�}�“ô”33“×”。

ö÷â�*“Ö（q�Ç）”�ÈZ¿�/Ç、Ｂ＆Ｓ ¿� ｓ． ｑｒｉｐ，x+æ¦Â

“Ø（q�Ç）”�È¿�ｓｉｂ ＜ ｓｋｉｂ m ２ á；“̂ ”�È¿� ｌｊｕｂ m ３ á、Ｂ＆Ｓ

¿�ｓｗｐ；“×”�È¿� ｄｉｂ m ２ á、Ｂ＆Ｓ ¿�［ｄ］ｒｉｐ；“ô”�È¿�
ｔｊｉｂm ２á、Ｂ＆Ｓ¿�［ｔ］ｉｐ。

R};â�³�¾¿µÄ�Tùã，xtIr©7“Ö”�}�^¦�

“■　”;r©�。“̂ ”�;¾¿，�Èëk�^¦�;´r¿3 ／ｂ ／m １ á

（ï：“Ù、Ú”）@2��ô¸ÎÏà5。6 Ｂ＆Ｓ7¾¿“̂ ”�é4Êｓｗｐ

（ｗｉｔｈ ｒｏｏｔ ｗｐ ‘ｗｉｎｇ’？）Q¶Ä¸Ï“Û”ｗ ｒｐ <*øå÷æ，+1¿�

／ ｐ ／ má，xð�}µÇ，³�¾¿ô\j�Tðâ:ñ;ùã。

（４１）Ｏｄｅ ２０．２〈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４１）“¿”�}�“Ü”3“Ý”（Ù）bä;，33“¿”。ö÷â�*“¿”�

È¿�ｓｏｏｍ s ３á＜ ｓｕｕｍH ３á、Ｂ＆Ｓ¿�ｓ．ｒｕｍ；“Ù（+RÇ）”�È¿�
ｓｒｕｍH ３ á、Ｂ＆Ｓ ¿� ｓｒｕｍ；“R”�È¿� ｋｒｍ H １ á、Ｂ＆Ｓ ¿�
［ｋ］ｒ［］ｍ。　

ð�}�R}µÇ，³�ôòÎÏà5 ／ ｕｍ ／õUÎÏà5 ／ｍ ／�

／ ｍ ／ öð;JS，èÆ#TC�“R”�âõ¾¿3 ／ ｍ ／�*�r©。瑔瑣

K¾�85ëk�:kHáÓ ／ ｕｍ ／;PðÉ}ÎÏà57°õ#á¾

¿bË，»È�µÔ}GHIâ;âá，�ï Ｂ＆Ｓ G�Há¿3 ／ ｕｍ ／¶1

4Êõ ／ ｕ ／Gá�ð。瑔瑤 Kv��â;JS Ｂ＆Ｓ;Ô}¸：“ｕｐ Dｕｍ，

Æ�JS²QRõｐDｍF»IÅ，ô�Þ·�KßÜ�f¼�v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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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瑣
瑔瑤

èÆ#�，b³Ó、=c、def�：《è¸�85ät》，Ç ６７０。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４３２。



Dｕｍ。”瑔瑥+1«Ó;ÐÈNàáò¦�¡Uø;WÐ。yT1ðâ:ñµ

4，K¾�85ëkµâ，ZÄ�TãÐ。

（４２）Ｏｄｅ １２８．２〈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

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４２）*´§âÒ，��á�7vmá;“}âb合，ã1ä軜。�Cmq，å

@7邑。”“I”�}�“■　”ææ■　（I）¦�“I”；“ç”�}�“D”�“ç”。

ö÷â�*“I（vèÇ）”�È¿�ｇｕｕｂm ３á、Ｂ＆Ｓ¿�ｍｋｏｐ�á（o

á）；“ç”�È¿� ｎｕｕｂ m ３ á、Ｂ＆Ｓ Z¿，x+æ¦Â“#”Ｂ＆Ｓ ¿�
ｎ［ｕ］ｐｓ；“D”�È¿� ｎｕｕｂ m ３ á、Ｂ＆Ｓ ¿� ｎ［ｕ］ｐ；“é”�È¿�
ｑｒｂm １á、Ｂ＆Ｓ¿�ｑ（ｒ）［］ｐ。

�âÒ�Èëk+ ／ｂ ／m １ áõ ／ ｕｂ ／m ３ á，6 Ｂ＆Ｓ ëk+ ／ ｐ ／má、

／ ｕｐ ／ má、／ ｏｐ ／�á（oá），R}õ�}µâ。É}âbË，³�ëk7

â�¾¿�»òí§r©，Æ¸“I”�;Cá，³¸“é”�;¾¿。

１． “合”字歸部問題

“I”�G8*í§/Ç，Ó�¸“I（vèÇ）”�È¿�ｇｕｕｂ m ３ á、Ｂ＆Ｓ

¿�ｍｋｏｐ�á（oá），Æ¸“I（8êÇ）”�È¿�ｋｕｕｂ m ３ á、Ｂ＆Ｓ ¿

�ｋｏｐ�á（oá）。

í§“I”��ÈëkôCm ３ á，x Ｂ＆ＳëkôC�á（oá）。å《_

À》ëÕµÇ“I”�2Cmá，ô3õI¦ëö÷;â�ô¸má，HÜâ�

â�*：Ｏｄｅ １２８．２〈V¶〉“I、ç、é”；Ｏｄｅ １６４．７〈Bë〉“I、ì”；Ｏｄｅ ２３６．３

〈EÊ〉“�、I”；Ｏｄｅ ２５４．２〈í〉“æ、î”。

³�ô¿3ÎÏà5¸ô3“I”õ“�”<*øå÷æ3Æ=¡Uø。《4

~·�á》：“�，I�。æï，æ¼ä。¼，¬�。ð�b�µæ�。 ，8~

１７重新驗證新構上古音系統的一部多元音説　

瑔瑥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４３１。



�ï�。”瑔瑦6“�（iËÇ）”̧ G8ðõI�Ærñâ�，ð#á¾¿òô}ÎÏ

à5;ú°，+1�Èëk¿�ｇｏｏｂｓo ３á、Ｂ＆Ｓëk¿�ｍｋｏｐｓ，öØ

;¡Uø“I（vèÇ）”�G¿�ÎÏà5。

56�ÈëkóvÂI《_À》ðâ，+1�“I¦ë”;�¿�ｇｕｕｂ C

�m ３á，Kv“I、�”;øå÷æ，æZu�È~4Ê，x¶[×¸1 ｕ、ｏà

5�zµÔ}，�G¸4ÎÏà5; ／ ｕｂ ／m ３á� ／ ｏｂ ／o ３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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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ｍｋｏｐ ＞ ｈｏｐ ＞ ｈ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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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ｍｋｏｐｓ ＞ ｈｗａｊＨ ＞ ｈｕì ‘相會，開會’

會 ｋｏｐｓ ＞ ｋｗａｊＨ ＞ ｋｕｉ ‘計算（動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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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邑”字構擬問題

“é”�èÆ#TC¿�（ｒ）ｊｕｐÎÏà5;má，瑔瑨H;Q7�（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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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3Ýà5;máｑ（ｒ）［］ｐ，H¸ðvé¦ë2G*§“ô”��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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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瑦
瑔瑧
瑔瑨

DÄ�，ÒnÓ�：《4~Ô��》，Ç ２２５—２２６。
èÆ#、Ê+Ë�，µs}、�í、B~��：《�8è¸K¾¿》，Ç ４３９—４４０。
èÆ#�，b³Ó、=c、def�：《è¸�85ät》，Ç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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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瑩 �ÈùÉ：《�85ë（Ö³�）》，Ç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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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２０２２Æ １Ø １０A�}~)_×ÕAv ２０２２Æ ６Ø ２３A"¤[=�

TÛñ。}~©����SlfJ�L»&ðl�Û<µ;ÝM�ËL»

４７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瑖瑠 BÂ：《è¸Áû（Hx}）》，Ç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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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北“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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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Æ。

f´Ã：《�85��》。Âà：��Ä"Å，１９８０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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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Æ。

>ïC：《å�8è¸#ÐáâÇèÆ#、Ê+Ë�ÜØà¿á;WÓá&¾¿》，《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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