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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元河北、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耿志堅∗ 
 

摘要 

    入聲字從何時開始相互混用，它又是以怎樣的形式進行融合，是否從中國北方

官話逐漸形成的，是研究漢語語音學學者一向好奇的主題。民國初年的學者白滌洲、

魏建功即已提出他們的推論，以為入聲字逐漸消失是從中國的西北向東發展，時間

大約自宋、金、元代前後。 

    中國河北大學劉淑學於 2000 年發表《中古入聲字——在河北方言中的讀音研

究》，指出在河北 149 個縣市裡，在其西部、西北部、西南部有 33 個存在入聲音，

亦即河北省、山西省交界的北、中、南共有 33 個存在入聲音。 

    金元兩朝係北方女真、蒙古族統治中國的北方，並以北京為首都，筆者即欲以

金、元時期河北、山西兩地之「詞」為押韻現象語料，藉此探究金元河北、山西兩

地在入聲音方面實際的語音現象，期能有所發現。 

關鍵字：入聲詞作、金元詞、河北、山西詞人、詞韻、中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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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Ru Rhyme in Poetry  

from Hebei and Shanxi During the Jin Dynasty 
 

Chih-chien Ke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Ru rhyme has always been an interesting topic for Chinese phonology 
scholars. When did it start intermixing, and how did it become integrated with other 
words? How did it gradually become intermixed with the official language from the 
North? After studying the early years of Min Gou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Bai Di Zhou and Wei Jian Gong proposed their theory which suggested that Ru rhyme 
had gradually vanished when Chinese started developing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East 
of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cholar Liu Shuxue of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a published a thesis, “Medieval Ru 
Rhyme—The Study of Hebei Dialect Pronunciation,” in 2000 which claimed that there 
are 33 Ru rhyme words in the western, northeast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 among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33 Ru rhyme words in 
existiance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near the border of Hebei and Shanxi.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Jurchen and Mongols ruled northern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s in Beijing. To 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Ru rhyme practice in 
phonology,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to explore rhyming phenomenon in prose from Hebei 
and Shanxi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lead to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is field of study. 

 
Keywords: Ru Rhyme Words, Jin Yuan Proses, Hebei, Shanxi Poets, Rhyme, Ancient 

Chines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December 23, 2011. 

 2 



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一、 前言 

漢語入聲字之音讀何時消失，又消失的過程是怎樣的，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

魏建功〈古陰陽入三聲考〉「宋以前語言，入聲尾尚有聲隨，南宋以降日漸消失。」

（魏建功，1930）文中同時藉其師錢玄同之說，對北方入聲之讀法提出意見，並對

入聲字-p、-t、-k 塞音尾的演變消失作出具體之看法。此後白滌洲發表〈北音入聲

演變考〉，就魏建功之說進一步闡釋，首先界定「北音就是指黃河流域各省的聲音而

言，若要代表那就是北京音。」然後對於入聲字的演變消失，從《中原音韻》、《中

州音韻》、《詞林韻釋》、《等切元聲》、《音韻清濁鑑》、《韻學驪珠》、《李氏音鑑》等

韻書入手，考定北音自元以降，逐步消失。（白滌洲，1931）再來王力《漢語史稿》

更直接指出「普通話的入聲在十四世紀已經消失了。」（王力，1958）又在《漢語語

言史》裡說：「元代共有十九個韻部，……入聲韻全部消失了，併入了陰聲韻部。」

（王力，1980） 

由以上前賢之說，總結入聲字當自北方官話開始逐步消失，而消失的時間約自

十四世紀的元朝。 

當然研究音韻學，尤其是入聲字的消失，「語料」的彙整是重要的依據。白滌洲

〈北音入聲演變〉裡云：「考求隋唐以後的各時代聲音，也不見得容易，有人以為有

了韻書之後，研究的材料方便多多，……殊不知事實上不然，……唐宋已降，詩詞

流行，散文的材料誠然加多，……文學家所作詩詞，到底用的是某處方言，很難考

定，加之有了韻書以後，他們受了多少影響，也就難說。」說明了藉重韻文裡詩詞

押韻的韻腳分析，是一條研究漢語發展史的途徑。 

王力《漢語史稿》裡更指出：「我們有必要研究唐詩、宋詞、元曲的實際押韻，

來補充和修正韻書脫離實際的地方。」肯定了以唐詩、宋詞、元曲作為研究音韻學

語料的價值。 

又 2000 年劉淑學發表《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書中錢曾宜

在序文裡指出：「入聲字消失的特點，從地域看是自西向東逐漸擴展，從古聲母條件

看是先全濁、再次濁、 後清。」（劉淑學，2000），而本書中對河北省裡入聲字音

讀的發現，劉淑學云：「河北省西邊與山西接壤，北邊與內蒙古相連，處於入聲區向

非入聲區的過渡地帶。河北省有 149 個縣市，至今西部及西北部、西南部 33 縣市，

仍保留著入聲。」又云：「搞清楚中古入聲字在河北的讀音情況及演變規律，可以為

入聲消失的途徑、官話方言的形成等重大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理論和事實根據。」 

這段文句和前面學者的論述是有出入的，也引起筆者的注意，因此 2008 年 7
月彰化師大主辦聲韻學研討會時發表〈金源全真教（含王重陽與全真七子）入聲詞

用韻之研究〉，發現王重陽、馬鈺在入聲詞作裡的用韻，有其規律性，即王重陽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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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屋部（屋、沃、燭、陌、麥、昔、錫、職、德）、覺部（覺、藥、鐸）、質部

（質、術、櫛、物、沒、緝）、月部（月、屑、薛、曷、末、黠、鎋、葉、怗、業、

合、盍、洽、狎、乏）；馬鈺亦可分四部，屋部（屋、沃、燭）、覺部（覺、藥、鐸）、

質部（質、術、櫛、物、沒、陌、麥、昔、錫、職、德、緝）、月部（月、屑、薛、

曷、末、黠、鎋、葉、怗、業、合、盍、洽、狎、乏），而兩人的月部若依押韻常例

又可再分成二部，即月部（月、屑、薛、葉、怗、業）、曷部（曷、末、黠、鎋、合、

盍、洽、狎、乏）。顯然入聲字在金源時期的山東牟平縣是存在的，其一致的現象是

-p 尾一律併入-t 尾，-k 尾覺部獨立。唯-k 尾屋部、-t 尾質部在分合上有所差異。 

基於想在入聲韻字的分合與消失，再做發現，是以撰作本文〈金元河北、山西

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來印證前賢之推論，以及劉淑學大作中的一些問題。 

二、 金元河北、山西詞人入聲詞用韻之統計與發現 

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在以入聲押韻的詞作裡，筆者根據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唐

圭璋編之《全金元詞》為底本，進行韻腳的翻查與統計。由於撰寫詞韻譜勢必佔據

數萬字之篇幅，因此僅就翻查後之結果，以統計數字將韻腳押韻所呈現的分合，作

成統計表將現象顯示出來。 

又有關金元詞作在入聲用韻的情形，為使讀者明顯的看出差異，本文裡筆者將

河北、山西詞人作成二表，作分別之統計如下： 

（一）河北詞人入聲詞作押韻統計表 

《全金元詞》所收錄河北詞人詞作出現以入聲押韻的詞人有：蔡松年、王寂、

趙秉文（金源詞人），李治、劉秉忠、白樸、魏初、張之翰、盧摯（元代詞人）。 

名

籍 

蔡
松
年 

王 

寂 

趙
秉
文 

李 

治 

劉
秉
忠 

白 

樸 

魏 

初 

張
之
翰 

盧 

摯 

真
定 

︵
正
定
縣
︶ 

玉
田 

︵
玉
田
縣
︶ 

滏
陽 

︵
磁
縣
︶ 

欒
城 

︵
欒
城
縣
︶ 

邢
州 

︵
邢
台
縣
︶ 

真
定 

︵
正
定
縣
︶ 

弘
州
、
順
聖

︵
陽
原
縣
︶ 

邯
鄲 

︵
邯
鄲
市
︶ 

涿
郡 

︵
涿
縣
︶ 

 

金 金 金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屋沃燭    1          

屋沃燭沒         1   

屋沃物       1       

屋燭 3 1   1 1       

燭 1            

韻 

譜 

年

代 

人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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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蔡
松
年 

王 

寂 

趙
秉
文 

李 

治 

劉
秉
忠 

白 

樸 

魏 

初 

張
之
翰 

盧 
摯 

覺      1      

覺末藥鐸         1  

藥鐸 1    2  1    

覺藥鐸 1      1    

鐸 1           

質術沒昔職德 1           

質術錫緝      2      

質物月麥錫職德 1           

質陌職 1           

質麥昔職緝         1  

質昔      1      

質昔錫 1           

質昔錫職           1 

質昔錫職德     1       

質昔錫德緝       1 1  

質昔職德緝      1      

物月沒薛陌       1    

物月薛昔 1           

物月薛錫 1  1   2   1  

物沒陌昔錫緝 1           

月沒末陌昔職緝 1           

月沒鐸昔職業       1    

月屑     1       

月屑薛 1      1    

月屑薛末業  1          

月屑薛鐸陌昔錫葉盍業 1           

月屑薛陌      1      

月屑薛陌麥         1  

月屑薛葉      1      

月屑薛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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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松
年 

王 

寂 

趙
秉
文 

李 

治 

劉
秉
忠 

白 

樸 

魏 

初 

張
之
翰 

盧 
摯 

月屑陌職      1        

月薛 1   1         

月薛陌昔職德 1            

月昔職 1            

屑薛        1     

屑薛陌          1   

屑薛陌麥          1   

屑薛陌麥昔職葉 1            

屑薛怗            1 

薛    1          

薛陌昔錫職德緝 1            

末黠合洽狎（馬）   1           

陌   1           

陌麥昔   1           

陌麥職 1     1       

陌昔 1            

陌昔錫職緝 1            

陌昔錫德緝   1           

陌昔洽    1          

昔 1            

昔錫 2 2           

昔錫職緝        1     

昔職   1           

昔職德緝       1       

錫     1         

緝   1           

（二）山西詞人入聲詞作押韻統計表 

《全金元詞》所收錄山西詞人其詞作出現有以入聲押韻的詞人有：元德明、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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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可、李獻能、王特起、李俊明、元好問、段克己、段成己 8 位，皆為金源詞人。 

名 

籍 

元
德
明 

趙 

可 

李
獻
能 

王
特
起 

李
俊
明 

元
好
問 

段
克
己 

段
成
己 

秀
容 

︵
忻
州
市
︶ 

高
平 

︵
高
平
縣
︶ 

河
中 

︵
永
濟
縣
︶ 

崞
縣 

︵
渾
源
縣
︶ 

澤
州 

︵
晉
城
縣
︶ 

秀
容 

︵
忻
州
市
︶ 

河
東 

︵
稷
山
縣
︶ 

河
東 

︵
稷
山
縣
︶ 

 

金 金 金 金 金 金 金 金

屋燭    1   4   

屋燭陌昔緝         1 1 

屋月沒薛       1   

覺     1     

覺藥鐸  1     4   

藥鐸     2 1   

質屑陌昔緝         1 1 

質薛陌昔職         1  

質陌麥昔職       1   

質陌麥昔職德     1     

質陌昔錫職緝       1   

質陌昔職德       1   

質陌昔職緝     1     

質昔錫職德       2   

質昔錫職緝       1   

質昔錫職德緝       1   

術陌昔錫職     1     

物月沒黠末       1   

物月薛錫       1   

物月黠末屑       1   

月沒屑薛陌    1       

月沒黠屑薛陌     1     

月曷屑薛       1   

月屑薛       1   

譜 

韻 
代

年 
‧ 

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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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德
明 

趙 

可 

李
獻
能 

王
特
起 

李
俊
明 

元
好
問 

段
克
己 

段
成
己 

月屑薛藥陌葉     1      

月屑薛陌     1   1  

月屑薛麥職        1  

月屑薛怗     1      

月薛 1          

月薛黠葉怗   1        

葉怗業    1       

陌昔錫德     1      

陌昔錫職德     1      

陌昔職      1    

陌昔職德     1   1 1 

陌職    1       

昔職      2    

昔緝    1       

德      1    

從前面這兩個統計表裡可以發現，河北詞人所留下來的入聲押韻之詞作，以蔡

松年為 多，山西詞人則為李俊民、元好問，而其他詞人所留下來的入聲詞作數量

則較少，尤其是元代詞人，不僅詞作量少，入聲詞作更是有限。 

總結來說，由統計表裡依然可以看出，金源河北詞人押入聲的詞作用韻，可分

為四部，與筆者先前之作〈金源全真教（含王重陽與全真七子）入聲詞作用韻之研

究〉相近似，不過較王重陽、馬鈺更寬鬆一些，依其用韻之常例，可將韻部分為四

類。即： 

1. 屋部：屋、沃、燭 
2. 覺部：覺、藥、鐸 
3. 質部：質、術、（櫛）、物、（沒）、陌、麥、昔、錫、職、德、緝 
4. 月部：月、屑、薛、曷、末、黠、鎋、葉、怗、業、合、盍、洽、狎、（乏） 

至於元代的河北詞人，即使入聲詞作所保留的有限，仍可清楚的發現，一向很

特殊的屋部、覺部，這兩部幾乎是獨立不和其他韻部相混的，若以作品 多的蔡松

年來做檢視，質部、月部混用有 6 次，但未見與屋部、覺部合用之作。而在元代的

詞作裡，則出現屋部、覺部與質部通押 3 次，即：屋沃燭沒（張之翰）、屋沃物（白

樸）、末藥鐸（張之翰）合用的韻例。說明了河北地區的入聲字，在金源時期即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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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經開始混用，但仍有部分入聲韻是被保留的。唯入元以後全部混用，致使-p、-t、-k
三塞音尾相互通押。因為詞作中只發現一首（金）王寂以「陌黠合洽狎（馬）」合用

的陰入通押之作，所以推論此時的入聲字並未完全消失。 

至於山西詞人的入聲詞作，明顯的可以看出以李俊明、元好問的作品 多，但

只能勉強將其用韻分為三部，即：屋部、覺部、質（月）部。若仔細分析，屋部在

元好問、段克己、段成己已經分別和質（月）部通押。而李俊明則有一首以藥韻與

質（月）部合用的韻例。其他則-p、-t、-k 屬臻、山、梗、曾、深、咸六攝的字全

混。因為未見與陰聲各韻的混用現象，推論此時山西地區的入聲字應該依然存在，

只是有可能一律讀為短促的喉塞音。 

這個現象也證實了前賢的主張，入聲字的消失是從西向東逐漸經由-p、-t、-k
的混用，在逐漸消失併入陰聲尾各韻。 

三、 特殊押韻韻例之分析 

前文於統計表中，所呈現入聲各韻部押韻之常例，筆者將之統整為四部。然而

金元詞人中入聲詞作保留下來較多者，大多成現有特殊押韻之韻例，這顯示了-p、

-t、-k 三塞音韻尾之間已經開始混用，並且逐漸消失。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

裡，已將入聲字併入陰聲各韻部裡，能否即說明《中原音韻》反應了當時實際的語

音現象，尤其入聲字韻部的分合，是否完全符合《中原音韻》的範圍，這是一個極

為嚴肅的問題。 

是以筆者於本小節裡，將金元河北、山西入聲詞作用韻之特殊韻例，以《中原

音韻》的韻部為依據，再次將入聲詞用韻之詞韻譜作歸納，藉此觀察這些韻例與《中

原音韻》韻部之差異。 

又《中原音韻》在韻部內的韻字，多有一字分別見於兩韻部之現象，如《廣韻》

陌韻的「客」字，《中原音韻》分別出現於皆來、車遮兩韻；屋韻的「竹」字，分別

見於魚模、尤侯兩韻；鐸韻的「索」字，分別見於皆來、蕭豪兩韻。下文中凡遇此

現象時，則依整首詞作裡多數用字之韻例為主。如上下韻字多為「魚模」韻時，某

字具「魚模」及「皆來」二音讀，則判定為「魚模」韻，如：蔡松年〈滿江紅‧伯

平舍人親友得意西歸〉，在韻字裡「屋目獨玉祿沐」皆為「魚模」韻，而其他韻字「肅

麴竹」則有「魚模」、「尤侯」兩種音讀，本文一律將之歸入「魚模」韻。 

又為明顯看出河北、山西入聲詞作用韻之差異，因此下文裡所引錄之合韻譜仍

依前例，將河北、山西之入聲詞特殊之韻例，分別為二部分作陳述。 

（一）金元河北詞人入聲詞作特殊韻例合韻譜 
屋沃燭沒合用 
張之翰〈滿江紅‧寄張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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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屋）屋（屋）獨（屋）讀（屋）足（燭）篤（沃）鶻（沒）逐（屋）複（屋） 
——皆屬「魚模」韻 

屋沃物合用 
白樸〈滿江紅‧庚戌春別燕城〉 
物（物）獨（屋）曲（燭）續（燭）促（燭）綠（燭）卜（屋）玉（燭）復（屋） 

——皆屬「魚模」韻 
覺末藥鐸合用 
張之翰〈滿江紅‧益都時習閣睡起〉 
著（藥）閣（鐸）薄（鐸）却（藥）豁（末）廓（鐸）酌（藥）角（覺）約（藥） 

——皆屬「蕭宵」韻 
質物月麥錫職德合用 
蔡松年〈念奴嬌‧辛亥新正五日〉 
物（物）月（月）寂（錫）識（職）力（職）日（質）北（德）策（麥） 

——為「魚模」（物）、「車遮」（月）、「齊微」（寂識力北日）、「皆來」（策）

合用 
物月沒薛陌合用 
魏初〈念奴嬌‧為王約齋紹明壽〉 
物（物）客（陌）雪（薛）傑（薛）發（月）骨（沒）髮（月）月（月） 

——為「魚模」（物骨）、「車遮」（客雪傑月）、「家麻」（發髮）合用 
物月薛昔合用 
蔡松年〈念奴嬌‧還都後諸公見追和赤壁詞〉 
物（物）璧（昔）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為「魚模」（物）、「齊微」（璧）、「車遮」（雪傑滅月）、「家麻」（發髮）

合用 
物月薛錫合用 
蔡松年〈念奴嬌‧僕來京洛三年未嘗飽見春物〉 
物（物）壁（錫）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以下三首所用韻字與本首完全相同 
趙秉文〈大江東去‧用東坡先生韻〉 
物（物）壁（錫）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白樸〈念奴嬌‧題鎮江多景樓〉及〈念奴嬌‧無題〉 
物（物）壁（錫）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張之翰〈酹江月‧賦濟南風景〉 
物（物）壁（錫）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為「魚模」（物）、「齊微」（壁）、「車遮」（雪傑滅月）、「家麻」（發髮）

合用 
月沒末陌昔職緝合用 
蔡松年〈滿江紅‧舅氏丹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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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沒）月（月）窄（陌）客（陌）活（末）色（職）璧（昔）碧（昔）吸（緝） 
——為「魚模」（骨）、「車遮」（月客）、「皆來」（窄色）、「歌戈」（活）、「齊

微」（璧碧吸）合用 
月沒鐸昔職業合用 
魏初〈石州慢‧留別雷御史〉 
錯（鐸）益（昔）業（業）月（月）惜（昔）役（昔）髮（月）沒（沒）色（職） 

——為「蕭豪」（錯）、「齊微」（益惜役）、「車遮」（業月）、「家麻」（髮）、

「魚模」（沒）、「皆來」（色）合用 
月屑薛末業合用 
王寂〈大江東去‧美人〉 
抹（末）怯（業）徹（薛）雪（薛）月（月）結（屑）韤（月）折（薛） 

——為「家麻」（抹韤）與「車遮」（怯徹雪月結折）合用 
月屑薛鐸陌昔錫葉盍業合用 
蔡松年〈江神子慢‧賦瑞香〉 
葉（葉）節（屑）潔（屑）魄（陌）碧（昔）月（月）絕（薛）泊（鐸）歇（月）

迹（昔）榻（盍）寂（錫）劫（業）客（陌） 
——為「車遮」（葉節潔月絕歇劫客）、「蕭豪」（魄泊）、「齊微」（碧迹寂）、

「家麻」（榻）合用 
月屑薛陌合用 
白樸〈滿江紅‧題呂仙祠飛吟亭壁〉 
客（陌）別（薛）血（屑）歇（月）結（屑）月（月）傑（薛）雪（薛）說（薛） 

——皆屬「車遮」韻 
月屑薛陌麥合用 
張之翰〈酹江月〉 
節（屑）澈（薛）隔（麥）裂（薛）客（陌）徹（薛）說（薛）月（月） 

——為「車遮」（節澈裂客徹說月）與「皆來」（隔）合用 
月屑陌職合用 
劉秉忠〈秦月樓〉 
側（職）陌（陌）陌（陌）色（職）結（屑）月（月）月（月）客（陌） 

——為「車遮」（結月客）與「皆來」（側陌色）合用 
月薛陌昔職德合用 
蔡松年〈念奴嬌‧別仲亨〉 
北（德）璧（昔）力（職）逼（職）赤（昔）雪（薛）月（月）客（陌） 

——為「齊微」（北璧力逼赤）與「車遮」（雪月客）合用 
月昔職合用 
蔡松年〈聲聲慢‧涼陘寄內〉 
色（職）夕（昔）役（昔）力（職）月（月）息（職）石（昔）碧（昔） 

——為「皆來」（職）、「齊微」（夕役力息石碧）、「車遮」（月）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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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薛陌合用 
張之翰〈萬年春‧案此即點絳唇調〉 
徹（薛）雪（薛）說（薛）客（陌）節（屑）陌（陌） 

——為「車遮」（徹雪說客節）與「皆來」（陌）合用 
屑薛陌麥合用 
張之翰〈滿江紅‧送劉叔謙御史〉 
客（陌）節（屑）隔（麥）陌（陌）鐵（屑）別（薛）折（薛）策（麥）說（薛） 

——為「車遮」（客節鐵別折說）與「皆來」（隔陌策）合用 
屑薛陌麥昔職葉合用 
蔡松年〈石州慢‧毛澤民嘗九日以微疾不飲酒〉 
碧（昔）擘（麥）節（屑）葉（葉）絕（薛）迹（昔）役（昔）側（職）客（陌） 

——為「齊微」（碧迹役）、「皆來」（擘側）、「車遮」（節葉絕客）合用 
薛陌昔錫職德緝合用 
蔡松年〈念奴嬌〉 
識（職）食（職）溼（緝）笛（錫）釋（昔）得（德）客（陌）雪（薛） 

——為「齊微」（視食溼笛釋得）與「車遮」（客雪）合用 
末黠合洽狎（馬）合用——「陰入」通押 
王寂〈感皇恩‧有贈〉 
抹（末）帀（合）甲（狎）八（黠）恰（洽）啞（馬）滑（黠）插（洽） 

——皆屬「家麻」韻 

（二）金元河北詞人入聲詞作特殊韻例合韻譜 

屋燭陌昔緝合用 
段克己〈滿江紅‧登河中鸛雀樓〉 
矗（屋）續（燭）跡（昔）急（緝）客（陌）昔（昔）碧（昔）窄（陌） 
段成己〈滿江紅‧偶親春事闌珊〉 
矗（屋）續（燭）跡（昔）急（緝）客（陌）昔（昔）碧（昔）窄（陌） 

——為「魚模」（矗續）、「齊微」（跡急昔碧）、「車遮」（客）、「皆來」（窄）

合用 
屋月沒薛合用 
元好問〈念奴嬌‧飲渾源岳神仙會〉 
傑（薛）月（月）復（屋）歿（沒）沒（沒）闕（月）髮（月）樾（月） 

——為「車遮」（傑月闕樾）、「魚模」（復歿沒）、「家麻」（髮）合用 
質屑陌昔緝合用 
段克己〈滿江紅‧遯菴主人植菊階下〉 
射（昔）質（質）潔（屑）惜（昔）白（陌）昔（昔）節（屑）立（緝）泣（緝） 
段成己〈滿江紅‧遯菴兄以閔菊樂府見示〉 
射（昔）質（質）潔（屑）惜（昔）白（陌）昔（昔）節（屑）立（緝）泣（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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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齊微」（射質惜昔立泣）、「車遮」（潔節）、「皆來」（白）合用 
質薛陌昔職合用 
段克己〈滿江紅〉 
客（陌）食（職）億（職）昔（昔）說（薛）臆（職）息（職）日（質）識（職） 

——為「車遮」（客說）與「齊微」（食億昔臆息日識）合用 
物月沒黠末合用 
元好問〈滿江紅‧嵩山中作〉 
沒（沒）髮（月）闕（月）骨（沒）發（月）滑（黠）末（末）物（物）月（月） 

——為「魚模」（沒骨物）、「家麻」（髮發滑）、「車遮」（闕月）、「歌戈」（末）

合用 
物月薛錫合用 
元好問〈念奴嬌‧欽叔欽用避兵太華絕頂〉 
物（物）壁（錫）雪（薛）傑（薛）發（月）滅（薛）髮（月）月（月） 

——為「魚模」（物）、「齊微」（壁）、「車遮」（雪傑滅月）、「家麻」（發髮）

合用 
物月黠末屑合用 
元好問〈滿江紅‧再過水南〉 
節（屑）闕（月）發（月）髮（月）撥（末）滑（黠）豁（末）物（物）缺（屑） 

——為「車遮」（節闕缺）、「家麻」（發髮滑）、「歌戈」（撥豁）、「魚模」（物）

合用 
月沒屑薛陌合用 
王特起〈喜遷鶯‧賀人生第三子〉 
傑（薛）節（屑）崛（沒）薛（薛）愜（怗）、百（陌）業（業）揭（月）接（葉） 

——為「車遮」（傑節薛愜業揭接）、「魚模」（崛）、「皆來」（百）合用 
月沒黠屑薛陌合用 
李俊明〈謁金門‧贈教授李勉之〉 
歇（月）節（屑）滑（黠）潔（屑）沒（沒）缺（屑）客（陌）說（薛） 

——為「車遮」（歇節潔沒缺客說）與「家麻」（滑）合用 
月曷屑薛合用 
元好問〈折丹桂〉 
節（屑）發（月）裂（薛）列（薛）遏（曷）月（月） 

——為「車遮」（節裂列月）、「家麻」（發）、「皆來」（遏）合用 
月屑薛藥陌葉合用 
李俊明〈感皇恩‧楊成之生朝四月初三日〉 
切（屑）葉（葉）雪（薛）節（屑）酌（藥）客（陌）月（月）結（屑） 

——為「車遮」（切葉雪節客月結）與「蕭豪」（酌）合用 
月屑薛陌合用 
李俊明〈謁金門‧西齋得梅數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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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薛）折（薛）別（薛）月（月）節（屑）雪（薛）客（陌）鐵（屑） 
——皆屬「車遮」韻 

段克己〈大江東去‧送楊國瑞西行〉 
泬（屑）發（月）別（薛）闋（屑）屑（屑）鐵（屑）白（陌）說（薛） 

——為「車遮」（泬別闋屑鐵說）、「家麻」（發）、「皆來」（白）合用 
月屑薛麥職合用 
段克己〈滿江紅‧過汴梁故宮城〉 
色（職）裂（薛）策（麥）闕（月）絕（薛）血（屑）別（薛）月（月）咽（屑） 

——為「皆來」（色策）與「車遮」（裂闕絕血別月咽）合用 
月薛黠業怗合用 
李獻能〈春草碧〉 
月（月）雪（薛）葉（葉）韤（月）絕（薛）髮（月）滑（黠）蝶（怗） 

——為「車遮」（月雪葉絕蝶）與「家麻」（韤髮滑）合用 

以上根據《中原音韻》所作的兩個合韻譜，可以得到以下的統計： 

（一）在河北詞人部分： 

1. 獨用部分有：魚模 2 次，蕭豪 1 次，家麻 1 次，車遮 4 次。 
2. 合用部分有： 
（1） 齊微、魚模、皆來、蕭豪、家麻、車遮合用 1 次 
（2） 齊微、魚模、皆來、歌戈、車遮合用 1 次 
（3） 齊微、魚模、皆來、車遮合用 1 次 
（4） 齊微、魚模、家麻、車遮合用 5 次 
（5） 齊微、皆來合用 1 次 
（6） 齊微、皆來、車遮合用 2 次 
（7） 齊微、蕭豪、家麻、車遮合用 1 次 
（8） 齊微、車遮合用 2 次 
（9） 魚模、家麻、車遮合用 1 次 
（10）皆來、車遮合用 4 次 
（11）家麻、車遮合用 1 次 

（二）在山西詞人部分： 

1. 獨用部分有：家麻 1 次 
2. 合用部分有： 
（1） 齊微、魚模、皆來、車遮合用 1 次 
（2） 齊微、魚模、家麻、車遮合用 1 次 
（3） 齊微、皆來、車遮合用 3 次 
（4） 齊微、車遮合用 3 次 
（5） 魚模、皆來、車遮合用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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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魚模、歌戈、車遮、家麻合用 2 次 
（7） 魚模、車遮、家麻合用 1 次 
（8） 皆來、車遮合用 2 次 

在以上的韻例之中，可以發現《中原音韻》裡的 9 個陰聲韻部，並未出現押「支

思」韻字之作，經檢視全部河北、山西詞人之詞作用韻，也只有蔡松年用了兩次「支

思」韻字，即〈念奴嬌‧無題〉及〈念奴嬌‧次許丹房印〉兩闋詞中各有一個韻腳

押「食」字，但這個字亦見於「齊微」韻，另外在《全金元詞》裡亦復如此，這說

明有可能入聲字在消失時，屬「支思」韻音讀的韻字甚少，且多為詞人不常用之字，

才會有如此的押韻現象。 

此外在河北詞人的入聲韻詞作裡，押韻之詞例依《中原音韻》的陰聲尾各韻部

來看，它們竟然是其他八部之間完全混用通押，而山西詞人亦不例外，並無明顯的

獨用或合用的常例。這也是一項令人訝異的發現。若由這個角度來看《中原音韻》

裡韻部的分合，是否顯示了它與金元河北、山西的實際語音在入聲字方面，是不相

同的，也就是說河北、山西的入聲字音讀有可能都一律發喉塞音尾，並且沒有和陰

聲尾各韻之字完全相混，仍有其實際的發音特點。 

再又筆者於河北、山西詞人的詞作裡，發現如：蔡松年〈念奴嬌‧僕來京洛三

年未嘗飽見春物〉、趙秉文〈大江東去‧用東坡先生韻〉、白樸〈念奴嬌‧題鎮江多

景樓〉及〈念奴嬌‧無題〉、張之翰〈酹江月‧賦濟南風景〉等五闕詞，韻腳用字完

全相同，為《廣韻》物、月、薛、錫合用，《中原音韻》為魚模、齊微、家麻、車遮

合用。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闋趙秉文的〈用東坡先生韻〉，說明了這闋詞是借用蘇東坡

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的韻腳，此外又如全真七子裡馬鈺〈五靈妙山‧借柳詞韻〉，

即是和柳永的韻腳。這類「和詞」、「用某人韻」之作，金元詞中甚多，從這個角度

來看，入聲字的混用已經不只是河北、山西詞人的問題，兩宋詞人之用韻，一樣需

要彙整，然後相互比較，才能進一步看出入聲字於漢語方音裡在混用程度上的差異。 

四、 結論 

中國自周、秦、兩漢、隋唐以來一直以山西、陝西為漢民族的文化重心，尤其

在漢、唐時期以長安為首都，無形中長安音系的語言，自然成為讀書人彼此交流的

依據，也就是當時的官話。然而至北宋將首都向東遷移至河南汴京以後，似乎顯示

出漢民族的武力不再如過去的強盛。是以從宋欽宗時的靖康之難，南宋高宗將首都

南遷起，接踵而來的是女真族的金朝入主中國的北方，並於北京建都。自此以後，

中國的各個朝代皆一致以此為行政中心，所以又逐漸形成了另一個以北京音系為主

的官話。 

金、元為入主中國的異族皆屬阿爾泰語系之民族，但金人進入中原以後，因襲

遼宋舊制大興科舉考試，加速的促進了民族語言及民族文化的融合，影響所及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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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志堅 

北、山西應該 為直接，令人好奇的是入聲字的音讀，是否係為女真族及後來蒙古

人所影響，因此從金元詩詞用韻入手，正可一窺究竟。 

在魯國堯〈論宋詞韻及其與金元詞韻的比較〉一文裡，將兩宋金元十一位詞家

之詞韻做成比較表，在這個比較表裡約略分各家入聲詞之韻部為四部，即：鐸覺部、

屋燭部、德質部、月帖部，由其比較表中的陳列，可以看出入聲四部只有宋代詞人

柳永、周邦彥之詞作完全吻合，而朱敦儒、元好問、張翥則為德質部與月帖部合叶

或偶叶， 特殊的是辛棄疾、吳文英為四部間彼此相互合叶或偶叶，同時再又與陰

聲韻偶叶。蘇軾為鐸覺部與德質部、月帖部偶叶，而月帖部、德質部則為合叶。同

時又有陰入混押之作，其他元代詞人白樸、張可久則只有屋燭、德質、月帖三部，

唯彼此間並無合叶之作。 

筆者於本論文中，發現河北、山西詞人之入聲詞作，其押韻之現象亦約略區分

為四部，與魯教授所云相同，故亦仿魯教授之大作做成比較表，以金元河北、山西

詞人入聲詞作較多者，將之填入比較表中，以便一目了然其個別之差異。 

（一）山西詞人 

合
叶 

偶
叶 

偶
叶 

偶
叶 

偶
叶 

偶
叶

與
質
部 

偶
叶 

與
質
部 

偶
叶 

偶
叶 

蔡松年 屋 覺 質 月  

王 寂 屋  質 月 與陰聲韻偶叶 

趙秉文 屋  質 月  

白 樸 屋 
覺 質 

月  

張之翰 屋 覺 質 
月  

（二）河北詞人 

偶
叶 

月
部
偶
叶

與
質
部
、 

月
部
偶
叶

與
質
部
、 

偶
叶 

偶
叶 

偶
叶

與
質
部 

偶
叶

與
質
部 

李俊明  
覺 質 

月  

元好問 
屋 

 
質 

月  

段克己 屋  質 
月  

段成己 屋  質   

經由這兩個比較表，對河北、山西詞人的入聲詞作，可以明顯看出質、月兩部

已經彼此混用通押，至於屋部則亦有少數韻倒是通質、月兩部的，又覺部河北詞人

張之翰，山西詞人李俊明的詞例中亦有偶通質、月兩部。由此可見，入聲韻尾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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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河北、山西詞人入聲詞作用韻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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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在河北、山西這兩個地區正在逐漸步入全面混用，極有可能所呈現出來的音讀只

是短促的喉塞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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