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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n Z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s in Pre-Qin period. Tang 

Dynasty scholar Yang Jing is the first exegete who collated and annotated this book. 

Therefore, Yang Jing’s annotation exerts a great influence to later ages and also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honetic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Yang Jing’s annotation is the first version of annotation on Xun Zi, therefore 

offering reliable foundations for later exegetes and further research. Yang Jing’s 

annotation itself also has a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 thesis collected all the Fan Qie and Zhi Yin materials in Yang Jing’s annotation., 

based on which, the paper set to study. After organizing these materials we compare 

these Zhi Yin and Fan Qie with Guang Yun individually. With regard to those phonetic 

material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Guang Yun, we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each 

specific material and compare them with more phonetic materials of other phonological 

books. Finally we summarize six categories of Zhi Yin and Fan Qie of Yang Jing’s 

annotation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value and place in history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lains the reasons and 

the angle of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and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and procedures of the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som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Yang Jing’s annotation. The third chapter analysis the annot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Guang Yun and categorizes the phonetic characters of Yang’s 

annot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 Jing’s annotation. 

 

 

 

 

Key words: Xun Zi; Yang Jing; Zhi Yin; Fan Qie;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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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杨倞注的直音和反切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的缘由及研究目标 

在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一直都为学者所重视。因为这

一时期上承先秦两汉，下启宋元明清，是我们上推上古音的重要立足点，也是

我们溯源近代音的重要参照。因此，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

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著作。唐代人杨倞首开《荀子》注释之先河，

在西汉刘向整理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和校注，在训诂和校勘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为《荀子》一书在后世的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杨倞所作

的《荀子注》是迄今为止《荀子》一书现存的最早注本，也是此后历代校释荀

子的可靠依据。 

据杨倞所撰写的《荀子序》，他为《荀子》作注的原因是“窃感炎黄之风未

洽于圣代”，而孟、荀之说历来被认为“有功于时政”，对国家和社会有匡正救

弊之效，杨倞“尤所耽慕”。《孟子》一书在东汉就有学者赵岐为之作注，且又

为官方所重视，被立为学官，因此得以传习不绝。而“《荀子》未有注解，亦复

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意不通，屡掩卷焉。”1同为儒

家经典，在中晚唐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境遇却判然不同。此外，杨倞身处藩

镇割据、社会大动荡的晚唐五代，唐王朝风雨飘摇，杨倞通过注释《荀子》，借

鉴春秋战国的学说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看法《荀子》一书用词往往艰涩难

懂，杨倞“或取偏旁相近，声类相同，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

或征诸方言”，旁征博引，“博求诸书”，对疑难字词进行了细致的考释。除此之

外，杨倞还重新整理了《荀子》的篇目，“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并

                                                 
1胡耀飞<杨倞及其行事综考——兼论《荀子注》的时代背景>，见《孔子学刊》， 

2013 年第 00 期，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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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名为《荀卿子》，又以“以类相从”的原则，对《荀子》各篇章的次序做

了调整，为《荀子》一书的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训诂、版本流传等方面的贡献外，杨倞注释本身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其注释所使用的语言，虽然是书面语，但或多或少也记录下了中晚唐时期的一

些语言信息，是汉语史珍贵的研究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荀子》一书多不为

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杨倞之后，直到清代才又出现了对《荀子》的注释。但这

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对杨倞注进行考校，专门对于杨注本身进行研究的行为，

在有清一代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近些年对杨倞《荀子》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对杨倞注进行专题性质

研究的文章都大多集中在训诂学或语法学领域，从音韵学的角度，专门对杨倞

注释中的语音材料进行梳理和研究的文章似乎迄今还没有见到，而本文正是从

音韵学的角度出发，以杨倞注中的反切和直音材料为研究对象，穷尽性地搜集

和梳理相关材料，由此探讨杨注中所反映的语音问题。 

正如唐作藩先生所言：“音韵学者一向都重视资料工作，总是把音韵资料的

搜集和整理作为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存世的可供音韵

研究的资料，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前人已经整理过，但还有不少同类的、次要

的有待搜集整理。”2本文所考察的杨倞注的音注材料，或许就是这“有待搜集

整理”的语音材料。 

对杨倞注中的注音材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杨倞的注释

本身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也可以为我们观察《切韵》以后，中古汉

语语音的发展脉络提供更多的线索。 

1.2 研究现状 

1.2.1 对杨倞其人的研究 

（1）霍生玉<《荀子注》作者杨倞生平及“倞”之读音考>，收录于《第八

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 年，第 95-101 页。 

                                                 
2唐作藩＜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见《语文研究》，1991 年第 4 期，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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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合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就清人对杨倞生平的两种怀疑 “二汝士说”

和“杨倞改名说”进行了辩证，并梳理出杨倞一生的大致行藏。 

（2）胡耀飞<杨倞及其行实综考——兼论《荀子注》的时代背景>，《孔子

学刊》，2013 年第 00 期。 

该文比较详细地考订了杨倞的生平和交游的经历，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揭

示了杨倞注释《荀子》一书的时代背景。 

1.2.2 对杨倞注的研究 

（1）李中生<杨倞《荀子注》评议>，《古籍研究》，1998 年第 4 期。 

该文从训诂与义理的统一、注解确切灵活、结合荀书词例以注《荀》、结合

语法分析以明训诂、校勘精审这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总结和肯定了杨倞的训

诂成就，同时也指出杨倞注释存在的对通假现象不尽了解、将双音节词拆解为

两个单音节词来解释等疏失和不足。 

 

（2）霍生玉<《荀子》杨倞注训诂说略>，湖南大学 2001 届硕士学位论文。 

该文从训诂学的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杨倞注的训诂手段和训诂方法，

并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杨注的训诂成就和缺失，同时对杨注进行了一些勘误。此

后，作者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对杨倞注进行检验、订正的单篇论文，如<《荀子》

杨注析疑>、<《荀子注》诸注误说举例>、<杨倞注《荀子注》勘误>等。 

 

（3）杨爱萍<《荀子注》杨倞注复音词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2010 届硕士

学位论文。 

该文从双音节复音词的角度对杨倞注进行描写和分析，并由此总结了中古

时期双音节复音词的主要结构类型和语义关系。 

 

（4）王红<《荀子注》杨倞注名词释义考察>（河北师范大学 2011 届硕士

学位论文） 

该文考察了杨倞注的名词释义情况。文章抽绎了杨注中的名词解释词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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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词,分析杨氏对古注的沿用状况。通过对比考察,探讨了杨注名词的释义特点,

并对名词的注疏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综上可以看出，前人对杨倞注释的探讨和研究大多都集中在训诂学领域

（如上述两篇硕士学位论文），而训诂学的研究又集中在对杨倞注释的考辨、勘

误以及从杨倞对词语的注释看其对词义训释的贡献等方面。尽管研究杨倞注的

文章和著者在逐渐增多，但是有关杨注中的语音材料却似乎还未有人涉及。 

1.3 杨倞与杨倞注 

1.3.1 杨倞其人 

杨倞，唐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人，与元稹、白居易同时，官至东川

节度使，终刑部尚书。杨倞其人，《旧唐书》、《新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

文志》于“杨倞注《荀子二十卷》”下仅题曰：“汝士子，大理评事。”元刻杨注

本《荀子》又题为“唐登仕郎，守大理评事。” 

对于杨倞的身世，自清代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观点，杨倞是杨汝士子。如《全唐文》所撰写的杨倞小传即如是：

“倞，刑部尚书汝士子，元和时官大理评事。” 

第二种观点，杨倞非杨汝士之子，因为并无史料记载杨汝士有一位名“倞”

的儿子。《四库全书总目》、汪中等持这一观点。 

第三种观点，历史上有两位“杨汝士”。郝懿行、汪喜孙等持这一观点。 

第四种观点，杨倞确为杨汝士之子，但是“族子”，史所不载。岑仲勉在《杨

倞非汝士子》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 

 

霍生玉（2012）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书证材料，对杨倞的生平进行考证，

确定了杨倞的身份：“《荀注》作者杨倞确系中唐弘农杨氏家族的一员，且为杨

汝士的子辈”。对于杨倞一生的大致行藏，作者经过论证后，也提出了一种推测：

“杨倞，中唐弘农杨汝士之子辈。唐元和十三年（公元 818 年）完成《荀注》，

官大理评事，为时任刑部侍郎韩愈的下属。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正月官大

理司直，与尚书崔植等参与敕格的编纂。长庆三年十一月，与韩愈侄孙韩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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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江西道观察使府幕府任职。开成中任侍郎，与严涧等同官。会昌四年（公元

844 年）撰《蔚州刺史马公墓志铭》，大约会昌四年至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

间官朝请大夫，汾州刺史。” 

根据杨倞《荀子注》的序文，我们可以知道其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

元 818 年），从上述学者的研究看，杨倞注释《荀子》时，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

长安。 

1.3.2 杨倞注的版本源流 

北宋熙宁（公元 1068-1077 年）以前，《荀子》杨倞注只有写本流传，高正

（2010）详细考证《荀子》一书的版本源流后认为3，杨注《荀子》的写本系统

在流传中“似分化出至少两种文字颇有出入之写本”，其中之一为北宋熙宁监国

子监刊本之祖本；其二为南宋二浙西蜀本与南宋监刻《四子纂图互注》本之祖

本。 

北宋熙宁国子监刊本之原刻，今已无存，其翻刻版本有：古逸丛书影刻台

州本、浙北翻刻熙宁监本、摹抄浙北本、朝鲜古刊本、“韩本”手钞本。其中，

《古逸丛书》影刻台州本“为熙宁监本系统中现存之唯一既接近祖本原貌，又

完整无缺之版本”，版本价值极高。 

南宋监刻《四子纂图互注》之原刻今亦无存，其翻刻本有：龚士卨《五子

纂图互注》本、纂图分门类题注本、删“纂图互注”巾箱本、建安书坊《纂图

互注重言重意四子》本等。其后，坊间合龚氏《五子》与建安《四子》，刊为《纂

图互注重言重意六子》，此书元、明翻刻本甚多。 

除上述两系统外，还有南宋钱佃本、明世德堂本、清谢墉、卢文弨本等合

校本。 

                                                 
3高氏将《荀子》的版本源流细分为十八个系统，这十八个系统分别为：一、西汉刘向校定 

三十二篇本系统；二、十二卷本系统；三、唐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写本系统；四、北宋熙宁

国子监刊本系统；五、南宋二浙西蜀本系统；六、南宋钱佃本系统；七、南宋国子监刊小

字四子纂图互注本系统；八、南宋建安书坊刊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大字本系统；九、南宋刊

删《纂图互注》巾箱本系统；一〇、南宋刊纂图分门类题注本系统；一一、南宋龚世卨音

点大字句解本系统；一二、明许宗鲁六子书本系统；一三、明世德堂刊六子书本系统；一

四、明吴勉学刊二十子全书本系统；一五、明刊评注本系统；一六、清谢墉刻本系统；一

七、日本久保爱荀子增注本系统；一八、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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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钱佃本（南宋钱佃考异，南宋淳熙八年钱佃江西漕司刊本，原刻今已

不见）取北宋熙宁监本与二浙西蜀本参校而成，乃“最早之合校刊本”4。明世

德堂本取元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与钱佃本合校而成，明代虞九章、王震亨订正

本、《四库全书》本等皆出于此。清代谢墉、卢文弨（简称“谢墉本”）取摹钞

浙北本、元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世德堂本、虞王订正本等合校而成。日本学

者久保爱《荀子增注》以日本平安书林翻刻世德堂本为底本，以台州本、元纂

图互注重言重意本、谢刻本等参校而刊成。 

清代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以谢刻本为底本，参校台州本、虞王订正本而

刊成。此本于当时堪称完备，亦为“近世最通行之《荀子》读本”5，当下大多

《荀子》的注释书仍以此本为底本。本文亦以此本为底本。 

1.3.3 本文所依据的版本 

本文选用的是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

本，中华书局，1988 年第一版，2011 年 5 月第 9 次印刷。 

光绪十七年，长沙王先谦有《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刊本问世。以卢、谢校

本为据，取《古逸丛书》影刻宋台州本及明虞九章、王震亨校本合校，并采集

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荀子杂志》、俞樾《荀子平议》等入注。此本算

得上是对清代以前的荀子校注成果的一次总结，影响很大，翻刻者众多。1935

年国学整理社将此本编入《诸子集成》，由世界书局排印刊行，中华书局于 1954、

1956、1959、1986 年曾多次进行重印。1988 年，中华书局将沈啸寰、王星贤所

撰《荀子集解》点校本收入《新编诸子集成》，是现代《荀子集解》通行之本。 

1.4 研究方法和步骤 

1.4.1 研究方法：反切比较法 

古人为典籍施注，目的是排除阅读障碍，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注音也是

                                                 
4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页 38。 
5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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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注释家们为古书注音，往往是遇到生僻字、多音多义字或者假借字时才

注音，而且一般只注在当前上下文中的音义。因此，注释中的音注材料在数量

上往往是比较有限的。 

杨倞的注释，“释语力求简约，常常是寥用数字便将问题解释清楚，释词方

面自不必说，就是解句，这种情况也不少。”6而我们通过整理发现，杨倞注音也

是“力求简约”，去除重复，全书仅有 218 条直音和反切的材料可供分析，数量

是十分有限的。 

一般来说，研究反切的方法有系联法和比较法两种。当反切材料数量比较

少的时候，如果使用系联法，可能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结果，而像本文如此之

少的反切和直音材料，可能根本就无法系联。对这样的情况而言，反切比较法

是比较适用的。 

1、定义 

反切比较法，就是指“通过两种反切的对比（往往是把某一反切系统的反

切逐个地和《广韵》的反切加以比较），考求该反切系统的音系或找出它在声韵

系统上的主要特点”的方法。（陈亚川，1983） 

这一方法也可以称为“音注模拟法”。耿振生先生提出：“所研究的材料不

仅有反切，还有很多直音，所以我们更换一个名称，叫做‘音注模拟法’。”7。

二者名异实同8，本文采用比较通行的叫法“反切比较法”。 

2、比较的对象。 

a《广韵》 

我们想要将杨注和《切韵》音系进行比较，最直接的应当是以《切韵》为

比较对象，但是《切韵》原书已逸，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切韵》系韵书，

是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即《王三》），但由于时间所限，本文选择了检索

查阅更为方便的《广韵》为比较对象。而《广韵》一书基本上承袭了《切韵》

的语音系统，因此将其作为比较对象，得出的结论应当也是可靠的。9 

b《集韵》 

                                                 
6李中生＜杨倞《荀子注》评议＞，见《古籍研究》，1998 年第 4 期，页 23。 
7耿振生《20 世纪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 48-57。 
8对于直音，可以拿直音字的反切进行比较，所以依然是“反切比较法”。 
9在后续的论文修改时，本文应当弥补这一不足，将杨注的音切材料与《王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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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韵》（公元 1007 年）颁行后 31 年，宋仁宗景佑四年，宋祁、贾昌朝等

人奉敕对《广韵》进行修订，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 1039 年）九月刊行，

皇帝赐名为《集韵》。 

《集韵》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切韵》的影响，不仅增加了许多小韵，收

入了大量的异读音，而且改定反切，改类隔为音和，反映了宋代的实际语音。

是研究宋初语音系统的重要参照。 

c 相近时代的其他音注材料 

据霍生玉（2012）研究，杨倞《荀子注》大约成书于公元 818 年，距《切

韵》（601）成书已有二百多年时间，这段时间内语音的变化或多或少会体现在

杨倞的注音中。因此，除了与《广韵》、《集韵》比较外，我们还将杨倞注与同

时期的其他音注材料相参照，如《晋书音义》（公元 747）、《五经文字》（公元

776 年）、《慧琳音义》（公元 788-810 年），颜师古《汉书注》等，藉以帮助我们

更加明确杨倞音注的性质及其在整个中晚唐语音史上的位置，并且帮助我们进

一步认识《切韵》之后的语音变化。 

3、比较的原则 

邵荣芬先生的《<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从方法论德角度，比较详细地

从使用反切比较法的先决条件、充分条件、语音差别的远近及语音演变的趋势

等方面简要说明了使用反切比较法的相关问题。其后，陈亚川先生的《反切比

较法例说》以专文讨论的形式，结合《尔雅》郭璞注的反切实例，更为系统和

详尽地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阐释了反切比较法的使用条件。 

本文以此参照，并结合杨倞注释的实际情况，确定如下比较原则： 

a 字形  

使用反切比较法的先决条件就是两书同收某字，即杨倞所注音的字形都能

在《广韵》中找到。有的被注字的字形，虽然两书不同，但是异体字，也可以

拿来比较。如：愅，杨注：“变也，音革。”（p379）《广韵》无“愅”字，但是

諽与愅同，《说文·言部》：“諽，饰也，一曰更也。”《玉篇·言部》：“諽，《说

文》云饰也。一曰更也，或作愅。”《心部》：“愅，更也变也饬也，或作諽。” 可

见二字为异体关系，可以将“革”与“諽”进行比较。 

b 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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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义相同，是使用反切比较法的一个重要前提。两个字，如果字义不同，

那么即使字形完全相同也不可以进行比较。 

C 字音 

同一个字，两书的意义相同，但所收读音数量可能有多有少，对于这种情

况，邵、陈二先生都指出：(1)首先看有无同音反切可以匹配，“如果属于少数

一边的音切都能在多数一边找到，可以认为这个字在两书的读音基本相同，所

不同的只是一边多出了又音而已。”(2)当少数一边的音切与多数一边的音切都

不同的时候，就把两个最相近的音切拿来比较。（3）如果没有音近反切，或者

难分远近，就看能否从语音演变的趋势上决定配偶。 

4、比较过程 

本文将杨倞注的反切和直音逐一与《广韵》比较，目的是看“是看反切上

字跟被切字的声母在《广韵》音系是否属于同一个声母，若属于同一个声母，

则看不出注音者的音系有什么特点；若不属于同一个声母，就可能反映了被注

音者所根据的语音的声母特点。”10同理，只有那些反切下字和被注字的韵类与

《广韵》不同的音切，才有可能透露出有注音者所使用音系的韵母特点。因此，

本文对于杨注中与《广韵》读音相同的音切材料，不加分析。对于不同于《广

韵》的音切材料，将在第三章逐一予以分析。 

5、比较的结果 

比较的结果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跟《广韵》的声韵类完全一致。这一类音切不能反映出语音的历

时变化，也无法折射出共时的语音差别。这一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切语用字与《广韵》完全一致。如：“远”作动词离开义时，《广韵》

于愿切；《非十二子篇》：“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杨注“于愿切”。（p100）

“贾”表示商贾义，《广韵》公户切，小韵“古”。杨注：“贾音古”。直音字即

是该反切所在的小韵字。这类音切在杨注中一共有 76 例11，其中直音 33 例，反

切 43 例（详见附录 1）。 

另一种是切语用字虽然与《广韵》不完全一致，但是声韵调地位是完全相

                                                 
10同（7） 
11本文的统计以出现的音切为准，一条直音或反切即为 1 例，“说音税”、“说音悦”算为 2

例。重复出现的音切不计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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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因此实际是同音的。比如： 

有的注音反切上字同，反切下字不同，但音韵地位相同。如“衣”杨注于

气反，《广韵》于既反；“浃”杨注子叶反，《广韵》子协切。 

有的注音字反切下字同，反切上字不同，但音韵地位相同。如“呥”杨注

如盐反，《广韵》汝盐反；“姐”杨注子野反，《广韵》兹野反。 

有的注音上下字皆不同，但音韵地位相同，实际上仍然是同音的。如“韰”

杨注下界反，《广韵》胡介反；“见”杨注贤徧反，《广韵》胡甸切。对于这一类

音切，本文皆不作分析。 

第二类是杨注的音切不同于《广韵》，即杨注音切的声、韵、调三要素中，

至少有一种要素与《广韵》不同。这种有不同于《广韵》的音切，正是本文打

算重点分析的内容。 

邵荣芬先生在《<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一文中说，“作反切的人纵然无

心存古，也不妨害在自己的反切系统里大量应用前人的反切。《广韵》、《文字》

两书的反切，从系统上说，虽然并不相同，但就具体的切语来说，共同因袭前

人的地方一定不少。因此在我们进行两书反切比较的时候，往往只能透过这种

因袭的空档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这就使我们对那些反映《文字》和《广韵》

语音不同的反切不能不给以较高的评价。只要不是孤例，我们都予以应有的注

意。” 因此，在第三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杨注中不同于《广韵》的音切。 

5、声韵地位的取舍 

有一些被注字与注音字的音韵地位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有必要阐述

一下声韵地位的取舍问题。这些音注材料中，被注字和注音字之间存在者以下

几种情况： 

 

（1）被注字与注音字都只有一个音韵地位。如：“滫”《广韵》息有切，心

母尤韵；杨注息有反。 

（2）被注字有一个音韵地位，注音字有多个音韵地位。如：“窔”《广韵》

乌叫切，杨注一吊反，“吊”在《广韵》中有去声啸韵和入声锡韵两读。 

（3）被注字有多个音韵地位，注音字只有一个音韵地位。如：“娩”《广韵》

无远、亡辨、亡运、无贩、芳万五切，杨注“娩音晚”，只有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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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注字与注音字均有多个音韵地位。如：“跂”，《广韵》巨支、丘弭、

去智三切，杨注“丘氏反”，切下字“氏”在《广韵》中存在平声支韵、平声清

韵和上声纸韵三读。 

 

对于第一类这样一一对应的情况，处理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意义完全

相同，我们就可以拿来直接进行比较。在对后三种情况进行处理时，我们主要

从两个方面来考虑：a 被注字与注音字的音韵地位有部分相同时，我们选取相

同的音韵地位。b 被注字与注音字的音韵地位不相同，选取语音相近的音切，

或者是符合汉语语音演变规律的音切进行比较。 

1.4.2 研究步骤 

1、校勘 

在比较之前首先要进对杨倞注释的讹误、脱衍、误倒等情况进行校勘，以

确保所比较的音柱材料的准确性。由于学力和精力所限，本文采用的做法是对

目前已有的《荀子》校勘成果加以利用。 

本文主要参考的校勘成果来自于王天海、宋汉瑞的《<荀子集解>点校本校

勘检讨》（上、中、下），其校勘和检讨的对象是中华书局 1988 年版沈啸寰、王

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兼及光绪十七年王先谦《荀子集解》思贤讲舍

刊本。其校勘内容中与本文的研究最为密切的是杨倞注文的文字讹误、脱衍、

误倒、失校、误改等。 

2、比较 

按照上文提出的比较的原则，本文将杨注中的音切逐一与《广韵》比较。

对于与《广韵》一致的音切，本文仅以表格形式附在文末，不加分析。对于那

些与《广韵》不合的音切（即“异切”），我们逐条加以梳理，分析导致“异切”

的原因，并由此归纳出杨倞音注“异切”的六种类型。对于其中明确反映语音

现象，体现声韵类分合和声调变化的“异切”，本文还以相近时代的其他音注材

料为参照，纵横比较，归纳出杨倞注中直音和反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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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杨倞注音的基本情况 

2.1 注音类型 

2.1.1 单纯注音 

所谓单纯注音，是指注音的目的就是为了标明被注字的读音。此类型的被

注字，在《广韵》中往往只有一个读音，杨倞所使用的注音字或者反切所代表

的读音和被注字的意义之间没有联系，而两字的读音完全相同。这类注音还又

可以分为以下 4 小类： 

1、为地名、人名、植物名等专有名词注音。如： 

 

《解蔽篇》：“桀死亭山”，杨注：“灊音潜。”（p388）为地名注音。 

《非相篇》：“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杨注：“叶音摄。”

（p73）也是为人名注音。 

《劝学篇》：“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

仞之渊。”杨注：“射音夜。”（p5）为植物名注音。 

《礼论篇》：“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

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也。”杨注：“箾音朔，贾逵曰：‘舞曲名。’”

（p377）为舞曲名注音。 

 

2、为迭音词注音。如： 

 

《修身篇》：“《诗》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

之不臧，则具是依。’此之谓也。”杨注：噏，许急反。呰音紫。”（p21） 

 

3、为连绵词注音。如： 

 

《性恶篇》：“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杨注：“旁魄，广

博也。”“魄音薄。”（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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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生僻字、非常用字注音。如： 

 

《不苟篇》：“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杨注：“翾，小飞也。言小人之

喜轻佻如小鸟之翾然，音许缘反。”（p44） 

2.1.2 以音辨义 

以音辨义，指的是被注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而每个读音又都表示

不同的意义——至少在杨倞时代是如此，杨倞注出适用于文中意义的读音，从

而排除别解。根据被注字不同读音之间的声韵调关系，可以再分为以下三小类： 

（1） 声同韵异，即被注字两个读音之间的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 

 

《修身篇》：“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

乎道。”杨注：“贾音古。”（p28） 

《荣辱篇》：“有㺃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杨注：“贾音古。”（p56） 

 

《广韵》中，贾字有三种读音：第一种公户切，见母上声姥韵，义为“商

贾”。第二种：古疋切，见母上声马韵，义为“姓也”。第三种古讶切，见母去

声禡韵，义为“贾数”。依据《广韵》，贾字三读的音义关系一一对应，很是分

明：公户切表示商贾之贾，或用如动词市卖义；古疋切为姓氏；古讶切为“价”

的古字。杨倞两注“贾音古”，与第一种读音“公户切”同，是相同小韵中的字。

此处用“古”注“贾”，即是指明原文中“贾”是商贾的意思。 

（2） 韵同声异。即被注字两个读音之间的声母不同，韵母相同。 

 

《正论篇》：“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鼃不足与语东

海之乐。’此之谓也。”杨注：“司马彪曰：‘坎井，坏井也。鼃，虾蟇类也。’”

又注“鼃，戸娲反。”（p330） 

 

鼃，《广韵》乌娲、戸娲两切，二切同韵，声母清浊不同。乌娲切：虾蟇属，

戸娲切：蛙属。乌娲切是常见读音，注释家一般不注，如《汉书》颜师古两注

“鼃”字，分别注“下娲反”和“胡娲反”，皆注匣母。杨注“戸娲反”，与此

一致，以音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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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韵相同，声调不同。即人们常说的“四声别义”。所谓四声别义，

是指在词的基本意义不变的前提下，词性发生了变化，该字声调变化是词性变

化的客观标志。杨注直音中，也有四声别义的反映。如： 

 

《王霸篇》：“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杨注：“仰，鱼亮反。”

（p203） 

《议兵篇》：“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杨注：“卬，

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托上曰仰，宜向反。”（p270） 

《尧问篇》：“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杨注：“仰，鱼

亮反。”（p551） 

 

仰，《广韵》鱼两、鱼向两切。鱼两切：偃仰也，《说文》举也。去声下无

注。《汉书·食货志》：“衣食仰给县官”，集注：“仰，牛向反。”12《集韵》鱼两

切下，释义与《广韵》相同。鱼向切：“仰，《广雅》恃也。”《群经音辨·辨字

音清浊》卷第六：“上委下曰仰，鱼亮反；下瞻上曰仰，鱼两反。” 再如： 

 

《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谓士仕者）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杨注：

“远，于愿反。”（p100） 

 

《广韵》远字有云阮、于愿上去二切，用如动词读去声，义为“离”；用如

形容词，读上声，义为“遥远”。杨倞注去声读法，标明此处“远”是动词词性，

表示“离开”。 

2.1.3 指明通假 

以注音明假借，也是古代注释书中常见的现象，也杨倞注音中的重要内容。 

 

《王制篇》：“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杨注：“使水归其壑。安，谓

不使漏溢。臧，才浪反。”（p168）指水归藏的地方，名词。 

 

                                                 

12转引自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见《汉语音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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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广韵》则郎切：臧，善也，厚也，又姓。藏，《广韵》昨郎、徂浪二

切。a 昨郎切：藏，隐也，匿也。b 徂浪切：藏，通俗文曰：“库蔵曰帑”。“藏”

本义为动词收藏、贮藏，读平声。滋生词为名词，表示储藏的地方，名词，读

去声。 

“藏”是“臧”的后起分化字。《说文·臣部》：“臧，善也。”段注曰：“按

子郞、才郞二反。本无二字。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以从艹之藏为臧匿字始于

汉末。改易经典。不可从也。又赃私字。古亦用臧。”段玉裁认为“臧”“藏”

本一字，古皆作“臧”。《经典释文》为动词“藏”注音，多注“才浪反”。杨注

“臧，才浪反”，所注为“藏”字的去声读法，表示名词“储藏的地方”之义。

是以注音明假借之例。 

 

《解蔽篇》：“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

一。”杨注：“臧，读为藏，古字同，下同。言心未尝不苞藏，然有所谓虚也。” 

 

动词，义为收藏、苞藏。使用“读为”作注，破读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 

若是直音，还可以分为以下两小类：（1）注音字就是被注字的本字。如：

杨倞注“知音智13”，凡 4 见： 

 

《不苟篇》：“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杨注：“知音智。”（p45）

《非相篇》：“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杨注：“知音智。”（p77） 

《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

杨注：“上知音智，下如字。”（p223） 

《礼论篇》：“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

不知人。”杨倞注曰：“下知音智。”（p392） 

 

知，《广韵》陟移切，知母平声支韵：“觉也，欲也。”智，《广韵》知义切，

知母去声寘韵：“智，知也。”知，本义是动词知道、懂得，“智”是“知”的滋

生词14，表示名词“智慧”和形容词“有智慧”。但在《广韵》时代已经形成了

以“智”字表示名词“智慧”和形容词“有智慧”的用字习惯，杨注“知音智”，

                                                 
13本文所指的假借，是从比较宽泛意义而言。诸如“知-智”、“县-悬”此类字组，从语言的

产生的角度看，都是原始词和滋生词的关系，与共诗状态下的假借不同。本文不作区别。 
14孙玉文师《变调构词考辨》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80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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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注音，也是反映了这一用字规范。此外，杨注中还有 6 例“知读为智”，更

可证明此处的直音“知音智”是以注音明假借。如： 

《劝学篇》：“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

明而行无过矣。”杨注：“知，读为智。”义为智慧、智虑，名词。 

（2）注音字不使被注字的本字，本字是与注音字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如： 

 

《强国篇》：“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杨注：“稍嬴缓之则敖谩。

嬴音盈。”（p292） 

 

嬴、盈、赢三字音同，《广韵》以成切，以母平声清韵。嬴、赢皆在“盈”

小韵下。“嬴，秦姓。”“盈，充也，满也。”“赢，利也，益也，有余也，财长也。”

音同义异。 

杨训“嬴缓”，义为松弛、宽缓，当是由“嬴”字的“有余”义引申而来，

因此，这里应以“赢”为本字15，也是以注音明假借之例。 

2.2 注音术语 

杨倞注反切和直音的主要术语是“某，（音）某某反”和“某，音某”，除

此之外，还使用了少量“又音”和“或音”。 

2.2.1 又音 

杨注中一共出现 6 例“又音”（其中 1 例作“又如字”），杨倞使用这一术语

的几种情况： 

（1）为本字注音 

 

《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杨注：“矞与谲同，诡诈也，又余

律反。” 

 

矞，《广韵》余律切，《说文》曰以锥有所穿也。一曰满也。谲，《广韵》古

                                                 
15郝懿行：“嬴与赢同。赢，有余也。有余即弛缓，故注训嬴为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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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切，谲诈。杨倞首先破读并指出本字“谲”，再为原文中出现的“矞”字注“余

律反”（余、余音同）。 

 

（2）表示在当前文意中，被注字两读皆可，都表示同样的意思。如： 

 

《解蔽篇》：“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杨注：“涫涫，沸貌。纷纷，杂乱貌。

涫音官，又音贯。”（p397） 

 

涫，《广韵》古丸、古玩二切。古丸切，乐涫县，在酒泉。见母平声桓韵。

古玩切，沸也。见母去声换韵。 

《集韵》中增加了一读：胡玩切，匣母去声换韵：“涫，沸也。”另外两读

的音义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平声古丸切：“《说文》‘ 也’。酒泉有乐涫县。”去

声古玩切：“涫，沸也，一曰县名，在酒泉。”三读皆有“沸”义，可见到了《集

韵》中，涫字的三种读音都有了“沸腾”的意义，已经成为了不区别意义的读

音。 

杨注训“涫涫”为“沸貌”，注“音官又音贯”，反映了在杨倞时代，这两

种读音已经不区别意义了。再如： 

 

《正名篇》：“疾、痒、沧、热、滑、金皮、轻、重以形体异”杨注：“沧，

寒也。”又注：“沧，初亮反，又楚陵反。”（p417） 

 

（3）以“又音”标出假借字读法。 

 

《天论篇》：“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杨注：“匈匈，諠哗之声。与

讻同，音凶，又许用反。行，下孟反。”（p312） 

 

匈、讻、凶，三字音同，《广韵》钟韵许容切：匈，匈奴。讻，众语。凶，

凶祸。杨注“与讻同”，意思是文中“匈”是假借来表示“讻”的，意思是喧闹、

扰攘。“音凶”是以同音字注音。而注“又许用反”，是表示，原文“匈匈”还

可破读为“哅哅”，亦通。在文中另一处可找到证明： 

 

《解蔽篇》：“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哅哅：埶乱其官也。”杨注：“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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哅，喧声也。官，司主也。言埶乱耳目之所主守。哅，许用反。”（p405） 

《说文》以“讻”为正体，以“讻”为省体。《言部》：“讻，讼也 。从言。

匈声。讻，或省。”《说文》无“哅”，言部与口部多通，“凡从言之字，亦得从

口”（俞樾 p89）“哅”字应该是“讻”字后来产生的一个异体。表示扰攘意义的

“讻讻”，当是以“讻”字为本字。哅，《广韵》未收。《集韵》呼公切：“大声

也” 

 

《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杨注：“嵬，当与傀义同，音五每

反，又牛彼反。”（p90）  

 

嵬，《广韵》五灰、五罪二切：五灰切“崔嵬”；疑母平声灰韵。五罪切，

山皃，疑母上声贿韵，上古皆是疑母微部字。 

杨注“五每反”，是注疑母贿韵合口一等上声字，上古疑母，之部字。“牛

彼反”是疑母，纸韵开口三等上声字，上古歌部。这两个反切，仅见于杨注。 

 

（4）记录其他来源的读音。 

 

《天论篇》：“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杨注：“宋子名钘，宋人也，与

孟子同时。”“钘音形，又胡冷反。”（p319） 

 

钘，《广韵》戸经切，酒器。似钟而长颈也。上古匣母耕部。《经典释文》：

“宋銒，音形；徐音胡泠反；郭音坚。”杨注“又胡冷反”可能与“胡泠反”同

一来源。 

2.2.2 或音 

杨注中共出现 4 例“或音”，分别是： 

 

（1） 明通用 

《荣辱篇》：“彼臭之而无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

弃此而取彼矣。”杨注：“嗛，当为慊，厌也，苦廉反，或下忝反。”（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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嗛、慊、歉三字在《广韵》中同音，苦簟切，溪母上声忝韵。“嗛，猿藏食

处。慊，恨，表示遗憾、不满足。歉，食不饱。后引申为泛指不足。慊、嫌通

用。《汉书·赵充国传》：“婾得避慊之便。”颜师古注：“慊亦嫌字。” 

 

（2）注今读 

 

《议兵篇》：“城郭不辨，沟池不拑，”杨注：“辨，治也。或音办。”（p283） 

 

（3）明同源 

 

《礼论篇》：“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杨注：“鍪，冠卷如兜鍪也。”“鍪之

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p368） 

 

鍪，上古明母后部。冒，上古明母幽部。蒙、鍪、冒同源。“头蒙冒则为帽、

为鍪。”16 

 

（4）记录其它来源的读音 

 

《礼论篇》：“故圹垄，其䫉象室屋也。”杨注：“䫉，犹意也，言其意以象

生时也，或音邈。”（p369） 

 

䫉,同“貌”，《广韵》莫教切，明母效韵。 

2.2.3 亦音 

《议兵篇》：“城郭不辨，沟池不拑。”杨注：“‘拑’古‘掘’字。《史记》

作‘城郭不集，沟池不掘’。《文子》曰：‘无伐树木，无钳坟墓。’钳，亦音掘。

或曰：‘拑’当为‘抇’。篆文‘抇’字与‘拑’字相近，遂误耳。”（p283） 

                                                 
16 《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页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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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并音 

当被注字在被注释的文段中出现不止一次时，杨注“并音某”，杨注中一共

4 见。 

 

《非相篇》：“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

喻之，譬称明之 ，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

杨注：“言谈说之法如此，人乃信之。”又注“说，并音税。”(p86) 

 

《王霸篇》：“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

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杨注：“得于治国之中。乐，并音洛。”（p211） 

 

《解蔽篇》：“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杨注：“乘马，四

马也。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曰‘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

乘并音剩。”（p402） 

 

《大略篇》：“故曰：‘君子难说，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杨注：“说，并

音悦。”（p516） 

2.3 注音特点 

杨倞注在使用反切和直音法时，还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通常情况下，注释某字在被释句中的当前读音时，全书会始终选择用

反切或直音法中的一种为其注音。如“恶”，作疑问代词时，杨注直音“音乌”，

全书 2 见；作动词厌恶、憎恶意思时，杨注“乌路反”，全书 4 见。 

（2）对多音字的注音一般只注变读音或非常见音。如“属”有章和常母两

种读音，但是杨注“之欲反”，章母。如“观”有平去两读，平声读法古今习见，

一般不注音。去声读法比较少见。 

（3）杨倞的注音往往和训诂、校勘等结合，在同一条注释下，多个术语并

用，组成比较复杂的格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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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先校勘文字，再注音。 

 

《荣辱篇》：“鯈䱁者，浮阳之鱼也。”杨注：“鯈䱁，鱼名。浮阳，谓此鱼

好浮于水上就阳也。今字书无“䱁”，盖当为“鲅”。《说文》云即“鳣鲔鲅鲅”

字，盖鯈鱼一名鯈鲅。庄子与惠子游与濠梁之上，鯈鱼出游，是亦浮阳之义。

或曰：浮阳，渤海县名也。鯈音稠，鲅，布末反。”（P57） 

 

b 先指明通假、异体或同源等关系，再注音。 

 

《赋篇》：“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杨注：“重说长

其尾而锐其剽。赵，读为掉。掉缭，长貌。言箴尾掉而缭也。掉，徒吊反。”（p479） 

 

杨倞先指出原文中的“赵缭”应该读为“掉缭”，破读之后再释义，并为本

字“掉”注音。 

 

《议兵篇》：“宛巨铁釶，惨如蠭虿。”杨注：“釶与鍦同，矛也。《方言》云：

‘自关而西，谓之矛，吴扬之间谓之鍦。’言宛地出此钢铁为矛，惨如蠭虿。言

其中人之惨毒也。鍦音啻。”（p281） 

 

杨倞先指出“釶与鍦同”，二字为异体关系，再为之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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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杨倞注直音和反切分析 

经过整理和统计，本文杨倞注释中一共出现音切 218 例，其中切语用字与

《广韵》完全一致的有 76 例（直音 33 例，反切 43 例）；切语用字虽然与《广

韵》不同，但声韵调地位其实一致，因此实际同音的共有 80 例，这两类相加，

一共 156 例，即杨注中 218 例直音和反切中，有 156 例的读音与《广韵》完全

一致的。对于这类同音的材料，本文不作探讨，仅以表格形式照样录（详见附

录 1）。而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的对象，是剩下的与《广韵》不同的音切，即本

文所谓的“异切”。 

3.1 杨注异切举例 

本文所说的“异切”，指的是杨注中不同于《广韵》的直音和反切，本文将

将其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说字注音类，即以注音的方式指明被注字和注音字（包括反切读

音代表的字）之间假借、同源、通用等文字关系。这一类异切所反映的主要是

文字和训诂等方面的问题，兼及语音问题。 

第二类是语音变化类。这一类异切，明确透露出声韵类的分合、声调变化

等语音信息，因此是本文最为关心的部分。 

第三类是人名异读类。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往往或是存古音，或是存

方音，常常不读本来的读音，杨倞注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只有一例，我们

也将其单列一类。 

第四类是文字讹误类。这一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异切”，因为这些音柱材

料与《广韵》的区别，是由于流传过程中文字（切语用字）的错讹而导致的，

并非杨倞注释本身的特点。 

第五类是存疑的异切。对于这一类异切的原因，本文还未能找到合理的解

释，暂且列举在此，不作过多讨论。 

第六类抄撮旧反切之类。本文在这一部分还收入了杨注中轻重唇音混切、

端知混切的 6 例音注材料。严格意义上说，这一类并不是“异切”。《广韵》轻

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别，因此这 6 例是与《广韵》一致，而明显与杨倞时代

语音特点不符的“旧音”，也一并列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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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说字注音类 

注释材料中的注音，主要是服务于疏解文意、排除阅读障碍这一目的。因

此，以注音通训诂，是古代注释家们注音的最主要目的。所以这一类注音的作

用，主要是为了表明被注字词义的引申或分化，或是以注音明假借、同源、通

用等文字关系。杨倞注中，这一类的注音有： 

1、知音智 

杨注中一共出现 4 次“知音智”，分别是： 

 

《不苟篇》：“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杨注：“知音智。”（p45） 

《非相篇》：“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杨注：“知音智。” （p77） 

《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

杨注：“上知音智，下如字。”（p223） 

《礼论篇》：“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

不知人。”杨倞注曰：“下知音智。”（p392） 

 

知，《广韵》陟移切，觉也，欲也。知母平声支韵。智，《广韵》知义切，

知也。知母去声寘韵。 

《广韵》中，“知”只有平声读法，表示动词，知道，了解。“智”表示名

词“智慧”和形容词“有智慧”。 

“智”是“知”的滋生词17，《广韵》中收入“智”字，说明在《切韵》时

代，“知”的形容词和名词意义已经分化出来，并固定为“智”字字形。《集韵》

知义切： 知智，《说文》识词也。一曰知也。或作智、知。指出了二字之间的

关系。杨倞注“知音智”，既是注音，也反映了当时这一用字规范。 

“知音智”这一直音也多见于中古其他音注材料，本文不再赘述。此外，

杨注中还有 6 例“知读为智”，更可证明此处的直音“知音智”是以注音明假借

之例，列举一例： 

 

《劝学篇》：“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

明而行无过矣。”杨注：“知，读为智。”义为智慧、智虑，名词。（p45） 

                                                 
17 孙玉文师《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80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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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音愈 

《荣辱篇》：“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

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杨注：“既知礼乐之后，却循察之，俞可好

而不厌。俞音愈。”（p69） 

 

俞18，《广韵》羊朱、丑救二切。a 羊朱切，然也，答也。本义为应答之辞。

喻四平声虞韵。b 丑救切，汉姓。愈，《广韵》以主切，差也，贤也，胜也。喻

四上声麌韵。 

俞、愈通用。《说文》无“愈”字。《庄子·列御寇》：“舐痔者得车五乘，

所治愈下，得车愈多。”《经典释文》：“愈下，本亦作俞，同。”《汉书·礼乐志》：

“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颜师古注：“俞，进也。音踰，又音愈。它皆

类此。” 《集韵》勇主切：愈，胜也，通作俞，指明了二字通用的关系。 

与上一例一样，杨注“俞音愈”既是注音也点出了用字规范。此外，杨倞

注释中也以“读为愈”作注： 

 

《荣辱篇》：“清之而俞浊者，口也。”(p54)《仲尼篇》：“俞务而俞远”（p113）；

《儒效篇》：“比周而誉俞少”（p128）《议兵篇》：“兼人而兵俞强”（p289） 

 

杨倞皆注“读为愈”，表示副词“更加”19，使用“读为”则使破读的意思

更加显豁。 

 

3、食音嗣 

 

《礼论篇》：“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杨注：“食

音嗣也。”（p374） 

 

食，《广韵》羊力、乘力二切。a 羊力切，人名。b 乘力切，饮食，泛指动

作吃，床三入声职韵。嗣，《广韵》祥吏切，邪母志韵。食，表示名词食物，读

                                                 
18
孙玉文师《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1628-1629。 

19
《荀子·解蔽篇》“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杨倞注：“俞读为愈。”（p406）是表示“病好”

之义，与此不类，故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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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嗣。《集韵》祥吏切：“食飤饲，食也。” 

食音嗣，也见于《经典释文》，如：《诗·秦风·权舆》“于我乎夏屋”，郑

笺：“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释文》：“食我，音嗣。注篇内同。”《汉书》中表

示这一意义的“食”字，颜师古皆注“读曰飤”，如《景帝纪》：“禁内郡食马粟，”

颜师古注：“食读曰飤。”既是注音也是破读之例。 

上两例，杨注“知音智”和“俞音愈”，既是注音又点明了用字规范，且注

音字即是该意义的本字。而此例杨注“食音嗣”，“嗣”字单纯表示读音。这个

意义后来写作“飤”20，今写作“嗣”。 

 

4、拂音佛 

 

《臣道篇》：“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杨注：“拂，违也。挢拂则身

见害，使君有杀贤之名，故不为也。拂音佛。”（p251） 

《正名篇》：“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杨注：“径疾平易而不

违拂，谓易晓之名也。即谓呼其名遂晓其意，不待训解者。拂音佛。”（p420） 

 

第一例《臣道篇》中“拂”训为“违”，第二例《正名篇》中“违拂”同义

并列。因此，两例“拂”皆可训为“违背”。 

拂，《广韵》敷勿切，去也，拭也，除也，击也。表示动词“去除”义。中

古敷母入声物韵，上古滂母。佛，《广韵》符弗切，中古敷母，上古并母。 

拂、佛在表示“违戾”义上通用，这在《经典释文》中已有所体现。《礼记·大

学》“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下郑注曰：“违犹戾也，俾使之佛戾贤人所为，

使功不通于君也。”《释文》：“佛，戾。上拂弗反，下力计反。”下文“好人之所

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郑玄注：“拂犹佹（按：乖戾）也。”《释文》：

“拂，扶弗反。注同。”《集韵》符勿切：佛，大也，一曰戾也。或作拂。指出

了二字通用的关系。 

                                                 
20《说文•食部》：“飤，粮也。”段注曰：“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

作‘饲’。”但经典中没有“飤”字。杨注中，表示名词食物、一般意义的动词吃，以及表

示喂食意义的“食”，皆作“食”字形。如：《荣辱篇》：“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

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杨注：“豢，圈也，以榖食于圈中。”（p65）“食”也是“拿

东西给别人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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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拂音佛”，与《集韵》一致。并且与上两例一样，以“佛”训“拂”，

既是明注音，也是明文字通用。 

 

5、薄音博 

 

《天论篇》：“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杨注：“薄，

迫也，音博。”（p308） 

 

薄，《广韵》傍各切，厚薄，《说文》曰林薄也。并母入声铎韵。博，《广韵》

补各切，是清声母帮母字。 

薄，《集韵》白各、博各二切。a 白各切：《说文》林薄也。并母铎韵，与

《广韵》傍。b 博各切：迫也。帮母铎韵。 

《经典释文》对于训作“迫”义的“薄”字，或是注“如字”，或是依然注

本字并母读法。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欲观其裸浴，薄而观

之。”杜预注：“薄，廹也。”《释文》：“薄，如字。”《尚书》：“外薄四海，咸建

五长。” 注：“薄，迫也。”《释文》：“薄，蒲各反。徐扶各反。” 

杨注训“薄”为“迫”并音“博”，与《集韵》博各切的音义关系一致，反

映出了被注字“薄”在表示“迫近”义时读音的历时变化，这也是求训诂之注

音。 

 

6、蠭音逢 

 

《王霸篇》：“羿、蠭门者，善服射者也。”杨注：“蠭门，即蠭蒙，学射于

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p215） 

 

蓬蒙，人名，古之善射者。《庄子》：“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释文》：

“蓬蒙，符恭反，徐扶公反。司马云：‘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

上述《王霸篇》中的“蠭门”即此“蓬蒙”。 

蓬，《广韵》并母；逢，《广韵》奉母。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因此蓬、

逢二字在上古时同音。蠭，本义是昆虫名，是“蜂”字的古体。《广韵》敷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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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母。杨注“蠭音逢”，应当注的是本字“蓬”的读音，因此，这也是以注音明

训诂之例。 

 

7、从，子容反 

 

《赋篇》：“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横。”杨注：“从，竖

也，子容反。衡，横也。言箴亦能如战国合从、连横之人。南北为从，东西为

衡也。”（p479） 

 

从，《广韵》疾容、疾用、七恭三切。a 疾容切，就也，又姓。从母平声钟

韵。义为跟从，听从。b 疾用切，随行也。从母去声用韵。引申为名词，跟随

者。c 七恭切，从容，清母平声钟韵。 

纵，《广韵》即容、子用二切。a 即容切，纵横也。精母平声钟韵。b 子用

切，放纵，《说文》缓也。一曰舍也。精母去声用韵。  

“纵横”义以“从”为本字，“纵”为假借字，后“纵”字逐渐成为此义的

正字。《说文·从部》：“从，随行也。”段注曰：“引申为主从，为从横，为操从。

亦假纵为之。”《纟部》：“纵，缓也。一曰舍也。”本义为放纵。“纵横”之“纵”，

本字当作“从”。 

《广韵》已将“纵横”的音义收入在“纵”字形下，说明二字的用字规范

在当时已经形成。《集韵》钟韵以“纵”为“从”的异体，在“从”下注云：“将

容切，东西曰衡，南北曰从。”是点出了纵横义的本字，指明了二字关系。杨注

“子容反”，实则注的是假借字“纵”（即容切）字读音。 

 

8、乡，许亮反/乡音向 

 

《荣辱篇》：“亦呥呥而笑，乡乡而饱已矣。”杨注：“乡乡，趋饮食貌，许

亮反。”（p64） 

表示趋向、朝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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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效篇》：“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杨

注：“混然，无所知之貌。并，比也。乡音向。涂与途同。”（p125） 

表示从前、过去，与“今”相对。 

 

《正论篇》：“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

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杨注：“乡音向。”（p332） 

表示从前、过去，与“今”相对。 

 

乡21，《广韵》许良切，乡党。晓母平声阳韵。本义是古代基层组织之一，

后指县以下的农村行政单位。向，《广韵》许亮切，对也，窗也，《说文》曰北

出牖也。晓母漾韵。引伸为方向、归向。 

以向音乡，以及为“乡”注去声读法，在唐代其它音注材料中也比较多见。

《礼记·月令》：“雁北乡，鹊始巢。”《释文》：“乡音向。”表示动词，朝向。《周

礼·大宗伯》“南乡”，《释文》：“许亮反。” 

《集韵》许亮切：“乡，面也。或从向。” 

杨注也以“读为向”和“读曰向”注“乡”字，破读之意更加明显。如： 

 

《非相篇》：“故乡乎邪曲而不明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杨注：

“以测度之道明之，故乡于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杂物炫耀而不惑。乡，读为

向。”（p82） 

“乡”与“观”相对，作动词，表示朝向。 

 

《儒效篇》：“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杨注：

“是，皆谓儒也。乡，读曰向。”（p134） 

表示动词“朝向”。 

 

《成相篇》：“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杨注：“易乡，回面也，

谓前徒倒戈攻于后。乡读为向。”（p458） 

义为名词“方向”。 

 

                                                 
21孙玉文师《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77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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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臭，许又反 

 

《荣辱篇》：“彼臭之而无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

弃此而取彼也。”杨注：“臭，许又反。”（p65） 

《礼论篇》：“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不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

杨注：“《仪礼》：‘尸又三饭，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是臭谓歆其气，

谓食毕也，许又反。皆谓礼毕无文饰，复归于朴，亦象太古时也。”（p353） 

 

臭，《广韵》尺救切，腥臊膻香等各种气味。昌母去声宥韵。齅，《广韵》

许救切，以鼻取气。亦作“嗅”。晓母宥韵。殠，《广韵》许久切，臭也。 

《说文•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义为用

鼻子闻。此外，《说文·鼻部》：“齅，以鼻就臭也。”可见“臭”还有“气味”

的意思。“齅”、“臭”都可以表示“用鼻子闻”的意思，“臭”既可以表示名词

“气味”，也可以表示动词“用鼻子闻。” 

《集韵》中，“臭”字收晓母宥韵读法。“臭，许救切。逐气也。禽走臭而

知其迹者，犬也。故从犬。” 

齅（嗅）字是臭字变声构词的结构，但从《广韵》中各字的收音情况看，

在《切韵》时代，“臭、齅、殠三字字义有了分工。”22杨注“臭，许又反”，注

的是动词“嗅”的读音，是以注音求训诂之例。 

 

10、臧，才浪反 

 

《王制篇》：“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杨注：“使水归其壑。安，谓

不使漏溢。臧，才浪反。” 

义为水归藏的地方，名词。 

 

《说文·臣部》：“臧，善也。”段注曰：“按子郞、才郞二反。本无二字。

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以从艹之藏为臧匿字始于汉末。改易经典。不可从也。

又赃私字。古亦用臧。”段玉裁认为“臧”“藏”本一字，皆作“臧”。《说文新

附字·艹部》“藏，匿也。”徐铉：“《汉书》通用‘臧’字。从艹后人所加。昨

                                                 
22《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页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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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切。”“藏”是“臧”收藏意义的后起字。 

臧，《广韵》则郎、昨郎、徂浪三切。a 则郎切，臧，善也，厚也，又姓。

b 昨郎切，藏，隐也，匿也。c 徂浪切，《通俗文》曰库蔵曰帑。  

藏，本义为收藏、贮藏，动词，平声。滋生词为储藏的地方，名词，去声。

《玉篇》慈郎切：“藏，郎草名。又隐匿也。又才浪切，库藏。”“隐也。”《集韵》

慈郎切：“藏臧，《说文》：匿也。或作臧。”才浪切：“藏，物所畜曰藏。” 

“藏，才浪反”多见于《经典释文》。如：《公羊传·僖公二年》：“则宝出

之内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犹外府藏也。”音义：“内藏，才浪反，

注同。”《礼记·月令》：“命百官谨盖藏。”注：“谓府库囷仓有藏物。”音义：“盖

藏，才浪反，又如字。”杨注“臧，才浪反”是以注音明假借之例。 

杨注中另有“（臧）读为藏”一例： 

 

《解蔽篇》：“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

一。”杨注：“臧，读为藏，古字同，下同。言心未尝不苞藏，然有所谓虚也。”

义为收藏，动词。（p395） 

 

杨倞明确指出了臧、藏二字，古为一字的关系。 

 

11、剽，匹小反 

《赋篇》：“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杨注：“剽，末也，谓箴之锋也。《庄

子》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剽，杪末之意，

匹小反。”（p479） 

 

剽，《广韵》匹妙、符霄二切。匹妙切，抢劫，滂母去声笑韵。符霄切，钟

的一种。并母平声宵韵。《集韵》俾小切：剽，末也。帮母上声小韵。 

标，《广韵》甫遥、方小二切。a 甫遥切，举也，又木杪也。b 方小切，标

杪，木末。两读皆为帮母。 

《说文·刀部》：“剽，砭刺。”段注曰：“砭刺必用其器之末，因之凡末谓

之剽。”《庄子·庚桑楚》：“有长而无本剽者。”《释文》：“本剽，本亦作摽，同，

甫小反。崔云末也，李怖遥反，徐又敷遥反。下同。”甫小反，帮母上声小韵。 

杨注“匹小反”，义为“末也”，当是注“标”字音义，是以注音明训诂之

例。 



 

31 

 

12、厌，于甲反/乌甲反 

 

《儒效篇》：“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杨注：

“厌，掩也。夜厌于旦，谓未明已前也。厌，于甲反。”（p136） 

《礼论篇》：“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杨注：“厌，掩也，乌甲反。

谓不使相侵掩也。”（p361） 

 

厌，《广韵》于琰、于艳、于叶三切。a 于琰切，厌魅也。影母上声琰韵。

b 于艳切，《论语》曰食不厌精。影母去声艳韵。c 于叶切，厌伏，亦噩梦。影

母入声叶韵。压，《广韵》乌甲切，镇也，降也，笮也，坏也。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晨厌晋军而陈。”《释文》：“厌，本又作压。”

《襄公三十一年》：“侨将厌焉。”《释文》：“厌，本又作压。”《昭公二十三年》：

“为屋所厌而死。”《释文》：“厌，本又作压。”《汉书·刘向传》：“抑厌遂退。”

颜师古注：“厌，音乙甲反，谓不伸也。” 

《集韵》乙甲切：压厌，《说文》壊也，一曰塞补也，伏也，或作厌。 

《强国篇》：“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杨注：“厌，读为压。”（p292） 

厌、压通用。杨倞两注“乌甲反”，当是以音明假借之例。 

 

13、污，乌瓜反 

 

《大略篇》：“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杨注：“或曰：

瓯臾，窳下之地。《史记》曰‘瓯窭满沟，污邪满车’，裴骃云：‘瓯窭，倾侧之

地。污邪，下地也。’邪与臾，声相近，葢同也。窭，力侯反。污，乌瓜反。”

（p516） 

 

污与洿同。《广韵》哀都切：“洿,《说文》曰浊水不流者。”“污，上同。”

影母平声模韵。 

洿，《集韵》有四切：a 汪胡切：洿污，《说文》浊水不流也。一曰窳下。或

从于。平声模韵。b 乌故切：污洿，《说文》秽也。一曰小池为污。一曰涂也。

或作洿。c 荒故切：洿，抒水也。去声暮韵。d 后五切：洿，水深谓之洿。上声

姥韵。 

窊，《广韵》乌瓜切，凹也，《说文》曰污衺下也。《集韵》亦作乌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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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污，乌瓜反”，从上下文意看，当是注“窳（窊）”字之读音，因此

是以注音求训诂之例。 

 

14、嗛，苦廉反 

 

《荣辱篇》：“彼臭之而无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

弃此而取彼矣。”杨注：“嗛，当为慊，厌也，苦廉反，或下忝反。”（p53） 

《礼论篇》：“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杨注：“‘俗’

当为‘欲’。嗛与慊同，快也。言若从人所欲，不为节限，则天下之道尽于快意

也。嗛，口簟反。”（p393） 

 

嗛、慊、歉三字同音，《广韵》中皆为苦簟切，溪母上声忝韵开口二等。嗛，

猿藏食处。慊，恨。表示遗憾、不满足。歉，食不饱。引申为泛指不足。  

此外，“慊”还有“快意、满足”之义。《庄子·天运》：“今取猿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郭璞注：“慊，苦牒反，足也。”也可

以用“嗛”。《战国策·魏策二》：“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

味而进之。”高诱注：“嗛，快也。” 

《集韵》苦兼切：谦嗛，《说文》敬也。或从口。慊，意不足。  

廉，《广韵》盐韵开口三等。杨注“苦廉反”，是以盐韵切添韵之例。（此例

也有可能是杨注“苦兼反”，兼字讹为廉字，若如此，则当归入第四类异切）。 

 

15、𧉧，居怯反 

 

《王制篇》“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杨注：

“紫，紫贝也。紶，未详，字书亦无“紶”字，当为“𧉧”。郭璞《江赋》曰：

‘石𧉧应节而扬葩’，注云：‘石𧉧，龟形，春则生花。’盖亦蚌蛤之属。今案：

《本草》谓之石决明，陶云：‘俗传是紫贝，定小异，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

五色，内亦含珠。’古以龟贝为货，故曰‘衣食之’。𧉧 ，居怯反。”（p162） 

 

𧉧，《广韵》羌举切，𧉧蚥。（按：蟾蜍别名。）溪母语韵。蜐，《广韵》居

怯反，《南越志》云“石蜐生石上，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也。”见母叶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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𧉧与蜐通。𧉧，《集韵》讫业切，见母业韵。表示虫名“石𧉧”，𧉧与蜐音

义皆同23。 

从杨倞注的情况看，这一部分异切有如下一些特点：（1）以注音通训诂，

既注明读音，有标明用字规范。（2）杨倞的注音，虽然《广韵》没有收入，但

是后代的《集韵》（在同一字形下）却收入了，这反映了被注字在这一意义上的

音义关系的历时变化。有的注音所代表的滋生义，又有了专门的字形来表示，

而固定成为一个新词，与被注字形成同源的关系。总之，这一部分的注音所反

映的主要是文字问题，因此我们将其单列在此，不作为考察杨注直音和反切的

语音特点的主要依据。 

 

16、涫音官，又音贯。 

此外，杨注中还有一例，严格意义上并非是“异切”，但是被注字的音义关

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解蔽篇》：“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

知其形？”杨注：“涫涫，沸貌。纷纷，杂乱貌。涫音官，又音贯。”（p397） 

 

涫，《广韵》平去两读。桓韵古丸切：“乐涫县，在酒泉。”去声换韵古玩切：

“沸也。”平声表示地名，去声表示沸腾义。《玉篇·水部》：“涫，古乱、胡乱

二切，沸也。”多出匣母换韵的读法。这一读虽《广韵》未收，但在注释书中却

可以找到。《文选·思玄赋》：“抚軨轵而还睨兮，心勺烁其若汤”，李善注引《楚

辞》“心涫沸其若汤”，并注曰“涫音换”，注去声。《汉书·五行志》：“《诗》云：

‘如蜩如螗，如沸如羮。’”颜师注曰：“汤之沸涫，羮之将孰也。”又注：“涫音

下管反。”注去声。 

涫，《集韵》三读：古丸切：“《说文》‘ 也’。酒泉有乐涫县。”古玩切：

“涫，沸也，一曰县名，在酒泉。”胡玩切：“涫，沸也。”可见，在《集韵》中，

古丸、古玩二切也是不区别词义的异读，而古丸、古玩、胡玩三读，都可以表

示“沸腾”义。因此，杨倞这一“又音”正好反映出“涫”字从《广韵》到《集

韵》的音义关系的变化。杨注与《集韵》更加接近。 

                                                 
23盧文弨曰：“注‘𧉧’，元刻作‘蜐’，同。今從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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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语音变化类 

这一类注音材料，可以明确反映出声韵类的分合，以及声调的变化等方面

的内容，列举如下： 

17、钃，之欲反 

 

《荣辱篇》：“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杨住：“钃，刺也，

之欲反。故良剑谓之属镂，亦取其利也。或读斸为斫。”（p55） 

 

钃同斸。《说文》无“钃”字。《说文·斤部》：“斸，斫也。”《广韵》陟玉

切：“斸，斫也，又镢也。”“钃，上同。”知母入声烛韵。《释名·释用器》：“斸，

诛也。主以诛除物根株也。”本义为坎，动词，也可以作名词，表示锄头一类的

工具。 

《玉篇·金部》：“钃，陟玉、时嘱二切。锄也。”《斤部》：“斸，竹足切，

斫也，或作钃。”《史记》：“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劎以死。”服虔曰：“属

镂，劎名。”《正义》：“属音烛。”烛，章母。 

杨注“钃，之欲反”，从下文的说解看，杨注认为劎名“属镂”正是得名于

“钃”，杨倞当是认为“属”与“钃”音同。而“之”是《广韵》章母字，欲、

玉同为入声烛韵字，是以章母字切知母之例。 

 

 

18、施，或所宜反 

 

《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

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杨注：“施，或所宜反。”24（p100） 

 

施，《广韵》式支、施智二切。平声式支切，施设，亦姓。书母（审三）平

声支韵，上古歌部。去声施智切，《易》曰：云行雨施。书母（审三）去声寘韵，

上古歌部。 

杨注中另有两处为“施”注音： 

                                                 
24关于杨注中“或音”的性质，详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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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篇》：“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杨注：“言论人臣之过，

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p453） 

杨注去声读法，表示给予恩惠。 

 

《君子篇》：“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杨注：“施，谓恩惠。亲疏有分，

则恩惠各亲其亲，故不乖背。施，式豉反。分，扶问反。”（p458） 

这一句中杨注去声读法，表示名词恩惠，是动词施加恩惠的“施”的词义

构词的结果。 

 

杨注“施，或所宜反”，是以山母字注书母字。标为“或音”，则可能是方

俗之音，也可能是记录的其他注释家的反切，具体来源已无法详考。《晋书音义》

中也有 1 例生书混切： ，山六反。25这可能是某种方音的体现，也可能是其

他注释家的注音，暂时还无法确定，只能有待于更多的语音数据加以证明。 

19、貉，莫革反 

《劝学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杨注：“貉，东北夷。”“貉，莫革反。”（p2）  

貉，《广韵》莫白、下各二切：a 莫白切，古代对东北方民族的蔑称。字亦

作“貊”。明母入声陌韵。b 下各切，一种毛皮兽。匣母铎韵。 

《尚书·周官》：“武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孔安国注：“海东诸夷，驹、

丽、扶、余、馯、貊之属。”《释文》：“貊，孟白反。《说文》作貉。北方豸种。”

入声陌韵。《汉书·高帝纪上》：“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注：“貉在东

北方，三韩之属皆貉类也。音莫客反。”注入声陌韵，与《广韵》“莫白切”同

音。 

杨注“莫革反”，对应《广韵》“莫白切”。革，入声麦韵，是以麦切陌之例。 

 

20、迟，直吏反 

 

《修身篇》：“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

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杨注：“学曰，谓为学者传此言也。迟，待也，

直吏反。”（p32） 

                                                 
25《晋书音义》77 卷，页 3277。转引自吴璐《<晋书音义>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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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广韵》直尼、直利二切：a 直尼切，徐也，久也，缓也，亦姓也。澄

母平声脂韵。 b 直利切，迟，待也。澄母去声至韵。作动词时读去声。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烝然罩罩”，毛传曰：“言南方水中有善鱼人

将久如而俱罩之迟之也。”义为动词，等待。《释文》：“迟之，直冀反。”注去声

至韵。《汉书·高帝纪上》：“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帀。”颜师古注：“迟于事

故曰迟明。变为去声，音丈二反。《汉书》诸言‘迟某事者’义皆类此。”亦注

去声至韵。皆与《广韵》同。 

杨注“直吏反”，也是注出“迟”字的动词用法，应当与《广韵》的“直利

切”相比较，而“吏”是去声志韵，是之、脂混切之例。 

 

21、褫，直吏反 

 

《非相篇》：“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杨注：“褫，解也。有司世世相

承，收礼之法数，至于极久，亦下脱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言此者，以喻久远难详，不如随时兴治。褫，直吏反。” （p80） 

 

褫，《广韵》直离、池尔、敕豸、敕里四切。a 直离切，蓐衣，又曰褫毡。

说文曰夺衣也。澄母支韵。b 池尔切，夺衣，《易》曰以讼受服，终朝三褫之。

澄母纸韵。c 敕豸切，衣偏絮也。彻母纸韵。d 敕里切，彻衣，又夺衣。彻母止

韵。 

褫，《集韵》丈尒、丑豸、相支、余支四切。其中丈尒切：夺衣也，澄母纸

韵，与《广韵》“池尔切”音同。丑豸切：夺衣也。彻母纸韵，与《广韵》“敕

豸切”音同。《集韵》中并未收入“褫”的去声读法。 

杨注“直吏反”，澄母，之韵开口三等去声字。首先是以之切支，是之支混

切之例。其次，吏是去声字，这一例也透露出浊上变去的趋势。 

 

22、絓，苦化反 

 

《礼论篇》“注纩听息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已，然而殡敛之具未有

求也。”杨注：“紸，读为注。‘注纩’，卽‘属纩’也。言此时知其必至于忧闵

也。或曰：‘紸’当为‘絓’。絓，苦化反，以为‘黈’字，非也。”（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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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丧大记》：“属纩以俟绝气”，其下注疏解未释“属”字。《周礼》

卷八：“《丧纪》共其丝纩组文之物。”下孔颖达正义引“属纩以俟绝气”一句，

并注“属，亦用丝”。“属纩”为动宾结构短语，“属”当作本义“连缀”。 

絓，《广韵》胡卦切，义为缠住、绊住。匣母卦韵。《说文·纟部》：“絓，

茧滓絓头也。一曰以囊絮练也。”《集韵》：胡卦切，《说文》茧泽也，一曰絓头，

一曰以囊絮练也。皆为去声卦韵（佳韵）。杨注“絓，苦化反”，是溪母禡韵（麻

韵），是佳麻混切之例。 

 

23、儇，火玄反 

杨倞两注“儇”字，分别见于： 

 

《荣辱篇》：“靡之儇之”，杨注：“儇，疾也，火缘反，靡之儇之，犹言缓

之急之也。”（p65） 

《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杨注：“《方言》云：‘儇，疾

也，慧也。’与‘喜而翾’义同，轻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p76） 

 

儇，《广韵》许缘切，智也，疾也，利也，慧也，又舞皃。晓母平声仙韵合

口三等。玄，《广韵》先韵合口四等。杨倞两注儇字，一注三等仙韵，一注四等

先韵。可见二韵相混。 

《诗·齐风·还》：“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释文》：“儇兮，许

全反，利也。《韩诗》作‘婘’，音权，好貌。” 

《集韵》胡涓切：儇，慧也。收入了四等先韵读法。 

 

24、鍪，莫侯反 

 

《礼论篇》：“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杨注：“荐器，谓陈明器也。鍪，冠

卷如兜鍪也。縰，韬发者也。《士冠礼》：‘缁纚广终幅，长六尺。’谓明器之冠

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无韬发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

侯反，或音冒。”（p368） 

 

鍪，《广韵》莫浮切，兜鍪，首铠。《说文》曰“鍑属“也。”明母平声尤韵



 

38 

 

开口三等。侯，《广韵》侯韵开口一等。《集韵》迷浮、莫 切。 

“鍪，莫侯切”也多见于《经典释文》。《礼记·儒行篇》：“儒有忠信，以

为甲胄。”郑注曰：“甲胄，兜鍪也。”《释文》：“鍪，莫侯反。”《礼记·少仪》：

“袒槖奉胄”，郑注：“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释文》：“鍪，亡侯反。”也注

本读。如：《礼记·既夕礼》：“甲铠兜鍪”，《释文》：“音牟。” 

王力先生《<经典释文>反切考》和邵荣芬先生的《<经典释文>音系》的研

究都表明：《广韵》中尤韵、东三的明母字，在《经典释文》的反切系统里基本

上已经都变为了一等侯韵。而在陆德明之后的一些反切系统里，如曹宪《博雅

音》、颜师古《汉书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等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情况。 

杨注“鍪之言蒙”，以东韵一等“蒙”字作为“鍪”字的声训，又注“莫侯

反”，都反映了尤韵唇音字的语音变化。 

 

25、糂，苏览反 

 

《宥坐篇》：“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闲，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

皆有饥色。”杨注：“糂与糁同，苏览反。”（P526） 

 

糂、糁为一字。糂，《广韵》桑感切，羹糂。《墨子》曰“孔子厄陈，藜羹

不糂也。”或作糁。心母感韵开口一等。《说文》以“糁”为“糂”的古文字形。

《米部》：“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糁，古文糂从参。”杨注“苏览反”，

览，《广韵》敢韵开口一等，是以谈韵切覃韵之例。 

《诗·周颂·有瞽》：“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毛传曰：“潜，糁也。”《释文》：

“糁，素感反。”此外，还有三感反、西感反二切，三切都是上声覃韵，与《广

韵》桑感切同音。 

 

26、邀，一尧反。 

 

《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乐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

日徼其所恶。”杨注：“徼与邀同，招也，一尧反。”（p145） 

 

邀，《广韵》于霄切，邀遮，影母宵韵开口三等，平声。上古影母宵部。徼，

《广韵》古吊切，循也，小道也。见母啸韵开口四等，去声，上古影母药部。 



 

39 

 

原文借“徼”为“邀”，杨倞先破读，指出本字，然后以“一尧反”为本字

邀注音。尧，《广韵》萧韵开口四等，平声，上古宵部。杨倞此注以四等萧韵切

三等宵韵，是以萧切宵之例。 

 

27、要，一尧反。26 

 

《王霸篇》：“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杨注：“要，

约也。皆知其可与要约不欺也。要，一尧反。”（p205） 

《王霸篇》：“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

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杨注：“要，取百事之治，考

其得失也。要，一尧反。”（p224）义为求取。 

 

要，《广韵》于宵切，俗言要勒。《说文》曰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今

作腰。与上文一样，这里杨倞也是以萧切宵之例。 

此外，杨倞还有四处为“要”注音（表示“邀“、“约”之义27），皆注本读，

不与萧韵相混。 

 

 

 

28、强，其亮反 

 

《解蔽篇》：“传曰：‘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

此之谓也。此不蔽之福也。”杨注：“勉之强之，言必勉强于知贤辅贤然后其福

长也。强，直亮反。” （p391） 

《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

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杨注：“强，

其亮反。挢与矫同，屈也。”（p250） 

皆训为勉强、强迫之强。应当注上声。在《汉书》中，作此义的“强”皆

注上声：《食货志》：“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颜师古注：

                                                 
26邀、要同音。要，本义为“腰”。“邀”是“要”字在“迎候”意义上的后起字。这里两例

混切情况相同。 
27分别见于《儒效篇》“行礼要节”（p130），《富国篇》“要时务民”（p189），《正论篇》：“蛮

夷要服”（p330），《礼论篇》“出死要节”（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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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劝之令习事。强音其两反。”《董仲舒传》：“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

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注：“强音其两反。”28 

强，本义是有力、强盛，《说文·弓部》“强，弓有力也。”作形容词。 徐

锴注“其央反”，徐铉注“巨良切”，段玉裁亦注“巨良反”。都读平声。后引申

为动词“使别人尽力去做某事，强迫、勉强”，又形容词“竭力、尽力” 29，读

上声。杨倞这一音切，反映出其时“浊上变去”现象已经初露端倪了。 

强，是浊上字，杨倞切“其亮反”，切出的是浊去字。由此可以看出，杨倞

时代的浊上变去，变的是“浊去”，这是“浊上变去”的早期现象，王力先生认

为这种同为浊纽的上去声相混的现象最早起于中唐，杨倞的这一例音切也能一

定程度上印证这一说法。 

3.1.3 人名异读类 

姓名和地名的读音，往往不读该字本音，而是另有读音。 

29、馯音寒 

《非相篇》：“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杨

注：“《汉书儒林传》馯臂字子弓，江东人，受《易》者也。然馯臂传《易》之

外，更无所闻，荀卿论说，常与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p73） 

馯，《广韵》丘奸、侯旰两切。丘奸切，姓也，《汉书》有江东馯臂，字子

弓，传《易》。 溪母平声删韵。侯旰切，姓也。匣母去声翰韵。 

杨注“馯音寒”，“寒”《广韵》胡安切，匣母平声寒韵，与“馯”字两读皆

不合。《汉书·儒林传》：“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颜注：“馯，音韩。”寒、韩

音同，与此例同，所注都是《广韵》不收的读音，这属于人名的异读。 

3.1.4 文字讹误类 

30、中，古获反 

 

                                                 
28孙玉文师《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766。 
29孙玉文师《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页 76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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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篇》：“辟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

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桡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杨注：“逢蒙，古之

善射者。诎与屈同。要，读为腰。桡，曲也。腘，曲脚。中，古获反。”（p200） 

 

腘，《广韵》古获切，曲脚中也。见母麦韵。杨注原文当是“腘，曲脚，古

获反。”义同“中”字由上文误入。30 

 

31、硗，若交反 

 

《王制篇》：“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

农夫仆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杨注：“高下，原隰也。五种，黍、稷、豆、

麦、麻。观其地所宜而种之。硗，若交反。”（p168） 

 

硗，《广韵》口交切，硗埆，瘠土。溪母肴韵。《经典释文》节南山：硗埆，

苦交切。《王制》肥硗：苦交反。《宣公七年》硗埆：上苦交反。“若”与“苦”

字形相近，杨注“若交切”当是“苦交切”之讹。 

3.1.5 存疑的音切 

32、锥，许唯反  

 

《议兵篇》：“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

也。”杨注：“堕，毁也。锥，许唯反。” （p275） 

 

锥，《广韵》职追切，《说文》锐也。章母字。堕，《广韵》许规、徒果、他

果三切。许规切，毁坏，晓母平声支韵。 

“许唯反”，晓母脂韵，中晚唐时期之、脂、支韵相混（在杨注中也有体现），

再从杨注体例看，此处“许唯反”，当是承上文“堕”字释义后注音，因此，杨

                                                 
30这一例讹误是在本论文的开题报告上，蒙孙玉文师、胡敕瑞老师、宋亚云老师、邵永海老 

师点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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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当是“堕，毁也，许唯反。”杨注中另有一处为“堕”字注音：《仲尼篇》：

“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杨注：“堕，许规反。” （p457） 

 

33、烙，古责反 

 

《议兵篇》：“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杨注：“《列女传》曰：‘炮

烙，谓膏铜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火中，纣与妲己大笑。’烙，古

责反。”（p284） 

 

烙，《广韵》卢各切，铎韵来母，上古铎部。杨注“古责反”，所注当为“格”

字。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集解》：“《列女传》曰：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

笑，名曰炮格之刑。”《索隐》：“邹诞生云：‘格，一音阁。’又云：‘见蚁布铜斗，

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与《列女传》少异。”31《索

隐》所引用的邹诞生注，从音、义两方面让我们比较有理由相信，应当是“炮

格”。 

《汉书·谷永杜邺传》：“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棰㿊于炮格，绝灭人命。”

师古曰：“㿊，痛也。炮格，纣所作刑也。膏涂铜柱，加之（以）火上，令罪人

行其上，辄堕炭中，笑而以为乐。㿊音千感反。”32王念孙按：“炮烙，本作炮格。” 

从韵母看，格和烙都是铎部字，从声母看，见母和来母互谐的例子也很多，

语音上的接近为二字的相混提供了可能。 

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史记第一·殷本纪》中比较全面地论证了表示

商代之刑的“炮烙”当作“炮格”，“今诸书皆为后人改作‘炮烙’矣”。彭文芳

《“炮烙”与“炮格”辨》从语言和施刑方法两个角度正名，表示商代刑罚的当

是“炮格”，并推断“汉代‘烙’字并未产生”，而文献中另有“炮烙”一词，

表示“烧铁烙人”，则是宋代以后的用法了，当视为另一词。 

                                                 
31《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页 106-107。 
32《汉书》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页 3460-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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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处杨注“古责反”，有两种可能。一是，杨倞所看到的是“炮格”，

杨倞注音以明义。第二种可能就是，杨倞所见到是“炮烙”，杨倞是“注音以明

本字”。 

3.1.6 抄撮旧反切之类 

这一类旧反切表现在轻重唇混切和端知混切，现分别析之。第一类，轻重

唇音混切： 

 

34、偋，防正反。 

 

《荣辱篇》：“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偋五兵也。”杨注：“偋，当为

屏，却也。《说文》有‘偋’字，寠也，与此义不同。偋，防正反。”（p53） 

 

偋，《广韵》防正切，并母去声劲韵，上古并母耕部。“偋，隐僻也，无人

处。” 《说文·人部》：“偋，僻陋也。”《玉篇·人部》：“偋，步定切，僻也。”

都是将“偋”训为隐僻，引申为僻陋，即杨注所谓“窭也”。 

屏，《广韵》 必郢、薄经、府盈三切，其中必郢切，帮母静韵上声，上古

帮母耕部，义为“蔽也”，引申为“除去”，《诗·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

菑其翳。”音义：“屏，必领反。除也。” 

杨倞训“偋”为“却”，即去除之义，可见此处因以“屏”为本字。而杨注

“防正反”却是注“偋”字读音。 

 

35、䋽，方孔反 

 

《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菲，对

屦；治古如是。’”杨注：“菲，草屦也。‘对’当为‘䋽’，传写误耳。䋽，枲也，

《慎子》作‘䋽’。言罪人或菲或枲为屦，故曰‘菲䋽屦’。䋽，方孔反。‘对’

或为‘蒯’。《礼》有‘疏屦’，传曰：‘藨蒯之菲也。’”（p327） 

 



 

44 

 

䋽，《广韵》作 ，边孔、巴讲两切，义皆为“小儿皮屦”。《集韵》卷五：

“䋽，补讲切。小儿皮履，一曰枲履。又补孔切。”都是以重唇切重唇。《玉篇》

卷二十九：“䋽，方孔切。枲履也，小儿屡也。”杨注“方孔反”，可能是抄自《玉

篇》反切。 

 

36、幦，亡狄反 

 

《礼论篇》：“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杨注：“末与幦同。《礼记》曰：

‘君羔幦虎犆’，郑云：‘覆苓也。’丝幦，盖织丝为幦，亡狄反。”（p348） 

 

幦，《广韵》莫狄切，明母入声锡韵，上古明母锡部。“车覆軨也”，即盖在

车轼上遮蔽风尘德尔帷席33。末，《广韵》莫拔切，明母入声末韵，上古明母月

部。本义为树梢，《说文》：“末，木上曰末。”引申为微小、不重要、末端等意

思。原文“丝末”，本字当为“丝幦”。杨注“亡狄反”，以微母字“亡”切明母

“莫”，是轻重唇混切之例。 

《仪礼·既夕礼》：“白狗幦”，音义：“亡狄反，覆苓也。”《礼记·檀弓》

郑注“幕或为幦”，音义：“莫历反。”《经典释文》中轻重唇还未完全分开，杨

注“亡狄反”可能抄撮自《经典释文》。 

钱大昕考证，古无轻唇音，直至《切韵》时代依然是如此，因此《广韵》

里轻重唇音的字往往互切。颜师古《汉书注》中“非系和帮系混用（往往以非

系字切帮系字）”（马重奇，1990），可见唐初轻重唇音尚未分化。《五经文字》

（775-776 年）的声母系统里，轻重唇音已经完全分化。（邵荣芬，1981）而慧

琳《一切经音义》（783-810 年）的反切中，轻重唇音也已经画然不混。（黄淬

伯，1930） 

杨倞注成书于公元 818 年，可以判断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语音中，轻重唇音

已经完全分化开来，而反映在杨倞注音中轻重唇音混切的现象，应当是杨倞抄

撮旧反切、有意或无意存古的结果，决不是当时语音实际的反映。 

而杨倞所注唇音字中，轻重唇混切的只发现了上述 3 例，其余唇音字皆不

                                                 
33《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页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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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帮组：鲅，布末反（p57）34/庳，音婢（p84）/便，婢延反（p139）/便，

匹延反（p446）/辟，音譬（p124，p275）/辟，与躄同，必亦反（p337）/僄，

匹妙反。（p25，p281）/辨，或音办（p283）/薄，音博（p308）/比，毗至反（p365）

/魄，音薄。（p449）/剽，匹小反。（p479）/般，音盘。（p483）/窌，匹貌反（p67）

/窌，匹教反（p194）/窌，匹孝反（p289）/罢，音疲（p86）/貉，貉革反。（p2）

/漫，莫半反（p63）/漫，莫叛反（p144）/漫，莫但反（p297）/谩，莫干反。

（p76）/瞒，莫干反。（p104）/瞑，母丁反。(p104）/鍪，莫侯反。或音冒。

（p367）/䫉，或音邈。（p369）/槾，莫于反。（p371）/娩，音晚（p364） 

非组：分，扶问反。（p49,p68,p132,p152,p439,p453）/麷，音丰。（p197）

/蠭，音逢。（p215）/拂，音佛。（p251,p419）/贲，音肥。（p296）/复，方目

反。（p273）/反，音翻。（p297）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杨倞注音中轻重唇混切的现象是抄撮前代韵书或

音义书的结果（且杨倞三例混切，都可以明确找到出处），绝非时音的体现。 

第二类，舌上音和舌头音混切之例，主要表现为端知二母混切，共出现 3

例。 

 

37、中，丁仲反 

 

《议兵篇》：“（魏氏之武卒）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

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杨注：“复其戸，不徭

役也。利其田宅，不征众也。颜师古曰：‘利，谓给其便利之处。’中，丁仲反。

复，方目反。”（p273） 

《强国篇》：“如是，则百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得闲则散，敌

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杨注：“敌人得中道

则夺其国。一曰：中，击也，丁仲反。”（p292）中，指击中。 

                                                 
34括号内第一个数字是该字在《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 版）中

的页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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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论篇》：“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

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杨注：“不中，谓处事不当也。中，丁仲

反。”（p323）不中，义为不适当。 

《正论篇》：“羿，蠭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杨注：

“拨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p337）中，指射中。 

 

全书中，杨倞 4 注“中，丁仲反。” 

中，《广韵》平去两读：平声东韵陟弓切：“平也，成也，宜也，堪也，任

也，和也，半也。”去声送韵陟仲切：“当也。”上古知母东部。《玉篇·丨部》：

“中，丁仲切，《礼》射矢至的曰中。”本义为“射中”。后又引申为适应，适合，

对应35。杨倞 4 注“丁仲反”，是以端母切知母之例。 

 

38、长，丁丈反。 

 

《正名篇》：“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

功也。”（“其迹长矣”下）杨注：“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乱其名，畏服

于上，故迹长也。长，丁丈反。”（p414） 

 

“迹长”与“功成”结构相同，“长”作动词，义为增长。 

长，《广韵》直良、知丈、直亮三切。a 直良切：“久也，远也，常也，永

也。”澄母平声阳韵。b 知丈切：“大也。”引申有“增长”义。知母上声养韵。

c 直亮切：“多也。”澄母去声漾韵。杨注“丁丈反”，即《广韵》“知丈切”。丁

丈切，见于前代注音，如：《尔雅·释鸟》“鸟少美长丑，为鹠鷅。”郭璞注：“长，

丁丈反。”少长相对，义为长大。杨倞以端母切知母，是端知混切之例。 

 

39、戆，丁绛反 

 

                                                 
35《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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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篇》：“蓝莒路作，似知而非。偄弱易夺，似仁而非。悍戆好斗，似

勇而非。”杨注：“悍，凶戾也。戆，愚也，丁绛反。”（p515） 

 

戆，《广韵》呼贡、陟绛二切。呼贡切“戆愚人”，晓母送韵，上古东部。

陟绛切“愚也”，知母绛韵，上古东部。 

《玉篇》卷八“戆，陟绛切，愚戆。”《说文·心部》：“戆，愚也。”徐锴：

“陟绛切”。《汉书·高帝纪》：“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颜师古注：

“戆，愚也，古音下绀反，今则竹巷反。”颜师古特别注出今读知母。慧琳《一

切经音义》第八十七卷“愚戆，丁绛反。”当是存古的反切。杨注“丁绛反”，

是以端母切知母之例。 

钱大昕提出“古无舌上音”。《切韵》时代，端系已经分化为两类，但是《切

韵》反切的“又音”仍然保留了一些古读。如：“缀，陟劣切，又丁劣切”，“褚，

张吕切，又丁吕切。”等36，仍然可以窥见上古音的遗迹。王力先生在《汉语史

稿》中指出端透定三母“分化的时代大约是在第六世纪”。 37在《汉语语音史》

中，王力先生根据《晋书音义》的更反切进一步提出“唐代中期，舌上音从舌

头音分出，即从舌尖中塞音分出舌面塞擦音，但是只分出知彻澄三母，没有分

出娘母。”（173）杨倞时代距《切韵》已近两百余年，与轻重唇音的分化一样，

舌头、舌上音至此时也应当已经完全分化开来，而杨注中混切的三例，应当是

杨倞抄撮前代旧反切的结果。 

3.2 杨注直音和反切的特点 

这一部分，我们以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的“隋—中唐音系”为语音

参照，并对比邵荣芬先生《<五经直音>的反切和直音》的研究结果，从声韵调

三方面对杨倞注的直音和反切特点进行归纳。 

3.2.1 声母讨论 

知章庄三组的分合 

                                                 
36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88。 
37同上，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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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知系和照系的分合，传统的看法是首先庄章合并，成为三十六字母的

照系。然后知系再并入照系。知庄章的全面合流，见于《中原音韵》。《博雅音》

中有少量庄章、知庄、知章混切，开后来知章庄合流的先声。 

邵荣芬先生在研究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时认为，唐

代后期以及五代时期，西北方言中三等韵里知章两组已经合并，并且知章两母

混用较多，在《开蒙要训》及汉藏对音中都有知章两组声母互注的例子。因此，

尽管杨注中只出现一例知章混切，但是却是反映了这一语音现象。 

除了这一例知三章混切的例子，杨倞注的音切并没有表现出与《广韵》声

母系统有大的差异，可以说与《广韵》的声母系统一致。 

3.2.2 韵母讨论 

1、之脂支混切 

晚唐五代时期，之脂支混切的现象可以在很多音注材料中都有体现。王力

先生指出，“《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大量例子都足以证明，隋唐时

代支脂之三韵已经合流了。”  

《晋书音义》中之韵和支、脂两韵的开口及唇音大概也都已经混并。（邵荣

芬，1981）《五经文字》中也有之脂支混切之例，脂支和微韵，部分发生了合并，

但还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独立，邵荣芬（1964）认为，“脂之还没有合并，但是像

‘棃、儿、包、鸱’等混切的字，都是最常用的字，既不能证明出于师授的不

同，也不像是由于偶然的误读，除了承认音变之外，不可能作其他解释。大概

支脂之支三韵，甚至再加上微韵，一部分字已经合并，而一部分字仍然保持着

差别。从混切的字里找不出分化的条理，也许正是反映混并的过渡状态。” 

杨注中反映之脂支混切的例子有：迟，直吏反（p32）/褫，直吏反（p80） 

2、麻佳混切： 

《五经文字》中也有麻佳混切的例子：（以麻二切佳）挂，古化切。（以佳

切麻二）匕，火卦切。“佳合口和麻合口混切的也是两个常用字，佳、麻合口相

混大概也是事实。”“这里佳和麻混切的‘卦、挂’两字，正好是现代方言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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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混的字。”“所以冒险一点说，《文字》佳皆夬麻四韵的关系也许已经和现代北

方话这几韵的关系大体相似。”“三四等混切，说明纯四等已经起了变化，即产

生了 i 介音。”（邵荣芬，1964） 

杨注中反映麻佳混切的例子有：絓，苦化反（p361） 

3、寒桓混用、先仙混用 

《广韵》寒桓同用、先仙同用，《经典释文》寒桓混切，先仙混切。玄应《一

切经音义》也是寒桓混切。 

《五经文字》中二韵相混的例子有：（以先切仙）偏，匹先反。羡，祥见反。

（以仙切先）楔，先列反；丐，音缅。邵荣芬先生认为，“仙先、仙元混切的例

子虽然不多，但‘偏羡’、‘怨圆’等字都是机常用的字，说明至少有有一部分

字已经开始合并。”（邵荣芬，1964） 

4、宵萧混切： 

宵萧两韵，《广韵》同用，唐代以前的诗文用韵里也已经通用，《经典释文》

中也有很多混切的例子。 

《五经文字》中二韵相混的例子有：（以萧切宵）僄，匹徼反。梢，音萧。

标，匹尧反。“本摄混切的不多，不过在六个混切的字中，五个是重纽四等，和

仙先混切的情况平行，是应该留意的。”（邵荣芬，1964） 

杨注中宵萧相混的例子有：邀，一尧反（p145）/要，一尧反（p205） 

5、耕庚混切 

《广韵》耕庚清同用。《五经文字》中二韵相混的例子有：（以庚二切耕）

牼，口行反。革，居白反。幸，胡梗反。（以耕切庚二）省，所耿反。柏，巴革

反。邵荣芬先生指出，“庚二等、耕开口混切的除唇音外，还有十个例子，而且

大多是常用字，所以庚二等、耕开口合并当无问题。”“庚三独立，而清青合并，

和慧琳的反切完全相同。”（1964） 

杨注中庚耕混切的例子是：貉，莫革反（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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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覃谈混切 

《五经文字》中二韵相混的例子有：“覃和谈、咸和衔混切的很多，而‘惨、

颔、腊’和‘槛、陷、插’等都是常用字，覃谈合并，咸衔合并，大概没有什

么问题。”（邵荣芬，1964） 

杨注中覃谈混切的例子是：糂，苏览反（p526） 

3.2.3 声调讨论 

浊上变去，是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一个重要的规律。它是指

全浊声母（并、奉、定、澄、从、邪、床、禅、匣）字由上声变为去声。 

“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唐五代时期已经有较多的表现，者已成为音韵学界

的共识。”（丁志民，2005）这一语音现象在北宋时期继续发展，在南宋，即十

三世纪的普通话（所谓古官话）中就已基本彻底完成，从《中原音韵》所代表

的音系可以看出来。38（杨耐思，1958） 

杨注中反映出这一语音变化规律的例子是：强，其亮反。（p250/p391）可

以看出这一语言发展的趋势。 

  

                                                 
38 杨耐思<北方话“浊上变去”来源试探>，见《近代汉语音论（增补本）》，页 16-26。 



 

51 

 

第四章 余论 

本文以《荀子》杨倞注中的反切和直音为研究对象，穷尽性地搜集和梳理

杨倞注中的直音和反切，并运用反切比较法，将这些材料逐一和《广韵》进行

比较。对于与《广韵》一致的音切，本文仅以表格的形式附在文末，不作过多

分析；对于与《广韵》不一致的音切（本文称之为“异切”），本文逐条进行分

析，探讨每一条“异切”的性质和实质，并由此归纳出杨注中六类“异切”：一

是说字注音类、二是语音变化类、三是人名异读类、四是文字讹误类、五是存

疑的音切、六是抄撮旧反切类。 

对于明确反映语音变化，体现声韵类分合和声调变化的音切，本文还以相

近时代的其他音注材料为参照，纵横比较，并从知庄章分合、之脂支混切、麻

佳混切、寒桓混切、先仙混切、宵萧混切、庚耕混切、覃谈混切，以及浊上归

去等方面讨论杨倞注中所反映出的语音特点。这些特点也是符合汉语历史语音

变化的阶段性特征的，并且符合前人的研究结论。 

此外，通过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出：杨倞的注音没有超出以《广韵》为代

表的《切韵》音系，杨注较大程度地忠实于《切韵》的语音标准。由此也可以

看出《切韵》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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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杨倞注中直音字与《广韵》完全一致的直音： 

 

被

注

字 

《广韵》 

 

杨注 
注音及释义 

中古 
注

音

次

数 

原文39 声

母 

韵 

母 

声

调 

1 射 

《广韵》 
（夜）

40
羊谢切。仆

射。 
余 麻开三 去 1 5 

杨注 
音夜。射干（植物

名）。 

2 呰 
《广韵》 

（紫）将此切。口

毁。《说文》苛也。 精 纸开三 上 1 21 

杨注 音紫。（呰呰） 

3 贾 
《广韵》 

（古）公户切。商

贾。 见 姥合一 上 2 28/56 

杨注 音古。商贾。 

4 说 1 
《广韵》 

（税）舒芮切。说

诱。 书 祭合三 去 3 84/86/198 

杨注 音税。/ 

5 说 2 
《广韵》 （悦）弋雪切。姓。 

余 薛合三 入 2 
247/300/3

56 杨注 音悦。/ 

6 庳 
《广韵》 

（婢）便婢切。下

也。 并 纸开三 上 1 84 

杨注 音婢。下也。 

7 怐 《广韵》 （寇）苦候切。 溪 候开一 去 2 95/144 

                                                 
39指在《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1 年 5 月）一书中的页数。 
40括号内是该反切所在的小韵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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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音寇。愚也。 

8 经 
《广韵》 （径）古定切。 

见 径开四 去 1 113 
杨注 音径。缢也。 

9 箾 
《广韵》 

（朔）所角切。频

数。 山 觉开二 入 1 376 

杨注 音朔。舞曲名。 

10 鳅 
《广韵》 

（秋）鳅，七由切。

鱼属。亦作鳅。 清 尤开三 平 1 273 

杨注 音秋。藉也。 

11 灊 
《广韵》 (潜)昨盐切。 

从 盐开三 平 1 389 
杨注 音潜。水名。 

12 涫 
《广韵》 

（官）古丸切。县

名。/（贯）古玩切。

沸皃。 
见 

桓合一

/ 

换合一 

平 

/

去 

1 397 

杨注 音官又音贯。沸也。 

13 共 
《广韵》 （恭）九容切。 

见 钟合三 平 1 135 
杨注 音恭。县名。 

14 婳 
《广韵》 （获）胡麦切 

匣 麦合二 入 1 138 
杨注 音获。静好也。 

15 窳 
《广韵》 

（庾）以主切。器中

空，亦病也。 余 麌合三 上 1 271 

杨注 音庾。器病也。 

16 恶 1 
《广韵》 （乌）哀都切 

影 模合一 平 4 
186/437/ 

439/535 杨注 音乌。/ 

17 累 
《广韵》 （类）卢对切。 

来 队合一 去 1 190 
杨注 音类。婴累。 

18 麷 
《广韵》 

（丰）敷隆切。煮

麦。 滂 东合三 平 1 197 

杨注 音丰。麦之牙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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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与 
《广韵》 （豫）羊洳切。 

余 御开三 去 1 263 
杨注 音豫。/ 

20 滑 
《广韵》 （骨）古忽切。 

见 没合一 入 2 266/408 
杨注 音骨。乱也。 

21 贲 
《广韵》 

（肥）符非切。姓

也。 并 微合三 平 1 296 

杨注 音肥。地名。 

22 反 

《广韵》 （飜）孚袁切。 

滂 元合三 平 1 297 
杨注 

音翻
41
。翻然，改变

貌。 

23 数 
《广韵》 （朔）所角切。 

山 觉开二 入 1 304 
杨注 音朔。/ 

24 纯 
《广韵》 

（准）之尹切。镶

边。 章 准合三 上 1 327 

杨注 音准。缘也。 

25 娩 
《广韵》 （晚）无远切。 

明 阮合三 上 1 364 
杨注 音晚。媚也。 

26 唈 

《广韵》 （邑）于汲切。 

影 缉开三 入 1 375 
杨注 

音邑。（唈僾）气不

舒，愤郁之貌。 

27 僾 

《广韵》 （爱）乌代切。 

影 代开一 去 1 375 
杨注 

音爱。（唈僾）气不

舒，愤郁之貌。 

28 埏 
《广韵》 （膻）式连切。 

书 仙开三 平 1 437 
杨注 音膻。击也。 

29 佼 
《广韵》 （绞）古巧切。 

见 巧开二 上 1 461 
杨注 音绞。亦好也。 

30 肬 《广韵》 （尤）羽求切。 云 尤开三 平 1 526 

                                                 
41飜、翻是异体字。《说文·羽部》“翻，飞也。”注“飜”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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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音尤。肬赘，结

肉。 

31 盖 
《广韵》 （盍）胡腊切。 

匣 盍开一 入 1 529 
杨注 音盍。戸扇也。 

32 叶 
《广韵》 

（摄）书涉切。县

名。 书 叶开三 入 1 73 

杨注 音摄。姓。 

33 畸 

《广韵》 
（羁）居宜切。残

田。 
见 支开三 平 1 318 

杨注 
音羁。畸者，不偶

之名，谓偏也。 

附录二：杨倞注中切语上下字与《广韵》完全一致的反切： 

序

号 

被

注

字 

《广

韵》 

 

 

杨注 

注音及释义 

中古 注

音

次

数 

页数 声

母 
韵 

母 

声

调 

1 渐 
《广韵》 

子廉反 
入也。渍也。 

精 盐开三 平 4 
6/25/275/

322 杨注 渍、染、浸泡。 

2 锲 
《广韵》 

苦结反 
刻也又断绝也。 

溪 屑开四 入 1 8 
杨注 刻也。 

3 和 
《广韵》 

胡卧反 
声相应。 

匣 过合一 去 2 23/284 
杨注 / 

4 僄 
《广韵》 

匹妙反 
僄狡轻迅。 

滂 笑开三 去 2 26/282 
杨注 轻也。 

5 当 
《广韵》 

丁浪反 
主当，又底也。 

端 宕开一 去 12 

37/97/138

/142/153/

222/222/2杨注 主也。得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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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9/33

8/418/426 

6 翾 
《广韵》 

许缘反 
小飞。 

晓 仙合三 平 1 44 
杨注 小飞也。 

7 分 

《广韵》 

扶问反 

分剂。 

并 问合三 去 6 

49/68/132

/152/439/

453 
杨注 制也。 

8 偋 

《广韵》 

防正反 

托、续、系、请、

着于事也。 
并 劲开三 去 1 53 

杨注 
偋当为屏，却

也。 

9 属 
《广韵》 

之欲反 

付、足、会、官

众、侪等。 章 烛合三 入 6 

56/114/14

9/191/272

/471 杨注 托、续、系。 

10 为 
《广韵》 

于伪反 
助也。 

云 寘合三 去 5 
68/132/15

2/438/453 杨注 / 

11 噍 
《广韵》 

才笑反 
嚼也。 

从 笑开三 去 1 64 
杨注 嚼也。 

12 漫 

《广韵》 

莫半反 

大水。 

明 换合一 去 2 63/183 
杨注 

污也。水冒物谓

之漫。 

13 窌 

《广韵》 

匹貌反 

同奅，地名。 

滂 效开二 去 1 67 
杨注 

窖也。地藏曰

窖。 

14 胾 
《广韵》 

侧吏反 
大脔也。 

庄 志开三 去 1 79 
杨注 大脔也 

15 离 
《广韵》 

力智反 
去也。 

来 寘开三 去 2 91/101 
杨注 离开 

16 牼 《广韵》 口茎反 牛膝又人名。 溪 耕开二 平 1 93 



 

57 

 

杨注 宋牼。人名。 

17 解 
《广韵》 

佳买反 
讲、说、脱、赞。 

见 蟹开二 上 3 
94/190/44

8 杨注 说也。 

18 操 
《广韵》 

七刀反 
操持 

清 豪开一 平 2 99/517 
杨注 （操持） 

19 远 
《广韵》 

于愿反 
离也。 

云 愿合三 去 1 100 
杨注 / 

20 縰 
《广韵》 

所绮反 
同纚。 

山 纸开三 上 1 101 
杨注 与纚同，步也。 

21 省 
《广韵》 

所景反 
省署。 

山 梗开三 上 3 
108/113/1

86 杨注 少也。 

22 堕 
《广韵》 

许规反 

同隓，毁也。说

文曰败城阜。 晓 支合三 平 2 112/457 

杨注 / 

23 觋 
《广韵》 

胡狄反 
男曰巫女曰觋。 

匣 锡开四 入 1 169 
杨注 男巫也。 

24 论 
《广韵》 

卢困反 
议也。 

来 慁合一 去 3 
145/159/2

64 杨注 讲论、论说。 

25 齺 
《广韵》 

士角反 
齿相近皃。 

庄 尤开三 平 1 205 
杨注 齿相迎也。 

26 埵 

《广韵》 

丁果反 

土埵。 

端 果合一 上 1 268 
杨注 

（鹿埵）垂下之

貌。 

27 黭 

《广韵》 

乌感反 

黭 

影 感开一 上 1 292 
杨注 

（黭然）卒至之

貌。 

28 娵 
《广韵》 

子于反 
娵觜星名。 

精 虞合三 平 1 485 
杨注 闾娵，人名。 

29 恶 2 《广韵》 乌路反 憎恶也。 影 暮合一 去 4 297/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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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 35/465 

30 腘 
《广韵》 

古获反 
曲脚也。 

见 麦合二 入 1 200 
杨注 曲脚。 

31 
帅/

率 

《广韵》 
所类反 

帅，将帅也。 

率，鸟网也。 山 至合三 去 1 270 

杨注 率与帅同。 

32 鞈 
《广韵》 

古洽反 
防捍。 

见 洽开二 入 1 281 
杨注 坚貌。 

33 塞 
《广韵》 

先代反 
边塞。 

心 代开一 去 1 284 
杨注 边境。 

34 闲 
《广韵》 

古苋反 

厕、畴、代、送、

迭、隔也。 见 裥开二 去 2 303/374 

杨注 厕其闲也。 

35 鼃 
《广韵》 

户娲反 
蛙属。 

匣 佳合二 平 1 331 
杨注 虾蟇类也。 

36 号 
《广韵》 

胡刀反 
大呼，又哭也。 

匣 豪开一 平 1 364 
杨注 / 

37 比 
《广韵》 

毗至反 
近也又阿党也。 

并 至开三 去 1 366 
杨注 附会也。 

38 沧 
《广韵》 

初亮反 
寒也。 

初 漾开三 去 1 417 
杨注 寒也。 

39 相 
《广韵》 

息亮反 
视/助/扶也。 

心 漾开三 去 1 457 
杨注 / 

40 镂 
《广韵》 

力主反 
属镂，剑名。 

来 虞合三 平  124 
杨注 疾也。 

41 掉 
《广韵》 

徒吊反 
振也,摇也。 

定 啸开四 去 1 479 
杨注 （掉缭）长貌。 

42 迎 
《广韵》 

鱼敬反 
迓也。 

疑 映开三 去 1 496 
杨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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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谆 

《广韵》 

之闰反 

告之丁宁。 

章 稕合三 去 1 544 
杨注 

齐鲁凡相疾恶

谓之谆憎。” 

表 3：切语用字（直音字）虽然与《广韵》不同，但声韵调地位完相同： 

序

号 

被

注

字 

《广韵》 

 

 

杨注 

注音及释义 

中古 
注

音

次

数 

原 

文 

位 

置 

声

母 

韵 

母 

声

调 

1 行 

《广韵》 下更切。景迹。又事也。 

匣 映开二 去 17 

2/77/106

/124/130

/139/145

/157/168

/196/204

/299/311

/413/473

/506 

杨注 下孟反。巡视。（行为） 

2 潃 
《广韵》 息有切。溲麺。久泔也。 

心 有开三 上 1 6 
杨注 思酒反。溺也。 

3 蝡 
《广韵》 而允切。虫动。 

日 谆合三 上 1 12 
杨注 人允反。微动也。 

4 噏 
《广韵》 许及切。同“吸”，内息。 

晓 缉开三 入 1 21 
杨注 许急反。噏噏然”。 

5 杀 
《广韵》 

所拜切。杀害，又疾也，猛也。

亦降杀。 山 怪开二 去 6 

36/327/3

45/374/4

90/496 杨注 所介反。减也。差等。 

6 潐 
《广韵》 子肖切。尽也。 

精 笑开三 去 1 45 
杨注 子诮反。尽也。 

7 鯈 《广韵》 直由切。 澄 尤开三 平 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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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音稠。鱼名。 

8 鲅 
《广韵》 北末切 

帮 末合一 入 1 57 
杨注 布末反。鱼名。 

9 呥 
《广韵》 汝盐切。 

日 盐开三 平 1 64 
杨注 如盐反。嚼貌。 

10 獝 
《广韵》 况必切。惊视貌 

晓 质开三 入 1 65 
杨注 许聿反。（瞲然）惊视貌。 

11 儇 
《广韵》 

许缘切。智也。疾也。利也。

慧也。又舞皃。 晓 仙合三 平 1 65 

杨注 火缘反
42
。疾也。 

12 僩 
《广韵》 下赧切。武猛貌。一曰宽大。 

匣 潸开二 上 1 65 
杨注 下板反。猛也。 

13 称 

《广韵》 
昌孕切。惬意。又是也。等也。

铨也。度也。俗作秤。 

昌 证开三 去 13 

70/86/92

/124/177

/221/298

/325/328

/344/347

/470 

杨注 尺证反。 

14 度 
《广韵》 徒落切。度量也。 

定 铎开一 入 3 
81/85/ 

141 杨注 大各反。测度。 

15 污 
《广韵》 乌路切。亦地之下者。 

影 暮合一 去 1 84 
杨注 一孤反

43
。猪水处。 

16 枻 
《广韵》 余制切。 

余 祭开三 去 1 85 
杨注 以世反。楫也。 

17 罢 
《广韵》 符羁切。倦也，亦止也。 

并 支开三 平 1 86 
杨注 音疲。弱布胜事者。 

18 错 《广韵》 仓故切。 清 暮合一 去 2 144/165 

                                                 
42另有火玄反。P76 
43乌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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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千故反。措置。 

19 矞 
《广韵》 

余律切。说文曰以锥有所穿

也。一曰满也。 余 术合三 入 1 90 

杨注 与谲同，诡诈也，又余律反。 

20 睢 
《广韵》 香季切。恣睢暴戾。 

晓 至合三 去 1 91 
杨注 许季反。恣睢，矜放之貌。 

21 犹 
《广韵》 余救切。兽似麂，善登木。 

余 宥开三 去 1 95 
杨注 音柚。犹豫。 

22 窔 
《广韵》 

乌叫切。隐暗处。东南隅谓之

窔。 影 啸开四 去 1 96 

杨注 一吊反。东南隅谓之窔。 

23 紟 
《广韵》 巨禁切。紟带。 

群 沁开三 去 1 103 
杨注 其禁反。带也 

24 盱 
《广韵》 况于切。举目。又盱眙县。 

晓 虞合三 平 1 103 
杨注 许于反。盱盱，张目之貌。 

25 暝 
《广韵》 莫经切。晦暝。 

明 青开四 平 1 104 
杨注 母丁反。视不审之貌。 

26 倓 
《广韵》 徒甘切。安也。 

定 谈开一 平 1 106 
杨注 地坎反。安也，安然不疑也。 

27 狃 
《广韵》 女久切。 

泥 有开三 上 1 273 
杨注 女九反。串习也。 

28 抇 
《广韵》 户骨切。 

匣 没合一 入 1 338 
杨注 胡骨反。穿也。 

29 絜 

《广韵》 胡结切。《尔雅》河名。 

匣 屑开四 入 1 73 
杨注 

户结反。揳与絜同，约也。谓

约计其大小也。 

30 矸 
《集韵》 古案切。 见 

匣 

翰开一 

翰开一 

去 

去 
1 161 

杨注 胡旦反。丹矸。 

31 鍦 《广韵》 施智切。短矛。 书 寘开三 去 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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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音啻。釶与鍦同，矛也。 

32 辟 1 
《广韵》 必益切。除也。 

帮 昔开三 入 1 337 
杨注 必亦反。与躄同。 

33 辟 2 
《广韵》 芳辟切。 

滂 昔开三 入 2 124/275 
杨注 音譬。 

34 劙 
《广韵》 郎计切。 

来 霁开四 去 2 291/475 
杨注 音戾。割也。 

35 谆 
《广韵》 章伦切。至也，诚恳貌。 

章 谆合三 平 1 545 
杨注 之伦反。教诲。 

36 谩 
《广韵》 母官切。欺也。慢也。 

明 桓合一 平 1 76 
杨注 莫干反。欺毁也。 

37 厌 

《广韵》 于叶切。厌伏，亦噩梦。 

影 叶开三 入 4 
32/116/3

32/405 杨注 
一涉反。

44
塞也/顺从貌/顺服

貌/指按也。 

38 钘 
《广韵》 户经切。酒器。 

匣 青开四 平 1 319 
杨注 音形。又胡冷反。人名。 

39 衣 
《广韵》 于既切。 

影 未开三 去 1 272 
杨注 于气反。 

40 貣 
《广韵》 他得切 

透 德开一 入 1 126 
杨注 土得反。行貣，行乞也。 

41 要 
《广韵》 于霄切 

影 宵开三 平 4 
130/348/

330/189 杨注 一遥/昭/饶反 

42 韰 
《广韵》 胡介切。 

匣 怪开二 去 1 138 
杨注 下界反。韰倮。 

43 见 
《广韵》 胡甸切。 

匣 霰开四 去 1 157 
杨注 贤徧反。 

44 衰 
《广韵》 所追切。 

山 脂合三 平 2 161/164 
杨注 初危反。差也。 

                                                 
44另有於甲反和乌甲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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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譑 
《广韵》 居夭切。 

见 小开三 上 1 177 
杨注 音矫。发人罪也。 

46 观 
《广韵》 古玩切 

见 换合一 去 1 180 
杨注 古乱反。观望。 

47 卒 
《广韵》 仓没反。急也，遽也。 

精 没合一 入 3 
226/248/

526 杨注 千忽反/苍忽反/仓忽反 

48 傮 
《广韵》 子曹切。 

精 豪开一 平 1 189 
杨注 子劳反。终也。 

50 日 
《广韵》 人质切。  

日 质开三 入 1 212 
杨注 而实反。 

51 重 
《广韵》 柱用切。 

澄 钟开三 去 2 180/216 
杨注 直用反。多也。 

52 熬 
《广韵》 五劳切。 

疑 豪开一 平 1 274 
杨注 五刀反。焦熬。 

53 敖 
《广韵》 五劳切。 

疑 豪开一 平 1 293 
杨注 五刀反。喧噪也。 

54 浃 
《广韵》 子协切。 

精 帖开四 入 1 406 
杨注 子叶反。周也。 

55 窱 
《广韵》 土了切。 

透 筱开四 上 1 476 
杨注 它吊反。深貌也。 

56 姐 
《广韵》 兹野切。 

精 马开三 上 1 514 
杨注 子野反。苴读为姐，慢也。 

57 唯 
《广韵》 以水切。答应声。 

余 旨合三 上 1 518 
杨注 以癸反。唯唯，听从貌。 

58 断 
《广韵》 丁贯切。 

端 换合一 去 3 
181/262/

372 杨注 丁乱反。犹判也/决也。 

59 浑 
《广韵》 胡本切。 

匣 混合一 平 1 187 
杨注 户本反。浑浑，水流貌。 

60 麮 《广韵》 羌举切。 溪 语开三 上 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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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丘举反。煮麦之饭也。 

61 仰 
《广韵》 鱼向切。 

疑 漾开三 去 3 
203/551/

270 杨注 鱼亮反/宜向反。 

62 乐 
《广韵》 卢各切。喜乐。 

来 铎开一 入 1 211 
杨注 音洛。 

63 臑 
《广韵》 人朱切。嫩耎皃。 泥 号开一 去 

1 256 
杨注 人允反。与蝡同，微动也。 日 准合三 上 

64 辨 
《广韵》 

蒲苋切。具也，周礼曰以辨民

器。 并 裥开二 去 1 283 

杨注 或音办。治也。 

65 趋 
《广韵》 七逾切。走也。 

清 虞合三 平 1 290 
杨注 七朱反。归也。 

66 齐 

《广韵》 

在诣切。火齐，似云母重沓而

开，色黄赤似金，出日南。又

齐和。 从 霁开四 去 1 291 

杨注 
才细反。火齐得，谓生孰齐和

得宜。 

67 垝 
《广韵》 过委切。垝垣，毁垣也。 

见 纸合三 上 1 301 
杨注 居委反。/ 

68 县 
《广韵》 

胡涓切。县《说文》云系也相

承借为州县 匣 先合四 平 2 303/323 

杨注 音悬。联系/系。 

69 王 
《广韵》 于放切。霸王又盛也。 

云 漾合三 去 1 325 
杨注 于况反。/ 

70 藉 
《广韵》 慈夜切。以兰茅藉地。 

从 禡开三 去 2 343/426 
杨注 才夜反。见凌藉也/践履也。 

71 好 
《广韵》 呼到切。爱好。 

晓 号开一 去 1 345 
杨注 呼报反。喜。 

72 量 《广韵》 力让切。合斗斛。 来 漾开三 去 1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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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 力向反。/ 

73 慑 
《广韵》 之涉切。 

章 叶开三 入 1 364 
杨注 之怯反。犹戚也。 

74 乘 
《广韵》 实证切。车乘也。 

船 证开三 去 1 402 
杨注 音剩。 

75 啧 
《广韵》 士革切。㗲啧，呌也 

崇 麦开二 入 1 426 
杨注 助革反。争言也。 

76 伥 
《广韵》 楮羊切。失道貌，又狂也。 

彻 阳开三 平 1 457 
杨注 丑羊反。伥伥，无所往貌。 

77 般 
《广韵》 薄官切。乐也。 

并 桓合一 平 1 483 
杨注 音盘。乐也。 

78 亟 
《广韵》 纪力切。急也、疾也、趣也。 

见 职开三 入 1 509 
杨注 己力反。急也。 

79 串 
《广韵》 古患切。穿也，习也。 

见 谏合二 去 1 518 
杨注 工患反。习也。 

80 更 
《广韵》 古行切。代也、偿也、改也。 

见 庚开二 平 1 517 
杨注 工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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