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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發展有一定的現律，漢語語音的特點之一是有嚴整的系統性。這兩個特點使

得很多語音學家利用圖表去表現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塌的音系。宋元的韻圖雖然是在印度

語音學的影響下產生的，但先決的條件之一是漢語語音的系統性。此後，等韻學成了漢

語音韻學重要的一門學問。周租護教授的<< (廣韻〉四聲韻字今音表》是最新最重要的一

種。
本書的編啡類似宋人的韻圖。植行是聲母、直行是韻母，把《廣韻》二百零六韻按

四聲合拼成六十一類. I1!P共有六十一個表。次序大抵按《廣韻》卷一上平聲，卷二下平聲

的韻母排列。只有去聲的“祭、泰、央、廢"四部，則依卷四去聲字和平聲字順序相配而

插入相應的位置。擴行的聲母共四十一類，是在宋人的三十字母的基礎上，按陳禮的《切

韻考﹒外篇》研究的結果，把照、穿、床、審、喻五母分為兩類，自P共得四十一聲類。

而韻母方面，分為四欄，分別是每一韻類的平、上、去、入四個韻母。聲母和韻母直

攝相交的地方就是《廣韻》每一個小韻(也叫做“紐")的第一個字，並且在這個字的下面

註上這組同音字的反切。例如表一平聲東韻並母之下填上“蓮"字，並在“蓮"字下注反

切:薄紅。這就顯示出《廣韻》卷一“蓮"以下十個問音字的中古語音資料。至於今音，

則在每一個小韻代表字的反切下用漢語拼音方案注上這個字的普通話讀音。從整個編啡

來說，本書十分簡明清晰。簡單地說，這本音韻表有下列幾項價值:

( 1 )它是學術性的著作，從書中我們可以了解中古音的音系;此外通過比較，也

可以了解到漢語由中古到現代北方方言在語音上的演變。

( 2 )通過古今音的比較，使我們掌握到語音演變的→般規律。使讀者獲得由中古

音下推現代音，或由現代音土推中古音的能力。

( 3 )它有助於認識古反切。反切雖算不土是最好的記音方法，但現在從事古代文

化研究工作的人或語文教師還可能需要通過它去求取某些字的現代音。這本書把每個字

的反切的土下字和現代音的聲韻調並啡對比，讀者只要勤於翻閱，詳加比對，則不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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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了解反切的一般規律，因而有能力通過反切讀出現代音。

如上昕述，可見本書是一部既有學術意義，叉有實用價值的好書。書中每一個圖表

明晰的編啡，有助於音韻學的普及，如果比較同類型的其他著作，我們更容易發覺本書

的優點。

例如梁僧實的《四聲韻譜》和《切韻求蒙》是過去讀《廣韻》最方便的參考書，但

因為沒有注上現代音，只改良了部分反切，尤其沒有可能利用音標符號，一般年青人還

是不容易應用的。丁聲樹先生編錄的《古令字音對照手冊》以今音為主，雖然用的是普

通話的語音系統，音標也是漢語拼音方案，但啡列次序以韻母為主，韻母之下叉以 i 、

u 、 y 介音分，一般人並不習用，如能以音序排列(如《新華字典)) )或附上音序檢

竿，或者更易於查檢。而且書後沒有索引，昕以對於不知道普通話讀音的字簡直是無從

措手。(當然，按今韻分部可使古音問韻同攝的字大致啡列在一起，有助於讀者古今音

的類推，所以也有它的長處。〕而這本(( (廣韻〉四聲韻字今音表》的每一個表都以古

音為主，但每個表襄大概包含了普通話的幾種不同韻母，眉目還是十分清楚的，昕以這

樣的編掉對初步接觸音韻學的人來說更加適合。和它性質相近的書，是中國科學院語言

研究昕的《方言調查字表》不過《方言調查字表》沒有反切，沒有註土現代音(由調查

者記音) ，收字較多，而本書注上反切今音，而且體例也簡化了。

另一方面，如果本書能夠附上普通話的音序索引，這對幫助讀者由現代音上推中古

音，或者在查核某些字的普通話的語音來頓時會有更大的方便。此外，在每個表上注明

該韻類昕屬的“攝"、“等"、“開合口"等，則資料會更完備。周先生在本書的蝙排上是有

部分照顧到“等"的問題的。如表一東韻的一、三等不混。但如表三鍾韻原為三等，但全列

在一等位置。大概作者只照顧韻類，如凡例四所謂的“橫看同一欄的字，韻額相同"，如

恰可列“等"，即分別啡列，如東韻。否則即把同一類之韻先列在第一欄，如鍾韻。由於

表中並沒有註明，凡例中也沒有指出，所以有不統一之處。或者加土“等"、“攝"這些資

料，會損及本書的通俗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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