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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日藏清初抄本 《五音通韵》，韵图与韵书密切配合，韵书是体，韵图为用，互为表
里。该书齐开合撮四呼已经定型，平声分为阴平、阳平，全浊上声变读去声，就韵图韵书来
看，还保留有入声，但是 ［－ｐ］、［－ｔ］、［－ｋ］只配阴声韵，与中古时期已不相同。它反映
了当时汉语官话的语音面貌，具有一定的语音史、音韵学史价值，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
演变历史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汉语语音史；《五音通韵》；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声虚列

　　
一、引 言

清抄本 《五音通韵》是一部韵图与韵书密切

配合 的 等 韵 文 献，成 书 年 代 不 早 于 雍 正 二 年

（１７２４），① 记录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活语音。目前

所知，该书共有两种形态传世：韵图抄本和韵图

韵书相配本。前者现藏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

馆特藏室，台湾省学者 应 裕 康 在 专 著 《清 代 韵 图

之研究》② 第一 章 《绪 论》、第 四 章 《北 音 系 统 之

韵图》第四节以及 《抄 本 韵 图 〈五 音 通 韵〉所 反

映的清初北方语音》③ 一书中对其语音系统做了较

为全面的研 究，但 是 并 没 有 对 韵 图 《五 音 通 韵》
的声调情况进行 说 明；竺 家 宁 在 《声 韵 学》第 五

章 《近代的语音史料》里只介绍说其声调分为阴、
阳、上、去、入五声。④ 后者现藏日本东京庆应义

塾大学永岛荣一郎文库，日本学者永岛荣一郎在

长文 《元代以来北方汉语系统音韵史研究资料介

绍》⑤ 中列一小节介绍了它的语音系统，认为该书

有五个调类，按 照 阴 平、阳 平、上 声、去 声、入

声的顺序排列，入声原则上属于阴声，但韵图中

附了 墨 圈 “○”的 入 声 字，也 有 放 在 阳 声 中 的。
遗憾的是，永岛并未 对 《五 音 通 韵》进 行 深 入 研

究，只是就韵图图面进行简单归纳得出了上述的

结论。

声调是汉 语 语 音 系 统 的 三 大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汉字的数目太多，研究汉语声调的变化必须依据

调类系 统 进 行，不 能 就 单 个 汉 字 的 字 调 来 考 察。
因为就单个字调来研究，过于琐细而且受材料所

限，某些字的声调变化情况根本弄不清楚。⑥ 汉语

字调的变化涉及体系的，都属调类范畴。至于调

值的变化，虽然很值得研究，却很难审辨得清楚。
通过既有 《五音通 韵》语 音 系 统 的 研 究 可 见，无

论其声母，还 是 韵 母 系 统⑦ 都 显 露 了 明 清 时 期 汉

语官话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演进痕迹。基于上述

考量，本文以 日 本 庆 应 义 塾 大 学 藏 《五 音 通 韵》
为工 作 底 本，并 参 之 以 《重 订 司 马 温 公 等 韵 图

经》⑧ 《五方 元 音》⑨ 《音 韵 阐 微》⑩ 《李 氏 音 鉴》瑏瑡

《音 韵 逢 源》瑏瑢 《正 音 咀 华》瑏瑣 《官 话 新 约 全 书》瑏瑤

《语言自迩集》《日汉英语言合璧》瑏瑥 等典型性明清

时期官话文献对该书的调类系统作专题考察。

二、《五音通韵》声调在韵图韵书中的体现

该书将韵归并为十二韵摄，分为单摄和双摄，
每摄为一幅韵图，每图按齐开合撮四呼列为四大

格；呼内五行依次排列上平、下 平、上 声、去 声

和入声五种调类，上平、下平 即 阴 平、阳 平。十

二韵摄中，单摄诸呼不配入声，双摄诸呼配有入

声。《五音通韵》单摄入声，实际寄放在了双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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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摄中，入 声 调 寄 韵 的 字 加 “〇”标 识，如○一、

○七、○叱等，在相应所寄韵摄的入声位置标出入声

字。兹举单摄第三光摄与双摄第四果摄两幅韵图

为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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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第三光摄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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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第四果摄韵图

　　清 代 汉 语 官 话 音 系 包 含 阴 平、阳 平、上 声、
去声、入声五 个 调 位。上 述 图 例 可 见， 《五 音 通

韵》中保留有五种声 调 类 型，较 现 代 汉 语 普 通 话

多出了入声调，余者皆同，至于具体调值则无从

稽考。关于入声调，该书卷首有 《寄入声例》歌

诀：“心行州摄入随支，光近逍遥纳果基；一四贤

收寄别内，二三借卦果无疑”。“寄入声例”题目

下附小字注解一段：“六摄有入声，六摄无入声。
其无入声者，本有入声，故曰 寄 入 声。”就 韵 图、
韵书情形来理解 《寄入声例》，单摄、双摄入声是

这样来安排的：心摄齐齿、开 口、合 口、撮 口 四

呼的入声被寄放在了支摄四呼的入声里边；光摄

齐齿、开口、合口三呼的入声寄放在了果摄的齐

齿、开口、合口三呼的入声中；行摄齐齿、开口、
合口、撮口四呼的入声也放在了支摄四呼的入声

中；而贤摄齐齿、撮口二呼的入声寄放在别摄齐

齿、撮口二呼入声中，贤摄开口、合口二 呼 的 入

声寄放在了果摄、卦摄相应等呼的入声里。这样

看来，《寄入声例》中的 “一四”、“二三”与等第

无关，只是该书韵图中第一大格 （齐齿呼）、第二

大格 （开口呼）、第三 大 格 （合 口 呼）、第 四 大 格

（撮口呼）的代称罢了。

２０１



早于它六七十年成书的 《五方元音》声调分

为上平、下平、上 声、去 声、入 声 五 个，大 部 分

全浊上声字变读去声。旨在编制一部足为一般士

大夫读书作文时 共 同 遵 守 的 标 准 韵 书， 《音 韵 阐

微》编纂者更要追求 “正”，虽然在韵谱、韵书中

都列出了平声、上声、去声、入 声 四 个 声 调，表

面上看与 《广韵》 《切韵指南》保 存 四 声 并 无 不

同，但在实际语音材料里却反映出了 “平分阴阳”
与 “浊上归去”的变化，其实际音系包含了阴平、
阳平、上 声、去 声、入 声 五 种 声 调。瑏瑦 《正 音 咀

华》共有上平、下平、上声、去 声、入 声 五 个 声

调，其特点 是 平 分 阴 阳、浊 上 归 去、保 留 入 声。
莎彝尊氏序于咸 丰 十 年 （１８６０）的 《正 音 切 韵 指

掌》声调也分为阴平、阳平、上 声、去 声、入 声

五声。同治年间闽县潘逢禧刻印于庚午年 （１８７０）
的 《正音通俗表》，音系兼有官话音音类和闽方言

音类，也记录了 阴 平、阳 平、上 声、去 声、入 声

五个调位。如 《论源流·五声》中云：“自梁沈约

著四声切韵，始有平上去入之名……但凡音必有

阴阳，故后 世 韵 书 于 四 声 均 分 别 阴 阳 而 为 八 声，
是较前古又加密矣。今以正音考之，则平声分阴

阳而上去入三声之阴阳又无甚区别，故近世韵书，
只载五声而不及八声，盖声之递变也。”根据日本

学者濑户口律子的 研 究，琉 球 官 话 课 本 《白 姓 官

话》是十八世纪中叶山东人白世芸遭遇台风漂流

到琉球国后为教当地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一部教

科书。书中对每一个字都严格地注明了调类，基

本情况是：平声分为阴阳，上去不分阴 阳，浊 母

上声字变为去声，不分阴去、阳去，保留了入声，
也是五个调 类。瑏瑧 美 国 传 教 士 卫 三 畏 用 英 文 编 纂、
供在华英美人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 《汉英韵府》，
初 刊 于 同 治 甲 戌 年 （１８７４）的 上 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是 以 官 话 语 音 为 正 音

标准的，间杂吴粤闽南方音特征，其记录的汉语

声调也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
综合上述情况，可将文献记录的汉语 声 调 类

型列表如下：

表１　明清时期１８种汉语官话文献记载声调类型一览表

文献书名 成书年代 上平／阴平 下平／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洪武正韵 １３７５年 平声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韵略易通 １４４２年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１６０６年 平声 如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西儒耳目资 １６２６年 清平 浊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五方元音 １６５４－１６６４年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１６９９－１７０２年间 音／阴平 调／阳平 理／上声 韵／去声 无入声

音韵阐微 １７１５－１７２６年间 平声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五音通韵 不早于１７２４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白姓官话 １７５０年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李氏音鉴 １８０５年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音韵逢源 １８４０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无入声

正音咀华 １８５３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正音切韵指掌 １８６０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语言自迩集 １８６７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无入声

正音通俗表 １８７０年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汉英韵府 １８７４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官话新约全书 １８８８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日汉英语言合璧 １８８８年 上平 下平 上声 去声 无入声

三、《五音通韵》调类问题考察

《五音通韵》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声调方面存

在许多共同的地方，如平声分阴平阳平、全浊上

声变去声、全浊入声归阳平等，这也是汉语北方

话比较普遍的规律，瑏瑨 本节将逐一考察。至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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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通韵》与普通话存 在 的 些 许 差 异，主 要 表 现 在

入声 字 的 归 派、安 排 上，将 是 另 文 考 察 重 点 之

所在。
（一）入声调的变化分析

入声递变，历来韵书代有更 改。它 既 包 括 韵

类的分并，又有调类的演变。《五音通韵》入声韵

类的演变在另文中考察，本篇只谈论入声调类的

变化。由 中 古 到 近 代，入 声 韵 尾 ［－ｐ］、［－ｔ］、
［－ｋ］逐渐融合，然后入声跟着消失，慢慢并入

到平声、上声、去声中，直至现代汉语普 通 话 中

完全消失。就北方官话区域来说，入声的消失大

约开始于晚唐，完成于宋末。理论上来 说，入 声

的消失过程应该包括两个阶段：先是三个韵尾相

混但入声调类依然存在，然后是作为调类的入声

完全消失。瑏瑩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

一大特点，瑐瑠 其 标 志 是 周 德 清 的 《中 原 音 韵》，因

为书中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入声韵部，而且旧入

声字也都附在了平上去三声的后面。但在明清时

期出现的韵书韵图中，却有的保留入声，有的取

消了入声。耿振生提醒我们，对待明清时期北方

文人著作中的入声调要特别谨慎，“不能把书面上

的语音现象 全 都 看 成 当 时 语 言 中 实 有 的 东 西”。瑐瑡

文人 “入声调”读出 来 的 所 谓 读 书 音，不 能 算 是

真正入声调的存在，只是为古入声字特意区别出

来的读法而已。瑐瑢 如 刊 刻 于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１６９９）
至四十一年 （１７０２）间、配套而行的韵图 《三教

经书文字根本》和韵书 《谐声韵学》，其音系带有

明显的官 话 区 方 言 特 征，声 调 分 为 调、理、韵、
音四声，即 阳 平、上 声、去 声、阴 平 四 类 声 调。
叶宝奎认为当时方言口语音中入声的消失并不能

证明官话音中不存在入声，恰恰是入声的存在正

是官话 音 区 别 于 北 音 的 一 条 重 要 标 志。瑐瑣 故 而，
《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及 《五方元

音》中入声韵、入声调 的 存 在 并 不 是 拟 古 而 是 当

时官话音的真实记录。入声问题在近代汉语研究

中的复杂性可见 一 斑。现 展 示 《五 音 通 韵》中 入

声的情况，然后再分析。

表２　 《五音通韵》入声举例

例字
《五音通韵》 《广韵》

韵部 声母 等呼 声调 声母 等第 开合 韵部
１６摄

谷 十二支 孤 合口 入 见 一 开 屋 通

酷 十二支 枯 合口 入 溪 一 开 沃 通

忽 十二支 呼 合口 入 晓 一 合 没 臻

突 十二支 土 合口 入 定 一 合 没 臻

拔 八卦 逋 开口 入 並 二 开 鎋 山

达 八卦 都 开口 入 透 一 开 寒 山

腊 八卦 卢 开口 入 来 一 开 曷 咸

纳 八卦 奴 开口 入 泥 一 开 合 咸

亦 十二支 阿 齐齿 入 以 三 开 昔 梗

剔 十二支 土 齐齿 入 透 四 开 锡 梗

必 十二支 逋 齐齿 入 帮 三 开 质 臻

七 十二支 粗 齐齿 入 清 三 开 质 臻

芍 四果 书 齐齿 入 常 三 开 药 宕

索 四果 苏 开口 入 心 一 开 铎 宕

活 四果 孤 合口 入 匣 一 合 末 山

阔 四果 枯 合口 入 溪 一 合 末 山

　　 《五音通韵》中 仍 然 保 留 入 声，但 是 入 声 不

与阳声韵相配而配阴声韵。如第十二摄支摄中收

入通摄、臻 摄 字，其 中 通 摄 中 古 入 声 收 ［－ｋ］
尾，臻摄中古入声收 ［－ｔ］尾；第八摄卦摄中收

入山摄、咸 摄 字，其 中 山 摄 中 古 入 声 收 ［－ｔ］
尾，咸摄中 古 入 声 收 ［－ｐ］尾；十 二 支 摄 中 收

入梗摄、臻 摄 字，其 中 梗 摄 中 古 入 声 收 ［－ｋ］
尾，臻摄中古入 声 收 ［－ｔ］尾；四 果 摄 收 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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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摄字，其 中 宕 摄 中 古 入 声 收 ［－ｋ］尾，山 摄

中古入声收 ［ｔ－］尾。可见，中古入声塞音韵尾

［－ｐ］、［－ｔ］、［－ｋ］在 《五音通韵》已经混同。
《五音通 韵》的 八 个 阴 声 韵 中 还 包 括 了 四 个 开 尾

韵。这很可能说明，《五音通韵》不但没有塞音韵

尾 ［－ｐ］、［－ｔ］、［－ｋ］，而且可能连发音短促

的喉塞音韵尾 ［］都消失了，只是在语音系统中

保留了短调的开尾韵而已。瑐瑤 故而根据汉语语音发

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此时的入声应该仅仅是一

个独立的调类。
《正音咀华》“凡例”云：“字音范围内间有入

声字借作上平声读，如戛字之类本系入声，此借

作上 平 声 读，是 乃 取 其 字 音 叶 韵，非 做 如 字 读

也”，只是 借 读，并 没 有 取 消 入 声。在 “同 音 字

汇”中舒声字和入声字的反切下字界限也很分明，
入声字 的 下 字 一 定 是 入 声 字。瑐瑥 《正 音 通 俗 表》
“凡例四”云：“通俗表中有移缀上去二声者，如

纸韵士是，虞韵户怙各字，本属上声，今 人 读 之

皆做去声，故表中均移之去声一类，以 便 俗 呼。”
《官话新约全书》音节拼写虽然没有表示调类，但

是所有的入声韵都带有喉塞音韵尾－ｈ ［－］，其

实是一种入声调的标志，参之于 《五方元音》《三
教经书文字》《汉英韵府》等文献的声调系统，可

以确定 《官话新约 全 书》存 在 入 声，共 有 五 种 声

调。瑐瑦保留 入 声 调，是 清 代 官 话 音 的 主 要 特 点 之

一，《五音通韵》处在近代汉语官话四声到现代汉

语普通话四声的过渡之中。
（二）平分阴阳

中古平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分化为阴平和

阳平两个声调。《中原音韵》中，每一韵部的平声

都标示出阴、阳，平声阳又叫上平声，平 声 阴 又

叫下平 声，而 仄 声 （即 上 声、去 声）则 没 有 阴、
阳之别。瑐瑧 平声的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中古

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而读浊声母的平

声字变成阳平。下面 考 察 《五 音 通 韵》中 平 声 调

的分布情况：

表３　 《五音通韵》平声调分化情况

例字
《五音通韵》 《广韵》

韵部 声类 声调 声类 等第 开合 韵部 声调 反切
１６摄

氲 一心 阿 上平 影 三 合 文 平 于云 臻

欣 一心 阿 上平 晓 三 开 欣 平 许斤 臻

金 一心 孤 上平 见 三 开 侵 平 居吟 深

赊 二别 书 上平 书 三 开 麻 平 式车 假

创 三光 初 上平 初 三 开 阳 平 初良 宕

腮 六泰 苏 上平 心 一 开 咍 平 苏来 蟹

潘 七贤 铺 上平 滂 一 合 桓 平 普官 山

且 十二支 租 上平 清 三 开 鱼 平 七余 遇

吟 一心 阿 下平 疑 三 开 侵 平 鱼金 深

蚊 一心 阿 下平 明 三 合 文 平 无分 臻

斜 二别 苏 下平 邪 三 开 麻 平 似嗟 假

茄 二别 枯 下平 群 三 开 戈 平 求迦 果

墙 三光 粗 下平 从 三 开 阳 平 在良 宕

驼 四果 土 下平 定 一 开 歌 平 徒河 果

隆 五行 卢 下平 来 三 开 东 平 力中 通

宁 五行 奴 下平 泥 四 开 青 平 奴丁 梗

排 六泰 铺 下平 並 二 开 皆 平 步皆 蟹

　　中古读全清、次清声母的平声字在 《五音通

韵》中一律变成阴平，中古读全浊、次浊声母的

平声字一律 转 化 为 阳 平，完 全 符 合 “平 分 阴 阳”
的声调演变规律，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声调

分化为阴阳的原因，是未分化前受声母影响而产

生的调值上的细微差别。由于平声的元音音程比

较长，这种细微的差别会更显著一些。等声调分

化完毕，即使浊音声母消失，由其引发的声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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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却留存在了语音系统中。瑐瑨 明初作为官话标准的

《洪武正韵》，声调系 统 保 持 传 统 四 声 格 局，平 声

尚未分化成阴阳两调，平声字分别主要依靠声母

清浊的对比而非音高的差别。瑐瑩 而 《韵略易通》中

声母的清浊对立已经消失，其平声字根据声母的

清浊分别中间用○隔 开。到 了 《韵 略 汇 通》便 已

明确分为 “阴 平、阳 平、上 声、去 声、入 声”五

种声 调 了。以 至 于 有 的 学 者 将 这 种 转 化 归 纳 为

“中古平声声母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阴平、阳平

的调类对立”。瑑瑠１８世纪初，无论 是 官 话 音 还 是 基

础方言口语音的平声都已经分化。如 《音韵阐微》
虽然严守传统韵书、韵图的格局，不敢 突 破，但

在实际编纂时却用新造反切来反映这一现象———
反切上下字都以清音切者属阴平、以浊音切者是

阳平，读者 可 以 根 据 平 声 反 切 用 字 清 浊 的 安 排，
清楚地分辨阴平与阳平。瑑瑡

（三）浊上变去

中古时 期 的 上 声 字 早 在 八 世 纪 就 产 生 了 分

化瑑瑢，到 《中原音 韵》中 分 化 为 上 声 和 去 声 两 种

调类。其分化也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全浊声母

上声字变读为去声，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

字仍读上声。像 《音韵阐微》在韵谱、韵书中全

浊上声字依据传统仍然归属上声各韵中，根据时

音，全浊上声字是否变读去声，可由反切下字来

辨别，反切下字为清母的变读为去声，反切下字

为浊母的仍然读上声。瑑瑣 中古时期上声字在 《五音

通韵》中的分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４　 《五音通韵》全浊上声调演变情况

例字
《五音通韵》 《广韵》

韵部 声类 声调 声类 等第 开合 韵部 声调 反切
１６摄

害 六泰 呼 去 匣 一 开 咍 上 胡改 蟹

烬 一心 租 去 从 三 开 真 上 慈忍 臻

棒 三光 逋 去 並 二 开 江 上 步项 江

键 七贤 孤 去 群 三 开 仙 上 其辇 山

肚 十二支 都 去 定 一 开 模 上 徒古 遇

篆 七贤 诸 去 澄 三 合 仙 上 持兖 山

撰 七贤 诸 去 崇 二 合 删 上 雏鲩 山

标 十一逍 逋 去 並 三 开 宵 上 符少 效

序 十二支 苏 去 邪 三 开 鱼 上 徐吕 遇

飮 一心 阿 上 影 三 开 侵 上 于锦 深

刎 一心 模 上 明 三 合 文 上 武粉 臻

笋 一心 苏 上 心 三 合 谆 上 思尹 臻

谨 一心 孤 上 见 三 开 欣 上 居隐 臻

惹 二别 如 上 日 三 开 麻 上 人者 假

者 二别 诸 上 章 三 开 麻 上 章也 假

恐 五行 枯 上 溪 三 开 锺 上 丘隴 通

井 五行 租 上 精 三 开 清 上 子郢 梗

乃 六泰 奴 上 泥 一 开 咍 上 奴亥 蟹

　　 《正 音 咀 华》中 “淡 诞 但 蛋 弹”的 反 切 是

“搭岸切”、“拒句具”反切为 “基遇切”，全浊上

声字受基 础 方 言 口 语 音 影 响 亦 从 俗 归 入 去 声 中。
《五音通韵》里全浊上声字 “浊上变去”的例字遍

布中古的各个全浊声母，只有少数例外，如 《五

音通韵》里中古读匣母的 “幌、很、狠、伙”，中

古读奉母的 “辅、腐”，中古读群母的 “菌、窘、
囷”等，与普通话读音一样依旧读为上声。但是

《五音通 韵》中 绝 大 多 数 全 浊 上 声 字 都 已 变 成 去

声，这少 数 的 例 外，不 足 以 影 响 到 “浊 上 变 去”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 的 概 括 性。与 此 前 成 书 的 《元

韵谱》《五方元音》《音韵阐微》等韵书一样，《五
音通 韵》如 实 地 反 映 了 明 清 时 期 汉 语 官 话 语 音

“浊上变去”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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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作为 汉 民 族 共 同 语 的 标 准 音，明 清 时 期 的

“正音”实为官话的标准音，具有 《广韵》以来一

脉相承下来的具体标准，《唐韵》《广韵》《集韵》
《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康熙字典》《音韵

阐微》便是这一脉 络 的 具 体 节 点。清 抄 本 《五 音

通韵》是一部成书年代不早于雍正二年的等韵文

献，韵图与韵书密切配合，无论编纂体制还是记

载内容都较具典型性，记录了清代初期汉语官话

的语音面貌，处在近代汉语四声到现代汉语普通

话四声 的 过 渡 之 中：平 声 调 分 化 为 阴 平、阳 平，
全浊声母上声字绝大部分变为去声，就文献来看

还保留着入声，反映了当时汉语官话语音的历史

变化，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演变历史的重

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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