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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異讀聲類接觸統計表

2018/06/03 顧國林

[提要] 《廣韻》異讀是研究上古聲類的材料，文章對《廣韻》全部 25332字頭進行統計，使用

全部異讀，製作異讀聲類接觸表，為古音研究提供基礎參考。

[關鍵字] 中古異讀 異讀層次 古聲母 上古音構擬

一、基本面貌

《廣韻》異讀非常豐富，而且成系統，是研究古音的優質材料，尤其聲類信息，可補諧聲

孤軍奮戰的不足。今天，隨著電子化和數據庫的應用，對異讀統計比前人方便很多，文章使用

編程，統計《廣韻》全部異讀的聲類接觸信息並彙集於一張表中，為古音研究者、語法研究者、

古方言研究者提供參考。

統計採用的《廣韻》電子字頭、聲類歸屬主要參考“小學堂”和 Poem 開源廣韻，紙質檔

案參考江蘇教育出版社《宋本廣韻》。

經統計，《廣韻》總字頭 25332個，如果歸併異讀，淨字數 19498個，其中單音字 14778
個，異讀 4721個。異讀記音數量 2~7個不等，其中雙音字 3787個、三音字 784個、四音字 125
個、五音字 22個，六音字 2個，七音字 1個。

廣韻 總字頭 淨字數 1音 2 音 3音 4 音 5音 6音 7音

字數 25332 19498 14777 3787 784 125 22 2 1

表 1：《廣韻》異讀概貌

二、統計說明

（1）字符集支持

《廣韻》有數千個生僻字不在 Unicode基本庫中，統計程序支持 Unicode擴展 A-F區域，

支持全部已編碼漢字 8.9萬，確保《廣韻》全部字頭納入統計範圍。

（2）關於異體字

《廣韻》記載很多異體字，書中單列字頭，有全等異體和非全等異體。如果某字有兩個音，

它的某個異體字，只對應其中一個音的詞義，而不能用於另外一個音，那麼就是非全等異體。

由於非全等異體的存在，不能把異體字簡單合併。文章對所有異體字都作獨立字頭統計，和普

通字一視同仁。

（3）接觸次數約定

異讀如果分屬幾個聲類，那麼這幾個聲類將發生接觸。對於雙音字來說，聲類接觸統計較

方便，比如某字有“端-知”兩音，那麼這兩個聲類接觸一次，如果某字有“端-端”兩音，那

麼端自己接觸一次。但對於三音及以上的字，需要約定計算方法，統計使用以下原則：

① 異聲類接觸：取兩者中數量之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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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同聲類接觸：取除自己外的同類聲類數量。

舉個例子，如《廣韻》“濼”字有 6個音，聲母分別為：來-來-來-來-滂-滂。那麼“來-滂”

接觸 2次（取其小者），“滂-滂”自己接觸 1 次，“來-來”自己接觸 3 次（取除自己外的同

類聲類數量）。如此編好程式後，電腦自動運算。

（4）37 聲類

所採用的中古 37聲類分別為：幫、滂、並、明、端、透、定、泥、知、徹、澄、娘、精、

清、從、心、邪、莊、初、崇、生、章、昌、禪、書、船、日、見、溪、群、匣、疑、曉、影、

云（喻三）、以（喻四）、來。表格不區分輕重唇聲母（非、敷、奉、微歸於幫、滂、並、明），

有的學者認為《廣韻》還有個俟母，但轄字極少，表中歸於禪母之中。37聲類經緯編織，形成

1369個組合。

（5）閱讀提示

表格交叉點數字是聲類接觸次數，空白是零接觸。比如幫、滂交叉點數值 69，表示《廣韻》

全部異讀在幫母和滂母上的接觸次數是 69次，由於少數異讀有兩次或以上接觸，所以該數值比

字數稍大一些。表格是對稱的，對稱軸數據是同聲類接觸次數，比如“明-明”交叉點數值 207，
表示明母異讀同聲類接觸一共 207次（這些字有兩個或以上明母記音）。

圖 1：《廣韻》異讀聲類接觸全表

三、適用人群

《廣韻》異讀並不單純，包含多種成因，其來源可能包含但不限於：（1）近音借用（假借、

通假）、（2）詞義派生、（3）權威語影響（文白讀）、（4）方言和俗音、（5）早期形態、

（6）同形字（兩字碰巧一樣）、（7）訓讀（念為別的同義詞）、（8）誤讀聲符、（9）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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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音等。其中近音借用和詞義派生是相當重要的，近音借用是先秦異讀的主要產生方式，詞義

派生是最容易發現的中古異讀來源。

最後談一下這張表格的適用人群：

（1）古音研究者。《廣韻》異讀體現很多上古音特點，比如“端-知-章”頻繁接觸反映上

古 t組輔音分化前的面貌；“精-莊”頻繁接觸反映上古 ts組輔音的早期面貌；“定-以-書”大

量接觸可以和諧聲相互印證，是新派上古音擬音爭鋒的地方；心母的廣泛接觸可以驗證 s-前綴

的合理性。《廣韻》異讀接觸表可以和諧聲對照閱讀，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都有利於揭示古音，

比如諸多見系聲母（包括影母、雲母）的緊密關係，目前擬音看法並不一致。

（2）語法研究者。上古漢語構詞可通過異讀研究，常見如清濁交替、送氣交替、韻尾變體

等，都體現在異讀中。

（3）古方言研究。《廣韻》裏到底有沒有方言？還沒有可靠答案。

挖掘《廣韻》異讀信息將會對上古音研究、語法研究、古方言研究產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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