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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漢語最早的詞書《爾雅》雖收錄部分方言詞彙
1
，但是最早的方言專著是漢

代揚雄(西元前 53-18 年)的《方言》一書。《方言》在體例上效法《爾雅》將意義

相同的詞類聚集羅列在一起，並且注意到這些詞意的細微差別，最重要的是《方

言》在收詞範圍上專門擇取當時各地的不同詞彙，且注意到這些詞彙的地理分

佈。然而《方言》一書雖做到詞彙的蒐集，但可惜之處在於並未涉及語音的紀錄。

及至後代，坊間雖有方言論著，而專述一地之方音者寡，僅得筆記小說或音韻論

著中的片言隻語。 

    陸法言的《切韻‧序》曾經提到： 

 

  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 

  ，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 

  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從《切韻‧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一種「定於一」的韻書和其後形成的傳統，

影響歷代重視標準韻書的編輯；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南北是非」等漢語方言

的存在，但相形之下專門為地方方言發聲的的方韻書是較為匱乏的。 

中國北方，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有《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西儒

耳目資》(1626)等方言韻書或韻圖的出現，不過嚴格說，這兩本書紀錄的還是以

標準官話的音系為主，不是什麼方言韻書。南方方言韻書，除了《聲韻會通》(1540)

似有吳方言的音系影痕2，然而真正開始以專書呈現一地實際語音的是紀錄閩東

方言福州音系的《戚林八音》。《戚林八音》也是閩地韻書的----先驅領頭書，直

接影響後來閩南語韻書《彙音妙悟》等相關書籍的編撰。 

                                                
1見《漢語方言研究小史》，《論爾雅方言詞的考鑑》等四文，p.17-64。又見《漢語方言學史研究》，

《論爾雅方言詞的考鑑》等四文。p.17-64。. 
2 《聲韻會通》一書趙蔭棠以為是等韻書中之存濁系統，李新魁以為是「表現明清時代讀書音的

等韻圖」，耿振生則認為是吳方言音系，並代為擬訂其聲韻母音值。(以上詳見趙 1974、李 1883、

耿 1992 之書)董忠司則認為列為吳方言音系的證據尚未充分，至多可以承認有吳方言音系的影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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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林八音》的全名是《戚林八音合訂》，亦即《戚家軍八音字音便覽與太

史林碧山林珠玉同聲合訂》。《戚家軍八音字音便覽》一書不見收於戚繼光所著《紀

效新書》《練兵記實》中，應非戚繼光之作，書前所題「蔡士泮開壁彙輯」的「蔡

士泮」應是「彙輯」者3，也應視為作者。《太史林碧山林珠玉同聲》一書則為和

《戚家軍八音字音便覽》同性質的韻書，書名為閩中陳他也人氏彙輯、林儔與群

氏校閱。兩書合訂者是晉安，合訂時間題為「乾隆十四年」，合西元 1749 年。 

《戚林八音》這本書雖然作者和出版時間不十分明朗4。但是此書所用的十

五聲母、三十六字母 (韻母)、嗽語5及其韻書編排方法和韻次，都成為《彙音妙

悟》的淵源。 

    方言的使用具有區域性，所以方言韻書適用於特定方言區。現實環境裡，各

個區域生活中使用率最高的語言就是方言，為了教育下一代，方言韻書必定會因

實際需要而存在的，其價值不亞於切韻系韻書，主要的因素就在於它所代表的是

當時那個時代，那個地域實際的語音系統，是當時的一個活的語言。各地不同的

方言韻書的出現，正是這種基於人民基本需要驅使下的必然產物，福建一地和官

話的語言距離最遠，所以最需要當地的韻書。《戚林八音》之後，啟動了不少地

方性韻書的編纂工作。例如：黃謙的《彙音妙悟》、謝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

音》、林端材的《建州八音字音便覽》等。 

以閩南來說，《彙音妙悟》之後，閩南語韻書的數量相當多，像：《增補十五

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烏字十五音》、《拍掌知音》、《擊掌知音》、《八音定

訣》、《渡江十五音》、《潮語十五音》、《潮聲十五音》……等等。其中，《彙音妙

悟》就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的閩南語韻書，許多閩南韻書都是源自此書，此書的

語音紀錄原則、架構和內容有許多超越前賢之處，值得我們更進一步進行探討和

研究。 

 

 

 

                                                
3
 李新魁(1983)以為此書是戚繼光所作，應有誤。 

4 合訂時間不必然是出版時間，估計出版時間應在 1749-1800 年之間。 
5
 嗽語是一種秘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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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代的臺灣，日常生活中，母語是我們最常使用的語言。但是，從小到大，

在我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中，使用的語言多半是所謂的「國語」—— 北京話。

於是，生活上漸漸地與母語漸行漸遠，逐漸陌生了。再加上二十世紀後半葉，有

關方言的課程，很少或幾乎沒有在臺灣各大專院校裡開設，因此筆者碩士論文所

做的是與傳統聲韻相關的清代韻圖《切韻正音經緯圖音系研究》，那時壓根兒沒

有想到要從事閩南語韻書的研究。 

《切韻正音經緯圖》是清代釋宗常所編寫的一本韻圖，其目的是為了要「正

音」，因地處雲南，因而認為讀書人需要有一標準的讀音，因此才編寫此韻圖。

筆者在處理的過程中，發現明清時期，不管是韻書或是韻圖作者，在編寫時都有

自我設定的目標，其目標是正確紀錄正音，或是保留時音，然而要達成此目的，

是十分困難的，因為經常是正音、時音兩者混雜列舉，難以釐清；或者是正音和

方言音間雜難辨。基於此，在碩士畢業後便有意從事語音純駁、語音多層次的相

關研究。 

在因緣際會下，董忠司先生以為清代的方言韻書，所在的語音比起一般韻書

更具語言的真實性，並特別指出泉州韻書《彙音妙悟》，除了紀錄了一地的語言

實錄以外，還收錄當時的文讀音、白讀音、正音三個以上的語言層次，包含以泉

州音為中心的「古今是非」「南北通塞」，可以看成閩南語的切韻系韻書；而且比

切韻系韻書還更清楚的標識出不同的語音層次，其語音系統雖有一些學者研究探

討過，但是還具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筆者的母語就是台灣的閩南語，父親是鹿港人，而鹿港所使用的閩南語本身

就是泉州音系，加上閩南語本身也保留了許多古漢語，因此可以從多種角度，觀

察近代漢語與古代漢語以及閩南語之間的關係，對於了解整個語言的實際面貌和

語音層次頗有值得借鏡之處，因而聽從董忠司老師的建議，決定研究《彙音妙悟》

一書。 

《彙音妙悟》是第一部閩南語韻書，在排版、收字各方面雖然比不上後來的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及《彙音寶鑑》等漳州系韻書，可是如前文所述，除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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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豐富的泉州話單字詞和多音詞以外，又清楚的記載且呈現出十八世紀泉州方言

的語音系統，而且是多層次的活語言的紀錄，因此，在閩南語的語音發展史上，

和漢語語言學上有著一定的地位及價值。 

筆者研究這個題目，目的為何？個人淺見以為至少有下列幾個目的： 

一、從整體而言，研究《彙音妙悟》的語音現象篇章雖多，但針對音系內部的分

析，略嫌不足，本論文可以略加研究，或可有「補缺」之功。 

二、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等相關語音研究，研究者雖不乏其人，但是： 

1. 缺乏重視早期韻書中既有的語音層次並且從事研究者。 

2. 文白層次的辨認上，還有許多盲點(如誤以訓讀字、又讀音誤認為文白異

讀的關係等)，本論文想藉《彙音妙悟》所載，再次進行文白層次的重新

辨認。 

3. 文白異讀的全面性語言分層尚未能有相當程度的呈現，本論文想藉由《彙

音妙悟》所載一萬一千五百多個字，進行比較全面的分析研究與陳述。 

三、關於閩南語和《彙音妙悟》的正音層研究，研究者可說是相當少，本論文想 

    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探討6。 

四、從事語言層次研究的人，比較偏重在語言層次的辨認，對語言層次間的互動 

    很少人注意到，本論文想藉《彙音妙悟》的多層次紀錄，進行其語言層次間 

    聲韻調之間互動的觀察與分析，了解其音韻結構系統。 

五、本論文想辨認語言層是現代語言學家的嶄新觀點，因此，《彙音妙悟》為極

難得的古代分清語言層次之資料，本論文將設法釐清其語音層次，進可能

的分別重新建立、陳列，提出各語音層次的整理結果和音系的重構，以表

彰閩南語古代學者的成就，供現代語言學者採用。 

 

    從漢語聲韻學的傳統來看，《彙音妙悟》雖然體例架構上仍是不甚完備的一

部地方韻書；但是，語言或方言沒有正次重輕之分，其韻書也沒有重輕正次之分；

而且或許還因為地方韻書不受「傳統」包袱的侷限，反而能更清楚的貼近語言的

事實，保存更多有用的語言訊息。《彙音妙悟》這本韻書正是可以帶給我們更多

                                                
6對於《彙音妙悟》作者未加註解的收字中，仍有一些是當時的官音系統，應加以釐清，以免誤

認為是文讀音。 



 5 

真實的語言材料，更多語言鑰匙的重要韻書，本論文希望能在多年鑽研之下，把

傳統地方韻書裡的重要語音紀錄與語音層次複雜而有序的內涵，發掘出來，以彰

顯先民智慧，以翼助現代語言學的發展。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前賢相關研究成果前賢相關研究成果前賢相關研究成果前賢相關研究成果評述評述評述評述 

 

語言不會憑空而起，文字依附語言而作。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

文字，這是語言文字產生不變的道理。7而研究中國語言的發展，不外乎是要了

解語言本身的淵源、流派、發展規律等等。中國語言學史上，現存最早最完整的

韻書便是《切韻》系韻書了。 

《切韻》系韻書，到了清代陳澧所撰寫《切韻考》以後，整個音韻系統逐漸

明朗，學者的掌握度也很高，所剩的就如洪惟仁所說，問題只剩下不知如何讀法

而已。後來，在上世紀初葉，瑞典語言學者高本漢憑藉西方語音學的知識，對中

國境內的語言做了廣泛的調查，接著給予中古漢語語音系統一個比較清楚的解

釋，也替傳統聲韻學開展了新的領域。因此，影響並改變了中國學者對漢語研究

的方向，除了增加了「語言重構」的方法以外，也開始有許多學者投入方言的研

究。然而，當初大家研究方言，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要架構出古漢語的樣貌，因而

忽略了地方韻書在歷史方言學上及語言探究上的重大意義與價值。 

 

周長楫在〈略談地方韻書《彙音妙悟》〉一文中說： 

 

  …要重視前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方音韻書，因為它「實 

  在是我們調查方言最好的間接材料」。如果我們在這方面能迎頭趕 

  上並取得成果會使音韻成就有新的發展和突破，至少也可對前人的 

                                                
7
 《中國聲韻學通論》，林尹著，林炯陽注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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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韻成就的成果提供更具有說服力的論據與材料。 

  歷代留給我們的方言韻書是不少的。單是紀錄閩方言的方言韻書就 

  已不少。…由於我們過去思想上的輕視或工作上的忽視，已有不少 

  方音韻書失傳，如果再不抓緊「搶救」，就會受到更大的損失。… 

 

    無論研究方言韻書的目的是在構擬古漢語系統，亦或是了解各地方言因接觸

所產生的語音、詞彙上的變化，研究方言、調查方言的人，可說是越來越多，也

因此為方言研究提供許多珍貴的語音材料。 

    針對泉州地方韻書《彙音妙悟》做過研究的學者前賢也不少，茲將各家學者

的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一) 王育德 

王育德於 1970 年發表的〈泉州方言的音韻體系〉8一文，內容中介紹了泉 

州的歷史背景、方言研究概況，最主要的是將泉州的音韻系統做了初步的分析，

並就《彙音妙悟》、《八音定訣》和現代晉江方言做了比較，並給《彙音妙悟》擬

了音，且繪製了《彙音妙悟》的音節表。 

    王育德的《彙音妙悟》音節表，依洪惟仁(1996：P22)中所言，認為此音節

表只能算是王育德所認定的泉州音音節表，並非真的是《彙音妙悟》一書的音節

表9。王氏書中雖比較了《四個閩南方言》、《日台大辭典》、《廈英辭典》、《廈門

白話字典》等書，卻不是以《彙音妙悟》一書為軸心，研究其內部本身的音韻結

構，再與其他泉州音系韻書作比對，難免有誤判之情事。 

    雖說王氏篇章中，是以《彙音妙悟》與《八音定訣》、「晉江方言」加以比對

出來，這三者雖同為泉州音系統，但若要說王氏書中繪製的音節表是《彙音妙悟》

的音節表，個人認為實為牽強。 

 

 

                                                
8
 原論文是以日文書寫，篇名為〈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刊於《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

第 8、9 期合併號。 
9
 洪惟仁認為此音節表是經由審定的，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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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長楫 

周長楫的〈略談地方韻書《彙音妙悟》〉發表於《辭書研究》1982 年。 

篇章中首先提及他所採用的版本是光緒乙巳年(1905)廈門廿四崎脚會文書

莊的石印本《增補彙音妙悟》，書中載明「薰園藏版」，就是泉州薰園藏的木刻本。

並從黃謙及黃大振的序言材料中，證明《彙音》的廣範流傳、編纂時間應早於

1800 年，並簡述了《彙音》的語音特點。 

接下來討論的是《彙音》一書的作用及價值。從《彙音》的收字材料，古音

學家的論點，如「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韻母部分保留三套的鼻音韻尾和

輔音韻尾，聲調方面仍保留入聲字，調類仍分陰陽。另外還提及可以從一字多音

中，整理出泉州方音中文白異讀的兩個語音系統。在詞彙材料方面，有些詞彙雖

說在漢語中已經消亡，但這些詞彙仍保留在方言中，成為提供我們研究方言、漢

語史、漢字等等的有用材料。 

    最後提到了方言韻書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錯誤、缺陷、遺漏等，如何以

科學的方法去整理與研究，發揮這些珍貴遺產的最大作用，促進語言科學的發

展，是一重要工作。 

此篇文章雖然只有短短的八頁，但已經簡要的將《彙音妙悟》一書的淵源及

《彙音妙悟》本身所記載的語音和詞彙在方言中的價值都做了說明，並提出了《彙

音妙悟》一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仍須去整理釐清，便能提升方言韻書的價值。  

不過本篇所提到的〈商〉韻作者註明是正音，其實是當時的漳州音；〈管〉

韻，作者註明是漳腔，也就是漳州音。〈熋〉韻作者雖未加註說明，但從所收字

看，似是同安土音。針對周長楫的看法，實有必要再做討論。 

    本篇文章雖不似其他篇章有著語音的擬測，但卻一針見血的說明了從《彙音

妙悟》可看出，現代泉州音聲、韻、調的改變，在《彙音》當時就出現端倪，是

一篇非常值得參考的文章。 

 

(三) 李如龍、陳章太 

李如龍、陳章太兩人於 1982 年發表的〈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多年間的變

化〉，針對老一輩的碗窯話和泉州、永春、南安等現代泉州地區的方言做了相當

的比較，並且簡單的對《彙音妙悟》作了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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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以老一輩的碗窯話的語音作為依據，將現代泉州音的語料與韻書

兩相對照，從語音上去推測變化，開啟許多研究者重視語料，並以實際語料去連

結、推演語音變化的現象，是一篇對研究《彙音妙悟》來說，極具參考價值的文

章。 

 

(四) 王爾康 

王爾康在 1983 年《中國語文》第四期發表的〈早期漢字改革運動與閩方 

言〉一文中，介紹了黃謙在《彙音妙悟》中發表的中國第一套方塊拼音字〈三推

新數法〉，並且對《彙音妙悟》作了簡單的擬音。但本篇文章主要還是著重在盧

戇章的《中國切音新字一目了然初階廈腔》一文中，對漢字改革的貢獻，說明只

要了解這個拼音規則，便能很快的掌握到廈門音的讀法。 

此篇文章針對《彙音妙悟》的部分所談及的只是為《切音新字》所作的舖成，

舖成的重點是在於口裡說得出，筆下就能拼切得出的「拼音方法」的改革上，認

為黃謙的三推成字法對盧戇章的《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的啟發有一定的重要

性，而黃謙的〈三推新數法〉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用來作為輔助性的切音字而已。

文章中唯一對《彙音妙悟》的贊許，筆者認為只有「雖是較陳舊的東西，卻是目

前見到的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最早切音字方案。」 

 

(五) 黃典誠 

黃典誠於 1980 年發表〈泉州《彙音妙悟》述評〉一文中，雖未主動交代 

他所採用的版本為何，但從註解可知應為光緒十九年的刻本及光緒乙己年廈門廿

四崎脚會文書莊石印本。文章中已將泉州方音的源流以及《彙音妙悟》一書的淵

源、語音系統、文白異讀及對它的評價，概略地做了說明。 

體例上，將《彙音妙悟》與《戚林八音》的差異呈現出來，語音系統則與現

代泉州音及泉州梨園戲作比較，文白異讀上則討論音讀及閩南語考本字的問題，

黃典誠對《彙音》的評價在於作者認識到方言應屬全民語言以及漢語應走向拼音

化。 

    黃典誠先生另一篇於 1979 年發表的著作〈《拍掌知音》說明〉一文，對《拍

掌知音》也做了擬音的工作，並確切的表示《拍掌知音》所呈現的是泉音的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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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此材料是有助於後學分辨泉音文白系統的語音現象。 

    然就筆者認為，文章已提及一些重要觀點，可惜之處在於未能作出全面性的

研究，並針對擬音做出詳盡的說明及理由。 

 

(六) 樋口靖 

根據洪惟仁在《《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一書中所提到，樋口靖先生 1983

年於筑波大學言語文化論集發表的〈閩南語泉州方言音系についての覺え書〉一

文中，簡明的介紹了《彙音妙悟》的淵源，並進行擬音。 

    2004 年的《新編彙音妙悟》這本研究報告書中，樋口靖提及在福建省圖書

館發現了一本他認為比較好的《彙音妙悟》的版本—嘉慶六年本。樋口靖以此版

本再次針對《彙音妙悟》一書做更深入的版本研究，但此報告書中，並無對《彙

音妙悟》的音系做擬音。10
 

不過《新編彙音妙悟》一書，雖說在聲調的分類上有些錯誤
11
，但將《彙音

妙悟》的收字作出了完整的音節表，並且將每一字的釋義或詞彙一同收錄，讓讀

者一目了然。如下圖： 

圖〈1〉樋口靖之《新編彙音妙悟》 

 

                                                
10 新竹教育大學董忠司於 2007 年 11 月為樋口靖的《新編彙音妙悟》附上了董先生的擬音對照

表。 
11 針對聲調誤判的部分，詳見書末之附錄。筆者已標記於附錄中的「《彙音妙悟》五十韻目之同

音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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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姚榮松 

姚榮松 1988 年發表於《師大國文學報》第 17 期的〈《彙音妙悟》的音系 

及其鼻化韻母〉一文中，從其參考書目可知他所採用的《彙音妙悟》的版本是光

緒庚辰年重鐫，綺文居梓行的《增補彙音妙悟》和台中瑞成書局印行的《增補彙

音妙悟》。文中以黃謙的自序證明作者之編纂動機及目的，並推測出《彙音妙悟》

所反映的是兩百年前的泉州音系。 

語音系統則以聲、韻、調和鼻化韻母分別探討，在比對分析上，採用李如龍、

陳章太(1982)對碗窯地區所做的研究，將《彙音》的五十字母和現代泉州音、碗

窯音作一比對分析，釐清鼻化聲母、〈雞〉〈杯〉、〈燒〉〈鉤〉、〈春〉〈恩〉等韻的

問題，並認為《彙音》是具有完整的八個聲調系統，對於鼻化韻只做了初步的探

討。 

本文中，姚榮松將鼻化音與相對的文讀音加以對照，從而揭示《彙音》處

理文白字統的方法，此方法予以讀者莫大的啟發，然而若能做一全面性的比對，

或許結果會有些微差異，而這也將是筆者將要處理的部分。 

 

(八) 洪惟仁 

    洪惟仁 1996 年出版的《《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一書，算是當時對《彙

音妙悟》做了全面性研究的一本專書。 

書中對《彙音妙悟》做了詳盡的分析研究，首先對《彙音》的版本、價值、

歷史定位做了探討，並從其序言了解作者的動機及目的，且將書中體例、編排方

式作一說明，並且將前賢的研究成果做了述評。 

其次本書先釐清《彙音》本身的一些問題，如韻目、聲調混淆、鼻化韻、奇

韻奇字做了釐清後，替《彙音》做了音讀的擬測工作。 

接下來以語言層次的概念逐韻分析《彙音》的語言層，續以《彙音》文讀音

與《拍掌知音》作比較，並檢討白話音系，最後依前面分析結果，上推古代泉州

音的面貌，可說是對《彙音妙悟》及泉州音系做了一古今語音演變的歷史層次的

架構。 

    此書雖是對《彙音妙悟》做了一全面性的探討，特別是在語音系統部份，然

而對於文白讀部分、正音系統以及詞彙部分，大多只呈現研究成果，對於內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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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呈現，是本文將要補強的部分。 

 

(九) 董忠司 

董忠司對《彙音妙悟》一書，發表過許多相關的論文，對於《彙音妙悟》 

的問題，在他發表的論文中提到，可看出部分詞彙是受到畲族語言或苗瑶語的影

響，而也針對《彙音妙悟》一書構擬出了韻母的語音系統，並附錄在日人樋口靖

《新編彙音妙悟》一書前。 

1999 年，在第六屆國際閩方言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泉州話文白之外的近

代官話層〉所探討的便是《彙音妙悟》的正音系統等等，對研究《彙音妙悟》的

後學有相當大的幫助及影響，因為《彙音妙悟》的正音系統在董忠司以前鮮少有

人提及。 

  

(十) 張屏生 

張屏生從事閩南語的方言田野調查不遺餘力，累積並掌握了許多豐富的實 

際語料，雖然並未針對《彙音妙悟》發表過正式文章，但私下替《彙音妙悟》作

了擬音，書名稱之為《彙音妙悟新編》。 

從他發表的其他篇章來看，他將實際語料與流傳下來的韻書中記載的語音系

統加以比較，並進一部的分析說明，對古今方言系統可說是撩若指掌。 

2007 年出版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一書中，他便以《彙音

妙悟》的語音系統與台灣地區的閩南語作一深入的分析研究。 

 

(十一) 林寶卿 

林寶卿，2000 年於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發表的〈閩南方言三種地方韻書比較〉

一文中，針對分別代表廈門、漳州、泉州的《渡江書十五音》、《彙集雅俗通十五

音》和《彙音妙悟》這三本韻書的體例、聲韻調系統及其價值，做一簡略的比較

分析。對於後學了解閩南地區的三大重要語音系統----廈門、漳州、泉州三地的

語音助益頗多。 

或許受限於篇幅，本篇文章只將所做的擬音標示出，比較三地聲、韻、調上

的差異，並無深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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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陳麗雪 

陳麗雪 2000 年的碩士畢業論文《閩南語韻書彙音妙悟「高」韻及其相關問

題研究》，是針對《彙音妙悟》一書中的七「高」韻做了深入探討。 

文中所採用的《彙音》版本有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光緒庚辰(1880)

薰園藏版、光緒甲午(1894)廈門文德堂木刻本、光緒癸卯(1903)福州集新堂木刻

本、光緒乙巳(1905)廈門會文書莊薰園藏版以及瑞成書局(1970)手抄影印本。 

文中作者將《彙音》中高韻所收的字先做了中古音的分析，並取 176 個常用

字為主，作為田野調查的詞彙依據，調查台灣地區保存較完整泉州腔的鹿港鎮，

並且與中國大陸的泉州音作三方的比對分析，再與出現在方言韻書或語料中的高

韻字做了詳盡的分析，發現鹿港地區老、中、青三代，高韻字的讀音的差異與大

陸泉州音的演變並不一致，認為高韻字在《彙音妙悟》的時代仍讀為-ç，但到了

台灣地區則分化為老年層的-ç和中年層以後的-o，而大陸泉州音則較為保守，仍

保留-ç的音讀現象。 

 

(十三)馬重奇 

馬重奇於 2001 年及 2002 年發表的〈台灣閩南方言韻書研究〉、〈中國大陸閩

南方言韻書比較〉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彙音妙悟》。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閩

南方言韻書比較〉一文中，將《彙音妙悟》的聲、韻、調系統，分別與代表漳州、

廈門、潮汕三地地區的方言韻書作比較，並為其擬音12。 

然本篇文章也只將所做的擬音標示出，比較各地韻書聲、韻、調上的差異，

並無深入的說明。 

2008 年 9 月出版的《閩台閩南方言韻書比較研究》一書中，針對《彙音妙

悟》的部分，增列了聲韻調的音節配合表，並認為《彙音妙悟》有四個語言層次，

即是文讀音、土語或俗語、正音和其他方音--「漳腔」。 

馬重奇所說的四個語言層次只是單單從作者黃謙本身的註解去論述。然依筆

者個人淺見，論述的立足點不夠強，因為土語、俗語、解、俗解的語音層次，是

                                                
12

 此篇文章所比較的韻書分別是：代表泉州方言的《彙音妙悟》、《拍掌知音》；漳州方言的《彙

集雅俗通十五音》、《增補彙音》、《渡江書十五音》、《福建方言字典》；廈門方言的《八音定訣》、

《擊掌知音》；潮汕方言的《潮聲十五音》、《潮語十五音》和《擊木知音》，共十一本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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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做區分的。 

 

(十四)王建設 

    王建設在他 2002 年的博士學位論文《明刊閩南方言戲文中的語言研究》 

一文發表之前，為了研究閩方言的戲文，於 1995 年發表了《泉州方言與地方戲

曲》、2000 年《南音唱詞中的古泉州話聲韻系統》、2001 年《新發現的〈彙音妙

悟〉版本介紹》等等，文章中將泉州音與戲文中所出現的唱腔作一分析研究，並

藉由《彙音妙悟》為橋樑，構擬出明代閩南方言系統，從不同角度去分析整理閩

南方言，特別是泉州音的語音系統。 

 

    綜觀以上前賢之研究成果，對於筆者在研究本議題上，有頗多的幫助，如語

音系統部份，大多數前賢學者們都已經將《彙音妙悟》一書中有爭議的聲、韻、

調、鼻化韻等相關議題，做了分析與說明。雖說都做了研究與說明，但筆者認為

仍有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在文白異讀上，雖然各家多有著墨，卻未能深入說明，是讓筆者能多做發揮

之處，並且提出了《彙音妙悟》仍有許多待為解決之問題，如：詞彙、閩南語本

字、正音部分等等，這些都是仍有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探討之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語言與語言之間必定有其一定的相關性，方言作為民族語言的一支，它和民 

族語言中的共同語一定是一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的共存

互動關係13。因此當我們在研究單一的語言或是方言時，最重要的便是要將它與

共同語做比較，作分析。然而，語言本身是多面的，它是個人思維表達和訊息交

                                                
13

 李如龍：《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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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一種符號系統，也是人類溝通情思，維持發展人際關係的交換系統，是民族

文化以及社會文化的表現方式。語言語音本身由於不斷地發展變化，致使古今異

讀的現象產生，再加上各地方音之間的接觸影響，因此音讀上更是錯綜複雜。本

文旨在釐清《彙音妙悟》一書中的語音系統及文白異讀上是否誠如作者所言，是

一本單純的地方韻書，所代表的音系即是當時的泉州音？ 

    何九盈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1995：p2)中提到，對於學術研究要堅持三

個原則： 

1. 正確的歷史觀點。 

2. 不應迴避或掩飾學術觀點的對立或矛盾。 

3. 全面佔有材料，直接研究原始材料，絕忌人云亦云，斷章取義。 

 

做一學術研究，首當其衝的便是研究的原始材料，若是能對原始材料做通盤 

的了解，正確的掌握原始材料所傳達的訊息，在分析歸納研究主題的異同上，必

定能有事半功倍之效應。 

因此，首先當然是對《彙音妙悟》文本的歸納整理，從其撰寫動機、體例編

排、收字、釋義、詞彙作一全盤性的整理了解。 

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他對

「言語」和「語言」的區分、對共時語言研究和歷史語言研究的區分等，深深影

響後代許多語言學家。索緒爾對「言語」和「語言」的區分，在許多文獻資料中

傾向於做下列的劃分： 

 

                 言語活動(或言語行為) 

           言語                   口語：第一性的形式 

                 言語產品         書面語：派生形式 

語言現象                          內在言語：不參與交際的形式 

 

           語言  

 

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也認為，在複雜的言語社團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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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的言語類型大致可分為： 

1. 書面標準語：用於正式交談寫作 

2. 口頭標準語：特權階級的語言 

3. 地方標準語：中產階級的人所使用的 

4. 次標準語：在歐洲是中下階級的人使用的語言 

5. 地區方言：社會上最沒地位的人使用，其他階層也用它做家庭語言 

 

從兩位西方語言學家的論點來看，在同一個時間及空間裡，語言本身就因為 

使用的區域環境或使用者的階級不同，不同的語言便會同時存在於同一個時間和

空間裡，如此一來兩者間便會有所接觸，接觸後相互影響，進而形成不同的語言

層次。 

許多前賢先進都認為《彙音妙悟》所代表的是二百年前的泉州地區的語音，

雖然提及此書的學者不少，但針對《彙音妙悟》的語言層次全面性的探討者為數

並不多。筆者將對《彙音妙悟》作一粗略的全面探討，並打算從「縱向」的語言

中的同源親屬關係及「橫向」的語言間相互滲透的形成為主軸，切入探討《彙音

妙悟》一書。 

「縱向」的分析則是從語言的同源親屬關係去分析《彙音妙悟》一書中，與

《廣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之間的關係，包含語音、詞彙之間的變化；「橫向」

部分則探討在語言接觸中，《彙音妙悟》一書中，它的語音及詞彙是否受到民族

遷徙、地理環境接觸等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變化，探討《彙音妙悟》一書所蘊含的

語言層次。 

本論文將先瞭解探討《彙音妙悟》一書之韻書內容，考訂訛誤之處，再辨析

音系的性質，進而與相關的韻書及現代泉州音系的語料相互比對分析，以釐清《彙

音妙悟》本身的音韻系統。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14
(1991：p6-9)談及研究語言方法時，認為「歷史串

聯法」，是結合不同時期的材料考察等韻音系，藉由韻圖、韻書的對照比較，可

鑒別取材的來源，亦可考證古今音的流變。「共時參證法」，則是將一些相同或相

                                                

14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亦可參見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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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材料互相比較，從相關程度來釐清瞭解音系的性質。「內部分析法」，是將自

身材料分析整合，用以考察其音系。「音理分析法」，藉由一般語音學的原理及其

演變規律來分析音系。「歷史比較法」則是用於擬測音值。 

本文將如上所述，首先以「內部分析法」針對《彙音妙悟》一書，作內部原

始材料的整理、歸納與分析後，再採用「音理分析法」探究其語音的演變規律；

續以「歷史串聯法」來了解《彙音妙悟》一書中，語音系統的古今流變現象；「共

時參証法」「歷史比較法」等理論與方法綜合應用，除了構擬其音韻外，並嘗試

從文白異讀的觀點及材料，分析其所語言層次，釐清作者所提及的「正音」、「土」、

「土解」、「俗語」等語言關係。 

在吸取前人先進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仔細分析比對材料之間的關係，以求能

明確的勾勒出《彙音妙悟》的語音系統及其文白讀音的所代表的語言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