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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本稿は宋版韻書《廣韻》と宋版字書《玉篇》の両書に存在する異体字の音義相関性

を解明するため、《廣韻》「入声」巻の異体字をデータ化する上、《玉篇》に所収する
異体字を整理し、両書の字形、音注、釈義による比較作業を試みた。異体字を定義と
字形関係により 5分類し、字形・音注・釈義の順で論述を展開し、類似点と相違点を
整理した。結論として、《廣韻》と《玉篇》の異体字は全 271例のうち、約 6割は同
音関係を有し、音韻変化の可能性がある音注を除くと、総数の約四分の一の異体字が
音声関連を持たないことが分かった。釈義も相同・相関の割合は 8割以上を占め、両
書の異体字における音義関係が密接であることを突き止めた。

キーワード：宋版《廣韻》 　宋版《玉篇》　入声　異体字　分類

1．緒論
《玉篇》是中國古代按漢字字形分部首編排之字書，作者南朝梁黃門侍郎兼太學博

士顧野王，成書於梁大同九年（543）。原本《玉篇》已失傳，現僅存約八分之一殘卷保
存於日本。唐上元元年（760）南國處士孫強增字本《玉篇》現亦失傳。宋大中祥符六
年（1013）陳彭年、吳銳、邱雍等奉敕重修《玉篇》稱《大廣益會玉篇》（以下簡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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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計 30卷按 542部首排列，收字 22000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宋本
爲現存最早完整版本，嚴紹盪（2007：267）考證系宋寧宗年間（1195-1224）刊本。
《切韻》是中國古代按漢字字音分韻編排之韻書，作者隋代陸法言，成書於仁壽元

年（601）。原本《切韻》已失傳，唐開元二十年（732）孫愐《唐韻》亦僅存殘卷。宋
大中祥符元年（1008）陳彭年、邱雍等奉敕編修《大宋重修廣韻》（以下簡稱《廣韻》），
5卷 206韻，計收 26000餘字。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宋本爲現存較早完整版
本，嚴氏（2007：290）考證亦爲宋寧宗年間刊本。

關於異體字之定義，裘錫圭（1988：205）認爲“異體字就是彼此意義相同而外形
不同的字。嚴格地說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才能稱爲異體字。但
是一般所說的異體字往往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爲狹義
異體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稱爲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異體字。”筆
者結合《廣韻》與《玉篇》數據具體情況，認同裘氏廣義異體字定義，並根據字形相異
形情況，擬將異體字分爲：（1）部件位置相異，（2）聲旁相異，（3）部首相異，（4）聲
旁與部首皆相異，（5）古文、籀文、俗字等 5個類型作進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從《廣韻》與《玉篇》所收字之字形、注音、釋義三方面對比，考察兩書
異體字異同情況。首先對兩書所收異體字之字形進行考察，字形相同字爲同形字。然後
進一步考察字形相異字之注音與釋義異同，確定異體字與未收字歸類。筆者統計《廣韻》
第五卷入聲部共收 5410字，其中《廣韻》與《玉篇》同收入聲 4245字，異體 271字 ,《玉
篇》作非入聲 472字。《玉篇》未收 422字，詳情如下：
𨜘、𤟩、𧣡、唂、𡖯、騼、𥉶、𥛞、𥂇、𤽺、䎑、鎐、𥐁、獛、𩯏、𥳇、𪃃、𥚊、㥌、巈、
𩬜、婌、棛、𤳕、倐、㶖、顣、𨞓、𨪎、㓘、傗、𡹆、𤬂、頶、𨴬、臛、矚、𧤑、駶、㻿、
匤、䴰、𤗁、豖、樂、𦋞、㦝、𢷕、𤆝、𡴊、𢺡、鸐、𩑂、𦯏、䃕、𡁆、𧽮、窸、㯃、㣟、
鷅、篥、𠜥、搮、㗚、𦤻、𥎹、淧、鏎、𦭱、妼、𧜠、𠌭、叱、𥄃、𦙮、𣎛、𥎐、䘏、𦱈、
𧊥、𥚋、𨜿、𤝞、㤜、䬄、瀄、擳、𦆄、岉、灪、䠎、䁌、枂、𦘹、䣹、𥩡、𣐋、𧊎、𥕲、
㒝、𦪬、鍻、𤤄、𪠲、㒴、𩱒、𣭷、𦩤、榅、䦍、𦬂、哱、㛘、𠀽、𨁸、𥓎、𥌄、㲞、𪖶、
𡰅、呾、𠥜、攋、蝲、薘、輵、𥢸、𦼧、𨐖、𩑷、𥬎、𦫕、枂、㳨、𫏎、攥、𢯸、𨂩、𨡩、
𦫔、裰、敠、𩃶、𥎱、𤫶、䂒、嘎、𣻑、睰、𧞍、𪗔、𥐙、𨋐、𧔂、𥰶、𡇼、𥗥、㭭、𨰉、
㳐、哳、𢧻、𧶇、𨆳、䟙、𧍩、𢎟、䲙、𠬩、𧞩、疦、疦、𡼄、𢶋、𥊯、𨵪、𥢹、捏、𤶚、
㖏、𦛠、𦿐、㒝、𥸴、𥌨、䊦、褉、𢛎、襒、𨴗、䙝、𣽒、嵥、㜸、㔢、𨼎、䫎、𦓤、𡷘、
𡤼、𥕹、敠、龰、焎、𨵊、𢅹、𧕋、䖃、𫌉、𨀝、𤷽、䐘、䢲、𢖦、𨵫、𨍏、塻、𠢓、烙、
樂、𣛗、𧭥、𤽥、𦚈、𥽦、鑩、偔、𩔈、奤、𦐦、礴、矐、㮦、猼、瀖、鸌、𤐰、𢋒、瓁、
硦、洦、𦰬、𦯉、㼟、𤭏、𦺩、𤜾、𩯋、𥻨、嚄、泎、𧯈、喀、洦、楁、硅、𢝇、𪀥、𧭣、
㠛、漍、嘓、𧖻、䑀、𦟜、剨、𨐶、𤈧、𥴩、擌、𥖪、𢷾、𧾛、積、燡、㘁、𤑹、𠓋、晹、
𧞲、𠧚、𠧵、䞠、𧓸、𤭏、𦳮、晳、澼、𥌮、攊、䮥、𧙉、𧦄、踢、𢞒、𢞒、𧲜、𠋬、𪒑、
𥋏、屴、𠢠、𡯄、𧲡、㽚、㮩、𥰝、㨁、鉽、烒、𧄹、𢤋、𩺱、𩕡、𠢳、𢦭、𤼌、㹄、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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𦱂、𦑍、𠷙、腷、𡮞、𢕚、𢛳、𣌏、𠮊、㥂、𡞢、𧴮、鴏、𧉥、𢫯、䎪、墄、瓡、䲯、俋、
𧿅、漐、𣲷、𦳬、𣭝、㜓、㚫、𣬬、㭼、𠉤、蹹、𦂀、𨌭、㭼、䍝、濌、沞、𠩧、魥、𦪙、
𩵢、笝、𤒻、𨆂、𩐅、𥋙、𧛆、㕎、𥗭、𪁍、𥍉、䪉、䉭、誱、𢽱、穕、𦯍、㭯、魘、𣚕、
𢂐、㥈、牃、𩐭、𩋏、𤏻、徢、𤗽、𡞘、𡂩、𦖩、㑙、𨓊、烚、牐、𥀈、䛽、𡤙、敮、𧳛、
𠍹、𥃀、𦾏、𤁳、𧃹、玾、𨒇、䬊、𣢗、㗼、𠄅、𩑃、𢢜、澲、熁、魥、㾀、𤴼、𢽱、𩐱、
𣹵、𡷝。

2．異體字字形比較
2.1　《廣韻》與《玉篇》部件位置相異

《廣韻》與《玉篇》部件位置相異情況共計 33例。其中切語相同情況 5例，切語相
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15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13例，詳情如下：
（1）切語相同情況 5例：鵱：䳏鷜，野鵝，（力竹切）。𪂚：力竹切，𪂚𪅛，野鵞。 1）/ 齪：

開孔具，（測角切）。𪘏：測角切，齒相近聲。又初六切，謹慎皃。/𩪲：齧聲，（胡八切）。
䶤：胡八切，齧骨聲，亦作𩪲。/𦐋：小飛鳥，（許劣切）。𦐍：許劣切，小鳥飛。/ 嶪：
岌嶪，山皃，（魚怯切）。嶫：魚怯切，岌嶫。
（2）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15例：𪕸：䑕名，（古禄切）。𪕷：公禄切，鼬鼠也。
/𩌥：急束，（許角切）。𩌊：呼角切，急束也。/𩙅：疾風，（餘律切）。𩘻：余律切，

急風。/𡶒：山曲，說文作岪，山脅道也，（符弗切）。岪：扶勿切，山皃。/𠨜： 𠨜

不安也，（五忽切）。卼：午忽切，𦤞卼也。/𪙌：𩪲齒也，（千結切）。𪙑：七結切，治

骨也。/𩱝：說文曰𧚍裏也，（楷革切）。𩱘：口革切，裘也，裏也，或爲福（䙐） 2）。/ 䳭：
䳭鴒，一名雝𪆂。又名錢母，大於燕，頸下有錢文，亦作䳭，（資昔切）。𪃹：子席切，

𪃹鴒，雝𪆂。/𪀦：鸂𪀦，（恥力切）。𪀸：丑力切，溪𪀸也。/𪄛：鳥食，（相即切）。𪃼：

音息。/ 翌：明日，（與職切）。翊：余力切，飛皃，亦輔翊。/𣅦：日在西方，（阻力切）。
昃：同上。（𣅔：壯力切）。/ 䰥：鬼䰥旋風，（胡國切）。魊：乎北切，短狐，狀如龜，
含沙噀人。/𢃤：巾帛從風聲，呼或切二。𢃎：火或切，巾被風也。/𦒦：𦒦𦑲，飛初

起皃，（盧盍切）。𦒩：音臘，飛皃。
（3）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演變規律情況 6例：躃：躃倒，（房益切）。躄：俾亦切，
跛躄，不能行也。/ 鷿：鷿鷈，鳥名，似鳧而小，足近尾，或作鸊，（扶歷切）。鸊：步
覓切，鸊鷉，水鳥。/ 垡：耕土，（房越切）。㘺：扶滑切，耕也，亦作垡。/ 崪：崪屼，
山皃（昨沒切）。崒：才律切，峯頭巉嵒也。/ 䳊：鳥名，似鳧，（蒲撥切）。䳁：皮達切，
大鳥也。/ 嘁：歍嘁，（子荅切）。㗤：子六切，㗤咨，慙也。

以上用例聲母方面《廣韻》躃：房益切，《玉篇》躄：俾亦切，並母變幫母，說明《玉

1） 先列《廣韻》字條內容（與音韻地位），其後爲《玉篇》字條內容（與音韻地位）。下同。
2）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福”，澤存堂刻本《玉篇》作“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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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濁音清化。《廣韻》鷿：扶歷切，《玉篇》鸊：步覓切，奉母變並母，說明《玉篇》
輕重唇音分化。韻母方面《廣韻》嘁：子荅切，《玉篇》㗤：子六切，合開一變屋合三，
說明《玉篇》韻尾［p］與［k］混切。此外《廣韻》垡：房越切，《玉篇》㘺：扶滑切，
月合三變黠合二；《廣韻》崪：昨沒切，《玉篇》崒：才律切，沒合一變術合三，說明《玉
篇》洪細音與主元音皆混切。《廣韻》䳊：蒲撥切，《玉篇》䳁：皮達切，末合一變曷開
一，說明《玉篇》開合口混切。兩類介音與主元音皆混切情況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
留意現象。
（4）其他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規律情況 7例：𪇆：𪇆𪂹，鳥也，（徒谷切）。鸀：
徒角切，山烏也。又音燭，鸀鳿鳥。/𧎿：爾雅云蒺䔧蝍蛆，郭璞云似蝗，大腹長角，
能食蛇腦，亦作𧎿䖿，（秦悉切）。螏：才一切，螏蟍蝍蛆能食蛇，亦名蜈蚣。/𦒔：飛𦒔，

（餘律切）。𦒑：音聿，飛皃。/ 躠：跋躠，行皃，桑割切九。𨇨：私列切，蹩𨇨。/ 䳊：
鳥名。又音拔，（北末切）。䳁：皮達切，大鳥也。/𢠳：𢠳然，瞋也，（普蔑切）。憋：
裨列，匹列二切，急性也。/ 㤩：（若各切）。恪：口各切，敬也。

字形方面異體字部件相同，位置上下、左右、內外之間發生不同組合變化類型較易
辨。此外，結合相關字條中注音與釋義內容不完全相同情況，可見此種結構變化類型不
能簡單歸結爲《廣韻》與《玉篇》在用字（與刊刻）習慣或風格方面之差異。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29例，釋義相異情況 4例。《廣韻》𪙌：𩪲齒也，《玉
篇》𪙑：治骨也。《廣韻》翌：明日，《玉篇》翊：飛皃，亦輔翊。《廣韻》䰥：鬼䰥旋風，
《玉篇》魊：短狐，狀如龜，含沙噀人。《廣韻》齪：開孔具，《玉篇》𪘏：齒相近聲

……謹慎皃。

2.2　《廣韻》與《玉篇》聲旁相異

《廣韻》與《玉篇》聲旁相異情況共計 110例。其中切語相同情況 23例，切語相異
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37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50例，詳情如下：
（1）切語相同情況 23例：䙘：好衣皃，（子六切）。䙯：子六切，好也，鮮明也。/ 㠴：
枕巾也，（人質切）。𢁯：人質切，枕巾也。/ 䒗：又許訖切，（去訖切）。芞：去訖切，
香草也。/𤃴：上同。（濊：呼括切）。濊：呼活切，水聲。又於衛，於外二切，多水皃。
/ 鐡：說文云黒金也，神異經云南方有獸，名曰齧鐡，大如水牛，色如漆，食鐡飲水，

其糞可作兵器，其利如鋼也。又虜複姓，赫連勃勃改其支庶爲鐡伐氏，云庶朕宗族子孫，
剛銳如鐡，皆堪伐人也。又作鐡，俗作鐡，他結切八。鐵：他結切，黒金也。/ 糱：麴櫱，
說文曰牙米也，（魚列切）。糵：魚列切，麴也，牙生穀也。/𠴪：鳥理毛也，（所劣切）。
唰：所劣切，鳥治毛衣也。/𧍞：上同。（𧊜：五各切）。𧊜：五各切，似蜥蜴。/𡾙：
山峯，（五各切）。崿：五各切，山名。/ 簙：六簙，棊類，出說文，丗本曰烏曹作簙，
書本多單作博，（補各切）。𥴮：補各切，簙弈，局戲也，謂行棊也，亦作博。/ 籗：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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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注云捕魚籠，亦作籗。又仕角切（苦郭切）。籱：同上。（篧：苦郭切）。/𥿬：紱維，（冝
戟切）。縌：宜戟切，紱綬也，綬絲也。/ 霢：霢霂，亦作霡，（莫獲切）。䨫：莫獲切，雨。
/ 㩇：擘也。又于馘切，（呼麥切）。掝：呼麥切，掝裂也。/𥐝：上同。（𥕐：都歷切）。
𥖾：都歷切，石。/𧏾：上同。（𧈟：女力切）。𧈟：女力切，蟲食也。/𧈱：食禾葉蟲，（徒
得切）。蟘：徒得切，食苗葉蟲也。/𧎢：上同。（𧈱：徒得切）。蟘：徒得切，食苗葉
蟲也。/ 噏：上同。（吸：許及切）。吸：許及切，說文云内息也，詩云維南有箕，載吸
其舌，吸引也。/𧤏：角多皃，（阻立切）。𧥄：阻立切，牛多角。又角堅皃，或作戢。/
𩾳：𩾳鵖，亦鴔，皮及切一。鴔：皮及切，鴔鵖。/ 礘：動礘礘，亦作硆，（五合切）。硆：
五合切，石硆硆。/ 䑥：船皃，（五合切）。䑪：五合切，船動皃。
（2）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37例：𣫓：麻𣫓，（空谷切）。䵈：空木切，未練治
纑也，結枲也。/ 䧤：彭䧤，蠻夷國名，（博木切）。𨽂：布木切，今作濮。/ 纀：爾雅
曰裳削幅，謂之纀，郭璞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博木切）。𦄾：布木切，裳削幅也，

亦作襆。/𥽧：上同，說文曰酒母也。（麴：驅匊切）。𥶶：丘六切，酒母也，今作麴。/
稶：黍稷，盛皃，（於六切）。稢：於鞠切，𫇮（茂）盛。/ 粟：禾子也，淮南子曰昔蒼
頡作書而天雨粟。又姓，袁紹魏郡太守粟舉，相玉切七，（相玉切）。𥻆：思錄切，糓也，

今作粟。/𧂒：蒵毒，（側角切）。𧄝：莊卓切，𧄝蒵毒即附子也。/𩺽：魚名，（蒲角切）。
鰒：步角切，海魚也。又音伏。/𧢺：上同。（䚥：女角切）。𧣚：同上。（䚥：女卓切）。
/ 襪：並上同。（韤、韈：望發切）。袜：亡月切，腳衣。/ 癩：疥癩。又音賴，（盧達切）。
瘌（𤷫）：力達切，辛也，亦痛瘌（𤷫）也。/ 櫱：上同，書作蘖。（𣡌：五割切）。𣡌：

（魚割切）。/𦸈：𦸈藪，同上。（䒷：古活切）。䒷：公活切，䒷蔞也，齊人謂之瓜蔞。/
𣸍：水𣸍，（普活切）。潑：浦末切，水漏也。/𣚃：𣚃橰，汲水具也，（古屑切）。㮮：
公節切，㮮橰，所以汲水。/ 䆝：上同。（䆷：呼決切）。䆷：呼穴切，深皃，或作坹。/
𨫔：田器，（私列切）。䥍：先列切，田器也，椹也。又之二切。/𤅢：上同，亦水名在
泚陽，亦作𤄶。（𩱲：以灼切）。瀹：弋灼，余召二切，煑也，内菜湯中而出也。/𨈅：
出走也，（以灼切）。䠯：餘灼切，登也，拔也。/𧎾：渠𧎾，蜉蝣蟲，朝生暮死，亦作𧐯，

（離灼切）。𧐑：力約切，蜉䖻，渠𧐑，朝生夕死也。/𡤬：上同。（嬳：憂縛切）。嬳：
乙縛，于故二切，惜也。/ 擆：置也，擊也，（張略切）。𢷷：竹略切，擊也（＋亦作擆） 3）。
/ 矐：目開，（虛郭切）。䁨：呼郭切，驚視也。/𦘅：耳𦘅，（古博切）。𦗒：古霍切，

大耳也。/ 柏：木名，五經通義曰諸侯墓樹柏。又姓，晉趙王倫母曰柏夫人，亦作栢，（博
陌切）。栢：補白切，木名，詩曰汎彼栢舟。/ 讁：上同。（謫：陟革切）。謫：知革切，
咎也，罪也，過也，怒也。/ 䥶：上同。（鎘：郞擊切）。鎘：盧的切，釡。/𥍰：矛也，（苦
擊切）。䂆：去的切，矛也。/𠥦：大鼎，（與職切）。㔴：羊式切，大鼎也。又田器。/𡣫：
姓也，（莫北切）。嫼：莫勒切，奴也。/𢥛：上同，見說文。（㥶：蘇則切）。㥶：先則切，

3） 澤存堂刻本《玉篇》增加“亦作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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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曰實也。/𠣵：上同。（匐：蒲北切）。匐：步北切，伏也，路也。/𩢏：馬絆，（陟
立切）。馽：知立切，絆也，今爲縶。/𡂣：口𡂣𡂣，（陟立切）。𡁉：知立切，鳴也。/ 鰨：
魚名，似鮎四足，（吐盍切）。鰈：他臘切，比目魚。/ 躢：上同，見公羊傳。（蹋：徒
盍切）。蹋：徒闔切，踐也。/𣢩：上同。（𣣲：虛業切）。𣣲：欣業切，翕氣也。
（3）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演變規律情況 19例：𪁁：上同。（鵴：渠竹切）。鵴：
居六切，鴶鵴也。/ 樒：香木，（美畢切）。櫁：亡質切，香木也，取香皆當豫，斫之，
久乃香出。/ 䒗：爾雅曰藕車䒗輿，郭璞云藕車香草。又音乞，（許訖切）。芞：去訖切，
香草也。/ 㭭：㭭柲也，（方結切）。朳：兵拔切，無齒杷也。/ 䐸：曲腳中也，（呼麥切）。
膕：戈麥切，曲腳也。/𠜻：刀破，（呼麥切）。劃：乎麥切，以刀劃破物也。/𨆮：上同。
（踖：秦昔切）。踖：子石切，踧踖也。/𤐧：火乾肉也，（符逼切）。𤓞：同上（籀文） 4）。
（煏、㷶：皮逼切）。/𨅞：跛行皃，（都合切）。𨃚：他合切，𨃚趿也。/𢴄：手打也，（都
榼切）。搨：他蠟切，拹搨也。又都盍切，手打也。/ 㯓：上同。（榻：吐盍切）。榻：
恥臘切，牀狹而長謂之榻。/ 籙：圖籙，（力玉切）。箓：同上。（簏：力木切）。/ 䮀：
上同。（𩣡：蒲角切）。𩣡：步忽切，馬，牛尾一角。/ 帕：帕額，首飾，（莫鎋切）。帞：
莫格切，絡頭也。/𣲒：水凝合皃，（林直切）。泐：力得切，石散泐。/ 撘：打也，出
音譜，（都合切）。搭：多蠟切。又他蠟切，摸搭。/ 㨥：打㨥，（奴荅切）。抐：乃兀切，
揾抐也。/𠩂：厓𠩂，（去劫切）。厒：口合切，山夾有岸。

以上用例聲母方面《廣韻》𪁁：渠竹切，《玉篇》鵴：居六切，群母變見母；《廣韻》
𨆮：秦昔切，《玉篇》踖：子石切，從母變精母，說明《玉篇》濁音清化。《廣韻》𤐧：

符逼切，《玉篇》𤓞：皮逼切，奉母變並母，說明《玉篇》輕重唇音分化。《廣韻》㯓：
吐盍切，《玉篇》榻：恥臘切，透母變徹母，說明《玉篇》舌上音未完全分化。此外《廣
韻》䒗：許訖切，《玉篇》芞：去訖切，曉母變溪母；《廣韻》䐸：呼麥切，《玉篇》膕：
戈麥切，曉母變見母；《廣韻》𠜻：呼麥切，《玉篇》劃：乎麥切，曉母變匣母，說明《玉
篇》牙喉音混切。《廣韻》𨅞：都合切，《玉篇》𨃚：他合切，端母變透母；《廣韻》𢴄：

都榼切，《玉篇》搨：他蠟切，端母變透母，說明《玉篇》不送氣與送氣混切。牙喉音
混切、不送氣與送氣混切皆屬《玉篇》聲母方面值得留意現象。韻母方面《廣韻》撘：
都合切，《玉篇》搭：多蠟切，合開一變盍開一，說明《玉篇》重韻一等混切。此外《廣
韻》籙：力玉切，《玉篇》箓：力木切，燭合三變屋合一；《廣韻》𣲒：林直切，《玉篇》
泐：力得切，職開三變德開一；《廣韻》𠩂：去劫切，《玉篇》厒：口合切，業開三變合
開一，說明《玉篇》洪細音與主元音皆混切，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留意現象。《廣韻》
䮀：蒲角切，《玉篇》𩣡：步忽切，覺開二變沒合一；《廣韻》帕：莫鎋切，《玉篇》帞：
莫格切，鎋開二變陌開二，說明《玉篇》韻尾［t］與［k］混切。《廣韻》㨥：奴荅切，《玉
篇》抐：乃兀切，合開一變沒合一，說明《玉篇》韻尾［p］與［t］混切。

4）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同上”，澤存堂刻本《玉篇》作“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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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規律情況 31例：𥣜：草生穊也，（普木切）。穙：
蒲木切，𥢵積也。/𧐴：蝍𧐴，蚇蠖，（所六切）。𧑙：子六切，蝍𧑙，尺蠖也，步屈也。
/ 縬：縮也。又縬文也。又側六切，（子六切）。𦇰：于六切，縮也。/ 縬：縬文也，側
六切二。縐：仄又切，縐布也，纖也。/𩯅：廣雅曰假髻也，（芳福切）。𩭺：四（匹） 5）育，
四（匹）宥二切，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𩭺，本亦作副。/𠸹：喉聲，（於六切）。㖪：
呼麥，於六二切，聲也，或作㰲。/ 䡞：說文曰直轅車𩎈縛也，（居玉切）。𨍯：凡（几） 6）

足切，直轅𩍴縛也。/𢷏：相𢷏，亦作撲，（蒲角切）。撲：普鹿切，書曰其猶可撲滅。
又音雹。/𥋱：𥋱𥋱不測也，（彌畢切）。𥉴：摩筆切，𥉴𥉴不可則也。/𨠔：飲酒俱盡，
（毗必切）。䤉：亡一切，飲酒俱盡也，𨡭䤅也，或作𨢡。/ 胇：胇肸，大皃，（房密切）。
䏟：巷（蒲） 7）結切，肥肉也。/𦨇：舟行，（魚乙切）。𦨏：音仡，船行。/ 蚏：蟚蚏，
似蟹而小，（王伐切）。蚎：音日（曰），蟲名。/𣝗：果子𣝗也，出聲譜，（戶骨切）。核：
爲革，戶骨二切，果實中也。/𣘤：木名，（初八切）。櫒：先葛切，櫒聲也。/𩮂：𩮂𩮁，

秃皃，（許鎋切）。𩮝：五縖切，𩮝𩮁，秃也。/ 敌：盡皃，（下刮切）。敵：大的切，對也。
/ 袦：下人帶襦名，（女刮切）。䘿：渠物切，䘪䘿也。/𪀒：鳥名，（徒結切）。䳀：余
日切，餔䜴鳥。/ 䖦：蟲，（職恱切）。𧌑：丘勿切，蛣𧌑。/ 湐：洦湐，淺水，（博陌切）。
泊：步各切，止舟也。/ 䞰：急走也，出字林，查獲切二。䟄：子昔切。/ 蝷：爾雅曰
蟿螽，螇蝷，亦作蚸，（郞擊切）。蚸：蚩亦，力的二切，螇蚸也。/𦔫：字統云耕也，（昌
力切）。𦔜：余力切，耕也。/ 檝：舟檝。又音接，（秦入切）。楫：才立，子葉二切，
行舟具也。/ 䁒：眨䁒，（子入切）。𥊬：壯立切，目出淚。/𩾳：𩾳鵖，鳥名，（居立切）。
鴔：皮及切，鴔鵖。/𤝰：犬食，（都合切）。狧：並同上。（𤠟、𤟬：他蠟切）。/ 㯚：
㯚𣝋，木名，（都合切）。榙：胡荅切，榙𣝋，果名似李。又音荅。/ 檝：上同。（楫：
即葉切）。楫才立，子葉二切，行舟具也。/𩾳：𩾳鵖，戴勝别名，亦作𪀐，（其輒切）。
鴔：皮及切，鴔鵖。/𧕊：上同。（蜨：蘇協切）。蜨：山頰切，蜨蛺（蛺蜨） 8）也。

字形方面異體字聲旁相異情況較普遍，主要類型爲聲旁增減部首，如“𥣜”與“穙”

字、“䧤”與“𨽂”字等；改換部首，如“𧂒”與“𧄝”字等；改換別字，如“洑”與“澓”

字等。此外，相關字條中注音與釋義內容亦不完全相同，所以此種聲旁相異類型亦不能
簡單歸結爲《廣韻》與《玉篇》在用字（與刊刻）習慣或風格方面之簡化。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97例，釋義相異情況 13例。

2.3　《廣韻》與《玉篇》部首相異

《廣韻》與《玉篇》部首相異情況共計 85例。其中切語相同情況 20例，切語相異

5）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四”，澤存堂刻本《玉篇》作“匹”。
6）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凡”，澤存堂刻本《玉篇》作“几”。
7）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巷”，澤存堂刻本《玉篇》作“蒲”。
8）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蜨蛺”，澤存堂刻本《玉篇》作“蛺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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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31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34例，詳情如下：
（1）切語相同情況 20例：毓：稚也，本亦同上。（育：余六切）。育：余六切，長也，
養也，生也，養子使從善也，撫也。/𧷗：賣也，重也，長也，動也，說文衒也，或作儥，
（余六切）。賣：余六切，衒也，或作粥鬻。/𥷛：笪也，（子六切）。𥷼：子六切，笪

（笡） 9），逆槍也。/𣢜：愁皃，（於六切）。呦：音幽，詩云呦呦鹿鳴，亦作𣢄。/ 斵：削
也，竹角切十九。斲：竹角切，斫也。/ 卓：髙也。又姓，蜀有卓王孫，（竹角切）。㔬：
竹角切，的也，㔬㔬，髙皃也，今作卓。/ 栗：堅也。又果木也，漢書曰燕秦千樹栗，
其人與千戶侯等。又姓，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十九。傈，力質切，廟主也，本作
栗。/ 羍：小羊也，亦作𦍐，（他達切）。𦍒：他達切，生也，小羊也。/ 攃：足動草聲，
七曷切三。礤：七曷切，麤石也。/ 臲：臲卼，不安，書作杌隉，（五結切）。𦤙：五結切，

不安皃也，斷也，亦作𦤞隉。/ 㚟：上同。（㲋：丑略切）。㲋：丑略切，獸似兔而大也。
/ 蠚：蟲行毒，亦作蠚。又火各切，（丑略切）。𧍷：丑略切。又呼各切，螫也，痛也，
亦作蠚。/𠟎：說文曰刀劒刃也，（五各切）。鍔：五各切，刀刃也。/ 㗁：口中齗㗁，
出字統，（五各切）。齶：五各切，齗也。/𤜤：𤜤㹮，（陟格切）。馲：陟格切，馲𩢷，

驢父牛母。/ 蠈：食禾節蟲，亦作賊，（昨則切）。賊：昨則切，劫人也。/ 答：當也，
亦作荅，都合切十二。荅：都合切，小豆也。又當也。/𩇠：調色𦘕繒，出郭調字指，（烏
合切）。㔩：烏合切，㔩綵，婦人頭花髻飾也。/ 葉：枝葉。又姓，吳志孫堅傳有都尉
葉雄，與涉切。又式涉切十。枼：與涉切，薄也，亦同上。（楪）。/ 峽：巫峽山名，（侯
夾切）。硤：侯夾切，硤石縣名。
（2）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31例：𩱖：說文同上。（餗：桑谷切）。餗：思穀切，
鼎實也。/ 服：服事，亦衣服。又行也，習也，用也，整也，亦姓，漢有江夏太守服徹，
（房六切）。𦨕：二同，音伏。/ 㚆：行故道也，說文作㚆，（房六切）。𡕨：扶菊切，行

故道也，今作復。/ 毒：痛也，害也，苦也，憎也，說文作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
而生，徒沃切八。𡴛：徒篤切，苦也，害人草也，今作毒。/ 侷：侷促，短小，（渠玉切）。
局：其玉切，詩云謂天𡀽（蓋） 10）髙，不敢不局，局曲也。/𤊸：熚𤊸，鬼火，說文作𤒓，

（分勿切）。𤉨：甫勿切，火盛皃。/𦱧：疾也，（許勿切）。𠦪：呼物，呼貴二切，疾也。
/ 䪬：桉物聲，或作𥩾，普沒切五。𥩾：匹沒切，按物聲，亦作䪬。/𠛉：巧𠛉，（恪八切）。
㓞：口八切，巧㓞也。/ 潔：淸也，經典用絜，（古屑切）。絜：公節切，結束也，清也。
/ 别：異也，離也，解也，說文作剮。又姓，何氏姓苑云楊州人，皮列切。又彼列切二。
別：蒲列切，離也。又彼列切，分別也。/𤒀：仰也，（以灼切）。䶳：弋灼切，仰也。/
汋：瀱汋。又土角切，（市若切）。勺：時灼切，飲器也，十勺爲升，亦作杓。/ 爵：封也，
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白虎通曰三等法三光，五等法五行也。淮南子曰爵禄

9）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笪”，澤存堂刻本《玉篇》作“笡”。
10）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𡀽”，澤存堂刻本《玉篇》作“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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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臣之銜轡也。文字音義曰爵量也，量其職盡其才也。又禮器周禮曰享先王以玉爵，
即略切七。𩰥：子削切，竹器，所以酌酒也，今作爵。/ 袹：袹複，（莫白切）。帞：莫
格切，絡頭也。/ 㹮：𤜤㹮，驢父牛母，亦作馲 ，（莫白切）。𩢷：莫百切，馲𩢷。/𩪐：
上同。（膕：古獲切）。膕：戈麥切，曲腳也。/ 債：負財，（側革切）。責：壯革切，求也。
/𢡍：智也，（古核切）。𢡤：公厄切，智也。/ 脊：背脊，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
終上下也。說文作脊，背吕也，（資昔切）。𦟝：子亦切，背𦟝也，今作脊。/ 斥：上同。
（㡿：昌石切）。㡿：齒亦切，指也，稀也，大也，候也，不用也，踈逺也，充滿也。又
充夜切，亦作斥。/ 䦧：𨷖也，恨也，戾也。又相怨也，（許激切）。鬩：呼狄切，爭訟也，
很也。/ 勅：上同。（敕：恥力切）。敕：丑力切，誠（誡） 11）也，今作勑。/𨙒：疾趨，（與
職切）。𧾰：移力切，趨進皃。/ 即：就也，今也，舎也，半也，說文作卽，食也，亦姓，
風俗通有單父令即賣。又漢複姓，有城陽相齊人即墨成，子力切十六。卽：子弋切，就
也，今也，食也，今作即。/ 䦗：上同。（侐：況逼切）。侐：許域切，詩云閟宫有侐。
侐清淨也，或作䦗。/ 盒：盒盤，覆也，（侯閤切）。合：胡荅切，同也。又古荅切。/ 迊：
上同。（帀：子荅切）。帀：子合切，周也，徧也。/𠦃：三十，（私盍切）。卅：先闔切，
三十也。/ 䪞：惡也。又姓，出纂文，今北海有，才盍切二。䨿：在臘切，惡也。/ 乏：
匱也，房法切三。𣥄：扶法切，文反正爲𣥄。又無資曰𣥄，今作乏。
（3）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演變規律情況 13例：𡲗：短尾犬，（衢物切）。屈：丘
勿切，曲也，亦作詘。/ 虌：蕨菜，（並列切）。𧆊：畢列切，蕨𧆊也，紫纂也，初生無葉，

可食。/ 寞：寂寞，說文作𠴫嗼，（慕各切）。𡖶：亡客切，寂也。/𨛳：郷名，（祥易切）。
䣢：慈夕切，說文云蜀地也。/𢾇：𢾇𢼒，（芳逼切）。揊：普力切，擊也。/ 㽬：多也，
密也，（芳逼切）。副：普逼切，坼也，破也。又芳富切，貳也。/𥻅：上同。（𤐧：符

逼切）。煏：皮逼切，火乾也。/ 乞：求也，說文本作气，音氣，今作乞，取之乞。又
虜複姓，晉有乞伏國仁，太元十年稱秦王於金城，去訖切三。气：去乙切，求也，說文
去旣切，以爲雲氣字。/ 臬：禮注云門橜也。爾雅云在牆者曰楎，在地者曰臬，（五結切）。
闑：魚列切，門欒也，亦門梱也。/ 啇：本也，（都歷切）。摘：多革切，拓果樹實也，
一曰指近之也。/𠦃：說文云𠦃，三十也，今作卅，直爲三十字，（蘇合切）。卅：先闔切，
三十也。/ 陿：並上同。（狹、陜：侯夾切）。狹：同上，今爲闊狹。（狎：下甲切）。/𦤡：
𦤡臭也，（於業切）。䭂：猗及切，䭂濕也。

以上用例聲母方面《廣韻》𡲗：衢物切，《玉篇》屈：丘勿切，群母變溪母；《廣韻》
虌：並列切，《玉篇》𧆊：畢列切，並母變幫母，說明《玉篇》濁音清化。《廣韻》𢾇：

芳逼切，《玉篇》揊：普力切，敷母變滂母；《廣韻》㽬：芳逼切，《玉篇》副：普逼切，
敷母變滂母；《廣韻》𥻅：符逼切，《玉篇》煏：皮逼切，奉母變並母，說明《玉篇》輕
重唇音分化。此外《廣韻》𨛳：祥易切，《玉篇》䣢：慈夕切，邪母變從母，說明《玉篇》

11）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誠”，澤存堂刻本《玉篇》作“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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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邪混切。韻母方面《廣韻》乞：去訖切，《玉篇》气：去乙切，迄開三變重紐質 B開
三；《廣韻》𦤡：於業切，《玉篇》䭂：猗及切，業開三變重紐緝 B開三，說明《玉篇》
普通三等與重紐三等混切。《廣韻》臬：五結切，《玉篇》闑：魚列切，屑開四變重紐薛
B開四，說明《玉篇》普通四等與重紐四等混切。《廣韻》𠦃：蘇合切，《玉篇》卅：先
闔切，合開一變盍開一；《廣韻》陿：侯夾切，《玉篇》狹：下甲切，洽開二變狎開二，
說明《玉篇》重韻混切。此外《廣韻》啇：都歷切，《玉篇》摘：多革切，錫開四變麥
開二，說明《玉篇》洪細音與主元音皆混切，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留意現象。
（4）其他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規律情況 21例：𦠁：丳𦠁，炙具，（七玉切）。炙：
之亦切，熱也。又之夜切。/ 汋：說文曰激水聲也，一曰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士
角切）。勺：時灼切，飲器也，十勺爲升，亦作杓。/ 劕：劕劑劵也，長曰劕，短曰劑，
周禮作質劑，（之日切）。質：之逸切，信也，主也，平也，樸也，軀也。又知兾切。/𣅕：
說文曰水流也，（于筆切）。𡿯：禹乙切，水流也。/ 㑁：上同。（䂐：竹律切）。䂐：職
劣切，短也。/𠀔：無左臂也，九勿切。又九月切十。孒：九月，九勿二切，無左臂也，
短也。/ 栰：上同。（茷：房越切）。筏：布達切，箄也。又音伐。/ 宊：出皃，他骨切六。
突：徒骨，他骨二切，穿也說文曰犬从穴中暫出也，一曰滑也。/ 攃：攃攃聲，（桑割切）。
礤：七曷切，麤石也。/ 紮：纒弓弝也，（側八切）。扎：州戛切，俗札字。/ 咶：息也，（下
刮切）。聒：公活切，說文云讙語也。左氏傳曰聒而與之語。/ 櫱：櫱餘。又姓，何氏
姓苑云東莞人，本姓薛，避仇改之，（魚列切）。蘖：魚割切，餘也。/𧓷：上同。（蠽：
姊列切）。蠽：手（子） 12）列切，蜩似蟬而小，俗謂茅蠽。/ 㿱：枯也，寺絕切二。𢼺：

自雪切，枯。/𠩃：岸上見也，說文作屵，（以灼切）。屵：牛桀切。又牛割切，說文云
岸髙也。/ 蠚：螫也，亦作𧍷，（呵各切）。𧍷：丑略切。又呼各切，螫也，痛也，亦作蠚。
/ 䎰：地名，在蜀，亦姓，岀蒼頡篇，（在各切）。䣢：慈夕切，說文云蜀地也。/ 㣱：
容尋常人，（士革切）。䟄：子昔切。/ 捒：扶捒也，（楚革切）。束：舒欲切，束縛也，
从口木。又約束。又錦五匹。又尸注切，五藏之束。/ 㩇：裂聲也，簪摑切一。劃：乎
麥切，以刀劃破物也。/ 葉：縣名，在汝州。又余涉切，（書涉切）。䈎：餘涉切，䈎籥也。

字形方面異體字部首相異情況主要表現爲意義相關部首之間改換，如“𨙒”與“𧾰”

字爲行走相關、“㗙”與“謅”字爲語言相關等。此外，如“宊”與“突”字間“宀”
與“穴”之改換、“䦧”與“鬩”字間“門”與“鬥”之訛誤，在《廣韻》與《玉篇》
亦屬普遍。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64例，釋義相異情況 21例。

2.4　《廣韻》與《玉篇》聲旁與部首皆相異

《廣韻》與《玉篇》聲旁與部首皆相異情況共計 15例。其中切語相同情況 3例，切

12）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手”，澤存堂刻本《玉篇》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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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6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6例，詳情如下：
（1）切語相同情況 3例：𤤴：二玉相合爲一𤤴，（古岳切）。瑴：古岳切，杜預曰雙玉曰
瑴，亦作玨。/𧜀：上同。（幦：莫狄切）。幦：莫狄切，𩮥布也。/ ：上同。（籰：王
縛切）。籰：同上，絡絲具。（𥸘：王縛切）。
（2）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6例：槊：上同。（矟：所角切）。矟：山卓切，矛也。
/𩐟：指聲，（北角切）。𥭖：伯角切，手足指節鳴也，或作肑。/𣤇：上同。（塙：苦角
切）。塙：口角切，土堅不可拔。又口交切。/ 盋：上同。（鉢：北末切）。鉢：補末切，
器也。/ 溺：溺水，古作㲻。又音弱。又姓也，（奴歷切）。㲻：奴的切，孔子曰君子㲻
於日，小人㲻於水。今作溺。/𠕣：（苦洽切）。帢：二同上。（㡊、𢂿：口洽切）。
（3）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演變規律情況 1例：虢：國名，周封虢仲於西虢，秦屬
三川郡，義寧元年爲鳳林郡，武德初爲鼎州。又爲虢州，亦姓，左傳晉大夫虢射也，古
伯切五。郭：同上。（𨟍：古穫切）。韻母方面《廣韻》虢：古伯切，《玉篇》郭：古穫切，
陌合二變鐸合一，說明《玉篇》一等韻與二等韻混切。
（4）其他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規律情況 5例：剢：刀鋤，（丁木切）。斫：之若切，
刀斫。/ 嗗：飲聲，（烏八切）。𣢯：古勿切，飲聲。/𩋇：刀飾名，（方結切）。珌：卑
密切，佩刀上飾。/ 溺：水名，出龍道山，其水不勝鴻毛。又奴歷切，（而灼切）。㲻：
奴的切，孔子曰君子㲻於日，小人㲻於水。今作溺。/ ：上同。（帙：直一切）。帙：
除乙切，小槖也，書衣也，或作袠。

字形方面異體字聲旁與部首皆相異情況說明兩者造字或出於不同時間或地域，使用

不同方法或部件造字，表達相同或相近意義。兩者在字形演變上亦無相互影響。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12例，釋義相異情況 3例。

2.5　古文、籀文、俗字等其他相異情況

《廣韻》與《玉篇》古文、籀文、俗字等其他相異情況共計 28例。其中切語相同情
況 4例，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16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8例，詳情
如下：

（1）切語相同情況 4例：糓：俗。（穀：古禄切）。穀：古禄切，五穀也。又生也，善也。
/ 柒：俗餘倣此，（親吉切）。漆：且栗切，說文曰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 氒：
古文。（厥：居月切）。厥：居月切，其也，短也，發石也，或作𨈐欮。/𡅡：籀文。（鍔：
五各切）。鍔：五各切，刀刃也。
（2）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16例：𦤿：古文。（屋：烏谷切）。屋：於鹿切，居也，
舎也。/𣬜：籀文。（秃：他谷切）。秃：吐木切，無髮也，從儿，上象禾黍之形。/ 属：
俗。（屬：市玉切）。屬：時欲，之欲二切，說文曰連也，俗作属。/𤴰：俗。（㽾：五
忽切）。㽾：魚沒切，病也。又斷也。/ 脚：俗。（腳：居勺切）。腳：紀略切，腳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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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俗。（卻：去約切）。卻：去略切。又居略切，節卻也，俗作却。/ 㡯：古文。（宅：
瑒伯切）。宅：除格切，人之居舎曰宅。/𦠡：籀文。（昔：思積切）。昔：思亦切，往也，
久也，昨也。/ 烾：古文。（赤：昌石切）。赤：齒亦切，南方色也，朱色也。/ 㭊：俗。
（析：先擊切）。析：思狄切，分也。/ 籴：俗。（糴：徒歷切）。糴：徒的切，入米也。/
𧗂：古文。（惄：奴歷切）。惄：乃歷切，飢意也，憂也。/𢨀：古文。（埴：常職切）。埴：
時力切，夏書曰厥土赤埴墳。孔傳云土黏曰埴。/𨶩：俗。（闔：胡臘切）。闔：戶臘切，
說文云門扇也，一曰閉也。/ 䗶：俗。（蠟：盧盍切）。蠟：力闔切，蜜滓。/𠈇：並古文，
出說文。（夙、𠉦：息逐切）。夙：思六切，早也，旦也，敬也，古作𠈇（𠉦）、𪜶（𠈇） 13）。
（3）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演變規律情況 2例：𩘐：俗。（䬍：許勿切）。䬍：呼沒
切，疾風皃。/ 煞：俗。（殺：所八切）。殺：所札切，斷命也。又所界切，疾也。

以上用例韻母方面《廣韻》煞：所八切，《玉篇》殺：所札切，黠開二變鎋開二，
說明《玉篇》重韻混切。《廣韻》𩘐：許勿切，《玉篇》䬍：呼沒切，物合三變沒合一，
說明《玉篇》洪細音混切，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留意現象。
（4）其他音韻地位相異符合中古語音規律情況 6例：属：俗。（屬：之欲切）。屬：時欲，
之欲二切，說文曰連也，俗作属。/ 桌：古文。（卓：竹角切）。棹：同上。（櫂：馳效切）。
/𣡷：古文。（栗：力質切）。㮚：九（力） 14）日切，榛栗也，今作栗。/𤶥：籀文。（疾：
秦悉切）。疾：才栗切，患也，速也，說文曰病也。/ 札：簡札，釋名曰札櫛也，編之
如櫛齒相比也。又牒也，署也，側八切六。扎：州戛切，俗札字。/ ：俗。（桼：親
吉切）。桼：且栗切，木汁，可以䰍物，今爲漆。

字形方面字書與韻書中收錄古文、籀文、俗字情況非常普遍，兩者字形相近，如
“𦤿”與“屋”字、“𣬜”與“秃”字等；或字形相異，如“盋”與“鉢”字、“𢄏”與“万”

字等情況亦屬異體字中典型情況，需結合前後相鄰字條綜合考察。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26例，釋義相異情況 2例。

3．異體字注音與釋義異同情況
《廣韻》與《玉篇》同收異體字 271字，其中切語相同情況 55例，切語相異而音韻

地位相同情況 105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111例。切語與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中，聲母音韻地位相同而韻母相異情況 33例，聲母音韻地位相異而韻母相同情況 33例，
聲母與韻母音韻地位皆相異情況 45例。詳情如下表：

13）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𠈇、𪜶”，澤存堂刻本《玉篇》作“𠉦、𠈇”。
14） 宮內廳本宋版《玉篇》作“九”，澤存堂刻本《玉篇》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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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宋版《廣韻》與宋版《玉篇》入聲部異體字類型與注音情況統計表
注音情況

異體字類型

切語相同 切語相異
音韻地位相同

音韻地位相異 小計

符合語音規律 其他

（1）部件位置相異 5 15 6 7 33
（2）聲旁相異 23 37 19 31 110
（3）部首相異 20 31 13 21 85
（4）聲旁與部首皆相異 3 6 1 5 15
（5）古文、籀文、俗字等 4 16 2 6 28
小計 55 105 41 70 271

音韻地位相異情況中聲母方面《玉篇》入聲部異體字聲類部分輕重唇音分化 5例，
舌上音分化 1例，濁音清化 5例等現象，符合中古語音變化趨勢。其他如從邪混切 1例，
送氣與不送氣混切 2例，牙喉音混切 3例等現象，亦反映了中古語音演變規律外之現象。
韻母方面重紐三四等韻與普通三四等韻混切 3例，重韻混切 4例，一等韻與二等韻混切
1例，洪細音混切 7例，開合口混切 1例，韻尾混切 4例，亦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
留意現象。《玉篇》反切系統約六成與《廣韻》一致，又有約一成五或保留了古音或反
映了時音，或反映了不同地域語音差異，仍需進一步考證。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228例，釋義相異情況 43例。可見《廣韻》與《玉篇》
異體字釋義有八成以上同義率，兩書釋義有高度近似性。合計《廣韻》與《玉篇》入聲
部異體字注音相同且釋義相同或相近情況 140例，注音相同而釋義相異情況 20例，注
音相異而釋義相同或相近情況 88例，注音與釋義皆相異情況 23例。

4．結論
《廣韻》與《玉篇》入聲部同收異體字 271字，字形方面分爲 5個類型：（1）部件

位置相異 33例，（2）聲旁相異 110例，（3）部首相異 85例，（4）聲旁與部首皆相異
15例，（5）古文、籀文、俗字等 28例。

注音方面切語相同情況 55例，切語相異而音韻地位相同情況 105例，切語與音韻
地位皆相異情況 111例。其中聲母方面《玉篇》輕重唇音分化 5例，舌上音分化 1例，
濁音清化 5例等現象，符合中古語音變化趨勢。其他如從邪混切 1例，送氣與不送氣混
切 2例，牙喉音混切 3例等現象，亦反映了中古語音演變規律外之現象。韻母方面《玉
篇》重紐三四等韻與普通三四等韻混切 3例，重韻混切 4例，一等韻與二等韻混切 1例，
洪細音混切 7例，開合口混切 1例，韻尾混切 4例，亦屬《玉篇》韻母方面值得留意現
象。《玉篇》反切系統約六成與《廣韻》一致，又有約一成五或保留了古音或反映了時音，
或反映了不同地域語音差異，仍需進一步考證。

釋義方面內容相同或相近情況 228例，釋義相異情況 43例。可見《廣韻》與《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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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字釋義有八成以上同義率，兩書釋義有高度近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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