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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重紐」這個問題，自三、四十年代被提出來討論以後，對於中國音韵學的研究，一直扮

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個問題能否圓滿解決，及處理的方式，每每足以左右中古漢語的成就；

甚至上古漢語及近代漢語方言的了解，也往往受其影響。有見於參預該問題討論的學者們，各

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釋，我們覺得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因此本文的寫作，除了說明「重紐」的各

種徵象，及表面形態以外，主要在指出「重紐」討論的許多小問題，希望能循邏輯的方法推求

合理的答案，如此或有助於觀照該問題的全面。

首先簡單介紹韵書與韵圖所呈現的「重紐」現象，及其被發現的經過，這一部分希望一般

讀者認識這個問題。然後比較近代學者對此問題所持的看法與解釋，深入去探討問題所含藏的

多重矛盾。並且指出因其充滿了矛盾的現象，使得各種解決方案的適用性，受到極大的限制。

我們覺得欲突破限制，先決的條件是方法的重新檢討，我們是否能以充分嚴謹的邏輯方法，推

論問題的各種現象。其次是觀念的修正，問題的解決並非只有一種模式，我們應能從不同的方

向尋求解決的方案，因此本文的重心，卽在嚐試置「重紐」現象於因果事件的事列中，尋找最

適用的解釋。另外，由於傳統的素材不盡然適用科學的處理，對於「重紐」我們就止於分音

類，而儘量描寫各自不同的音韵特徵。

本文的寫作，未預擬理想的答案，尤其是關於「重紐」音值的標訂；並且也一再強調問題

並未完全解決。事實上正如第一章一開頭所說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嘗試從不同的角度，觀

察每一個可能的詮釋而已。或者可以這麼說，本文的精神在申說一些觀念，對於近代語言學者

所建立的中國音韵學，在觀念上的商榷。我們相信這一門學問發展到現在的情況，我們勢必要

在傳統與新潮之間有一些調整，才不致於老是在兩者之間僵持著，而得不到進一步的開展。並

且我們相信，我們有權利使問題單純一些，以免使聲韵學長久的成為中文系學生的負擔。當然

我不以為本文的觀點和構想已足夠完善，許多地方實地做起來，恐怕一樣問題重重，但我希望

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嚐試，並且我也儘力朝這個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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