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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玉梅 著

西周金文音韻研究



提    要
西周青銅器出土量大，其銘文為西周時段語音的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材料。同時西周

時期的政治結構形式、教育形式、銅器及銘文的性質特點以及文字自身發展的階段特點等幾方

面因素也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形聲字和通假字較少受方言的影響，材料單純，適宜用於西周語音

狀況的研究。本書即利用西周金文中的形聲字和通假字對西周時期的聲韻調系統進行考察，以

豐富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並為考釋西周時期的文字提供語音上的依據。

全書共分四章，主要採用概率統計與歷史比較、內部擬測相結合的方法對所收集的西周銅器

銘文形聲字及通假字進行分析，從中得出西周金文的聲母、韻部和聲調系統：單聲母共計 25 個，

還有 s- 頭等類型的複聲音。二等字和三等字或帶有 -r-、-rj-、-j- 等介音，這些介音推動了知、莊、

章三組聲母的產生，其中的喉牙音聲母音節常可能因緩讀而分化。韻部系統則與《詩經》韻部

基本一致，不同之處為侵部獨立，冬東兩部合併，即有 29 部。西周時期已存在四聲和四等，

不過異調互諧以及異等互諧的比例較高。利用得出的音韻結論，書中對西周金文中的部分字進

行了考釋或語音說明。另對古音演變分化的形式進行了嘗試性的探索，列於附錄，待以後進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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