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兩岸研討會） 

 

 

 

 

 

中國音韻學暨黃典誠學術思想國際
學術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立中興大學 

姓名職稱：丘彥遂助理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1 年 8 月 22 日至 27 日 

報告日期：101 年 9 月 30 日 
 



1 
 

摘要（200-300 字） 

兩年一度的中國音韻學盛會於今年 8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廈門大學召開。會中

廣邀國內外知名學者 150 多名，齊聚廈大，共同研討聲韻學最新的學術成果。 

本次的會議主題主要有四：一、漢語音韻學文獻與漢語語音史研究；二、中

外漢語音韻學史研究；三、閩語及其它方言區域語音歷史演變研究；四、黃典誠

教授漢語音韻及漢語方言學術思想研究。 

本人有幸參與此次盛會，並向大會提交了〈《廣韻》引書管窺〉論文一篇，

向與會學者報告《廣韻》研究的外圍問題，包括：一、《廣韻》引書統計；二、《廣

韻》引書用意；三、《廣韻》引書形式。本文的成果可補充《廣韻》核心研究以

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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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兩年一度的中國音韻學盛會於今年 8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廈門大學召開。適逢

該校已故黃典誠教授（1914~1993）百歲冥誕，因此音韻學會特別籌劃了一個大

型的研討會，特將「中國音韻學暨黃典誠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音韻

學研究會第十七屆學術討論會」和「漢語音韻學第十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三個

大會集中在一起召開，並廣邀國內外知名學者共 150 多名，齊聚廈大，共同研討

聲韻學最新的學術成果。 

這次的會議主題主要有四：一、漢語音韻學文獻與漢語語音史研究；二、中

外漢語音韻學史研究；三、閩語及其它方言區域語音歷史演變研究；四、黃典誠

教授漢語音韻及漢語方言學術思想研究。 

由於本人的專業領域為聲韻學（大陸稱之為音韻學），故而報名參加了此次

盛會，並向大會提交了〈《廣韻》引書管窺〉論文一篇，向與會學者報告《廣韻》

研究的外圍問題，包括：一、《廣韻》引書統計；二、《廣韻》引書用意；三、《廣

韻》引書形式。由於向來的研究均偏重在《廣韻》的語音系統，也就是中古音系，

而對於外圍問題卻甚少染指，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可補前賢在這方面的匱乏。 

參與此次研討會的另一個目的，則是與享譽兩岸、甚至中外的學者見面，向

他們請益，例如北京大學的郭錫良教授、中國社科院的鄭張尚芳教授、南京大學

的魯國堯教授等，他們都是音韻學領域的泰斗，年紀已屆七、八旬，能夠跟他們

一同開會、交流，甚感高興。 

 

貳、過程 

本次研討會的開會時間一共四天，除去第一天在廈門大學逸夫樓報到、第四

天至福建南靖考察土樓外，實際開會時間為兩天。以下分別就這四天的行程作一

簡要敘述： 

8月 22日（星期三）： 

二十二日當天從台北松山飛往廈門，中午抵達廈門大學，然後在逸夫樓辦理

報到手續。晚上在專家樓下榻。 

8月 23日（星期四）： 

早上八點在科學藝術中心一樓舉行開幕式（詳附圖一），由主辦單位廈門大

學李無未教授、中國音韻學會會長喬全生教授、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理事長竺家寧

教授（詳附圖二）等八位代表共同主持和發言。開幕式結束後，與會學者一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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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拍全體照。 

九點五十分於同一地點舉行大會學術報告（詳附圖三）。下午正式舉行研討

會，共分五組（五個場次）同時進行。本人選擇參加第一組（人文學院南光一號

樓 101）的會議，這一場次主要針對閩南語的源流、方言本字、歷史音變、方言

融合等問題進行討論。 

下午第二場第四組那一個場次，由於主持人范新干教授不克出席，因此大會

臨時安排本人代理（詳附錄研討會議程 8），與楊春宇教授共同主持。第一次在

台灣以外的地區主持大型的研討會，心裡著實緊張，但總算沈穩以對，並未出現

亂流。這一場次主要討論《韻鏡》、其他韻書、韻圖的問題，包括《韻鏡》的研

究史、價值等，以及明代《合併字學集韻》的陰陽異讀現象、《書文音義便考私

編》的體例特點、《書學慎餘》中知系合口字的兩讀現象等。本人於會後向李無

未教授請教東韻是否合口的問題，李教授表示，《韻鏡》的版本很多，截至目前

為止，仍然無法確定東韻是否合口。 

8月 24日（星期五）： 

早上八點準時召開第二天的研討會，本人宣讀論文的場次安排在早上十點的

第三組（詳附圖四），這一場次主要討論《廣韻》、《集韻》等韻書及其相關問題。

宣讀過程順利，會後與浙江大學的黃笑山教授交換了意見，獲益不少。黃笑山教

授向我提了兩個問題：一、大陸有沒有學者針對《廣韻》的引書進行過相關的研 

究？二、《廣韻》的引書特點是什麼？對於常用字，作者是否也有徵引？對於這

兩個問題，本人的回答是： 

一、大陸的丁治民先生有研究過《廣韻》的引書，但不深入，而且統計數據

有誤。 

二、對於《廣韻》引書的特點，本文只觀察了它的引書形式，並沒有注意是

否連常用字也徵引。（黃教授的這一問題，倒是給了我一些的啟發）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本場次雖然有八位發表人，卻只有四位出席宣讀論文，

因此本場次討論不甚熱烈，而且提前結束。 

研討會的最後一天，除了出席聆聽大陸學者發表最新成果外，亦與許多學者

交流，彼此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下午參與了最終的閉幕式，並相約兩年後廣西

再會。 

至於這一次提交的論文，經修改後將於明年正式出版。目前手邊的資料只有

《音韻學研究通訊》、《會議論文摘要匯編》（以上二種詳附圖五、附圖六）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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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者自行準備之單篇論文。 

8月 25日（星期六）： 

研討會結論後，大會特別安排與會學者到福建南靖考察當地的土樓。我們

一行人共兩部遊覽車，於清晨八點在逸夫樓集合，八點十五分準時出發前往南靖

書洋鎮參觀當地的土樓群。尤其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四菜一湯」田螺坑土

樓群、方型的步雲樓、橢圓型的文昌樓和「東歪西斜、歪而不倒」的最古老土樓

裕昌樓，並進一步了解當地的客家文人化。傍晚六點左右回廈門。這次考察對於

本人的客家方言調查、客家文化研究有重要幫助。 

 

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次有幸參加彼岸所舉辦的音韻學研討會，發現台灣學者所撰寫的論文，無

論在篇幅或質量方面，都不比大陸遜色。以本人所提交的論文而言，對於《廣韻》

引書的研究，台灣學者並沒有關注過此議題，而大陸學者則有兩位，但他們的成

果不是粗糙、統計數據有誤，就是偏於版本價值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則含蓋三

方面：一、《廣韻》引書統計；二、《廣韻》引書用意；三、《廣韻》引書形式。

無論深度或廣度，都比前賢高一些。以下對於本文的研究稍作論述： 

《廣韻》原名《大宋重修廣韻》，是宋．陳彭年、丘雍等官員奉詔於大中祥

符元年，即公元 1008 年，根據《切韻》所增廣重修而成的一部韻書。（本文所使

用的《廣韻》版本，是張氏重刊的澤存堂藏板《宋本廣韻》，由林尹先生校訂，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1995 年 3 月初版第 15 刷。）這部韻書在音韻學史上佔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既是年代最早，同時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部韻

書。根據它所反映的音系，不但可以上推周秦的上古音、說明元明近代音的演變，

同時還可以對現代漢語各方言作歷時的觀察與共時的比較研究等。 

對於《廣韻》的研究，向來偏重於音系方面，即學者普遍以探討當中的聲、

韻、調及其相關問題作為重心，至於其他的問題，諸如詞源方面的問題、文化層

面的問題、異體俗字等問題，則是比較少有學者染指。而這些「邊緣」問題，其

實都是值得花時間和精力去探究的。 

《廣韻》這部官修的韻書，在編修的過程中，往往引用了大量的其他書籍以

說明每個韻字：或解釋字義、或指明來源等等。對此，本文針對其中「引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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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作出初步的管窺觀察，即針對《廣韻》所引用的書目進行統計與分析，得出

《廣韻》引書的相關數據、引書的形式，甚至引書的意圖等，讓同好對於《廣韻》

引書的情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本文初步統計了《廣韻》的引書，發現《廣韻》引書多達 318 種，徵引的次

數更多達 6077 次。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廣韻》所徵引的大部分書籍都只有一至

三次，換言之，《廣韻》的引書其實只集中在某幾部書上，其中以徵引《說文》

最為頻繁，共 2206 次，佔總數的 36.38%，遠不是其他書籍所以及。這反映了編

者在引書的時候，有他自己的考量和選取。 

除了進行統計外，本文還對《廣韻》引書的形式和引書的用意做了一番觀察，

並將它們分為十種形式和九種用意。只是必須說明，由於以上分類是初步觀察所

得之結果，當中可能仍有不盡妥當之處，有待進一步修正。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本人藉由這次研討會的機會，向著名學者鄭張尚芳教授

當面請益。鄭張教授是中國社科院的前輩，是上古音新派理論的奠基人，「華澳

語系」的提出者。本人有幸在 23 日晚上跟他一同夜遊鼓浪嶼，趁機向他請教上

古漢語與其他漢藏語系語言的相關問題。鄭張教授每次舉例都能信手拈來，尤其

是對於自己提出來的「長短元音說」仍舊堅持，並強調當中的長元音才是必須標

示的對象，因為短元音本來就沒有延長，所以不需要附加任何符號。 

除了向鄭張教授請益外，本人還跟來自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的黃靈燕主任交

換了意見。黃主任在去年 12 月 19 日曾邀請我到博特拉大學演講，講題是「上古

音概論」，今年 3 月則換我邀請她到中興大學參加「第九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

──「話語的流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請她作了一次演講，講題是「唱出詩

歌的意境」。兩校目前正在進行合作事宜，期待不久的將來能成為姐妹校。 

二、建議 

本論文名曰「管窺」，意指現階段研究只是初步結果，《廣韻》引書，博大精

深，其實還可以再作細部的觀察與深入的研究。經過這次的學術交流，本人對此

次大陸研討會之行有三點建議： 

其一、作為中古音系的代表，《廣韻》的研究應從傳統的核心研究，擴大至

外圍研究，諸如《廣韻》的引書價值、版本價值、文化價值、詞源價值等，而不

能只局限在音系的研究。 

其二、兩岸學術應持續交流，建立友好關係。台灣學者受邀至大陸，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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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亦受邀來台。彼此交換研究成果，讓學術凌駕政治，使兩岸共創雙贏，在「中

國傳統語言文字研究」這一塊，始終領先全世界。 

其三、放眼國際，跟海外各大學接觸。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舞台主要

在兩岸三地，其實海外也有不少大學設有中文系，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

亞國家，我們應該把視野放遠，跟他們交流，讓中國文化能傳遍世界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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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研討會剪影 

 

 

 

 

 

 

 

 

 

 

 

 

 

 

 

 

 

 

 

 

 

 

 

 

 

 

 

 

 

 

圖一：8/23 開幕式盛況 

 
圖二：8/23 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竺家寧理事長 

 

圖三：8/23 大會學術報告 

 

圖四：8/24 本人宣讀論文 

 
圖五：2012 年(總 28 期)音韻學研究通訊 

 
圖六：會議論文摘要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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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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