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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老朴左音的韻母系統 

5.1 總說 

(一)《洪武正韻譯訓》正俗音的韻母 

  〈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云：「左音是俗音」。依〈凡例〉所涉及的左右音與

正俗音的定義，金基石(1999)提出假設：〈凡例〉的「左」是「右」的錯字，「左

音」是《通攷》的「俗音」。要檢驗上述說法，需要比較《四聲通攷》的正俗音

與《老乞大》的左音，但因為《四聲通攷》已經失傳，無法直接比較，因此本文

用《四聲通攷》的藍本《洪武正韻譯訓》來比較「左音」與正俗音。 

《洪武正韻譯訓》有平上去聲二十二韻、入聲十韻。 本論文以《洪武正韻

譯訓》的音韻體系為老朴諺解各版本之間的注音比較的基準，《洪武正韻譯訓》

共有三十二韻目，陰聲韻有十二韻，陽聲韻、入聲韻各有十韻。陰聲十二韻的韓

文注音字母的 IPA 轉寫對應關係，如下。 

 

1.《洪武正韻譯訓》韻母陰聲韻 

支 ㅣ  i  

   ㅡ   
齊 ㅖ  ji  

皆 ㅐ  ai 

   ㅒ  jai 

   ㅙ  oai 

灰 ㅟ  ui 

魚 ㅠ  ju 

模 ㅜ  u 

蕭   jw 
爻   aw 
     jaw 

尤   iw 
     w 

歌 ㅓ   
ㅝ  u

麻 ㅏ  a 

ㅑ  ja 

ㅘ  oa

庶 ㅕ  j
   ᆑ juj

 

陽入十韻的韓文注音字母的 IPA 轉寫對應關係，如下。 

 

2.《洪武正韻譯訓》韻母陽聲韻、入聲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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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聲韻 入聲韻 
侵  

  

im 

m 
緝  

 

ip 

p 
覃  

  

am 

jam 
合  

 

ap  

jap 
鹽   jm 葉  jp 
真  

 

 

 

in 

n 

un 

jun 

質  

 

 

 

it  

t 
ut  

jut 
寒  

 

n 

un 
曷  

 
t  

ut 
刪  

 

 

an 

jan 

oan 

轄  

 

 

at  

jat  

oat 
先  

  

jn 

jujn 
屑  

 
jt 

jujt 
東  

  

u 

ju 
屋  

 

uk 

juk 
陽  

 

  

a 

ja 

oa 

藥  

 

 

ak 

jak 

oak 
庚  

 

 

  

i 

i 

ui 

jui 

陌  

 

 

 

ik 

ik 

uik 

juik 
 

以上《洪武正韻譯訓》的正音韻母，有些字有俗音，如入聲字。俗音與正音的最

明顯的差異是韻尾，俗音沒有韻尾/-m、-p、-t、-k/：正音/-m/在俗音併入/-n/；正

音/-p、-t、-k/在俗音合併為/-/(藥韻俗音韻尾/-f/)。還有陰聲韻支韻在俗音有韻尾 

/-/(ᅀ)。在下文個別例字中，將會討論韻尾之外正俗音的其他差異。 

(二)《老乞大》與《朴通事》左音的韻母 

《老乞大》《朴通事》系列教科書的左音以韓文字母來注音。韓文字的中聲、

終聲相當於漢語韻母，以下是左音韻母的 IPA 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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ㅡ    ㅣ  i  ㅜ  u ㅠ  ju 

ㅏ  a ㅑ  ja ㅘ  oa  

ㅓ   ㅕ  j ㅝ  u ᆑ  juj 

ㅐ  ai ㅒ  jai ㅙ  oai  

ㅗ  o ㅛ  jo   

(ㅢ i 前期灰韻） ㅖ  ji ㅟ  ui  

 ( jw 後期蕭韻)   

aw jaw   

w iw   

( m 後期侵韻） ( im 後期侵韻)   

( am 後期覃韻） ( jam 後期覃韻)   

 ( jm 後期鹽韻)   

n in un jun 

n jn un jujn 

an jan oan  

(  前期庚韻） i u ju 

a ja oa  

i  ui jui 

 i   

a ja oa  

 j u juj 

u  ju   

i   ui  

af  jaf  oaf   
 

老乞大朴通事依時代先後分前後期，《翻譯老乞大朴通事》、《老乞大諺解》

(1670)是前期老朴；《(平安重刊)老乞大諺解》(1745)、《重刊老乞大諺解》(1795

以後)是後期資料。前後期在韻母系統上有些不同。前期老朴灰韻有/-i/韻；庚韻

有/-/韻，但後期把這兩韻分別用/-ui/與/-i/。前期老朴左音與《洪譯》俗音同，

沒有韻尾/-m/，後期左音卻保留/-m/韻尾。《洪譯》侵、覃、鹽韻字在前期老朴是

-n 韻尾，在後期老朴左音則是/-m/韻尾。  

  

韻母分成介音、主要元音、韻尾。本章要分別討論韻母：5.2 討論包括介音

的韻；5.3 討論主要元音的前後期的變化；5.4 討論包括韻尾的韻；5.5 分析《(平

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左音的修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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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介音 

從老朴左音上分析韻母，介音有-j-、--、-o-或-u-、-ju-，以下分點論述之。 

(1)-j- 

介音/-j-/並不是聲韻學的第三等介音。本研究所用的ＩＰＡ依韓文中聲轉寫

的，[i]與[j]的差別：韓文中聲ㅣ是[i]；在基本中聲上加的一點是[j]，如ᆛ轉寫為

iu；ᅲ轉寫為 ju。老朴左音中具有介音/-j-/的韓文中聲有ㅑ[ja]，ㅕ[j]，ㅒ[jai]，

ㅖ[ji]，ㅠ[ju]。後期老朴左音包括介音/-j-/的韻有齊/-ji/，皆/-jai/，魚/-ju/，蕭/-jw/，

爻/-jaw/，麻/-ja/，庶/-j/；覃/-jam/，鹽/-jm/，真/-jun/，刪/-jan/，先/-jn/，東/-ju/，

陽/-ja/；合轄/-ja/，葉屑/-j/，屋質/-ju/，藥/-jaf/。 

齊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ji     -i -i -ji -ji 

ㅁ 明 米 mji mi mi mji mji 
ㄷ 端 底嚏 tji ti ti     tji tji 
ㅌ 透 剃 t‘ji t‘i t‘i t‘ji t‘ji 
ㄸ 定 地弟第提題   dji di di dji dji 
ㄴ 泥 你 nji ni ni nji nji 

ᅎ 精 濟 tsji tsi tsi tsji tji 
ᅔ 清 砌 ts‘ji ts‘i ts‘i ts‘ji t‘ji 
ᄼ 心 細洗 sji si si sji ji 
ㄱ 見 己紀既幾記計擊

季 
kji ki ki kji kji 

ㅋ 溪 起器契氣 k‘ji k‘i k‘i k‘ji k‘ji 

ㄹ 來 裏麗離理里利李

例荔 
lji li li lji lji 

前期老朴齊韻字的韻母是/-i/，後期老朴齊韻字的韻母則是/-ji/，後期韻母/-ji/可

以分介音/-j-/、主要元音/--/、韻尾/-i/。後期老朴左音齊韻字同於《洪譯》正音。 

 

皆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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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 -ji -ji -jai -jai 

ㄱ 見 解   kjai kji kji kjai kjai 
  疥芥 kjai kji kji kjai  
  界 kjai - kji kjai  
ᅘ 匣 械   jai - ji jai  
前後期老朴左音皆韻牙喉音字皆有介音/-j-/。韻母/-ji/可以分析介音/-j-/、主要元

音/--/、韻尾/-i/。 

 
魚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ju - -ju -ju -ju 

ㄴ 泥 女 nju - nju  nju 

ᅔ 清 取 ts‘ju - ts‘ju  t‘ju 
  覷 ts‘ju - ts‘ju  - 

  娶 ts‘ju - -  t‘ju 

ᅏ 從 聚 dzju - dzju   

ᄼ - 須 - - sju  ju 

ᅐ 照 註主拄 tju - tju  tju 

 - 豬煮珠 - - tju  tju 

 - 諸 - - tju  - 

ᅕ 穿 處 t‘ju - t‘ju  t‘ju 
  杵 t‘ju - t‘ju   

ᅑ 牀 除紵住 dju - dju  dju 

  筯柱 dju - dju   

ᄾ 審 鼠 ju - ju  ju 

 - 書 - - ju ju ju 

ᄿ 禪 樹 ju - ju  ju 

  輸 ju - ju  ju 

  戍 ju -   ju 

ㄱ 見 句 kju - kju kju kju 

  舉 kju - kju  kju 

  矩 kju -   kju 

 - 駒拘 - -   kju 

 - 鉅駒 - - kju   

ㅋ 溪 去 k‘ju - k‘ju k‘ju k‘ju 

ㄲ 群 具 gju - gju   

ᅌ 疑 語 ju - ju ju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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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 ju - ju   

 - 魚 - - ju  ju 

ㅎ 曉 許  xju - xju  xju 

 - 虛 - - xju  xju 

- - 於 - - ju   

ᄋ 喻 雨 ju - ju  ju 

  與 ju - ju  ju 

- - 于預 - -   ju 

- - 餘 - - ju  ju 

- - 愚盂 - - ju   

ㄹ - 驢 - - lju  lju 

 - 閭 - - -  lju 

ᅀ 日 如 ju - ju ju ju 

  乳 ju - ju   

所有魚韻都有/-j/。 

 

蕭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

老 

朴》 

《老諺》 《平老》 《重老

諺》 

   -jw -jaw -jaw -jaw -jw -jw 
ㅂ 幫 標表 pjw pjaw pjaw pjaw  - 
ㅃ 並 瓢 bjw bjaw bjaw bjaw bjw bjw 
ㅁ 明 描妙 mjw mjaw mjaw mjaw  - 
ㄷ 端 貂 tjw tjaw tjaw tjaw tjw tjw 
  弔 tjw tjaw tjaw tjaw  tjw 
ㅌ 透 糶 t‘jw t‘jaw t‘jaw t‘jaw t‘jw t‘jw  
  挑 t‘jw t‘jaw t‘jaw t‘jaw  t‘jw  
ㄸ 定 苕條調 djw djaw djaw djaw djw djw 
  跳 djw djaw t‘jaw djaw  - 
ᄼ 心 消笑鞘 sjw sjaw sjaw sjaw sjw sjw 
  小 sjw sjaw sjaw sjaw sjw - 
  捎 sjw sjaw - sjaw  sjw 
  哨 sjw sjaw - -  sjw 
ᅐ 照 朝 94 

照 
tjw tjaw - 

tjaw 
- 
tsjaw 

tjw 
tjw 

tjw 
tsjw 

                                                 
94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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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 tjaw tsjaw  - 
ᅑ 牀 朝

95 

潮 
趙 

djw djaw djaw 
- 
djaw 

djaw 
- 
djaw 

 
 
djw 

djw 
dzjw 
dzjw 

ᄾ 審 少燒 jw jaw jaw jaw jw sjw 
ㄱ 見 叫 kjw kjaw kjaw kjaw kjw kjw 
  矯繳 kjw kjaw kjaw kjaw kjw - 
  嬌 kjw kjaw kjaw kjaw  - 
  澆 kjw kjaw kjaw kjaw  kjw 
ㄲ 群 橋 jw jaw jaw jaw jw jw 
ᅙ 影 要腰 jw jaw jaw jaw jw jw 
ᄋ 喻 搖 jw jaw jaw jaw jw jw 
ㄹ 來 遼料聊

了 
ljw ljaw  ljaw ljaw ljw ljw  

ᅀ 日 饒 jw jaw jaw jaw  - 
  擾 jw jaw jaw jaw jw jw 
前後期老朴左音蕭韻字皆有介音/-j-/。 

 
爻韻  

 聲 例 《洪譯》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jaw -jaw   -jaw -jaw 
ㄱ 見 膠教交攪覺 

鉸 
較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 

kjaw 
- 
 

ᅙ 影 咬 jaw jaw jaw jaw 
ᅘ 匣 效 jaw - - jaw 
前後期老朴左音爻韻牙喉音字皆有介音/-j-/。 

 

麻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ja -ja -ja -ja -ja 

ㄱ 見 家 kja - kja kja kja 

  加嘉假駕

價 
kja - kja  kja 

  賈 kja -   kja 

                                                 
95 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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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傢 - -   kja 

ᅙ 影 鴉 ja - ja  ja 

  丫  ja -   ja 

ᅘ 匣 下 ja - ja ja ja 

  夏 ja - ja  ja 

  蝦 ja - ja   

ᅌ 疑 牙 ja ja ja  ja 

  衙 ja ja ja   

  呀 ja -   ja 

前後期老朴左音麻韻牙喉音字皆有介音/-j-/。 

 
庶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j - -j -j -j 

ᄼ 心 寫些 sj - sj sj j 

  卸 sj - sj  j 

ᄽ 邪 謝 zj - zj  j 

  斜 zj -   j 

ᅎ 精 姐借 tsj - tsj  tj 

  者 tsj - tsj   

ᅔ 清 且 ts‘j - ts‘j  t‘j 

ᅕ 穿 車 t‘j  t‘j  t‘j 

  扯 - - t‘j  t‘j 

ᄾ 審 賒舍 j - j  j 

  捨 j - j   

ᄿ 禪 社 j - j  j 

  蛇 j - j   

ㄲ 群 茄 gj  gj  gj 

ᄋ 喻 也 j - j j j 

  夜 j - j  j 

  野 j - j   

  爺 - - j  j 

ᅀ 日 惹 j -   j 

 

覃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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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jan  -jam 

ㄱ 見 减監 kjam kjan  kjam 

ᅘ 匣 鹹 jam jan  jm 

 
鹽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jm -jn -jn  -jm 

ᅔ 清 簽 ts‘jm ts‘jn ts‘jn  t‘jm 

ㄴ 泥 念 njm njn   jm 

ㅌ 透 添 t‘jm t‘jn   t‘jm 

ㄷ 端 店 tjm tjn   tjm 

ㄱ 見 减監 kjam kjan kjn kjam kjam 

  減鑑 kjam kjan   kjam 

ㅋ 溪 嵌 k‘jam k‘jan k‘jn k‘jam k‘jam 

ᄋ 喻 塩 jm jn   jm 

ᅀ 日 染 jm jn   jm 

前後期老朴鹽韻皆有介音/-j-/。 

 
真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jun - -jun -jun 

ᄽ 邪 巡 zjun  zjun jun 

ᄿ 禪 順純 ʒjun - ʒjun jun 

ㄹ 來  輪 ljun  ljun ljun 

 
刪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jan - jn jan jan 

ㄱ 見 間 kjan - kjn kjan kjan 
  艱姦 kjan - kjn kjan  

ᅌ 疑 鴈 jan jan jn jan  
ᅘ 匣 閑   jan - jn jan ɣjan 
  限 jan - jn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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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jn - -jn -jn 

ㅂ 幫 邊匾  pjn   pjn 

ㅍ 滂 片 p‘jn   p‘jn 

ㅃ 並 便 bjn   bjn bjn 

ㅁ 明 面免麵 mjn   mjn 

ㄸ 定 田 djn   t‘jn 

ㅌ 透 天 t‘jn   t‘jn t‘jn 

ㄴ 泥 年秊 njn   njn 

ᅎ 精 薦箭 tsjn   tjn 

ᅏ 從 前賤 dzjn   djn 

ᅑ 牀 纒 djn   djn 

ㄱ 見 見 kjn   kjn kjn 

ㄲ 群 件 gjn   gjn 

ㅋ 溪 牽 k‘jn   k‘jn 

ᄋ 喻 諺沿言緣 jn   jn jn 

ᅌ 疑 眼 jan - jn jan 
ᅘ 匣 縣 ɣjn   ɣjn 

ㄹ 來 憐連 ljn   ljn ljn 

ᅀ 日 然 jn   jn 
前後期老朴先韻皆有介音/-j-/。 

 

東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ju -u -u -ju -ju 

ᄬ - 逢 - -   vju 

ᅎ 精 縱   tsju tsu tsu tsju  
ᅑ 牀 重 dju du du dju dju 

ᅏ 從 從 dzju dzu dzu dzju dzju 

ᅐ 照 眾中種 tju tu tu tju tju 

ㅈ - 終鍾 - -   tju 

ㄱ - 弓恭 - -   kju 
ㄲ 群 共 gju gu gu gju gju 

ㅋ 溪 恐 k‘ju k‘u k‘u k‘ju  
ㅎ - 胷 - -   x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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ᄋ 喻 用 ju    ju 

ㄹ 來 籠 lju -   lju 

  龍 lju - lo   lju  

後期老朴左音的東韻字中，韻母有介音/-j-/的字，在前期老朴左音沒有介音。 

 
陽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ja - -ja -ja 

ㅃ - 傍 - -  bja 

ㄴ 泥  娘 nja -  nja 

ᅎ 精 將醬漿 tsja -  tja 

ᄼ 心 想相 sja -  sja 
ᅐ 照 張長 tja -  tsja 
ᅕ 穿 昌 t‘ja -  t‘ja 
ᅑ 牀 嘗杖丈 dja -  dja 
ᄾ 審 傷 ja   ja 
ᄿ 禪 上 ja - zja ja 

ㅉ - 藏 - -  dja 
ㅆ - 裳 - -  ja 
ㄱ 見 講 kja -  kja 
ㅎ 曉 香向 xja   xja 

ᄋ 喻 攁陽羊養 ja -  ja 
ㄹ 來 兩涼亮梁 lja -  lja 

 - 量 - -  lja 

 

轄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jat -jaɁ -jaɁ -jaɁ 

ㅎ 曉 瞎 xjat xjaɁ xjaɁ xjaɁ 

 

合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jap -jaɁ -jaɁ -jaɁ 

ㄱ 見 甲 kjap kjaɁ kjaɁ kjaɁ 
  夾 kjap kjaɁ kja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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ㅋ 溪 恰 k‘jap k‘jaɁ k‘jaɁ k‘jaɁ 

ᅙ 影 押鴨 Ɂjap ɁjaɁ ɁjaɁ ɁjaɁ 
  壓 Ɂjap ɁjaɁ ɁjaɁ - 

ᅘ 匣 匣 ɣjap ɣjaɁ ɣjaɁ ɣjaɁ 
 

葉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jəp    
ㄷ 端 楪 tjəp tjəɁ tjəɁ  
  褶 tjəp tjəɁ ʧjəɁ  

ㅌ 透 帖 t‘jəp t‘jəɁ t‘jəɁ t‘jəɁ 
  貼 t‘jəp t‘jəɁ t‘jəɁ  

ㄴ 泥 鑷 njəp njəɁ njəɁ  

ᅎ 精 接 tsjəp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ᅐ 照 摺 ʧjəp ʧjəɁ ʧjəɁ ʨjəɁ 

ᄾ 審 涉 ʃjəp ʃjəɁ ʃjəɁ  

ㄱ 見 劫頰 kjəp kjəɁ kjəɁ  

ᄋ 喻 葉 jəp jəɁ jəɁ jəɁ 

 

質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ᄼ 心 戍 sjut sjuɁ sjuɁ ɕjuɁ 

ᅕ 穿 出 ʧ‘jut ʧ‘juɁ ʧ‘juɁ ʨ‘juɁ 

ㄱ 見 橘 kjut kjuɁ  kjuɁ 

 

屑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ㅌ 透 鐵 t‘jət t‘jəɁ t‘jəɁ t‘jəɁ 

ㄸ 定 跌 djət djəɁ djəɁ  

ㄴ 泥 捏 - - njəɁ  

ㅂ 幫 鼈 pjət pjəɁ pjəɁ  
  別 pjət pjəɁ  pjə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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ㅍ 滂 撇 p‘jət p‘jəɁ p‘jəɁ  

ㅃ 並 別 bjət bjəɁ bjəɁ bjəɁ 

ㅁ 明 滅 mjət mjəɁ mjəɁ  

ᅎ 精 節 tsjət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ᅔ 清 切 ts‘jət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ᄼ 心 屑 sjət ʃjəɁ sjəɁ  

ᅐ 照 折 ʧjət ʧjəɁ ʧjəɁ ʨjəɁ 

ᅕ 穿 撤 ʧ‘jət ʧ‘jəɁ ʧ‘jəɁ  

ᄿ 禪 舌 ʒjət ʒjəɁ ʒjəɁ ɕjəɁ 

ㄱ 見 結 kjət kjəɁ kjəɁ kjəɁ 

ㅋ 溪 挈 k‘jət k‘jəɁ  k‘jəɁ 

ㅎ 曉 歇 xjət xjəɁ xjəɁ xjəɁ 

ㄹ 來 烈 ljət ljəɁ ljəɁ  

ᅀ 日 熱 ʐjət ʐjəɁ ʐjəɁ ʐjəɁ 

 

屋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juk -uɁ -uɁ -juɁ 

ᅎ 精 足 tsjuk tsuɁ tsuɁ juɁ 

ᄼ 心 宿 sjuk suɁ suɁ juɁ 

ᅐ 照 竹粥 ʧjuk ʧuɁ ʧuɁ tjuɁ 
  築 ʧjuk ʧuɁ ʧuɁ  

ᅑ 牀 軸 ʤjuk ʤuɁ ʤuɁ djuɁ 
  妯    djuɁ 

ᄿ 審 叔  ʃjuk ʃuɁ ʃuɁ  
  束 ʃjuk ʃuɁ -  

   -juk -juɁ -juɁ -juɁ 

ᄽ 邪 俗 zjuk zjuɁ zjuɁ zjuɁ 

ᅐ 照 囑 - - ʧjuɁ tjuɁ 

ᅕ 穿 畜 ʧ‘juk ʧ‘juɁ ʧ‘juɁ  

ㅋ 溪 曲 kʻjuk k‘juɁ k‘juɁ  

ㄲ 群 局 gjuk gjuɁ gjuɁ  

ᅌ 疑 玉 ŋjuk ŋjuɁ ŋjuɁ ŋjuɁ 

ᄋ 喻 峪 - - juɁ  

前期老朴屋韻字等於《洪譯》俗音；後期老朴屋韻字，則按照《洪譯》正音的介

音有無，有介音/-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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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ᅀ 日 入 ʐip ʐjuɁ ʐjuɁ ʐiɁ 
前期老朴左音日字有介音/-j-/主要元音/-u-/；後期老朴沒有介音，主要元音是/-i-/。 

(2) -- 

老朴左音中包括介音/--/的韓文中聲有ㅢ[i]。老朴左音包括介音/--/的韻有

支/-i/，灰/-i/，庚/i/，陌/-i/。96 

支韻 
 聲 例

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

朴》 
《老諺》 《平老》 《重老

諺》 

ㅍ 滂 痞 p‘i - p‘i p‘i p‘i  
ㅃ 並 被 bi - bi bi bi bi 
  鞴 bi -  bi bi bi 
前期老朴支韻唇音字中幾個字有介音/--/，同字在後期老朴沒有介音。 
 

灰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平老》 《重老諺》

   ㅟ ui ㅢi ㅢi ㅢi ㅟ ui ㅟ ui 

ㅂ 幫 背 pui pi pi pi pui pui 

ㅁ 明 每

妹 
mui mi mi mi mui mui 

ㄲ 群 饋 gui -  ki gui  

 
庚韻 

 聲 例 《洪譯》 《洪譯》 《翻老 《老諺》 《平老》 《重老

                                                 
96 支韻與灰韻的前期老朴左音有/--/，這裡將/--/當作介音，可是本文認為，在當時將/-i/當作主

要元音，不是不可能的。《四聲通攷》〈凡例〉「大抵，本國之音，輕而淺；中國之音，重而深。

今《訓民正音》出於本國之音，若用於漢音，則必變而通之，乃得無礙，如……ㅣ[i]則ㅣㅡ[i,]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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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音 俗音 朴》 諺》 

   i    i i 

  棚

朋 
bi b  b bi  

ㅁ 明 孟 mi m m m mi mi 

ㄷ 端 等

燈 
ti t t t ti ti 

ㄴ 泥 能 ni n n n ni ni 

ᅏ 從 曾 dzi dz dz dz dzi di 

ᅐ 照 爭 ti t  t ti  

ᄾ 審 生 i    i i 

ㄱ 見 更 ki k，ki k ki ki ki 

ㄱ  粳 - - ki   ki 

ㄹ 來 冷 li l l li   

 

陌韻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ɨik  ɨiɁ   ɨiɁ  ɨiɁ 

ㄷ 端 得德 tɨik tɨiɁ tɨiɁ tɨiɁ tɨiɁ 

ㅌ 透 忒 t‘ɨik t‘ɨiɁ t‘ɨiɁ t‘ɨiɁ t‘ɨiɁ 

ㄸ 定 特 dɨik dɨiɁ dɨiɁ dɨiɁ  

ㅂ 幫 北 pɨik pɨiɁ pɨiɁ pɨiɁ pɨiɁ 
  伯百 pɨik pɨiɁ pɨiɁ  pɨiɁ 

ㅍ 滂 珀 p‘ɨik p‘ɨiɁ p‘ɨiɁ -  

ㅃ 並 白蔔 bɨik bɨiɁ bɨiɁ bɨiɁ bɨiɁ 

ㅁ 明 墨 mɨik mɨiɁ mɨiɁ mɨiɁ  

ᅎ 精 則 tsɨik tsɨiɁ tsɨiɁ tsɨiɁ  

ᅏ 從 賊 dzɨik dzɨiɁ dzɨiɁ dzɨiɁ ʥɨiɁ 

ᅐ 照 摘 ʧɨik ʧɨiɁ ʧɨiɁ ʧɨiɁ ʨɨiɁ 
  窄 ʧɨik ʧɨiɁ ʧɨiɁ ʧɨiɁ ʨɁ 
ᅑ 牀 宅 ʤɨik ʤɨiɁ ʤɨiɁ ʤɨiɁ  

ᄾ 審 色索 ʃɨik ʃɨiɁ ʃɨiɁ ʃɨiɁ ɨiɁ 
  瀒 - - ʃɨiɁ ʃɨiɁ  

ㄱ 見 隔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kɨiɁ 
  格   -  kɨiɁ 

ㅋ 溪 克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客剋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k‘ɨi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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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k‘ɨik k‘ɨiɁ -  k‘ɨiɁ 
  尅 - - k‘ɨiɁ k‘ɨiɁ  

ㅎ 曉 黑 xɨik xɨiɁ xɨiɁ xɨiɁ xɨiɁ 

ᅘ 匣 核 ɣɨik ɣɨiɁ ɣɨiɁ ɣɨiɁ ɣɨiɁ 

ㄹ 來 肋 lɨik lɨiɁ lɨiɁ lɨiɁ lɨiɁ 

   ɨik aiɁ aiɁ aiɁ  ɨiɁ 

ㅁ 明 脉 mɨik maiɁ maiɁ maiɁ mɨiɁ 

(3)- u-/-o- 

老朴左音中包括介音/-u-/或/-o-/的韓文中聲有ㅘ[oa]，ㅝ[u]，ㅙ[oai]。 

 

刪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oan -an -an -oan 
ᄫ 非 番 foan fan fan foan 
ᄬ 奉 飯繁 voan van van voan 

ᄝ 微 晚 woan  woan woan 
 

陽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a -oa -oa -a 
ᅑ 牀 壯 da doa  ta 
   oa - oa oa 

ㅋ  筐 - -  k‘oa 

ㅎ 曉 荒 xoa -  xoa 

ㅎ  謊 - -  xoa 

ᄋ 喻 王往 oa - oa oa 

 

轄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oat -aɁ -aɁ -oaɁ 

ᄫ 非 發 foat faɁ faɁ foaɁ 

ᄬ 奉 伐 voat vaɁ va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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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 voat vaɁ - voaɁ 

ᄝ 微 襪 - - waɁ  

   -oat -oaɁ -oaɁ -oaɁ 

ㄱ 見 刮 koat koaɁ koaɁ  

ᄾ 審 刷 ʃoat ʃoaɁ ʃoaɁ ʃoaɁ 

ᅙ 影 挖 - -  ɁoaɁ 

 
曷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uət -uəɁ -uəɁ -uəɁ 

ㅌ 透 脫 t‘uət t‘uəɁ t‘uəɁ t‘uəɁ 

ㄸ 定 奪 duət duəɁ duəɁ  

ㅂ 幫 鉢 puət puəɁ puəɁ  

ㅍ 滂 潑 p‘uət p‘uəɁ p‘uəɁ p‘uəɁ 

ㅁ 明 抹 muət muəɁ muəɁ muəɁ 

ㅎ 曉 豁 xuət xuəɁ - xuəɁ 

ᅘ 匣 活 ɣuət ɣuəɁ ɣuəɁ ɣuəɁ 

   -uət -uəɁ -oaɁ  

ᅙ 影 斡 Ɂuət ɁuəɁ ɁoaɁ  

   -uət -uəɁ -aɁ -aɁ 

ㅃ 並 拔 buət buəɁ baɁ baɁ 

(4)-ju- 

老朴左音中包括介音/-ju-/的韓文中聲有ᆑ[juj]， [jujn]， [jui]， [juj
]。 

 
庚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jui -  jui 

ㅎ 曉 兄 xjui -  xjui 

「兄」字音節分成介音/-ju-/、主要元音/-i-/、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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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韻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jujət -jujəɁ -jujəɁ -jujəɁ 

ᄽ 從 絕 dzjujət dzjujəɁ dzjujəɁ  

ᄼ 心 雪 sjujət sjujəɁ sjujəɁ ɕjujəɁ 

ᅐ 照 拙 ʧjujət ʧjujəɁ ʧjujəɁ  

ㄱ 見 蹷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蹶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ㅋ 溪 缺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k‘jujəɁ 

ㄲ 群 掘 gjujət gjujəɁ gjujəɁ  

ᅌ 疑 月 ŋjujət ŋjujəɁ ŋjujəɁ ŋjujəɁ 
  越 ŋjujət ŋjujəɁ  ŋjujəɁ 

ᄾ 審 說 ʃjujət ʃjujəɁ ʃjujəɁ ɕjujəɁ 

ㄹ 來 劣 ljujət ljujəɁ  ljujəɁ 

/-jujəɁ/分為介音/-ju-/、主要元音/-ə-/（將 ə前面的 j 分析成音節結構上的添加成份）、

韻尾/-Ɂ/。 

5.3 主要元音 

主要元音有ㅡ[],ㅣ[i],ㅜ[u],ㅏ[a],ㅓ[],ㅐ[ai]等共六種，以下分別討論之。 

《四聲通攷》〈凡例〉第七條： 

 

[7]一、大抵本國之音，輕而淺；中國之音，重而深。今《訓民正音》出於本國之 

音，若用於漢音，則必變而通之，乃得無礙，如中聲ㅏㅑㅓㅕ[a,ja,,j]，
張口之字，則初聲所發之口不變；ㅗㅛㅜㅠ[o,jo,u,ju]，縮口之字，則初聲

所發之舌不變，故中聲為ㅏ[a]之字，則讀如ㅏ、[a,]之間，為ㅑ[ja]之字，

則讀如ㅑ、[ja,]之間，ㅓ[]則ㅓㅡ[,]之間，ㅕ[j]則ㅕㅡ[j,]之間，ㅗ[o
]則ㅗ、[o,]之間，ㅛ[jo]則ㅛ、[jo,]之間，ㅜ[u]則ㅜㅡ[u,]之間，ㅠ[ju]則
ㅠㅡ[ju,]之間，、[]則、ㅡ[,]之間，ㅡ[]則ㅡ、[,]之間，ㅣ[i]則ㅣㅡ[i,
]之間。然後，庶合中國之音矣。今中聲變者，逐韻同中聲首字之下論釋之。 

 

引文闡明，所謂本國之音與中國之音，即韓語與漢語的語音上的差異。這一條專

門討論韓文字母中聲（多為元音，但其中有的包括介音）的漢韓兩種語言之間音

值的差異。以下本小節依主要元音的差異分別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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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皆韻 kjai<kji  
皆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ㅒ jai ㅖ ji ㅖ ji ㅖ ji ㅒ jai 

ㄱ 見 解   kjai kji kji kji kjai 

  疥芥 kjai kji  kji  

  界 kjai - kji kji  

ᅘ 匣 械   jai - ji ji  

 

2. /a 

歌韻（唇音）t, n<ta, na 
寒韻 (牙音) kn, k‘n, n, hn <-an 
 

歌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ㅓ -  ㅓ ㅓ 

ㄷ 端 多 t - t  t 

ㄸ 定 駝馱 d - d  t‘ 

ᅎ 精 左 ts - ts  t 

ㄱ 見 哥箇 k  - k k k 

ㅋ 溪 可 k‘ - k‘ k‘ k‘ 
ᅌ 疑 我鵝餓      

ᅘ 匣 何荷  -    
   ㅝ u -  ㅝ u ㅝ u 

ㄱ 見 過 ku - ku ku ku 

ㅋ 溪 課 k‘u - k‘u k‘u k‘u 
ㅎ 曉 貨火 xu - xu  xu 
   ㅓ ㅏ a  ㅏ a ㅓ 

ㅌ 透 他 t‘ t‘a t‘a t‘a t‘ 
ㄴ 泥 那 n na na na n 
- - 啊 - - a   
   ㅝ u -  ㅏ a ㅝ u 

ㅁ 明 麼 mu - - ma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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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n an an n 

ㄱ 見 衦干乾 kn kan  kn 
ㅋ 溪 刊看  k‘n k‘an  k‘n 
ㅎ 曉 漢 xn xan  xn 
ᅘ 匣 旱 ɣn ɣan  ɣn 
ᅙ 影 安案 n an an n 

   un n n un 

ㅃ 並 盤 bun bjn  bun 

ㅂ 幫 半伴 pun pn pn pun 

ᅘ 匣 完 ɣun jujn  ɣun 

   un -  un 

ᄼ 心 酸 sun   sun 

ㅁ 明 幔 mun -  mun 

ㄱ 見 官 kun -  kun 

ㅋ 溪 寬 k‘un -  k‘un 

ᅘ 匣 換 ɣun -  ɣun 

 

3.-i/- 

庚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

朴》 
《老諺》 《平老》 《重老

諺》 

   i    i i 

  棚

朋 
bi b  b bi  

ㅁ 明 孟 mi m m m mi mi 

ㄷ 端 等

燈 
ti t t t ti ti 

ㄴ 泥 能 ni n n n ni ni 

ᅏ 從 曾 dzi dz dz dz dzi di 

ᅐ 照 爭 ti t  t ti  

ᄾ 審 生 i    i i 

ㄱ 見 更 ki k，ki k ki ki ki 

ㄱ  粳 - - ki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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ㄹ 來 冷 li l l li   

 

4. -ji/-i 

齊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飜老

朴》 

《老諺》 《重老

諺》 

   ㅖ ji ㅣ i  ㅣ i ㅖ ji 

ㅁ 明 米 mji mi mi mi mji 
ㄷ 端 底嚏 tji ti ti ti     tji 
ㅌ 透 剃 t‘ji t‘i t‘i t‘i t‘ji 
ㄸ 定 地弟第提題   dji di di di dji 
ㄴ 泥 你 nji ni ni ni nji 

ᅎ 精 濟 tsji tsi tsi tsi tji 
ᅔ 清 砌 ts‘ji ts‘i ts‘i ts‘i t‘ji 
ᄼ 心 細洗 sji si si si ji 
ㄱ 見 己紀既幾記計擊季 kji ki ki ki kji 

ㅋ 溪 起器契氣 k‘ji k‘i k‘i k‘i k‘ji 

ㄹ 來 裏麗離理里利李例荔 lji li li li lji 

 

5.4 韻尾 

 前期老朴左音韻尾有陽聲韻尾三種ㅁ/-m/、ㄴ/-n/、ㅇ/-/；入聲韻尾兩種ᇹ/

-/、ㅸ/-f/；陰聲韻有元音的特質標記ᅀ/-/，合口韻尾ᄝ/-w/。後期老朴左音韻

尾ㅁ/-m/合併到ㄴ/-n/去了，後期老朴左音韻尾有ㄴ/-n/、ㅇ/-/、ᇹ/-/、ㅸ/-f/、

ᅀ/-/、ᄝ/-w/。 

《洪武正韻譯訓》正音韓文字母注音的輔音韻尾有ㄱ/-k/、ㄷ/-t/、ㅂ/-p/三

種入聲韻尾；ㅁ/-m/、ㄴ/-n/、ㅇ/-/三種鼻音韻尾；還有元音韻尾ᄝ/-w/。俗音

的輔音韻尾有ㅸ/-f/、ᇹ/-/兩種入聲韻尾；ㄴ/-n/、ㅇ/-/兩種鼻音韻尾；還有由

輔音韻尾ᅀ/-/用來表示舌尖元音。 

首先從陰聲韻開始討論，帶輔音韻尾的陰聲韻，說來有點矛盾，其實轉寫

上以輔音ᄝ/-w/、ㅸ/-f/、ᅀ/-/來當作韻尾，但是轉寫字母與其音值有差異。雖

然這三種韓文字母以聲母來看都屬於輔音，但把這三個字母用來漢語韻尾時其

音值不是輔音而是半元音或元音的附加符號：ᄝ的音值，據《四聲通解》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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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的〈洪武正韻三十六母之圖〉中屬於不清不濁，所以可以擬成鼻音[]，但本

文考慮蕭、爻、尤韻，以[w]來轉寫ᄝ。ㅸ/-f/韻尾則是在表示藥韻韻尾，音值

與ᄝ相近，只是為了表示藥韻是入聲，用了ㅸ。本文按照一個韓文字母有一個

的 IPA 原則來轉寫，還是韓文字母ㅸ的韻尾與聲母一樣轉寫成[f]。ᅀ/-/韻尾在

支韻齒音字的元音[i,]後面出現，表示這個音節的元音[i,]是舌尖元音。 

5.4.1.陰聲韻 

(1) -i(-ɨ)韻尾 

《洪武正韻譯訓》支韻正齒、齒頭聲母字俗音的韻尾是韓文輔音字母ᅀ。

在聲母的位置，它的音值是濁擦音[z]或[]；但在韻尾ᅀ不是輔音，而是舌尖

元音的標誌。《譯訓》正齒、齒頭聲母支韻字的俗音韻母是舌尖元音。《翻老 
朴》、《老朴諺》的左音採用《洪譯》俗音；《重老諺》、《朴新諺》的左音

採用《洪譯》正音加韻尾ᅀ。有些支韻字的元音在前期教科書和後期教科書之

間不一致，原因是《洪譯》正音與俗音的不同。 

康寔鎮(1985：189)的支韻精系、照系字音變化例表，只列出一個左音，後期

老朴只比較右音，但是實際上前後兩期左音不是完全相同的，因而我們在此重新

檢討老朴左音之時代差異。 
 
支紙置韻 
   《洪譯》 左音 右音 

 聲 例 正音 俗音 《翻老

朴》 

《老諺》 《重老諺》

 

《重老

諺》 

《老諺》 《翻老

朴》 

  字 -/-i -/-i -/-i -/-i -/-i -/-i -/-i -/-i 
ᅎ 精 子 

紫 
仔 
資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t 
t 
t 
t 

ᅔ 清 此 
次 

ts‘ 
ts‘ 

- 
ts‘ 

ts‘
ts‘

ts‘
ts‘

ts‘
ts‘

츠 t‘
츠 t‘

츠 t‘ 
츠 t‘ 

t‘
t‘

ᅏ 從 自 
字 
磁 

dz 
dz 

 

dz 
 
 

dz
dz

 

dz
 
 

dz 
dz 
dz 

즈 t 
즈 t 
츠 t‘

즈 t 
 
 

t 
t 

 
ᅏ 從 慈  dz    츠 t‘ 츠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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鷀         
ᄼ 心 死 

四 
泗 
肆 
司 
思 
絲 
寺 
廝 
賜 
撕 
伺 
私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t‘
 

ᄽ 邪 巳 
似 
辭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스 
스 
츠 t‘

스 
스 
츠 t‘ 

 
 
t‘

ᅐ 照 支 
只 
紙 
旨 
至 
之 
芝 
指 
脂 

 ti 
 ti 
 ti 

 
 
 
 

 ti 
 

t 
t 

t97 
 
 
 
 
 
t98 

 
 
t 

 
 

t 
 

t 
t 

 
 
t

 
ts

 
 

 
 

 
tsi 
tsi 

 
 

tsi 
 

tsi 
tsi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즈 t 
 
 
 
 

t 
t 
t 

 
 

t 
 

t 
t 

ᅕ 穿 齒 
翅 
趐 

t‘i 
t‘ 

 

t‘ 
t‘ 

 

 
t‘

 

  
t‘

 

츠 t‘
츠 t‘
 

츠 t‘ 
 
 

t‘
t‘

 
ᅑ 牀 匙  d   i 츠 t‘ 츠 t‘ t‘
ᄾ 審 師 

獅 
施 
尸 
史 
試 

 

 
 

 
 

i 

 
 
 

 
 

 

 
 

 
 

 

 

 
 

 
 

 
 

i 
 

 
 

 

 

스  
 

스 
 

 
 

스 
 

 
 

 
스 

 
 

 
 

 
 

                                                 
97 「紙」有兩種注音： ti  t。 
98 「脂」有兩種注音： t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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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     i 스 스  
  詩 

使 
 

i 
 

 
 
 

 i 
i 

시i 
시i 

스 
스 

 
 

ᄿ 禪 氏 
時 
士 
侍 
事 

 
- 

 
i 
i 

 
- 

 
 

 

 
 

 
 
 

 

 
 

 

 

i 
i 

 

i 
i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스 

 
 

 
 
 

  是 
市 
石 

i 
i 

 

 
 

 

 
 

 

 i 
i 
i 

시i 
시i 
시i 

스 
 
 

 
 

 
ᅐ 照 知 

智 
致 
置 
枝 
誌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지 ti 
 

t 
t 

ᅕ 穿 癡  t‘i    
t‘i 

치 t‘i 치 t‘i 치 t‘i

ᅑ 牀 池 
遲 
治 
持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di 

 

치 t‘i
치 t‘i
치 t‘i
 

치 t‘i 
치 t‘i 
 
 

치 t‘i
치 t‘i
 
 

ᄾ 審 世 i i i i i 시i 시i 시i 
ᄿ 禪 誓   i    시i 시i 시i 
   -i - - - -i -l -l/-l - 
ᅀ 日 兒 

二 
耳 

 
i 
i 

 
 
 

 
 
 

 
 

 

i 
i 
i 

을l 
을l 
을l 

l 

l 
 

 

 

 

照母「支只紙指」的主要元音在《洪譯》正音[i]與俗音[]不同。審母「試使」

禪母「事是市」日母「二耳」也情況與照母一樣，《洪譯》正俗音之間主要元音

有差。這些例子的《重老諺》左音的主要元音與前期老朴不同，《翻老諺》與《老

朴諺》的左音與《洪譯》俗音一樣，但是《重老諺》左音的主要元音卻不同於《洪

譯》俗音，而是同於《洪譯》正音。不管《洪譯》正俗音主要元音之異同，以上支韻 

字來說，從《洪譯》正音加上半齒音//(ᅀ)韻尾等於《重老諺》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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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 韻尾 

蕭、爻、尤韻字在《重老諺》、《朴新諺》的左音採用《洪譯》正音；前期教

科書《翻老朴》、《老朴諺》的左音採用《洪譯》俗音。尤其是蕭韻字的注音在前

後期老朴中明顯不同，蕭韻在《洪譯》正音是/-jw/，俗音是/-jaw/，蕭韻在《重

老諺》、《朴新諺》左音是/-jw/，在《翻老朴》、《老朴諺》的左音是/-jaw/。換言

之，前期老朴系列的左音相當於《洪譯》正音；後期老朴系列的左音相當於《洪

譯》俗音。爻、尤韻字皆在《洪譯》只有正音，而沒有俗音。 

 
蕭、爻、尤韻母韻尾的韓文字母是ᇢ[w]，入聲藥韻韻尾是ᇦ[f]，雖然蕭、

爻、尤韻與藥韻有舒聲與入聲的聲調區別，但是ᇢ、ᇦ兩種韻尾標音的實際音

值是相同。下表用國際音標/-w/、/-f/來標兩種韻尾，可是這並不代表兩種韻尾的

音值上的差異，而是/-f/表示入聲聲調，/-f/就是入聲的/-w/韻尾的標誌。朝鮮漢語教 

科書用ᇢ、ᇦ兩種韻尾區分舒聲和入聲，尤其是後期教科書《老諺》、《朴諺

》、《重老諺》、《朴新諺》沒有聲調標誌，ᇦ為表示入聲而與舒聲蕭爻尤韻

區分的功能，他並沒有表示跟ᇢ不同的音值的意思。 
下表中《翻老》音參考遠藤光曉(1990)中的《翻譯老乞大朴通事諺解》韓文字母。 

 
蕭篠嘯韻的《重老諺》的左音韻母是/-jw/ ，跟前期教科書不同。《翻老朴》、

《老朴諺》的左音韻母是/-jaw/ 。與《洪譯》的左右音比較，前期教科書的左

音與《洪譯》俗音相同；《重老諺》的左音韻母與《洪譯》正音相同。 

 
1. 蕭篠嘯韻

99
 

《洪譯》 左音 右音  聲 韻 例

字 正音 俗音 《翻老

朴》 

《老諺》 《重老

諺》 

《重老

諺》 

《老諺》 《翻老

朴》 

    -jw -jaw -jaw -jaw -jw -jao -jao -jao 
ㅂ 幫 蕭篠 標 pjw pjaw :pjaw pjaw - - pjao pjao 

                                                 
99 以下注釋中表示例字的處出，用書名略號，如下： 

Y 《洪武正韻譯訓》 1 正音 2 俗音 

F《翻譯老乞大朴通事諺解》1 左音 2 右音 

L 《老乞大諺解》 上卷 A 下卷 B 每頁共 10 行 

P 《朴通事諺解》 上卷 A 中卷 B 下卷 C 每頁共 11 行 

C 《重刊老乞大諺解》上卷 A 下卷 B 

例字的出處：書名(YFLPC)、卷(ABC)、頁碼(數字)、前後頁(ab)、行(例: CA53a8 是「《重刊老乞

大諺解》上卷 53 頁前頁 8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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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篠 表   :pjaw  - -  pjao 
ㅃ 
 

並 蕭 瓢 bjw bjaw bjaw bjaw bjw p‘jao p‘jao :p‘jao

ㅁ 明 蕭 
嘯 

描 
妙 

mjw mjaw mjaw 
.mjaw 

mjaw 
 

- 
- 

- 
- 

mjao 
 

:mjao
.mjao 

ㄷ 端 蕭 
嘯 

貂 
弔 

tjw tjaw tjaw 
.tjaw 

tjaw 
 

tjw 
- 

tjao 
- 

tjao 
 

.tjao 

.tjao 
ㅌ 透 嘯 

蕭篠 
糶 
挑
100 

t‘jw t‘jaw .t‘jaw 
t‘jaw 

t‘jaw 
 

t‘jw 
 

t‘jao  
 

t‘jao 
 

.t‘jao 

.t‘jao 

ㄸ 定 蕭 
蕭 
蕭 
嘯 

苕 
條 
跳 
調 

djw djaw djaw 
djaw 
.t‘jaw 
djaw 

djaw 
 

djw 
 
- 
 

t‘jao 
 
- 
 

t‘jao 
 

:t‘jao 
:t‘jao 
.t‘jao 
:t‘jao 

ᄼ 心 蕭 
蕭 
蕭 
篠 
嘯 
嘯 

哨 
消 
捎 
小 
笑 
鞘 

sjw sjaw - 
sjaw 
- 
.sjaw 
:sjaw 
.sjaw 

- 
sjaw101

 

sjw 
 
 
- 
 

ao 
jao 
 
- 
 

- 
jao 

- 
.jao 
- 
.jao 
.jao 
.jao 

ᅐ 照 蕭 
嘯 
嘯 

朝
102 
照 
詔 

tjw tjaw - 

.tjaw 
:tjaw 

- 
tsjaw 
tsjaw 

tjw 
tsjw
103 
- 

tjao 
tjao 
- 

- 
tjao 
tjao 

- 

.tjao 

.tjao 

ᅑ 牀 蕭 
蕭 
篠嘯 

朝
104 
潮 
趙 

djw djaw djaw 
- 
:djaw

djaw
- 
djaw

djw 
dzjw 
dzjw 

tjao 
t‘jao 
tjao 

tjao 
- 
tjao 

:tjao 
- 
.tjao 

ᄾ 審 篠嘯 
嘯 

少 
燒 

jw jaw :jaw105

jaw 
jaw106

jaw 
sjw 
 

jao 
 

jao 
jao 

jao 
.jao 

                                                 
100 「挑」字體  PA11a7，PA25b3。 
101 「消」L1 又音 saw。 
102 朝鮮 
103 CA53a8：C1tsw。 
104 朝廷 
105 另有去聲(老上 103:4)F1 .jaw F2 .jao。 
106 有的讀 s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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ㄱ 見 蕭 
蕭 
蕭 
嘯 

嬌 
矯 
澆 
叫 

kjw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107 

kjaw 
 

- 
- 
kjw 
kjw 

- 
- 
kjao 
tjao 

kjao 
 

.kjao 
kjao 
.kjao 
.kjao 

ㄲ 群 蕭 橋 jw jaw jaw jaw jw t‘jao k‘jao :k‘jao
ᅙ 影 蕭嘯 

蕭嘯 
要 
腰 

jw jaw .jaw 
jaw 

jaw 
 

jw 
 

jao 
 

jao 
 

.jao 

.jao 
ᄋ 喻 蕭 搖 jw jaw jaw jaw jw jao jao :jao 
ㄹ 來 蕭 

蕭 
蕭 
篠 

遼 
料 
聊 
了 

ljw ljaw  ljaw 
.ljaw 
ljaw 
:ljaw 

ljaw 
 

ljw  
 

ljao  
 

ljao 
 

ljao 
.ljao 
:ljao 
ljao 

ᅀ 日 蕭 
蕭篠 

饒 
擾 

jw jaw jaw 
:jaw 

jaw 
 

- 
jw 

- 
jao 

jao 
 

:jao 
jao 

《翻老》、《老諺》左音等於《洪譯》正音；《重老諺》左音等於《洪譯》正音。

蕭篠嘯韻前後期老朴左音之差異不是韻尾的差異而是主要元音的差異，只看韻尾

的話，整個老朴系列左音皆是/-w/收尾。 

 
2. 爻巧效韻 
    左音 右音 

 聲 韻 例 
字 

《洪

譯》 

 

《翻老

朴》 

《老諺》 《重老

諺》 

《重老

諺》 

《老諺》 

 

《翻老

朴》 

    (j)aw (j)aw  (j)aw (j)aw (j)ao (j)ao (j)ao 
ㅂ 幫 爻 

爻 
巧 
巧 
巧 
效 

包 
褒 
飽 
保 
寶 
報 

paw paw  
- 
:paw 
:paw 
:paw 
.paw 

paw 
- 

paw 
 
 
 
 
- 

pao 
 
 
 
 
- 

pao 
- 

.pao 
- 
pao 
pao 
pao 
.pao 

ㅍ 滂 爻效 拋 p‘aw p‘aw p‘aw p‘aw p‘ao p‘ao .p‘ao 
ㅃ 並 爻 

爻 
爻 
爻 
巧 

跑 
炮 
袍 
鰒 
抱 

baw - 
baw 
- 
- 
:baw 

- 
baw 
- 
- 
baw 

baw 
- 
 
 
 

p‘ao 
- 
 
pao 
pao 

- 
p‘ao 
- 
- 
pao 

- 
:p‘ao 
- 
- 
.pao 

                                                 
107 有一個「叫」(老上 75:6) F1 kjaw F2 .kj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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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鉋 - baw - - p‘ao - 
ㅁ 明 爻 

爻 
效 

茅  
毛 
帽 

maw - 
maw 
.maw 

- 
maw 
maw 

maw
 
 

mao 
 
 

- 
mao 
mao 

- 
:mao 
.mao 

ㄷ 端 爻 
巧 
效 

刀 
倒 
到 

taw taw 
:taw 
.taw 

taw 
 

taw 
 
 

tao  
 
 

tao 
 

.tao 
tao 
.tao 

ㅌ 透 爻 
巧 

絛 
討 

t‘aw t‘aw 
:t‘aw 

t‘aw 
 

t‘aw 
 

t‘ao  
 

t‘ao 
 

.t‘ao 
t‘ao 

ㄸ 定 爻 
爻  
爻 
巧 
巧 
巧效 
效 
效 

萄
108 

掏 
桃 
稻 
逃 
道 109 
導 
盗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 
.daw 

daw 
 
 
 
- 
 
- 

daw 
- 
110 

 
 

t‘ao 
- 
t‘ao 
tao 
 
 

t‘ao 
t‘ao 
t‘ao 
tao 
- 
tao  
- 
tao 

:t‘ao 
:t‘ao 
:t‘ao 
.tao 
:t‘ao 
.tao 
- 
.tao 

ㄴ 泥 巧 
巧 
巧 
效 

腦 
惱 
瑙 
鬧 

naw :naw 
:naw 
:naw 
- 

naw 
- 
 

naw 
 
 
- 

nao 
 
 
- 

nao  
- 
 

nao 
nao 
nao 
- 

ᅎ 精 爻 
巧 
巧 
效 

遭 
早 
棗 
懆 

tsaw tsaw 
:tsaw 
:tsaw 
.tsaw 

tsaw 
 

tsaw
 
 
- 

tao 
 
 
- 

tao 
 

.tao 
tao 
tao 
.tao 

ᅔ 清 爻 
巧 

操 
草 

ts‘aw ts‘aw 
:ts‘aw 

ts‘aw 
 

- 
ts‘aw

- 
t‘ao 

t‘ao 
 

.t‘ao 
t‘ao 

ᅏ 從 爻 
巧 

槽 
皂 111 

dzaw dzaw 
:dzaw 

dzaw 
 

dzaw
 

t‘ao 
tao 

t‘ao 
 

:t‘ao 
.tao 

ᄼ 心 爻 
巧 
巧 

臊 
嫂 
掃 

saw saw 
:saw 
:saw 

siw 
saw 
saw 

saw 
 
 

ao 
 
 

ao 
ao 
ao 

.ao 
ao 
ao 

                                                 
108 「萄」有兩種俗音，一種有介音 j；另一種沒帶介音，在 LB34b9 俗音有介音 j 的 t‘jao；在 PA4a6

的俗音是沒有介音的 t‘ao。 
109 又音 L1 djaw L2 tao；L1taw L2tao。 
110 CB8b10「 花」與桃字體不同。 
111 《洪譯》卷九十三巧從母「皁」字下注云:「亦作皂」。 
112 又音 LB4a2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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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噪 .saw saw112 ao .ao 
ᅐ 照 巧 爪 taw :taw tsaw tsaw tao tao tao 
ᅕ 穿 巧 炒 t‘aw :t‘aw ts‘aw ts‘aw t‘ao t‘ao t‘ao 
ᄾ 審 爻 

巧效 
弰 
稍 

aw saw 
.aw 

saw 
saw 

saw 
 

ao  
 

ao 
ao 

.ao 

.ao 
ㄱ 見 爻效 

爻 
爻 
巧 
效 

高 
膏 
羔 
藁 
告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kaw 
- 
 
- 
 

kao 
- 
 
- 
 

kao 
kao  
kao 
 
kao 

.kao 

.kao 

.kao 
kao 
.kao 

ᅌ 疑 爻 熬 aw aw aw aw ao ao :ao 
ᅙ 影 爻 

巧 
爊 
襖 

aw aw 
:aw 

aw 
 

- 
aw 

- 
ao 

ao 
 

.ao 
ao 

ㅎ 曉 巧 好 xaw :xaw xaw xaw xao xao xao 
ᅘ 匣 爻 

爻效 
毫 
號 

aw aw 
.aw 

aw 
 

- 
aw 

- 
xao 

xao 
 

:xao 
.xao 

ㄹ 來 爻 
爻 
爻 
爻 
巧效 

勞 
澇 
撈 
牢 
老 

law law 
.law 
law 
law 
:law 

law  
 

law 
 

lao 
 

lao 
 

:lao 
.lao 
:lao 
:lao 
lao 

ㄱ 見 爻巧 
爻效 
爻 
巧 
效 
效 
效 

膠 
教  
交 
攪 
覺 
鉸 
較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kjaw 
 
 
 
 
 
- 

kjaw
 
 
 
 
- 
 

tjao 
 
kjao 
 
 
- 
 

kjao 
 
 
 
 
 
- 

.kjao 

.kjao 

.kjao 
kjao  
.kjao 
kjao 
.kjao 

ᅙ 影 爻巧 咬 jaw :jaw jaw jaw jao jao jao 
ᅘ 匣 效 效 jaw - - jaw jao - - 
左音爻巧效韻的韻尾是/-w/，在前後期老朴中都沒有變化。《洪武正韻譯訓》爻

巧效韻字沒有俗音。 

 
3. 尤有宥韻 
 聲 韻 例字 《洪

譯》 

 

《翻

老朴》

左音 

《老

諺》 

左音 

《重

老諺》

左音 

《重

老諺》 

右音 

《老

諺》 

右音 

《翻

老朴》

右音 
    -w -w -w -w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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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 -iw -iw -iw -iu -iu -iu 
ᄬ 奉 尤 浮 vw vw vw vw fu fu :fu 
ㄷ 端 有 

宥 
斗 
鬪 

tw :tw 
.tw 

tw  
 

tw 
- 

tu 
- 

tu  
 

tu  
.tu 

ㅌ 透 尤 偷 t‘w t‘w t‘w t‘w t‘u t‘u .t‘u 
ㄸ 定 尤 

尤宥 
宥 

頭 
投 
豆 

dw dw 
dw 
.dw 

dw 
 

dw 
 

t‘u 
 
tu 

t‘u 
t‘u 
tu 

:t‘u 
:t‘u 
.t‘u 

ㄴ 泥 有 紐 niw :niw niw niw niu niu niu 
有 酒 tsiw :tsiw tsiw tsiw tiu tiu tiu ᅎ 精 

有宥 走 tsw :tsw tsw tsw tu tu tu 
尤 
尤 

秋 
鞦 

ts‘iw ts‘iw 
ts‘iw 

ts‘iw 
 

ts‘iw 
 

t‘iu 
 

t‘iu 
 

.t‘iu 

.t‘iu 
ᅔ 清 

宥 湊 ts‘w - - ts‘w t‘u - - 
ᅏ 從 宥 就 dziw .dziw dziw dziw tiu tiu .tiu 

尤 
尤 
宥 
宥 

修 
羞 
繡 
宿 

siw siw 
siw 
.siw 
.siw 

siw 
 

- 
 
siw 
- 

- 
ao113 
iu 
- 

iu 
  
 

.iu 
 

ᄼ 心 

尤宥 漱 sw  - sw u -  
尤 
尤 

州 
周 

tiw tiw 
 

tsiw 
 

tsiw 
- 

tiu 
- 

t‘iu 
 

.t‘iu 
 

ᅐ 
 

照 

宥 皺 tw .tw tw - - tiu .tiu 
ᅕ 穿 尤 抽 t‘w - - ts‘iw t‘iu - - 

尤 
尤 
尤宥 

酬 
籌 
紬 

diw diw 
 

diw 
diw 
dziw 

dziw 
- 
dziw 

t‘iu 
- 
t‘iu 

t‘iu 
 

:t‘iu 

 
ᅑ 牀 

尤 
宥 

愁 
驟 

dw dw 
.dw 

dw114

 
- 
dzw 

- 
tu 

t‘u 
du 

:t‘u 
.tu 

ᄾ 審 尤宥 
有宥 
宥 
宥 

收 
守 
手 
獸 

iw iw 
:iw 
:iw 
.iw 

siw115 
siw 
iw116 
iw 

siw 
 
 
- 

iu 
 
 
-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113 CB44a5 
114 「愁」L1 又音 dzw。 
115「收」L1 又音iw。 
116 「手」L1 又音 s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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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 瘦 w .w sw sw u u .u 
ᄿ 禪 有 

有宥 
受 
壽 

iw :iw 
iw 

iw 
 

iw 
 

iu 
 

iu 
 

.iu 

.iu 
尤有 
有 
有 
宥 

九 
乆 
灸 
救 

kiw :kiw 
:kiw 
:kiw 
.kiw 

kiw 
 

kiw 
 
- 
- 

kiu 
 
- 
- 

kiu 
 

kiu 
kiu 
kiu 
.kiu 

ㄱ 見 

尤 
尤 
尤 
有 
宥 

鈎 117 
溝 
抅 
狗 
勾 

kw kw 
kw 
- 
:kw 
.kw 

kw 
 

kw  
- 
- 
 
 

ku  
- 
- 
 
 

ku 
  

.ku 

.ku 
ku 
ku  
.ku  

ㅋ 溪 尤 
有 

彄 
口 

k‘w .k‘w 
:k‘w 

k‘w 
 

k‘w 
 

k‘u 
 

k‘u 
 

.k‘u 
k‘u 

ㄲ 群 尤 
尤 
有 
有宥 

毬 
求 
舅 
舊 

iw iw 
- 
:iw 
.iw 

iw 
- 
 

- 
 
iw 
 

- 
t‘iu 
kiu 
tiu 

k‘iu 
- 
kiu 
kiu 

:k‘iu 
- 
.kiu 
.kiu 

ㅎ 曉 尤 休 xiw xiw xiw xiw xiu xiu .xiu 
ᅘ 匣 有宥 

有宥 
宥 

後 
厚 
候 

w :w 
.w 
.w 

w 
 

w 
 
 

xu 
 
 

xu 
 

.xu 

.xu 

.xu 
尤 
尤 
有 
有 
有宥 
有宥 
宥 

由 
油 
友 
酉 
有 
右 
又 

iw iw 
iw 
.iw 
:iw 
:iw 
:iw 
.iw 

iw 
 
 

iw 
 
 
 
 
- 
 

iu 
 
 
 
 
-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ᄋ 喻 

尤 牛 iw niw niw iw niu niu :niu 
尤 
尤 
有 
宥 

流 
劉榴

留 118 
柳 
溜 

liw liw 
liw 
:liw 
- 

liw 
 
 

- 
liw 
 
 

- 
liu 
 
 

liu 
 
 
 

:liu 
:liu 
liu 
- 

ㄹ 
 

來 

尤 樓 lw lw - lw lu - :lu 
                                                 
117《譯訓》卷六，十九尤韻見母「鉤」字下注云：「俗作鈎」。 
118 「留」《譯訓》又韻「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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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 漏 .lw lw - - lu .lu 
ᅀ 日 尤有宥 揉 iw iw iw - - iu :iu 
 

老朴左音-w 韻尾字中，有些字在《洪武正韻譯訓》中找不到，如下： 

聲  《翻

老朴》 

左音 

《老

諺》 

左音 

《朴

諺》 
左音 

《重

老諺》

左音 

《重

老諺》

右音 

《朴

諺》 
右音 

《老

諺》 

右音 

《翻

老》 

右音 
ㄹ (PA26a5)   law   lao   
 撂(CB9a10)    ljaw ljao    
ㅁ 戊(CB66b2)    mw mu    
ㅂ 脿(CA64a2)  pjaw pjaw pjaw pjao pjao pjao  
 婊(CB46a7)    pjaw pjiao    
ᄼ 綉   siw   siu   
ᄽ 柚(PA25a5)   ziw   siu   
ㅇ 易  iw     i  
 藕(CB36b9)  w  w u  u  
ᅙ 熝、 

熰(CB34b3) 
   w u    

ㅈ 找(CB58a9)    tsaw tsao    
ᅐ 箒(CA63a6)  tiw  tsiw tsiu  tsiu119  
ᅏ 皂  dzaw     tsao  

 躕(CA48a6)    dziw ts‘iu    
 瞧(CB23b5)    dzjw ts‘jao    
ᅔ 偢(CB52a1)  ts‘iw  ts‘iw ts‘iu  ts‘iu  
ㅋ 拷 .kaw k‘aw  k‘aw k‘ao  k‘au k‘ao 
 烤(CA56b5)    k‘aw k‘ao    
ㅌ 套(CB47a9)  t‘aw  t‘aw t‘ao  t‘ao  
 透   t‘w   t‘u120   
 
4. 藥韻 

藥韻是入聲韻，但韻尾ᄫ的音值與韻尾ᄝ一樣。參考蕭、爻、尤韻的右音與

藥韻的右音，還有參考《四聲通解》(1517)〈凡例〉: 

 

《通攷》於諸韻入聲，則皆加影母為字，唯藥韻則其呼似乎効韻之音

，故《蒙韻》加ᇢ[w]爲字《通攷》加ᇦ[f]爲字，今亦從《通攷》加ᇦ[

f]爲字。 

                                                 
119 「帚」在《洪譯》正音讀照母有韻 tiw。 
120 PA1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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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與蕭、爻、尤韻一起討論。下面入聲韻尾會再討論藥韻。 
 
 聲 例字 《洪

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翻

老朴》

左音 

《老

諺》 

左音 

《重

老諺》

左音 

《重

老諺》 

右音 

《老

諺》 

右音 

《翻老

朴》 

右音 
   -ak -af -(j)af -(j)af -(j)af -(j)o 

- 
-(j)o 
- 

-(j)o 
- 

ㅂ 幫 博 
駁 
膊 

pak 
 

paf 
 

.paf 
- 
- 

paf 
paf 
- 

- 
- 
paf121 

- 
- 
pao 

po 
pao 
- 

:po 
- 
- 

ㅍ 滂 朴 
樸 

p‘ak p‘af .p‘af 
paf122 

p‘af 
paf123 

- 
- 

- 
- 

p‘jao 
po 

.p‘o 

.po 
ㅃ 並 薄 bak baf .baf baf baf pao bo :po 
ㅁ 明 莫 mak maf .maf maf maf mo mo :mo 

作 tsak tsaf .tsaf tsaf tsaf to to :to ᅎ 精 
雀 tsjak tsjaf124 .ts‘jaf ts‘jaf - - t‘jo :t‘jo 
錯 ts‘ak ts‘af .ts‘af ts‘af ts‘af t‘o t‘o .t‘o ᅔ 清 
鵲 ts‘jak ts‘jaf ts‘jaf ts‘jaf ts‘jaf ‘jao t‘jao .t‘jao 
昨 dzak dzaf .dzaf - dzaf to - :to ᅏ 從 
嚼 dzjak dzjaf .dzjaf dzjaf dzjaf tjao to :to 

ᄼ 心 索 sak saf .saf - saf o - .o 
ᅐ 照 捉卓涿 toak toaf .toaf tsoaf tsoaf to to :to 
ᅑ 牀 着 djak djaf .djaf djaf djaf tj, 

tjao 

125 

djo :djo 

各閣 kak kaf .kaf kaf kaf k k .k ㄱ 見 
腳脚角 kjak kjaf .kjaf kjaf kjaf kjo kjo :kjo 

ㅋ 溪 却 k‘jak k‘ .k‘ - k‘jaf k‘ - .k‘ 
惡 ak af .af af af     : ᅙ 影 
約 jak jaf .jaf jaf jaf jo jo :jo 

ᅘ 匣 學 
鶴 

ak 
ak 

af 
af 

.jaf 

.af 
jaf 
af 

jaf 
- 

xjo 
- 

xjo 
x 

:xjo 
.x 

                                                 
121 CB8b8、CB37b7 用舒聲韻尾ᇢ。 
122 「樸」又音 F1.pu F2:po。 
123 LB29b2:L1paw Lpo。 
124 《洪譯》卷十四入聲六藥韻精母 tsjak 有「爵雀爝燋」四個字，其中「燋」下注云：「俗音 ts‘jaw」。 
125 CB50b3:C2tsj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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ㅇ 喻 藥樂 jak jaf .jaf jaf jaf jo jo :jo 
絡 
落 
烙 
樂 

lak laf .laf 
.laf 
- 
.laf 

laf 
laf 
- 
laf 

- 
laf 
laf 
laf 

- 
lo 
lo 
l 

lo 
lo 
- 
lo 

:lo 
:lo 
- 
:lo 

ㄹ 
 

來 

略 ljak ljaf  - ljaf126 ljao -  
ᅀ 日 若 

箬  
jak jaf .jaf 

.jaf 
jaf 
 

jaf 
- 

jo 
- 

jo 
 

:jo 
:jo 

老朴系列教科書的藥韻字注音皆與《洪武正韻譯訓》俗音相同。 

 

老朴左音-ｆ韻尾字中，「托」字在《洪武正韻譯訓》中找不到： 

聲 例

字 
《翻老

朴》 

左音 

《老

諺》 

左音 

《朴

諺》 
左音 

《重老

諺》 

左音 

《重老

諺》 

右音 

《朴

諺》 
右音 

《老

諺》 

右音 

《翻老

朴》 

右音 
ㅌ 托 .t‘jaf t‘jaf t‘af t‘af t‘o t‘o t‘o127 :t‘o 

(3)其他開韻尾 

-i 

支韻(齒音以外的聲母)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ㅣ-i (ㅢ-i) ㅣ-i ㅣ-i ㅣ-i 
ㅂ 幫 閉轡 

臂 
比 
彼 
鈚 

pi 
pi 
pi 
pi 
- 

- 

- 

- 

pi 
- 

pi 
- 

pi 
- 

p‘i 

 

 

pi 
 

 

pi 
pi 
pi 
pi 
p‘i 

ㅃ 並 皮笓 
備 

- 

bi 
- 

- 

bi 
bi 

 

 

bi 
bi 

  避 bi - bi  bi 
ᄫ 非 非 fi - fi  fi 
ᄝ 微 尾未 wi - wi   

ㄲ 群 騎 i - i  i 
                                                 
126 CB34a2:用舒聲韻尾ᇢ。 
127 託 Y1takY2t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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ᅙ 影 衣 
依意 

i 
i 

- 

- 

i 
i 

 

i 
i 
i 

ㅎ 曉 戲 
喜 

xi 
xi 

- 
- 

- 

xi 
 xi 

xi 
ᄋ 喻 以義 

姨 

i 
- 

- 

- 
i 
i 

 

i 
i 
i 

 

齊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飜老

朴》 

《老諺》 《重老

諺》 

   ㅖ ji ㅣ i  ㅣ i ㅖ ji 

ㅁ 明 米 mji mi mi mi mji 
ㄷ 端 底嚏 tji ti ti ti     tji 
ㅌ 透 剃 t‘ji t‘i t‘i t‘i t‘ji 
ㄸ 定 地弟第提題   dji di di di dji 
ㄴ 泥 你 nji ni ni ni nji 

ᅎ 精 濟 tsji tsi tsi tsi tji 
ᅔ 清 砌 ts‘ji ts‘i ts‘i ts‘i t‘ji 
ᄼ 心 細洗 sji si si si ji 
ㄱ 見 己紀既幾記計擊季 kji ki ki ki kji 

ㅋ 溪 起器契氣 k‘ji k‘i k‘i k‘i k‘ji 

ㄹ 來 裏麗離理里利李例荔 lji li li li lji 

 

皆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ㅐ ai -  ㅏ a ㅐ ai 

ㄸ 定 大 dai  da da dai 

   ㅒ jai ㅖ ji  ㅖ ji ㅒ jai 

ㄱ 見 解   kjai kji kji kji kjai 

  疥芥 kjai kji kji kji  

  界 kjai - kji kji  

ᅘ 匣 械   jai - ji ji  

   ㅙ oai -    

 

灰韻 
 聲 例 《洪譯》 《洪譯》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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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音 俗音 
   ㅟ ui ㅢi ㅢi ㅢi ㅟ ui 

ㅂ 幫 背 pui pi pi pi pui 

ㅁ 明 每 mui mi mi mi mui 

  妹 mui mi mi  mui 

   ㅟ ui ㅟ ui ㅟ ui  ㅟ ui 

ㄴ 泥 內 nui - nui ni nui 

ᄼ 心 歲 sui - sui  ui 

ᄽ  隨 - - zui  ui 

ᄾ 審 水稅  ui - ui  ui 

ᄿ 禪 睡誰 ui - ui  ui 

ᅎ 精 醉 tsui - tsui  tui 

ㄱ 見 貴 kui - kui  kui 

ㅋ 溪 盔虧 k‘ui - k‘ui  k‘ui 

ᅙ 影 委 ui - ui  ui 

ㅎ 曉 悔毀 xui - xui  xui 

ᅘ 匣 會回迴 ui - ui  ui 

ᄋ  為 - - ui  ui 

ㄹ 來 累類壘 lui - lui  lui 

 

-u 

模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ㅜ u - ㅜ u ㅜ u ㅜ u 

ㅂ 幫 布 pu  pu  pu 

ㅃ 並 步捕部 bu  bu  bu 

ᄫ 非 傅 fu - fu fu fu 

ㄸ 定 肚 du  du  du 

-  做 - - tsu  tu 

ᄼ 心 素 su  su  u 

-  所 - - o  u 

-  初 - - tu  tu 

ㄱ 見 故  ku  ku  ku 

ᅌ 疑 五 u  u  u 

  午 u  u  ()u 

ᅘ 匣 戶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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ㄹ 來 路 lu - lu lu lu 

 

魚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ㅠ-ju - ㅠ-ju ㅠ-ju ㅠ-ju 

ㄴ 泥 女 nju - nju  nju 

ᅔ 清 取 ts‘ju - ts‘ju  t‘ju 
  覷 ts‘ju - ts‘ju  - 

  娶 ts‘ju - -  t‘ju 

ᅏ 從 聚 dzju - dzju   

ᄼ - 須 - - sju  ju 

ᅐ 照 註主拄 tju - tju  tju 

 - 豬煮珠 - - tju  tju 

 - 諸 - - tju  - 

ᅕ 穿 處 t‘ju - t‘ju  t‘ju 
  杵 t‘ju - t‘ju   

ᅑ 牀 除紵住 dju - dju  dju 

  筯柱 dju - dju   

ᄾ 審 鼠 ju - ju  ju 

 - 書 - - ju ju ju 

ᄿ 禪 樹 ju - ju  ju 

  輸 ju - ju  ju 

  戍 ju -   ju 

ㄱ 見 句 kju - kju kju kju 

  舉 kju - kju  kju 

  矩 kju -   kju 

 - 駒拘 - -   kju 

 - 鉅駒 - - kju   

ㅋ 溪 去 k‘ju - k‘ju k‘ju k‘ju 

ㄲ 群 具 gju - gju   

ᅌ 疑 語 ju - ju ju ju 

  漁 ju - ju   

 - 魚 - - ju  ju 

ㅎ 曉 許  xju - xju  xju 

 - 虛 - - xju  xju 

- - 於 - - ju   

ᄋ 喻 雨 ju - ju  ju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與 ju - ju  ju 

- - 于預 - -   ju 

- - 餘 - - ju  ju 

- - 愚盂 - - ju   

ㄹ - 驢 - - lju  lju 

 - 閭 - - lju  lju 

ᅀ 日 如 ju - ju ju ju 

  乳 ju - ju   

 

- 

歌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ㅓ -  ㅓ ㅓ 

ㄷ 端 多 t - t  t 

ㄸ 定 駝馱 d - d  t‘ 

ᅎ 精 左 ts - ts  t 

ㄱ 見 哥箇 k  - k k k 

ㅋ 溪 可 k‘ - k‘ k‘ k‘ 
ᅌ 疑 我鵝餓      

ᅘ 匣 何荷  -    
   ㅝ u -  ㅝ u ㅝ u 

ㄱ 見 過 ku - ku ku ku 

ㅋ 溪 課 k‘u - k‘u k‘u k‘u 
ㅎ 曉 貨火 xu - xu  xu 
   ㅓ ㅏ a  ㅏ a ㅓ 

ㅌ 透 他 t‘ t‘a t‘a t‘a t‘ 
ㄴ 泥 那 n na na na n 
- - 啊 - - a   
   ㅝ u -  ㅏ a ㅝ u 

ㅁ 明 麼 mu - - ma mu 
 

庶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ㅕ j - ㅕ j ㅕ j ㅕ j 

ᄼ 心 寫些 sj - sj sj j 

  卸 sj - s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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ᄽ 邪 謝 zj - zj  j 

  斜 zj - zj  j 

ᅎ 精 姐借 tsj - tsj  tj 

  者 tsj - tsj   

ᅔ 清 且 ts‘j - ts‘j  t‘j 

ᅕ 穿 車 t‘j  t‘j  t‘j 

  扯 - - t‘j  t‘j 

ᄾ 審 賒舍 j - j  j 

  捨 j - j   

ᄿ 禪 社 j - j  j 

  蛇 j - j   

ㄲ 群 茄 gj  gj  gj 

ᄋ 喻 也 j - j j j 

  夜 j - j  j 

  野 j - j   

  爺 - - j  j 

ᅀ 日 惹 j -   j 

   ᆑ juj - ᆑ juj  ᆑ juj 
ㄲ 群 瘸 gjuj - gjuj  gjuj 
ㅎ 曉 靴 xjuj - xjuj  xjuj 
 

-a 

麻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ㅏ a - ㅏ a ㅏ a ㅏ a 

ㅂ 幫 把 pa  pa  pa 

ㅍ 滂 怕 p‘a  p‘a p‘a p‘a 

ㅃ 並 罷 ba  ba  ba 

ㅁ 明 麻馬罵 ma  ma  ma 

ㄷ 端 打 ta - ta ta ta 

ㄴ 泥 拿 - - na  na  

ᅑ 牀 查 da - -  da 

ᅕ 穿 差 t‘a - t‘a  t‘a 

ᄾ 審 洒 a - a  a 

   ㅑ ja - ㅑ ja ㅑ ja ㅑ ja 

ㄱ 見 家 kja - kja kja k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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ᅘ 匣 下 ja - ja ja ja 

   ㅘ oa - ㅘ oa  ㅘ oa 

ㄱ 見 瓜 koa - koa  koa 

ㅋ 溪 誇 k‘oa - k‘oa  k‘oa 

ᅌ 疑 瓦 oa oa oa  oa 

ㅎ 曉 花化  xoa  xoa  xoa 

ᅘ 匣 話畫 oa - oa  oa 

  樺 - - oa  oa 
 

5.4.2 陽聲韻 

(1)雙唇鼻音韻尾 

侵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im   in  in in im 

ㄱ 見 今禁襟 kim kin kin kin kim 

ᅑ 牀 沉 dim din din  dim 

ᄿ 禪 甚  im in in  im 

ᄽ 邪 尋 zim zin zin  im 

ᅙ 影 飲 im in in  im 

ㄹ 來 林 lim lin lin  lim 

   m n n  m 

ᄾ 審 蔘 m n n  m 

 

覃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am  an  an  an  am 

ㅌ 透 貪 t‘am t‘an t‘an  t‘am 

ᄼ 心 三 sam san san san am 

ㄹ 來 藍 lam lan lan  lam 

ㄱ 見 敢 kam kan kan  kam 

ㄸ 定 淡  dam dan dan  dam 

ㄴ 泥 男 nam nan nan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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ᅐ 照 蘸  tam tan   tam 

   jam  jan jan  jam 

ㄱ 見 减監 kjam kjan kjn  kjam 

ᅘ 匣 鹹 jam jan   jm 

 

鹽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飜老朴》 《老諺》 《重老諺》 

   jm jn jn jn jm 

ᅔ 清 簽 ts‘jm ts‘jn ts‘jn ts‘jn t‘jm 

ㄴ 泥 念 njm njn njn  jm 

ㅌ 透 添 t‘jm t‘jn t‘jn  t‘jm 

ㄷ 端 店 tjm tjn tjn  tjm 

ᅀ 日 染 jm jn jn  jm 

ᄋ 喻 塩 jm jn jn  jm 

侵、覃、鹽韻字的左音鼻音韻尾在《翻老》、《老諺》等於《洪譯》正音；《平老》、

《重老》等於俗音。 

 

例外字 

韻 聲 例字 《洪

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翻

老朴》

《老

諺》 

《平

老》 

《朴

新

諺》 

《重

老諺》 

 

侵 

上聲 

禪 甚 im in im 

m 

im 

m 

im 

m 

im 

j 

im 

j 

左音

右音

- - 怎 - - tsm 

tm 

tsm 

tm 

tsm 

tm 

tsm 

tm 

tm 

tm 

左音

右音

在韻書凡例中已經指出韻尾/-m/的演變。《四聲通解》(1517)〈凡例〉：「諸韻 
終聲ㄴᅌㅁ[n,ŋ,m]之呼，初不相混而直以侵、覃、塩合口終聲漢俗皆呼爲ㄴ[n]
，故真與侵、刪與覃、先與塩之音多相混矣。」同書侵寢沁韻目代表字下注：

「中聲ㅡㅣ侵平聲寢上聲沁去聲ㅁ今俗皆呼為ㄴ而間有用ㅁ呼之者亦多，故不著俗音

，如《通攷》也。後仿此。緝入聲ㅂ。」後期司譯院資料凡例則指出/-m/尾例外 

字。《伍倫全備記註釋諺解》(1721)〈凡例〉：「侵、覃、塩三韻，終聲本ㅁ/-

m/音，而俺、甚、怎三字外，皆從ㄴ/-n/聲。」這條說明的是《五倫》右音的情

況，出版年代比《五倫》後期的老朴（即《平老》以後的版本）右音也是同樣 128。 

「甚」、「怎」的左音從《翻老朴》到《重老》皆保持雙唇鼻音韻尾。除了這

                                                 
128 慎鏞權(1994:56)、金基石(2003:189,190)、姜信沆(2003b:589, 712)探討右音/-m/韻尾演變的例外

字「怎」、「甚」(金基石包括《伍倫》的「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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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字以外其他侵、覃、鹽韻字在前期老朴左音收/-n/尾；後期老朴左音則收/-m/

尾。 
 

(2)舌尖鼻音韻尾 

真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in - in in 

ㅂ 幫 稟 pin   pin 

ᄼ 心 信 sin    in 

ᅔ 清 親 ts‘in   ts‘in 

ᅐ 照 真 tin   tin 

ᄾ 審 身 in - sin sin 

ᄿ 禪 晨 in - zin zin 

ㄱ 見 斤 kin -  kin 

ㄲ 群 近勤 gin -  gin 

ᅙ 影 銀 in -  in 
ᅀ 日 人 in - in in 

   n -  n 

ㄱ 見 根跟 kn -  kn 

ㅋ 溪  懇 k‘n   k‘n 

ᅘ 匣 狠 ɣn   ɣn 

   un - un un 

ᅔ 清 村 ts‘un   t‘un 

ㄹ 來 論 lun - lun lun 

ᅙ 影 溫 un   un 

   un n  un 

ᄫ 非 分 fun fn  fun 

ᄝ 微 問 wun wn  wun 

ㄱ 見 滾 - - kun kun 

ㅎ 曉 昏  hun   hun 

   jun -  jun 

ᄽ 邪 巡 zjun   jun 

ᄿ 禪 順純 ʒjun -  jun 

ㄹ 來  輪 ljun   l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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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n an an n 

ㄱ 見 衦干乾 kn kan  kn 
ㅋ 溪 刊看  k‘n k‘an  k‘n 
ㅎ 曉 漢 xn xan  xn 
ᅘ 匣 旱 ɣn ɣan  ɣn 
ᅙ 影 安案 n an an n 

   un n n un 

ㅃ 並 盤 bun bjn  bun 

ㅂ 幫 半伴 pun pn pn pun 

ᅘ 匣 完 ɣun jujn  ɣun 

   un -  un 

ᄼ 心 酸 sun   sun 

ㅁ 明 幔 mun -  mun 

ㄱ 見 官 kun -  kun 

ㅋ 溪 寬 k‘un -  k‘un 

ᅘ 匣 換 ɣun -  ɣun 

 
刪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重老諺》

   jan   jan 

ㄱ 見 間 kjan -  kjan 

ᅘ 匣 閑 ɣjan -  ɣjan 

   an - an an 

ㅁ 幫 板 pan   pan 

ㄷ 端 單担 tan -  tan 

ㄸ 定 但 dan   dan 

ᅐ 照 盞 tan   tan 

ᄾ 審 山 an -  an 

ㅁ 明 慢 man - man man 

   oan - oan oan 

ᄝ 微 晚萬 woan - woan woan 

ㄱ 見 慣 koan -  koan 

ᅘ 匣 還 ɣoan -  ɣ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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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n an an oan 

ᄫ 非 番 foan fan  foan 

ᄬ 奉 飯 voan van van voan 

ㄱ 見 關 koan   koan 

ᅌ 疑 頑 oan oan  oan 

 
先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老

諺》

《重老諺》

   jn - jn jn 

ㅂ 幫 邊匾  pjn -  pjn 

ㅍ 滂 片 p‘jn -  p‘jn 

ㅃ 並 便 bjn   bjn bjn 

ㅁ 明 面免麵 mjn -  mjn 

ㄸ 定 田 djn   t‘jn 

ㅌ 透 天 t‘jn  - t‘jn t‘jn 

ㄴ 泥 年秊 njn -  njn 

ᅎ 精 薦箭 tsjn -  tjn 

ᅏ 從 前賤 dzjn -  djn 

ᅑ 牀 纒 djn -  djn 

ㄱ 見 見 kjn  - kjn kjn 

ㄲ 群 件 gjn -  gjn 

ㅋ 溪 牽 k‘jn -  k‘jn 

ᄋ 喻 諺沿言緣 jn  - jn jn 

ᅘ 匣 縣 ɣjn -  ɣjn 

ㄹ 來 憐連 ljn  - ljn ljn 

ᅀ 日 然 jn -  jn 
   jujn -  jujn 

ᅑ 牀 船 djujn -  jn 

ㄱ 見 絹眷 kjujn -  kjujn 

ᄋ 喻 園 jujn -  jujn 

舌尖鼻音韻尾在老朴系列漢語教科書中沒有變化，皆是-n 收尾。 

(3)舌根鼻音韻尾 

東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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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老

諺》

《重老諺》

   ju u u ju 

ᄬ  逢 - -  vju 

ᅑ 牀 重 dju du  dju 

ᅏ 從 從 dzju dzu dzu dzju 

ᅐ 照 眾中種 tju tu tsu tsju 

ㅈ  終鍾 - -  tju 

ㄱ  弓恭 - -  kju 
ㄲ 群 共 gju   gju 

ㅎ  胷 - -  xju 

ᄋ 喻 用 ju   ju 

ㄹ 來 籠 lju -  lju 

   u - u u 

ᄫ 非 風 fu   fu 

ㄷ  同東懂 - -  du 

ㅌ 透 統桶 t‘u - t‘u t‘u 

ㅌ  通 - -  t‘u 

ㄸ 定 動衕 du -  du 

ㄸ  筒同銅 - -  du 

ᅎ 精 總 tsu -  tu 

ㅊ  葱    t‘u 

ㄱ  工功 - - ku ku 

ᅘ  紅 - -  u 

 
陽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老

諺》 

《重老諺》

   ja - ja ja 

ㅃ  傍 - -  bja 

ㄴ 泥  娘 nja -  nja 

ᅎ 精 將醬漿 tsja -  tja 

ᄼ 心 想相 sja -  sja 
ᅐ 照 張長 tja -  tsja 
ᅕ 穿 昌 t‘ja -  t‘ja 
ᅑ 牀 嘗杖丈 dja -  d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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ᄾ 審 傷 ja   ja 
ᄿ 禪 上 ja - zja ja 

ㅉ  藏 - -  dja 
ㅆ  裳    ja 
ㄱ 見 講 kja -  kja 
ㅎ 曉 香向 xja   xja 

ᄋ 喻 攁陽羊養 ja -  ja 
ㄹ 來 兩涼亮梁 lja -  lja 

  量 - -  lja 

   a - a a 

ㅃ 並 棒傍 ba -  ba 

ㅁ 明 忙 ma -  ma 

ᄫ 非 放倣方坊 fa - fa fa 

ᄬ 奉 房防 va -  va 

ᄝ 微 忘 wa   wa 

ㄷ 端 當 ta -  ta 

ㄸ 定 堂唐 da - da da 

ㅌ 透 儻 t‘a -  t‘a 

ᅐ 照 撞 ta -  ta 

ㅋ 溪 炕 k‘a   k‘a 

   a oa  a 
ᅑ 牀 壯 da doa  ta 
   oa - oa oa 

ㅋ  筐 - -  k‘oa 

ㅎ 曉 荒 xoa -  xoa 

ㅎ  謊 - -  xoa 

ᄋ 喻 王往 oa - oa oa 

 
庚韻 

 聲 例 《洪譯》 
正音 

《洪

譯》

俗音

《老

諺》

《重老諺》

   i - i i 

ㅃ 並  平併 bi -  bi 

ㅁ 明 名明命 mi -  mi 

ㄷ 端 頂 ti -  ti 

ㄸ 定 廷 di - di di 

ㅌ 透 聽 t‘i - t‘i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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ㄴ 泥  寧 ni -  ni 

ᅎ 精 井 tsi -  ti 

ᅏ 從 淨 dzi -  dzi 

ᄼ 心 姓醒 si -  si 

ᅔ 清 清青 ts‘i -  ts‘i 

ᅐ 照 正整 ti -  ti 
ᅕ 穿 稱 t‘i -  t ‘i 

ᅑ 牀 城成 di -  di 

  盛 - -  di 

ᄾ 審 升 i -  si 

ᄿ 禪 繩 i -  i 

ㄱ 見 京荆 ki - ki ki 

ᅘ 匣 行 ɣi -  ɣi 

ㄹ 來 綾領 li -  li 
   i   i 

ㄷ 端 等燈 ti t t ti 

ㄴ 泥 能 ni n  ni 

ㅁ 明 孟 mi m m mi 

ᅏ 從 曾 dzi dz  di 

ᄾ 審 生 i   i 

ㄱ 見 更 ki k  ki 

ㄱ  粳 - -  ki 

   ui -  ui 

ᅘ 匣 橫 ui -  ui 

   jui -  jui 

ㅎ 曉 兄 xjui -  xjui 

舌根韻尾在老朴系統中一致不變。 
 

5.4.3 入聲韻 

從十五世紀《洪武正韻譯訓》開始，到十八世紀末《重刊老乞大諺解》，入

聲字在左音上沒有變化。《洪武正韻譯訓》的注音基於《洪武正韻》的反切，在

漢字下小字注再附加俗音，彌補《洪武正韻》反切與十五世紀當時的語音的差距。
129《洪武正韻譯訓》入聲有-p、-t、-k三類。 

                                                 
129《洪譯》入聲正音(俗音)      第一字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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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正韻譯訓》卷第十四、十五、十六是入聲部分，有屋、質、曷、轄、

屑、藥、陌、緝、合、葉十韻，依入聲韻尾的韓文注音可以歸納/-k、-t、-p/三類，

屋、藥、陌韻是/-k/收尾入聲字；質、曷、轄、屑韻是/-t/收尾入聲字；緝、合、

葉韻是/-p/收尾入聲字。以上所說的是正音，俗音則不同，除了藥韻收-ㅸ韻尾之 

外 130，其他韻尾皆-ᇹ收尾，-ᇹ相當於喉塞音韻尾。 

 

(1)喉塞音韻尾 

老朴入聲字左音表 131 
一屋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ㄸ 定 讀獨 duk duɁ duɁ  

ㅂ 幫 卜 puk puɁ puɁ  

ㅃ 並 幞 buk buɁ buɁ  

ㅁ 明 目木 muk muɁ muɁ muɁ 

ᄫ 非 福 
輻 

fuk fuɁ fuɁ 
fuɁ 

fuɁ 

  腹 fuk fuɁ fuɁ vuɁ 

ᄬ 奉 服 vuk vuɁ vuɁ  

ᅔ 清 促 ts‘uk ts‘uɁ ts‘uɁ  

                                                                                                                                            
一屋  ( )   

二質  （ ） 

三曷  ( )   

四轄  ( ) 

五屑  ( )   

六藥  ( )   

七陌   ( ) 

八緝  ( )   

九合  ( )   

十葉  ( )   

屋，욱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質，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曷，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轄，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屑，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藥，약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陌，믝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緝，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合， 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葉，엽俗音 ，韻內諸字終聲同。 
 
130金基石(1999:15)把藥韻韻尾-ㅸ擬成-u(o)/-w/。李崇寧(1959:149)把字母ㅸ當漢語聲母擬成/f-/，

當藥韻俗音韻尾則擬成/-v/。 
131《翻老朴》例子參考康寔鎮(1985)與遠藤光曉(1990)，《重刊老乞大諺解》的左音注音參考李政

桓(2002)。正文的表的序號數碼與韻目按照《洪武正韻譯訓》的入聲韻目代表字及序號數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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ᄿ 禪 熟 
贖 

ʒuk ʒuɁ ʒjuɁ uɁ 

  屬   ʒjuɁ uɁ 

ㅋ 溪 哭 k‘uk k‘uɁ k‘uɁ  

ᅙ 影 屋 Ɂuk ɁuɁ ɁuɁ  

ᅘ 匣 斛 ɣuk ɣuɁ ɣuɁ  

ㄹ 來 鹿祿綠轆 luk luɁ luɁ luɁ 
  六 luk luɁ luɁ luɁ 
  陸 luk luɁ - luɁ 

ᅀ 日 肉辱 ʐuk ʐuɁ ʐuɁ ʐuɁ 
  褥 ʐuk ʐuɁ ʐuɁ  

       
ᅎ 精 足 tsjuk tsuɁ tsuɁ juɁ 

ᄼ 心 宿 sjuk suɁ suɁ juɁ 

ᅐ 照 竹粥 ʧjuk ʧuɁ ʧuɁ tjuɁ 
  築 ʧjuk ʧuɁ ʧuɁ  

ᅑ 牀 軸 ʤjuk ʤuɁ ʤuɁ djuɁ 
  妯    djuɁ 

ᄿ 審 叔  ʃjuk ʃuɁ ʃuɁ  
  束 ʃjuk ʃuɁ ʃuɁ  

       
ᄽ 邪 俗 zjuk zjuɁ zjuɁ zjuɁ 

ᅐ 照 囑 - - ʧjuɁ tjuɁ 

ᅕ 穿 畜 ʧ‘juk ʧ‘juɁ ʧ‘juɁ  

ㅋ 溪 曲 kʻjuk k‘juɁ k‘juɁ  

ㄲ 群 局 gjuk gjuɁ gjuɁ  

ᅌ 疑 玉 ŋjuk ŋjuɁ ŋjuɁ ŋjuɁ 

ᄋ 喻 峪 - - juɁ  

東韻《洪譯》正音韻尾是舌根音韻尾/-k/；老朴系列教科書皆喉塞音韻尾/-Ɂ/。 

 

二質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ㅂ 幫 必 pit piɁ piɁ piɁ 
  筆 pit piɁ piɁ  

ㅍ 滂 匹 p‘it p‘iɁ p‘iɁ p‘i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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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疋 p‘it p‘iɁ p‘iɁ  

ㅃ 並 弼 bit biɁ biɁ  

ㅁ 明 密蜜 mit miɁ miɁ miɁ 

ᅔ 清 七 ts‘it ts‘iɁ ts‘iɁ ʨ‘iɁ 

ᅏ 從 疾 dzit dziɁ dziɁ  

ᄼ 心 膝 sit siɁ siɁ ɕiɁ 

ᅐ 照 質 ʧit ʧiɁ ʧiɁ  

ᄾ 審 實失 ʃit ʃiɁ ʃiɁ ɕiɁ 

ᅑ 牀 姪 ʤit ʤiɁ ʤiɁ ʥiɁ 

ㄱ 見 吉 kit kiɁ kiɁ kiɁ 

ㅋ 溪 乞 k‘it k‘iɁ k‘iɁ k‘iɁ 

ᅙ 影 一 Ɂit ɁiɁ ɁiɁ ɁiɁ 
  乙 Ɂit ɁiɁ ɁiɁ ɁiɁ 

ㄹ 來 栗 lit liɁ liɁ liɁ 

ᅀ 日 日 ʐit ʐiɁ ʐiɁ ʐiɁ 

       
ㅂ 幫 不 put puɁ puɁ puɁ 

ㅃ 並 餑 - - - buɁ 

ㅁ 明 沒 mut muɁ muɁ muɁ 

ᄬ 奉 佛 vut vuɁ vuɁ  

ᄝ 微 物 wut wuɁ wuɁ wuɁ 

ᅎ 精 卒 tsut tsuɁ tsuɁ  

ㄱ 見 骨 kut kuɁ kuɁ kuɁ 

ㅋ 溪 窟 k‘ut k‘uɁ k‘uɁ  

ᅌ 疑 兀 ŋut ŋuɁ ŋuɁ  

ㅎ 曉 忽 xut xuɁ xuɁ  

       

ᄼ 心 戍 sjut sjuɁ sjuɁ ɕjuɁ 

ᅕ 穿 出 ʧ‘jut ʧ‘juɁ ʧ‘juɁ ʨ‘juɁ 

ㄱ 見 橘 kjut kjuɁ - kjuɁ 
 

三曷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ㄱ 見 割 kət kəɁ kəɁ  

ㅋ 溪 渴 k‘ət k‘əɁ k‘əɁ k‘ə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7

ㅎ 曉 喝 xət xəɁ xəɁ xəɁ 

ᅘ 匣 褐 ɣət ɣəɁ ɣəɁ  

       
ㅌ 透 脫 t‘uət t‘uəɁ t‘uəɁ t‘uəɁ 

ㄸ 定 奪 duət duəɁ duəɁ  

ㅂ 幫 鉢 puət puəɁ puəɁ  

ㅍ 滂 潑 p‘uət p‘uəɁ p‘uəɁ p‘uəɁ 

ㅁ 明 抹 muət muəɁ muəɁ muəɁ 

ㅎ 曉 豁 xuət xuəɁ - xuəɁ 

ᅘ 匣 活 ɣuət ɣuəɁ ɣuəɁ ɣuəɁ 

       

ᅙ 影 斡 Ɂuət ɁuəɁ ɁoaɁ  

       
ㅃ 並 拔 buət buəɁ baɁ baɁ 
 

四轄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ㄸ 定 達 dat daɁ daɁ  

ㅌ 透 闥 t‘at t‘aɁ daɁ  

ㅂ 幫 八 pat paɁ paɁ paɁ 

ᄼ 心 撒 sat saɁ saɁ  

ᅕ 穿 剎 ʧ‘at ʧ‘aɁ ʧ‘aɁ  

ᄾ 審 殺 ʃat ʃaɁ ʃaɁ ʃaɁ 

ㄹ 來 剌 lat laɁ laɁ  

       
ᄫ 非 發 foat faɁ faɁ foaɁ 

ᄬ 奉 伐 voat vaɁ vaɁ  
  罰 voat vaɁ - voaɁ 

ᄝ 微 襪 - - waɁ  

       
ㅎ 曉 瞎 xjat xjaɁ xjaɁ xjaɁ 

       
ㄱ 見 刮 koat koaɁ koaɁ  

ᄾ 審 刷 ʃoat ʃoaɁ ʃoaɁ ʃoaɁ 

ᅙ 影 挖 - - - Ɂoa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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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屑
132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ㅌ 透 鐵 t‘jət t‘jəɁ t‘jəɁ t‘jəɁ 

ㄸ 定 跌 djət djəɁ djəɁ  

ㄴ 泥 捏 - - njəɁ  

ㅂ 幫 鼈 pjət pjəɁ pjəɁ  
  別 pjət pjəɁ  pjəɁ 

ㅍ 滂 撇 p‘jət p‘jəɁ p‘jəɁ  

ㅃ 並 別 bjət bjəɁ bjəɁ bjəɁ 

ㅁ 明 滅 mjət mjəɁ mjəɁ  

ᅎ 精 節 tsjət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ᅔ 清 切 ts‘jət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ᄼ 心 屑 sjət ʃjəɁ sjəɁ  

ᅐ 照 折 ʧjət ʧjəɁ ʧjəɁ ʨjəɁ 

ᅕ 穿 撤 ʧ‘jət ʧ‘jəɁ ʧ‘jəɁ  

ᄿ 禪 舌 ʒjət ʒjəɁ ʒjəɁ ɕjəɁ 

ㄱ 見 結 kjət kjəɁ kjəɁ kjəɁ 

ㅋ 溪 挈 k‘jət k‘jəɁ  k‘jəɁ 

ㅎ 曉 歇 xjət xjəɁ xjəɁ xjəɁ 

ㄹ 來 烈 ljət ljəɁ ljəɁ  

ᅀ 日 熱 ʐjət ʐjəɁ ʐjəɁ ʐjəɁ 

       
ᄽ 從 絕 dzjujət dzjujəɁ dzjujəɁ  

ᄼ 心 雪 sjujət sjujəɁ sjujəɁ ɕjujəɁ 

ᅐ 照 拙 ʧjujət ʧjujəɁ ʧjujəɁ  

ㄱ 見 蹷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蹶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kjujəɁ 

ㅋ 溪 缺 k‘jujət k‘jujəɁ k‘jujəɁ k‘jujəɁ 

ㄲ 群 掘 gjujət gjujəɁ gjujəɁ  

ᅌ 疑 月 ŋjujət ŋjujəɁ ŋjujəɁ ŋjujəɁ 
  越 ŋjujət ŋjujəɁ ŋjujəɁ ŋjujəɁ 

ᄾ 審 說 ʃjujət ʃjujəɁ ʃjujəɁ ɕjujəɁ 

ㄹ 來 劣 ljujət ljujəɁ ljujəɁ ljujəɁ 

                                                 
132 六藥看 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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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陌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ㄷ 端 的 tik tiɁ tiɁ tiɁ 

ㅌ 透 踢 - - t‘iɁ  

ㄸ 定 笛 dik diɁ diɁ  

  糴   diɁ diɁ 

ㅂ 幫 碧 pik piɁ piɁ piɁ 

ㅁ 明 覓 mik miɁ miɁ miɁ 

ᅎ 精 積 tsik tsiɁ tsiɁ  

  脊   tsiɁ ʨiɁ 

ᅔ 清 戚 ts‘ik ts‘iɁ ts‘iɁ ʨ‘iɁ 

ᄼ 心 惜 sik siɁ siɁ ɕiɁ 
  息 sik siɁ siɁ ɕiɁ 
  媳 - - siɁ ɕiɁ 

ᄽ 邪 席 zik ziɁ ziɁ ʑiɁ 

ᅐ 照 隻 ʧik ʧiɁ ʧiɁ  

  織 ʧik ʧiɁ ʧiɁ ʨiɁ 

ᅕ 穿 尺 ʧ‘ik ʧ‘iɁ ʧ‘iɁ ʨ‘iɁ 
  赤   ʧ‘iɁ ʨ‘iɁ 

ᅑ 牀 直 ʤik ʤiɁ ʤiɁ ʥiɁ 
  值 - - ʤi ʥiɁ 

ᄾ 審 識飾 ʃik ʃiɁ ʃiɁ ɕiɁ 

ᄿ 禪 石 ʒik ʒiɁ ʒiɁ ʑiɁ 
  射   ʒiɁ ʑiɁ 
  食 ʒik ʒiɁ ʒiɁ ʑiɁ 

ㅋ 溪 契   k‘i k‘iɁ 

ㄲ 群 極 gik kiɁ kiɁ giɁ 

ᄋ 喻 易 ik iɁ iɁ  

ㄹ 來 力 lik liɁ liɁ liɁ 
  歷   liɁ liɁ 

       
ㅂ 幫 北 pɨik pɨiɁ pɨiɁ pɨi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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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百   pɨiɁ pɨiɁ 

ㅍ 滂 珀 133 p‘ɨik p‘ɨiɁ -  

ㅃ 並 白 bɨik bɨiɁ bɨiɁ bɨiɁ 
  蔔 bɨik bɨiɁ bɨiɁ bɨiɁ 

ㅁ 明 墨 mɨik mɨiɁ mɨiɁ  

ㄷ 端 得德 tɨik tɨiɁ tɨiɁ tɨiɁ 

ㅌ 透 忒 t‘ɨik t‘ɨiɁ t‘ɨiɁ t‘ɨiɁ 

ㄸ 定 特 dɨik dɨiɁ dɨiɁ  

ᅎ 精 則 tsɨik tsɨiɁ tsɨiɁ  

ᅏ 從 賊 dzɨik dzɨiɁ dzɨiɁ ʥɨiɁ 

ᅐ 照 摘 ʧɨik ʧɨiɁ ʧɨiɁ ʨɨiɁ 
  窄 ʧɨik ʧɨiɁ ʧɨiɁ ʨɁ 
ᅑ 牀 宅 ʤɨik ʤɨiɁ ʤɨiɁ  

ᄾ 審 色 ʃɨik ʃɨiɁ ʃɨiɁ ɨiɁ 
  索 ʃɨik ʃɨiɁ ʃɨiɁ ɨiɁ 
  瀒 - - ʃɨiɁ  

ㄱ 見 隔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格   - kɨiɁ 

ㅋ 溪 克 k‘ɨik k‘ɨiɁ k‘ɨiɁ  

  客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剋 k‘ɨik k‘ɨiɁ k‘ɨiɁ k‘ɨiɁ 
  刻 k‘ɨik k‘ɨiɁ - k‘ɨiɁ 
  尅 - - k‘ɨiɁ  

ㅎ 曉 黑 xɨik xɨiɁ xɨiɁ xɨiɁ 

ᅘ 匣 核 ɣɨik ɣɨiɁ ɣɨiɁ ɣɨiɁ 

ㄹ 來 肋 lɨik lɨiɁ lɨiɁ lɨiɁ 

       
ㅁ 明 脉 mɨik maiɁ maiɁ mɨiɁ 

       
ㄱ 見 國 kuik kuiɁ kuiɁ kuəɁ 

ᅘ 匣 或惑 ɣuik ɣuiɁ ɣuiɁ ɣuəɁ 
 

八緝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133 平老下 61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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ᅏ 從 集 dzip dziɁ dziɁ ʥiɁ 

ᄽ 邪 襲 zip ziɁ ziɁ  

  習 zip ziɁ ziɁ ʑiɁ 

ᅐ 照 執 ʧip ʧiɁ ʧiɁ ʨiɁ 

ᄿ 禪 十拾 ʒip ʒiɁ ʒiɁ ʑiɁ 
  什 ʒip ʒiɁ ʒiɁ  
  濕 ʒip ʒiɁ ʒiɁ ɕiɁ 

ㄱ 見 急 kip kiɁ kiɁ kiɁ 
  給 kip kiɁ - kiɁ 

ㅋ 群 及 gip giɁ giɁ giɁ 

ᅙ 影 揖 Ɂip ɁiɁ ɁiɁ ɁiɁ 

ㅎ 曉 吸 xip xiɁ xiɁ xiɁ 

ㄹ 來 立 lip liɁ liɁ liɁ 
  笠 lip liɁ liɁ  

       
ᅀ 日 入 134 ʐip ʐjuɁ ʐjuɁ ʐiɁ 
 

九合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ㄷ 端 答 tap taɁ taɁ  

  搭 - - taɁ taɁ 

ㅌ 透 塌 t‘ap t‘aɁ t‘aɁ t‘aɁ 
  塔 t‘ap t‘aɁ t‘aɁ  
  搭 t‘ap t‘aɁ t‘aɁ  

ㄴ 泥 納 nap naɁ naɁ niɁ 
  衲 - - naɁ  

ᄫ 非 法 fap faɁ faɁ faɁ 

ᄬ 奉 乏 vap vaɁ vaɁ  

ᅏ 從 雜 dzap dzaɁ dzaɁ ʥaɁ 

ᄼ 心 鈒 - - saɁ  

ᅐ 照 劄 ʧap ʧaɁ ʧaɁ  

ᅕ 穿 插 ʧ‘ap ʧ‘aɁ ʧ‘aɁ  

ᅑ 牀 煠 - - ʤaɁ  

ᄾ 審 霎 ʃap ʃaɁ ʃaɁ  

                                                 
134 朴新 ʐi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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ㄹ 來 臘蠟鑞 lap laɁ laɁ laɁ 
  拉 lap laɁ - laɁ 

       
ㄱ 見 合 kap kaɁ kəɁ  

ㅋ 溪 磕 k‘ap k‘aɁ k‘əɁ  

       
ㄱ 見 鴿 kap kəɁ kəɁ  

ᅘ 匣 盒 ɣap ɣəɁ ɣəɁ ɣəɁ 
  合 ɣap ɣəɁ ɣəɁ ɣaɁ 

       
ㄱ 見 甲 kjap kjaɁ kjaɁ kjaɁ 
  夾 kjap kjaɁ kjaɁ - 

ㅋ 溪 恰 k‘jap k‘jaɁ k‘jaɁ k‘jaɁ 

ᅙ 影 押鴨 Ɂjap ɁjaɁ ɁjaɁ ɁjaɁ 
  壓 Ɂjap ɁjaɁ ɁjaɁ - 

ᅘ 匣 匣 ɣjap ɣjaɁ ɣjaɁ ɣjaɁ 
 

十葉  ( )   
 聲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重老諺》

       
ㄷ 端 楪 tjəp tjəɁ tjəɁ  
  褶 tjəp tjəɁ ʧjəɁ  

ㅌ 透 帖 t‘jəp t‘jəɁ t‘jəɁ t‘jəɁ 
  貼 t‘jəp t‘jəɁ t‘jəɁ  

ㄴ 泥 鑷 njəp njəɁ njəɁ  

ᅎ 精 接 tsjəp tsjəɁ tsjəɁ ʨjəɁ 

ᅐ 照 摺 ʧjəp ʧjəɁ ʧjəɁ ʨjəɁ 

ᄾ 審 涉 ʃjəp ʃjəɁ ʃjəɁ  

ㄱ 見 劫頰 kjəp kjəɁ kjəɁ  

ᄋ 喻 葉 jəp jəɁ jəɁ jəɁ 

 
《洪武正韻譯訓》不收錄字 

例字 《翻老朴》 《重老諺》 

閘 taɁ ʥjaɁ 
肐 kɨɁ kɨ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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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f 韻尾 

六藥  ( )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翻老朴》 《老諺》 《重老諺》 

        
ㅂ 幫 博 pak paf paf paf - 
  駁 pak paf - paf - 
  膊 pak paf - - paf135 

ㅍ 滂 朴 p‘ak p‘af p‘af p‘af - 

  樸 p‘ak p‘af paf136 paf137 - 

  膊 p‘ak p‘af   p‘af 

ㅃ 並 薄 bak baf baf baf baf 

ㅁ 明 莫 mak maf maf maf maf 

ㅌ 透 托 - -   t‘af 

ᅎ 精 作 tsak tsaf tsaf tsaf ʨaf 

ᅔ 清 錯 ts‘ak ts‘af ts‘af ts‘af ʨ‘af 

ᅏ 從 昨 dzak dzaf dzaf - ʥaf 

ᄼ 心 索 sak saf saf - ɕaf 

ㄱ 見 各閣 kak kaf kaf kaf kaf 

ᅙ 影 惡 Ɂak Ɂaf Ɂaf Ɂaf Ɂaf 

ᅘ 匣 學 ɣak ɣaf ɣjaf ɣjaf ɣjaf 
  鶴 ɣak ɣaf ɣaf ɣaf - 

ᄋ 喻 藥樂 jak jaf jaf jaf jaf 

ㄹ 來 絡 lak laf laf laf - 

  落樂 lak laf laf laf laf 

  烙 lak laf - - laf 

        
ㅍ 滂 樸 p‘jak p‘jaf   p‘jaf 

ᅎ 精 雀 tsjak tsjaf138 ts‘jaf ts‘jaf - 

ᅔ 清 鵲 ts‘jak ts‘jaf ts‘jaf ts‘jaf ts‘jaf 

ᅏ 從 嚼 dzjak dzjaf dzjaf dzjaf ʥjaf 

ᅑ 牀 着 ʤjak ʤjaf ʤjaf ʤjaf ʥjaf 

                                                 
135 CB8b8、CB37b7 用舒聲韻尾ᇢ。 
136 「樸」又音 F1.puɁ F2:po。 
137 LB29b2:L1paw Lpo。 
138 《洪譯》卷十四入聲六藥韻精母 tsjak 有「爵雀爝燋」四個字，其中「燋」下注云：「俗音 ts‘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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ㄱ 見 腳脚角 kjak kjaf kjaf kjaf kjaf 

ㅋ 溪 却 k‘jak k‘əɁ k‘əɁ - kjaf 

ᅙ 影 約 Ɂjak Ɂjaf Ɂjaf Ɂjaf Ɂjaf 

ㄹ 來 略 ljak ljaf  - ljaf139 

ᅀ 日 若 ʐjak ʐjaf ʐjaf ʐjaf ʐjaf 

        
ᅐ 照 捉卓 ʧoak ʧoaf ʧoaf tsoaf ʨoaf 
  涿 ʧoak ʧoaf ʧoaf tsoaf - 

康寔鎮(1985:196)認為「《老朴》的『左音』，由《通攷》的『俗音』而來，《通攷》

的『俗音』與《洪譯》的『俗音』一致，這兩種『俗音』皆由《洪譯》的『正音』

演變而來。」 

 

《洪武正韻譯訓》 老乞大諺解 入聲韻 

正音 俗音 左音 右音 

藥 ㅸ f ㅸ f 

屋陌 

ㄱ k 

質曷轄屑 ㄷ t 

緝合葉 ㅂ p 

ᇹ  ᇹ  

無 

[表]入聲韻尾 140 

 

《老乞大諺解》的入聲字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相同。《洪武正韻》

有十個入聲韻，《洪譯》正音注音有/-p、-t、-k/三類，俗音注音有《洪武正韻》

第一到第六是/-k/入聲尾，除了藥韻的俗音韻尾注ㅸ/-f/之外，其他入聲字的俗音

通通是ᇹ/-/。以上比較老諺左音入聲字跟《洪譯》正俗兩種注音，《老諺》左音

都跟《洪譯》俗音相同。 

《四聲通攷》俗音已經消失了入聲/-p、-t、-k/三類的分別，到《四聲通解》

連正音也不加入聲韻尾。《四聲通攷》凡例：「今俗音雖不用終聲，而不至如平 

上去之緩弛，故俗音終聲，於諸韻，用喉音全清ᇹ」說，現在的通用音雖然不

用入聲韻尾，可是入聲字還是與其他 shu 聲不同，所以入聲俗音加韻尾-。《四

聲通解》凡例：「今俗所呼，穀與骨；質與職，同音而無ㄹ/l/、ㄱ/k/之辨也，

                                                 
139 CB34a2:韻尾用ᇢ。 
140 《洪武正韻譯訓》與《四聲通解》的入聲韻尾可以參考金基石(2003:39) 「《譯訓》與《通解》

入聲韻尾注音比較」： 
《譯訓》韻尾 《通解》韻尾 

正音 俗音 正音 俗音 
ㅂ[p] 

ㄷ[t] 

ㄱ[k] 

ᇹ[] 

ᇹ[] 

ᇹ[] 

(藥韻ㅸ[u]/[o]) 

x(ㅂ)

x(ㄷ)

x(ㄱ)

ᇹ[] 

ᇹ[] 

ᇹ[] 

(藥韻ㅸ[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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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撰《通解》亦不加終聲，《通攷》於諸韻入聲則皆加影母為字」說，《四

聲通解》今俗音不分/-k/韻尾(穀)與/-t/韻尾(骨)、/-t/韻尾(質)與/-k/韻尾(職)，因此

不用入聲韻尾。《四聲通解》與《四聲通攷》的差異是，《四聲通攷》入聲字也

不分/-p、-t、-k/，但還要加入聲韻尾/-/(影母字)。 
 

《洪武正韻譯訓》 《洪武正韻譯訓》 《重老諺》例字 

正音 正音  平上去 

俗音 

入

俗音 

左音等於俗音 

     u  

ju 

 uk  juk 1 東董送 

       u 

屋 

 u  ju 

宿 轆 六 竹 熟 肉 

ㅣㅡ     i   

 
      

2 支紙寘 

 （ㅢ）    

iz  z （i）

  

ㅖ       ji 3 齊薺霽 

ㅣ       i 

  

ㅠ       ju 4 魚語御 

 

  

ㅜ       u 5 模姥幕 

 

  

ㅐㅙㅒ   ai  

oai  iai 

6 皆解泰 

 

  

ㅟ       ui 7 灰賄隊 

（ㅢ   i）
  

 in 

jun un n 

 it ut jut8 真軫震 

            

n 

2

質 

 i u 

ju 

實 七 必 匹 一 物 沒 

不 日 

     n  

un 

   t ut 9 寒旱翰 

     an  

n 

3

曷 

     u

闊 拨 

   an  

jan  oan 

 at jat 

oat 

10 刪產諫 

 

4

轄 

 a ja 

oa 

摋 八 殺 刷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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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  

jujn 

  jt jut  11 先銑霰 

 

5

屑 

  j ju 

別 越 月 熱 說 折 歇 

切 

      jw 12 蕭篠嘯 

      jaw 

  

    aw   

jaw 

13 爻巧效 

 

  

ㅓㅝ        

u 

14 歌哿箇 

ㅏ       a 

  

ㅏㅑㅘ   a   

ja  ua 

15 麻馬禡 

 

  

ㅕ       j 16 庶者蔗 

 

  

   ja  

a  oa 

 ak  jak 

oak 

17 陽養漾 

 

6

藥 

   af  jaf 

約 作 昨 着 若 略 却 

各 落 路 膊 莫 學  

捉 卓 

 i 

i ui jui 

 ik ik 

uik juik 

18 庚梗敬 

 i u 

7

陌 

  i 

i ai ui jui 

百 黑 客 刻 格 國 色 

息 席 脊 識 尺 石 食 

直 壁 的 喫 得 忒 肋 

北 或 

     iw  

w 

19 尤有宥 

 

  

     im  

m 

    ip 20 侵寢沁 

 

8

緝 

    i 

習 十 給 

     am  

jam 

  ap  jap 21 覃感勘 

     an   

jan 

9

合 

  a  ja 

合 拉 塌 恰 押 

       jm     jp 22 鹽琰豔 

       jn 

10

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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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的左音修訂字：韻母 

  研究後期老乞大朴通事的左音，必須先了解前期與後期的左音不同，前期的

左音是以《洪武正韻譯訓》俗音為主，後期的左音是以《洪武正韻譯訓》正音為

主。在幾個老乞大朴通事諺解版本之中，從《（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開

始左音以《洪譯》正音為主。因此，探討後期老朴左音的正音性質，《（平安監營

重刊）老乞大諺解》是五種諺解版本中的關鍵版本。 

  為了探討《（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左音為什麼修改，還有為了探討

該修改的依據是什麼，我們先比較《（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與《老乞大

諺解》的左音，抽出兩本之間不同的注音字，然後把兩本書的不同注音字再分類，

通過分類的方式，考察《平老》左音修訂的方向與目的。比較的結果是，兩個版

本總共 387 個字不同（重複出現的字只算一次），其中在《洪武正韻譯訓》中找

不到注音的字有 55 字。其餘 332 字的《平老》注音與《洪譯》注音可以分為三

類。以下分類的標準是《平老》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的正俗音。第一類、《平

老》左音相當於《洪武正韻譯訓》正音；第二類、《平老》左音相當於《洪武正

韻譯訓》俗音；第三類、《平老》左音不是《洪武正韻譯訓》的注音。 

以下總共 332 個例字，最多的是第一類。如果只在數量上講的話，大部分《平

老》左音修訂字的修訂目的，是為了使老乞大的左音符合《洪武正韻譯訓》的正

音。對第二類與第三類的修訂方向，下文再討論。 

5.5.1《平老》相當於《洪譯》正音 

比較《老乞大諺解》與《（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的左音的結果，發

現大多《平老》左音修改字與《洪譯》正音相同。以下表格按照《洪譯》韻目，

將平、上、去三聲合併，入聲則獨立分出表格。這是因為與其他三聲韻與入聲的

韻尾不同，所以我們要分開講入聲與平、上、去聲 141。第一類有平、上、去聲的

陰聲韻字與陽聲韻字，陰聲韻「支齊皆灰蕭爻歌」、陽聲韻「東真寒刪先陽庚侵

覃鹽」，共十七韻。陰聲韻沒有與之相配的入聲韻，陽聲韻則有，第一類沒有入

聲字，以下每韻做表格列出例字： 
 [1-1 東]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141 這裡所說的入聲，其重點在於帶塞音韻尾的入聲韻的概念，重點並不在於入聲聲調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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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142縱 tsju tsu tsu tsju 
從 dzju dzu dzu dzju 
中種 tju tu tu tju 
重 dju du du dju 
恐 k‘ju k‘u k‘u k‘ju 
共 gju gu gu gju 
龍 143 lju - lo   lju 
以上例子表示，《老乞大諺解》的-u與-o韻中照系字和舌根音字 144在《（平安監

營重刊）老乞大諺解》修改為-ju，這些《平老》修改字相當於《洪武正韻譯訓》

正音，這些字在《老諺》原本按照俗音。換言之，《平老》把這些俗音字修改為

《洪譯》正音。 

 音節結構上《老諺》與《平老》兩本左音的差異是介音[j]。《平老》有介音

[j]，《老諺》沒有介音。 

 
 
[1-2 支]  

                                                 
142 「眾」《洪譯》去聲送韻照母[tju]，俗音[tu]。 
143 平老下 34b8 
144 關於東韻-j-介音，張曉曼(2005：62)提到照系與日母字聲母的字，但本文例子除此之外還包括

兩個舌根音聲母字「恐、共」與來母字「龍」。以下參考張曉曼(2005：62)： 

 “東董送屋＂韻裡“照系＂音及“日母＂字的 i 介音在《四聲通考》時代已經消失。這

在《四聲通解》中可以觀察到。《四聲通解》雖是根據《洪武正韻》之讀音系統注音，i
介音是存在的，但作者更注重當時的實際讀音，在下邊分別注明俗音和今俗音，根據《四

聲通解》的凡例，“俗音＂是 1454 年申叔舟記下的時音，“今俗音＂是 1517 年崔世珍

記下的時音，正音是 iu，俗音是 u；正音是 iuk，俗音是 u 或 u。例如： 

 照系   

照ᅐ 中鐘種腫眾終忠衷踵冢螽忪湩 俗音  [tju / tu] 

 竹筑祝屬矚燭竺粥  俗音  [tju / tu] 

穿ᅕ 充銃忡茺憧冲寵   俗音    [t‘ju / t‘u] 

 柷觸畜矗蓄 俗音  [t‘ju / t‘u] 

床ᅑ 盅燭種重仲 俗音  [dju / du] 

 逐軸妯舳躅柚 俗音 ，蒙韻 [dju / du / du / tu]

審ᄾ 舂蠢 俗音與蒙韻并 ， 

今俗音  

[ju / u / t‘u] 

 叔菽倏束淑 俗音  [ju/u] 

 日母   

日ᅀ 戎绒茸慵鱅冗    俗音  [ju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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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痞 p‘i - p‘i p‘i 
被鞴 bi - bi bi 
除了齒音的支韻字，在《平老》左音按照《洪武正韻譯訓》正音修改。支韻齒音

聲母字請參考後面的第三類。145 
 
[1-3 齊]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米 mji mi mi mji 
底嚏 tji ti ti     tji 
剃 146 t‘ji t‘i t‘i t‘ji 
地弟第提題 147   dji di di dji 
你 nji ni ni nji 
裏麗離理里利李例荔 lji li li lji 
濟 tsji tsi tsi tsji 
砌 ts‘ji ts‘i ts‘i ts‘ji 
細洗 148 sji si si sji 
己紀既幾記計擊 149季 150 kji ki ki kji 
起器契氣   k‘ji k‘i k‘i k‘ji 
齊韻字原本在《老諺》相同於《洪武正韻譯訓》俗音，《平老》把這些字修改成

《洪譯》正音。 
 
[1-4 皆]  

                                                 
145《四聲通攷》〈凡例〉(1455)第七條： 
 

大 抵 ， 本 國 之 音 ， 輕 而 淺 ； 中 國 之 音 ， 重 而 深 。

今《訓民正音》出於本國之音，若用於漢音，則必變而通之，乃得無礙，如中聲ㅏ

ㅑㅓㅕ，張口之字，則初聲所發之口不變；ㅗㅛㅜㅠ，縮口之字，則初聲所發之舌

不變，故中聲為ㅏ之字，則讀如ㅏ、之間，為ㅑ之字，則讀如ㅑ、之間……ㅡ則ㅡ
、之間，ㅣ則ㅣㅡ之間。然後，庶合中國之音矣。今中聲變者，逐韻同中聲，首字之

下，論釋之。 

 

漢語語音與韓國話不同，如果以韓文字母來要注漢語語音話，因為韓文字母反映韓國語音，韓文

字 母 的 音 值 必 須 先 調 整 才 可 以 跟 漢 語 語 音 相 同 。

例如漢語注音ㅣ與韓語ㅣ的音值稍微不同。漢語注音ㅣ的發音得ㅣㅡ之間。 
146 平老下 62a8 
147 平老下 63a10 
148 平老下 48a8 
149 平老下 46a6、7、8 
150 平老下 46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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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大 151待 dai    - da dai 
解疥芥  kjai kji kji kjai 
械   jai - ji jai 
亥 152 ai - i ai 
韻母-ji 可以分析介音-j-、主要元音--、韻尾-i。 
 
[1-5 灰]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每妹 mui mi mi mui 
背 pui pi pi pui 
饋 153 gui - ki gui 
癸 154 kui - kuj kui 
 
[1-6 真]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本 pun pn pn pun 
噴 p‘un p‘n p‘n p‘un 
粉分 1

155
 fun pn fn fun 

分 2 vun vn vn vun 
文問 wun wn wn wun 

                                                 
151 把「大」字的韻母唸-ai 的現代方言有武漢、長沙、南昌、梅縣、廣州、陽江、廈門、潮州、

福州，其中長沙、南昌、廈門、潮州、福州在文白兩讀之間有韻母的差異，長沙是白讀唸-ai，

南昌、廈門、潮州、福州是文讀唸-ai。武漢有[ta 去聲 35]、 [tai 去聲 35]兩讀。長沙有文讀[ta

陽去 45]、白讀[tai 陰去 21]、[to 陽去 21]。南昌有文讀[t‘ai 陽去 21]、白讀[t‘o 陽去 21]。梅縣讀

[t‘ai 去聲 52]。廣州讀[tai 陽去 22]。陽江讀[tai 陽去 54]。廈門有文讀[tai 陽去 33]、白讀[tua 陽去

33]、[ta 陰平 55]。潮州有文讀[tai 陽上 35]、白讀[tua 陽去 11]、[ta 陰平 33]。福州有文讀[tai 陽

去 242]、白讀[tuai 陽去 242]。 
152 老諺下 65a1；平老下 64b10 
153 平老上 58a10，平老下 55a3 
154 老諺下 64b8；平老下 64b7 
155 「分」有三個不同發音，《洪譯》平聲真韻非母[fun]：「賦也，施也，與也，亦作匪。又別也，

判也，裂也。……又軫震二韻」；上聲軫韻非母[fun]：「音粉……又真震韻」；去聲震韻奉母[vun]：

「名分也，分劑也……又真軫韻」。因為表上沒有聲調的區分，分１相當於平聲、上聲[fun]，分２

相當於去聲[v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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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156 bin - bn bin 
困 157 k‘un - k‘u k‘un 
 
[1-7 寒]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半般絆 pun pn pn pun 
伴盤   bun bn bn bun 
瞞蔓滿 158 mun mn mn mun 
稈乾干竿 159 kn kan kan    kn 
看 k‘n k‘an k‘an k‘n 
安案鞍按 n an an n 
漢 xn xan xan xn 
旱韓 160   n an an n 
完丸 un jujn jujn un 
寬 161 k‘un - k‘u k‘un 
韻母-un 可以分析成介音-u-，主要元音，韻尾-n。 
 
[1-8 刪]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間艱姦 kjan kjn kjn kjan 
閑限   jan - jn jan 
番 foan fan fan foan 
飯繁 voan van van voan 

《洪譯》正音-oan162，俗音與《老諺》-an，《平老》重新回到《洪譯》正音-oan。 
 
[1-9 蕭]  

                                                 
156 平老下 64a7，《洪譯》平聲真韻並母[bin]。 
157 平老下 42a5 
158 平老下 65a1 
159 平老下 62b3 
160 平老下 63a7 
161 平老下 56a8 
162 姜信沆(2003a：455)關於《四聲通解》正俗音之間的合口變開口的現象說：「《四聲通解》刪

轄韻入聲字正俗音之差異，如：  S1       S2 
髪  fua ○1 fa 

伐  vua ○2 va 

○1 ○2 的正音是規範性的合口音，但是在實際發音上他們是開口音。」《四聲通解》正俗音就是《洪

武正韻譯訓》的正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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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瓢 bjw bjaw bjaw bjw 
貂 163 tjw tjaw tjaw tjw 
糶 t‘jw t‘jaw t‘jaw t‘jw 
條調苕   djw djaw djaw djw 
了遼料聊 ljw ljaw ljaw ljw 
消小 sjw sjaw sjaw sjw 
朝照 tjw tjaw tjaw tjw 
燒 164少 jw jaw jaw jw 
趙 djw djaw djaw djw 
笑 165 sjw sjaw jaw sjw 
擾 jw   jaw jaw jw 
繳叫矯 kjw kjaw kjaw kjw 
橋 gjw gjaw gjaw gjw 
要 166腰 167 jw jaw jaw jw 
搖 jw jaw jaw jw 
   
[1-10 爻]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噪 168 saw - jaw saw 
毛帽 169 maw - maf maw 
教 170交 171 kjaw - kjaf kjaw 
 
[1-11 歌]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麼 mu - ma mu 
他 t‘   t‘a t‘a t‘ 
那 n na na n 
                                                 
163 平老下 46b8。「貂」(老諺下 47a10)左音的元音少了一點，/-ja/變為/-a/了，這是刻字上的錯誤。 
164 平老下 60b 
165 平老下 39b3「笑」的聲母、韻母不同，本文分別處理聲母的差異和韻母的差異。 
166 平老上 39b8，平老上 40a1。「要」有喉塞音聲母與零聲母的兩種注音。 
167 平老下 46a6，46b7 
168 平老下 2a2：老諺的左音[jaw]可能是錯字。洪譯去聲效韻心母[saw]。 
169 平老下 47a3、7、9 
170 平老下 49a1，《洪譯》上聲爻韻見母[kjaw]、去聲效韻見母[kjaw]。 
171 平老下 64a10，《洪譯》上聲爻韻見母[k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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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a a  
《老諺》「麼」是類推的結果，《洪譯》「麼」沒有俗音 172。《平老》左音是《洪

譯》正音。 
 
[1-12 陽 173]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裝壮 ta toa toa ta  
雙 174 a oa soa a 
望 wa - woa wa 
將 175 tsja，tsa - tsa tsja 
惶 oa - a oa 
韻母-oa可以分析成介音-o-、主要元音-a-、韻尾-。 

 
[1-13 庚]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棚朋 176 bi b b bi 
孟 mi m m mi 
等燈 ti t t ti 
能 ni n n ni 
冷 li l l li 

                                                 
172《洪譯》「麼」眉波切，歌韻與哿韻第一個字下注：「韻內諸字中聲若直讀以若直讀以ㅓ則

不合於時音，特以口不變，如ㅓ、ㅡ之間，故其聲近於ㅗ，ㅝ之字亦同。」 
173 

陽、庚韻變化的例外，有些字的韻尾[-]前後期的音值沒變卻有諺文標記的變化，從《老諺》ᇰ

到《平老》ᆼ，例如： 

例字 《洪譯》正音 《洪譯》俗音 《老諺》 《平老》

上 a - aᇰ aᆼ 

兩 lja - ljaᇰ ljaᆼ 

行 i - iᇰ iᆼ 

兵 pi - piᇰ piᆼ 

裳 da a aᇰ aᆼ 

韓文創造初期，ᇰ與ᆼ有區別，ᇰ相當於舌根鼻音聲母、韻尾[]；ᆼ相當於零聲母。但後來韓

語慢慢失落舌根鼻音聲母[-]，跟著聲母的變化韻尾的標記也有了變化，ᆼ在聲母位置表示原來

的零聲母；ᆼ在韻尾的位置表示舌根鼻音韻尾[-]。漢語諺文注音中也出現這種變化。 
174 《老諺》的聲母標記不清楚，齒頭音還是正齒音難以區別。 
175 老諺下 64a2；平老下 64a1，老諺右音的元音也是/a/。《洪譯》有/a/與/ja/的兩種讀法。 
176 平老下 41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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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dzi dz dz dzi 
爭 ti t t ti 
生 i   i 
更 ki k，ki ki ki 
肯 k‘i k‘n k‘n k‘i 
營 177 jui i，ju i jui 
橫 ui u u ui 
兄 178 xjui - xju xjui 
定 di - da di179 
「肯」在廣韻中是曾攝一等字苦等切，但今國語讀舌尖鼻音-n，閩南話則讀為舌

根鼻音-。180  

                                                 
177 平老下 43b10 
178 「兄」《洪譯》平聲庚韻曉母：「又東韻」。 
179 平老下 59a5，《老諺》左右音的元音是/a/，除了(老諺下 59a6)以外其他地方的「定」字元音都

是/i/。 
180 「肯」在《洪譯》上聲梗韻溪母字有 k‘i、k‘i、k‘jui三種注音。其中 k‘i有俗音 k‘n；k‘i
沒有俗音；k‘jui有俗音 k‘i，只有 k‘i的俗音韻尾不同。「肯」字的老朴各版本的左右音如下： 

《洪譯》 

正音 俗音

《翻老朴》、《老諺》 《平老》、《朴新諺》、《重老諺》  

k‘i k‘n k‘n k‘i 左音 

  k‘n k‘n 右音 

老朴左右音與《洪譯》正俗音比較，前期老朴左音與《洪譯》俗音相同，左音與右音也相同；後

期老朴左音與《洪譯》正音相同，右音與《洪譯》俗音相同。左音由《洪譯》俗音變為《洪譯》

正音；右音則一致沒有變化。後期老朴左音是-韻尾；右音則是-n 韻尾。左音與右音的注音差異，

我認為其原因有三種：一、標音方式的不同，如「子」字《重老諺》的左右音分別為[ts]與[ts]，

韻尾-不是輔音韻尾而是表示舌尖元音；二、語音演變，如「衣」、「依」、「意」等影母字的左音

是[i]與[i]；三、方言之間的差異，如「皮」與「笓」老朴左音兩字皆[bi]，但右音分別為[p‘i]與

[pi]，這是濁音清化的結果或方言之間的差異。 

「肯」字的後期左音同於《洪譯》正音。韻尾-n 與-之差異不只標音方式上的差異，有明顯的語

音差異，但這種差異代表語音演變或方言之差，這很難說。「肯」在現代方言的讀音如下： 
-n k‘n 北京、武漢、成都、合肥、揚州（官話）；蘇州（吳語）；長沙（湘語） 
 k‘in 南昌(贛語) 
 k‘in 梅縣文讀音(客家話) 
 hn 梅縣白讀音(客家話) 
- k‘ 太原(官話) 
 k‘a 溫州（吳語） 
 k‘ai 建甌（閩語） 
 k‘i 廈門、福州白讀音（閩語） 
 k‘ei 福州文讀音（閩語） 
 k‘e 潮州（閩語） 
 h 廣州、陽江（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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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侵]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林 lim lin lin lim 
心 sim   sin sin sim 
尋 zim zin zin zim 
針 tim tin tin tim 
沉 dim din din dim 
深 im in in im 
壬 181 im in in im 
今金禁襟 kim  kin kim 
吟 im in im in   
飲 182隂 im in in im 
淫 183 im in in im 
蔘 m n n m 
 
[1-15 覃]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犯凡 vam van van vam 
耽 184 tam tan tan tam    
貪 t‘am t‘an t‘an t‘am 
淡 dam dan dan dam 
男南 nam nan nan nam 
藍 185 lam lan lan lam 
三 sam san san sam 
衫 186 am an an am 
敢柑 kam kan kan kam 
堪 k‘am k‘an k‘an k‘am 

                                                                                                                                            
鼻化韻 k‘e 濟南、西安(官話) 
 k‘æ 雙峰（湘語） 
(出自《漢語方言字彙》(第二版重排本)285 頁) 
181 平老下 64b7 
182 老諺上 28a8：平老上 28a8 
183 平老下 48b9 
184 平老下 50b1 
185 平老下 45b10 
186「衫」ᄾ[an](老諺下 46a3)；ᄾ[am](平老下 46a2)，還有ㅅ[san](老諺下 45b2)；ᄼ[sam](平
老下 4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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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 187 am an an am 
酣 188 am an an am 
 
[1-16 鹽]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點店 tjm tjn tjn tjm 
添 t‘jm t‘jn t‘jn t‘jm 
甜   djm djn djn djm 
念 njm njn njn njm 
尖 tsjm tsjn tsjn tsjm 
染 jm jn jn jm 
漸 dzjm   dzjn tjn tjm 
檢    kjm kjn kjn kjm 
驗 jm jn jn jm 
嫌 jm jn jn jm 
掩 jm jn jn jm 
嚴 jm jn jn jm 
减 189監 190 kjam kjan kjn kjam 
嵌 191 k‘jam k‘jan k‘jn k‘jam 
 

5.5.2《平老》相當於《洪譯》俗音 

關於第二、三類，我的想法是：《平老》是根據〈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

更改左音的，所以跟《洪武正韻譯訓》的正音不同。在討論第二、三類時，我們

要先比較《平老》的左音修改字與〈翻老朴凡例〉。 

 
[2-1 支]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只 192 ti ti，t ts ti 

                                                 
187 平老下 63a4 
188 平老下 48b8 
189 平老下 42b9 
190 平老下 63a9 
191 平老下 47b5 
192 平老下 4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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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3 ti ti ts ti 
自 dz dz dz194 dz 
 
[2-2 刪]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鴈 195 jan jan jn jan 
 
入聲 

《平老》入聲字相當於《洪譯》俗音。《洪譯》正音與俗音只有韻尾之差，

所以也可以說《平老》入聲字相當於《洪譯》正音韻尾改為/-/。關於入聲字的

修改，後面第三類再討論。 

[2-3 質]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骨 kut ku k ku 
匹 196 p‘it p‘i p‘i p‘i      
 
[2-4 屑]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說 197 jujt juj juj juj 
 
[2-5 藥]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却 k‘jak k‘jaf k‘ k‘jaf 
各 kak kaf k kaf 
各 kak kaf kaw kaf 
昨 198 dzak dzaf dzaw dzaf 
若 199 jak jaf   jaw jaf 

                                                 
193 平老上 32b5，平老下 49b5 
194 老諺下 39b3 
195 平老下 47b10 
196 平老下 57a6 
197 平老下 52b2 
198 平老下 36a5：老諺下 36a6 
199 平老下 39a1：老諺下 3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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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200 kjak      kjaf kjaw kjaf 
落 201 lak laf law laf 
「昨若角落」字屬於藥韻，韻尾注音上不可能出現/-w/韻尾，《老諺》的韻尾/-

w/(ㅱ)很有可能因為韓文/-w/(ㅱ)與/-f/(ㅸ)相似而發生的錯誤，《平老》注原來的

/-f/(ㅸ)。/-w/(ㅱ)與/-f/(ㅸ)之間的區別，在《四聲通攷》〈凡例〉入聲條云入聲

藥韻韻尾用/-f/(ㅸ)；《四聲通攷》入聲用全清牙、舌、唇音韻尾-k、-t、-p202。203 

 

 [2-6 陌]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珀 204 p‘ik p‘i p‘i p‘i 
核 205 ik i u i 
黑 206 xik xi x xi 
的 tik ti ti ti 

5.5.3《平老》不是《洪譯》注音 

[3-1 東]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鬆 su - su sju 

                                                 
200 平老下 61a9、10 
201 平老下 59a3 
202《四聲通攷》〈凡例〉：「一、入聲諸韻終聲，今南音傷於太白，北音流於緩弛。蒙古韻，亦因

北音，故不用終聲，黃公紹《韻會》入聲，如以「質」韻「 、卒」等字屬「屋」韻「匊」字

母，以合韻「閤、榼」等字屬「葛」韻「葛」字母之類。牙、舌、唇之音，混而不別，是亦不用

終聲也。平、上、去、入四聲，雖有清濁緩急之異，而其有終聲，則固未嘗不同，况入聲之所以

為入聲者，以其牙、舌、唇之全清為終聲，而促急也，其尤不可不用終聲也，明矣。本韻之作，

併同析異，而入聲諸韻牙、舌、唇終聲，皆別而不雜。今以ㄱㄷㅂ為終聲，然直呼，以ㄱㄷㅂ， 

則又似所謂南音，但微用而急終之，不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雖不用終聲，而不至如平、上

、去之緩弛，故俗音終聲於諸韻用喉音全清ᅙ，「藥」韻用唇輕全清ᄫ以別之。」 
203〈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一、ᄝ、ᄫ為終聲〉條：「蒙古韻內「蕭、爻、尤」等平、上

、去三聲各韻及「藥」韻，皆用ᄝ為終聲。故《通攷》亦從蒙韻，於「蕭、爻、尤」等平、上

、去三聲各韻，以ᄝ為終聲。而唯「藥」韻，則以ᄫ為終聲，俗呼「藥」韻諸字槩與「蕭、爻

」同韻，則蒙韻制字，亦不差謬，而《通攷》以ᄫ為終聲者，殊不可曉也。今之反譯，調 為

；愁 為 ；着 為죠、 ；作 為조、좌者，ᄝ本非ㅜ、ㅗ，ᄫ本非ㅗ、ㅛ之聲，而「蕭

、爻」韻之ᄝ呼如ㅜ，「尤」韻之ᄝ呼如ㅜ，「藥」韻之ᄫ呼如ㅗ、ㅛ，故以ᄝ、ᄫ為終聲者

，今亦各依本韻之呼，飜為ㅗ、ㅛ、ㅗ（*兩個ㅗ中一個是ㅜ的錯）而書之，以便初學之習焉。

」 
204 平老下 61a4 
205 平老下 34b7 
206 平老下 46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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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類[1-1 東]一樣東韻齒音字「鬆」在《平老》加介音/-j-/。同樣，《平老》

入聲屋韻字也在齒音後面加介音/-j-/。請參考後面表[3-15 屋]。 
 
[3-2 支]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是市柿事侍 i   i 
只紙指   ti t t ti 
試施使 i   i 
兒 207二耳餌 i   i 
使 208施 209 i  s i 
齒 t‘i   t‘ ts‘ t‘i   
治 210 di di  i zi   
上表《老諺》與《平老》只有元音--與-i-之差異。《老諺》相當於《洪譯》俗音；

《平老》注音是《洪譯》正音加韻尾-。《平老》注音正符合於〈翻譯老乞大朴通 

事凡例〉〈支紙寘三韻齒音諸字〉條的注音規定：「《通攷》貲字音즈，注云

俗音 ，韻內齒音諸字口舌不變，故以ᅀ為終聲，然後可盡其妙。今按齒音諸

字，若從《通考》211加ᅀ為字則恐初學難於作音，故今之反譯皆去ᅀ聲而又恐

其直，從去ᅀ之聲則必不合於時音，今書正音加ᅀ之字於右 212，庶使學者必從

正音用ᅀ作聲，然後可合於時音矣。」支韻齒音字俗音用韻尾ᅀ來表示「口舌

不變」而與[]不一樣的音，為了表示更接近中國通用的語音，參考有些俗音字

加韻尾ᅀ的注音方法，所有支韻齒音字把正音加ᅀ為左音。透過上表，觀察支韻

齒音字，其《平老》修訂字符合凡例。 

 

第二類的支韻也可以用正音加ᅀ的方法來解釋。第二類的正音與俗音的主

要元音相同，只差韻尾ᅀ，所以正音加ᅀ等於俗音。但第三類的正音與俗音的

主要元音不同，所以正音加ᅀ與俗音不同。換言之，《平老》支韻齒音修定字

的修定規則是正音加韻尾ᅀ。 

 

總而言之，《平老》支韻韓文字母有三，-i(ㅣ)、-( )、-( )，與《洪武

正韻譯訓》比較之結果，分別有正音、俗音、又不是正音也不是俗音的注音。

不是齒音的支韻《平老》左音相當於正音，齒音支韻的《平老》左音字在注音

型態上相當於俗音或不是《洪譯》音，但是這些注音也可以說是正音加韻尾ᅀ[

                                                 
207 平老下 35a1 左音[i]，韻尾不見了。 
208 平老下 35a7，平老下 44a9，平老下 49a7、10 
209 平老下 45a10 
210 平老下 42b5 
211 引用原文中「考」與「攷」兩個字混用。 
212 「左」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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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用這一個修訂規則，可以包括第二、第三類。 

 
[3-3 齊]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齊 dzji dzi tsi tsji 
 
[3-4 皆]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界 213 kjai - kji kjai 
 
[3-5 先]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眼 214 jan - jn jan 
 
[3-6 蕭]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要 jw jaw jaw jw 
 
[3-7 爻]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和 215 u - u  
號 aw - af xaw 
「號」從/-/到/x-/的聲母變化，屬於「各字並書」的簡化現象。所謂「各字並 

書」指的是有些韓文聲母的形狀，兩個同樣的單字母重疊而形成一個字母，如

韓文字母/-/(ᅘ)的形狀是兩個 x-/(ㅎ)重疊的形狀，這種雙重聲母到後期教科書

裡簡化成一個字母。現代韓國漢字音都不再用各字並書的聲母，在十五世紀訓民

正音創制初期的文獻中為了漢字音的清濁區別，用各字並書的字母來表示濁音聲

母，但朝鮮後期的文獻中各字並書來表示濁音聲母的漢字都變成表示清音聲母

                                                 
213 「界」[kji](老諺下 45b)；[kjai](平老下 45b) 
214 平老下 46b7 
215 平老上 33a7 左音注[i]，上 33b1 左音注[]。
元音//(ㅓ)與/i/(ㅣ)是只差一個點，觀察“和＂字的左右音對應關係，我們可以說平老上卷 33a

頁的注音是刻字上的或印刷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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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在《洪武正韻譯訓》用各字並書/-/(ᅘ)聲母的「號」字在《平老》注 

單聲母/x-/(ㅎ)。另外在韻尾的注音方面看，「號」字屬於爻韻，韻尾注音上不

可能出現/-f/韻尾，《老諺》的韻尾/-f/(ㅸ)很有可能因為韓文/-w/(ㅱ)與/-f/(ㅸ)相

似而發生的錯誤，《平老》注原來的/-w/(ㅱ)。 

 
[3-8 歌]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和 216 u - u    
 
[3-9 遮]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捨 217 j 
ik 

- 
i 

i i 

 
[3-10 陽]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腸 dja - dja dzi218 
常 dja - ja i 
「常」[ja](老諺下 38b2)；[i](平老下 38b1)，《平老》的元音/ja/(ㅑ)的兩點

失落而變成元音/i/(ㅣ)了。「腸」[dja] (老諺下 34b3)；[dzi] (平老下 34b4)，《平

老》的元音是錯的。 
 
[3-11 庚]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成 219 di - i i 
 
[3-12 尤]  
例字 《洪譯》 《洪譯》 《老諺》 《平老》

                                                 
216 平老上 33a7 左音注[i]，上 33b1 左音注[]。
元音//(ㅓ)與/i/(ㅣ)是只差一個點，觀察“和＂字的左右音對應關係，我們可以說平老上卷 33a

頁的注音是刻字上的或印刷上錯誤。 
217「捨」字在《洪譯》上聲者韻審母[j]，注云：「始野切。釋也，棄也。亦作舍」。「舍」字上

聲者韻審母[j]，其注云：「又禡陌二韻」。「舍」字在陌韻審母正音[ik]、俗音[i]。 
218 平老下 34b4 
219 老諺下 1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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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音 俗音 
牛 iw - naw220 iw 
 
[3-13 覃]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鹹 jam jan jn jm 
 
[3-14 鹽]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減 kjam kjan kjn kjm 
 
入聲 

《平老》入聲字 
[3-15 屋]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宿 sjuk su su sju 
竹粥 tjuk tu tu tju 
束 221 juk u u ju 
與前面的[1-1 東]、[3-1 東]一樣，屋韻齒音字在《平老》加介音/-j-/。在韻尾方面

的修改，跟其他入聲字一樣，不用塞音韻尾而用/-/來表示入聲。 
 
[3-16 質]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疾 222 dzit dzi zi zi 
日 it i i i? 
一 223 t   i 
「日」[i](老諺下 35a10)；[i?](平老下 35a9)，入聲韻尾是/-/。原本的韻尾/-/是 

一橫一圈的形狀(ᇹ)，它的圈變形為三角形，原本的一橫與韻尾/-/(ᇫ)混淆而

                                                 
220 例外，(老諺下 64a3)左音元音是/a/。關於「牛」字的聲母演變，參考朱星一(2006：99)的解釋。

聲母的變化(老諺 n<平老)有可能反映音韻變化，但是元音的差異(老諺 a：平老 i)只是《老諺》

注音筆畫上的失誤。 
221 su(老諺下)；sju(平老下 409a5、409a6) 
222 平老下 42b3 
223 平老下 35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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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誤體字( )。那麼疾字在老諺何以是舌根韻尾呢?可能是因韓文字母相近(
ᅌ)與(ᇹ)而發生刻印上的錯失。 
 
[3-17 轄]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發  foat    fa fa foa 
罰  voat    va fa foa 
《老諺》與《洪譯》俗音相同。 
 
[3-18 藥]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學 ak af xjaf xaf 
着 224 dak daf daf daw 
樂 lak laf laf law 
各 kak kaf kaf kaw 
「着、樂、各」《平老》的韻尾/-f/(ㅸ)很有可能因為韓文/-w/(ㅱ)與/-f/(ㅸ)相似

而發生的錯誤。 
 
 [3-19 陌]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脉 mik mai mai mi 
窄 tik ti ti t 
 
[3-20 緝]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入 ip ju ju i 
立 225 lip li li liw 
   
[3-21 合] 
例字 《洪譯》

正音 
《洪譯》

俗音 
《老諺》 《平老》

                                                 
224 平老下 52a9，《洪譯》正音[djak]，俗音的入聲韻尾是/-/。 
225 「立」[li](老諺下 38b2)；[liw](平老下 3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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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kap k k ka 
搭 226 t‘ap t‘a ta ta 
朱星一(2006:95-97)比較《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俗音和

《四聲通解》俗音，找出左音與俗音不一致的 88 個字，除了 88 個字以外《翻譯

老乞大、朴通事》左音與俗音相同。但本文觀察《平老》修訂字的結果，可以探

討前期左音與後期左音在反映韻書俗音方面的差異。同樣是參考《洪譯》的注音，

《翻老朴》與《平老》參考的方式不一樣。《翻老朴》注左音，以《洪譯》的俗

音為主，沒有俗音才用正音。《平老》注左音，則是除了入聲字以外，以正音為

主，不取俗音。關於《平老》的入聲字，可以說大部分注俗音，但是我認為《平

老》入聲字也是從正音改變的。第三類入聲字當中「宿、竹、粥、束、發、罰、

脉、入、合、搭」字在《老諺》的左音相當於《洪譯》俗音，這些字的中聲(韻

母不包括韻尾的部分)在《平老》修改為正音的中聲。這些字的正音與俗音的中

聲不同，還有第二類的入聲字中聲的正音與俗音相同，因此我認為第二類與第三

類的入聲字用同樣的修改規則：從《洪武正韻譯訓》正音韻尾修改為喉塞音/-/，

這就是《平老》左音。換句話說，《平老》左音不論入聲與非入聲，注音的依據

很明顯為《洪譯》正音。從《平老》開始以後的《朴通事新釋諺解》、《重刊老乞

大諺解》裡左音注音基本上繼承《洪譯》正音。對後期老乞大系列漢語教科書，

《平老》的左音修訂是值得考究的對象。以下探討《平老》左音修訂的方向與左

音修訂的意義。 

 

5.5.4《平老》左音的修訂方向與意義 

  三類的例字分布如下： 
一、正音 東支齊皆灰真寒刪先蕭爻歌陽庚尤侵覃鹽  

二、俗音 支刪 質屑藥陌 

三、不是洪武音 東支齊皆先蕭爻歌遮陽庚尤覃鹽 屋質轄藥陌合 

分布上第二類的韻目跟第一、三類比起來很少，《平老》左音相當於俗音的例字

也很少，除了入聲以外只有「只至自鴈」四個字而已。我推測這種分佈與例子數

量上的差異可能反應第二類和第三類的關連性。因為第二類例子皆是正俗音的元

音相同，只差韻尾，所以假如支韻和入聲字採用修改規則「《平老》左音修改為

正音加支韻韻尾或入聲韻尾-p、-t、-k 改為-」，支韻和入聲字第二類可以併入第

三類。可以說《平老》修訂的方向: 

1.《洪武正韻譯訓》正音：《平老》把《老諺》以《洪譯》俗音 修改為《洪譯》

正音。 
2.《洪武正韻譯訓》正音的變體：按照〈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支紙寘三韻

                                                 
226 平老下 4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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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音諸字，正音加韻尾ᅀ/-/。入聲字，把正音韻尾改為ᅙ/-/。 

 

《平老》修訂的意義： 

前期老朴左音要表示韻書的正音；右音表示編纂當時北京一帶北方漢語通用音。

《翻譯老乞大朴通事》與《老乞大諺解》左音相當於《洪武正音譯訓》的俗音；

《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左音相當於《洪武正音譯訓》的正音，雖然其中入

聲字後期老朴的左音是繼承前期老朴的注音模式的痕跡。與前期老朴左音，其功

能不同。 

 

關於老朴左音的修改，李政桓(2002:56)提出三種可能，如下：  

 

在十八世紀的資料《重刊老乞大諺解》有了很大的變化。除了入聲韻之

外，在左音轉變為《洪武正韻譯訓》的正音體系來標記。就是說其體系

與左右音皆反應現實音的《翻譯老乞大、朴通事》有了很大的不同。由

此可知左音已不是現實音而變成前時代的音。227關於這一點，筆者提三

種可能。第一、我們可以推想，到了十八世紀即使《洪武正韻譯訓》俗

音體系已經不符合現實音，沒有必要再標記了，反正都不是現實音的

話，寧可標注符合韻圖和韻書體系的音。第二、我們可以推想，編撰韻

書《奎章全韻》的同時，當作整頓韻書事業的一部份來修正左音的轉寫

體系。第三、我們可以推想，十八世紀是北京地區語言強勢的時期，右

音轉寫既是北方音也是現實音的正音；左音轉寫既是南方音也是前時代

音的俗音。但是，單靠《重刊老乞大諺解》一本的分析與研究不能證明

這種可能性，於是將把它當做以後研究的課題。 

 

還有慎鏞權(1994:80)對後期老朴左側音假設如下：  

 

平安監營重刊本、朴通事新釋諺解、重刊老乞大諺解的左側音，雖然入

聲韻尾和支紙寘三韻韻尾有差異，其他左音都是洪武正韻譯訓或四聲通

解的正音。平安監營重刊本左側音變成洪武正韻譯訓正音，這種變化上

面一定介入了一些要素。就是說，翻譯老乞大與老乞大諺解不同於凡例

的規定，大部分左音標記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毫無理由地把俗音來代

替凡例所規定的正音的位置，於是左右並列寫十五世紀北方漢語音與十

六世紀漢語音。其結果併列著寫，除了入聲標記與濁音標記以外大同小

異的前時代的現實音與編撰當時的現實音，沖毀漢字下注左右兩音的原

                                                 
227 原文為：「그러나, 18 세기 자료인 《重刊老乞大諺解》에서는 큰 변화가 있다. 左音에 

있어서 입성운을 제외하고는 돌연 《洪武正韻譯訓》의 正音체계를 따라 표기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즉 左音과 右音 모두 현실음을 반영했다고 볼 수 있다는《翻譯老乞大、朴通事》 

의 체제와는 크게 달라진 것이다. 즉, 左音이 현실음이 아닌 전시대음으로 변하였음을 

알수 있다.」 翻譯原文時，不直接翻原文的副詞「돌연(突然)」，引文翻成「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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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的。筆者認為，每個漢字下左右併列寫的畸形標記的目的是，由於

正音標記在左側，漢語規範音與現實音同時提供給讀者看。 

 

他提及後期平老編纂當時學者著重華語與漢字的正音概念，正音重視風氣可能會

影響到漢語教學方面，而導致到了《平老》終於糾正左音，後期老朴的左音標記

也按照正音系統。 

 

慎鏞權(1994:78-79)[表 16 五種諺解本左側音標記]，共有 53 個例字： 

例字 翻譯 老諺 平安 朴新 重刊 四聲通解

正音 

福 fu fu fu fu fu fu 

肉 u u u u u u 

足 tsu tsu tsju tsju tsju tsju 

龍 lu lu lju lju lju lju 

籠 lu? lu lju lju lju lju 

絨 u u ju ju ju ju 

弓 ku ku kju kju kju kju 

恐 k‘u k‘u k‘ju k‘ju k‘ju k‘ju 

中 tsu tsu tsju tsju tsju tsju 

子 ts ts ts ts ts ts 
支 ts228 ts tsi tsi dzi tsi 

之 ts ts tsi tsi tsi tsi 

只 ts ts tsi tsi tsi tsi 

使 s s si si si si 

時 z z zi zi zi zi 

飢 ki ki kji kji kji kji 
幾 ki ki kji kji kji kji 
計 ki ki kji kji kji kji 
季 ki ki kji kji kji kji 
器 k‘i k‘i k‘ji k‘ji k‘ji k‘ji 
棄 k‘i k‘i k‘ji gi? k‘ji k‘ji 
西 si si sji sji sji sji 
體 t‘i t‘i t‘ji dji? t‘ji t‘ji 
題 di di dji dji dji dji 
迷 mi mi mji mji mji mji 
解 kji kji kjai kjai kjai kjai 

                                                 
228 左音與正音標記原本分正齒音與齒頭音，但慎鏞權用韓文標記，表中齒音標記不清楚，沒有

正齒音與齒頭音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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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kji kji kjai kjai kjai kjai 
皆 kji kji kjai kjai kjai kjai 
例字 翻譯 老諺 平安 朴新 重刊 四聲通解

正音 

他 t‘a t‘a t‘ t‘ t‘ t‘(d) 
那 na na n n n n 
大 da da dai dai dai dai 
安 - an n n n n 
案 an an n n n n 
間 kjn kjn kjan kjan kjan kjan 
揀 kjn kjn kjan kjan kjan kjan 
閑 jn jn jan jan jan jan 
眼 jn jn jan jan jan jan 
滿 mn mn mn mn mn mn 
蔓 mn mn mn mn mn mn 
般 pn pn pun pun pun pun 
半 pn pn pun pun pun pun 
盤 pun pun bun bun bun bun 
伴 pun pun bun bun bun bun(p‘un) 
爭 ts ts tsi tsi tsi tsi 
兄 hju hju hjui hjui hjui hjui 
營 i i jui - jui jui 
三 san san sam sam sam sam 
貪 t‘an t‘an t‘am t‘am t‘am t‘am 
謙 k‘jn k‘jn k‘jm k‘jm k‘jm k‘jm 
閃 sjn sjn sjm - sjm sjm 
鹽 jn jn jm jm jm jm 
今 kin kin kim kim kim kim 
禁 kin kin kim kim kim kim 
從上表可知，老朴左音注音有兩種，《翻譯老乞大朴通事》(1509 後~1517 前) 

左音與《老乞大諺解》(1670 年)左音相同；《平安監營重刊老乞大諺解》(1745 年)

的左音、《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 年)的左音、《重刊老乞大諺解》(1795 年)的左

音相同。就是說前期(16~17 世紀)老朴與後期(18 世紀)老朴的左音不同。慎鏞權所

據的 56 字中，三種後期老朴的左音與《四聲通解》正音大致相同，只是入聲字

「福、肉、足」與支韻字「子、支、之、只、使、是」的韻尾不同於《四聲通解》

正音。除了這九個字以外，其他後期左音與《四聲通解》正音完全一樣。 

 

我的假設與李政桓(2002:56)提出的三種可能大同小異，與我的第一、二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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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意思一樣只是文字不同而已。雖然我的假設最後第三項理由與李政桓不同，但

第三項假設跟慎鏞權(1994:80)的解釋差不多。關於後期左音修改的原因我提出以

下三個假設：一、後期老朴的左音不但已經失去了前期老朴左音的功能 229，而且

表示正音的功能也辦不到，只是繼承左右音這種兩套注音的形式而已。二、後期

老朴左音表示韻書的正音，讓學生更容易查到《洪武正韻譯訓》或《四聲通解》

之類的韻書。三、後期編撰者覺得前期左音用《洪武正韻譯訓》俗音是不正確的，

後期改為正音才可以跟崔世珍〈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的原本構想符合。 

 

 這一小節討論《老乞大諺解》左音與《平安監營老乞大諺解》左音之間不同

的字。兩本書的漢文本文完全一樣，不需要考慮詞彙或語法上的變化而消失或增

加的字，所以更容易集中在語音的變化。可是這小節只找出兩本的不同字，所以

不知道這種不同，代表語音或注音變化趨勢，還只是個別字的刻印上的失誤，這

很難辨別，這一點是本小節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上的漏失。 
 

                                                 
229〈翻譯老乞大朴通事凡例〉(1517 左右)〈正俗音〉條： 

 

凡字有正音而又有俗音者，……今見漢人之呼，以一字而或從俗音，或從正音，或一

字之呼有兩三俗音而《通攷》所不錄者多焉。今之反譯書正音於右(*「左」的錯)；書

俗音於左(*「右」的錯)……大抵天地生人，自有聲音，五方殊習，人人不同……今按

本國《通考》，槩以正音為本，而俗音之或著或否者，盖多有之，學者毋為拘泥焉。 

 

表示前期左音表示所謂正音的語音，正音是跟不同地方人之間能通行的語音。但後期左音的功能

則前期不同。因為後期老朴只有序沒有凡例，所以從同時代的漢語劇本《伍倫全備註釋諺解》凡

例中可參考後期左右音的功能。《伍倫全備註釋諺解》〈凡例〉第五條:「字音一遵《四聲通解》，

而字有正俗音……正音者，《通解》之元音；俗音者，《通解》之變音。……故每字下雙書諺字，

右從所讀音；左表其清濁七音。」就是說每個漢字下的右音是漢語讀音，左音則表示那個字的清

濁七音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