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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世傳 f島祖上是考

張吾吾機

笠、上是在本文中所指莎的意義

t尾為;Ì<明聲府說 '1'前八雨之 ，按八病!是指平頭、 Uf 、蜂腰鶴膝 等八

種聲1-ll tj J 的弊&，似據f占人官說!八兩具體的條叫!是沈約j前定!鹿鼎鄰 ci有陽公集序

P 云 c )叫的安起!沈隱民社作拘凶 l 岐然 t詩式)亦說 「沈休文酷裁八?再!碎用

叫聲】 i 不過!八病之目雖Æ於沈約 7 們他白己卻干會作過仟M解釋!而後人對於八病

的詮釋!也歧說紛耘 見車 是 υ 般說來!在八病中!上昆之病諸家歧說越少!但也

有 F伊J幾種不川的解釋白[1 (\詩法企誠》引廿甫{秋輿〉詩的領肢兩聯丙墮略池降

1 母!東來紫Ílii滿向關 υ 雲移雄i拉開巨扇 曰繞口已鱗識聖顏 」認為 將一丘址 、 滿

兩|蚓 l 間向扇 c識聖顏」亡事調性相間的字?被重梅地安置在于今句句惜!未免疊

足孔孟穗現象便是犯上尾 不過!這種說法，典詩體木扯的韓偉無關!而不具論如

果純以控律而論 'H 遍照金間u {文鏡秘約論》以後諸家 都以為是「第Jj.字第 1 字何時

為1日」屁!惟連韻茜 Je捕換句話直立 一聯之中 上何區'-j<與下旬尾字!除非連責自 1

否則4、可|叫聲 連者便1日上昆!自l i'于訂 戶內北有高樓， 1 興沖主辦 樓 ，了不是

押韻字!但與一齊」字 1，丘爾干警 ν 又如「蹉情也有且也 綠葉~rJ榮 l 榴 l 乎非韻

1口與「榮」字同屬干盤!根據(文銳秘府論〉的說法 以上向伊j皆犯位已!小過這種現

象!到 r~字體既志之後 自然他消失(，關於 t隘!仇兆室主在《杜詩詳注> tjl ，也有過

詳盡的說明。他除了反認土述副種說法外!何時還提IWT :Jj 種新的解釋，他說

一句昆字與三/nj愷字 連用同歸!是;1; 1 昆 如戶千吾吾 I \存從遠方來!趙品 昔

札。 l 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 c 來」

服潔如霜丐。裁j司fT歡扇!囡囡似秋J J ' 

思」有不聲一正如「新裂齊純章!

「業 l 、「扇皆去轉亦犯 t尾矣

C HI在七律;如杜詩「者酒杯濃唬珀薄」】與「誤疑茅堂入江麓 J 吋係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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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甫七律偶犯上尾考

王維詩 新豐樹襄行人度」與「問道甘泉能獻賦一?去聲問韻!皆犯 k尾也。

仇氏這種看法!後世也頗有採信者，董文漢《聲調i叫諸國說}論律詩聲調?便從此說。

如卷卡論五律聲調時!他說

最竹堵氏謂考制律詩單句句腳必上去入皆空!今玫唐盛有J諸家皆然 間有句末

三聲偶不具者 1 而土去去 入λ上句必相間乃為入式!否則犯上尾矣。

又卷寸二論七律聲調時!他也提到 t尾一詞

七言律詩之法，亦自五言來 即單句末三聲互用之法;亦與五言問!但五言

首句苦苦不λ韻!故單句有同 三聲之中;必有 聲軍用者!然也必 五或三七或

一七隔用!乃可重出!不得一三連用同聲!以避上尾之病

歸析上述兩段文字:董氏所謂「七尾 J 顯然是指律詩中的單句尾軍 7 疊用同聲!論點

與仇說相類。

另外!近人王力(漢語詩律學}也提到有關上尾的問題;他認為 出句句腳上去入

俱全!這是理想的形式!最低限度也應該避免鄰近的兩聯出句句腳聲調相同!否則就是

上尾。鄰近的兩個出句句腳聲調相同!是小病!三個相同是大兩?如果四個相同;或首

句λ韻!而其餘三個出句句腳聲調都相同!就是最嚴重的上尾。王氏對詩中犯上尾的現

象 1 解釋得相當清楚!但沿波討源，其說實從仇氏、董氏而來。

本立與寫的目的 l 主要是希望透過驗証的方式!來探討杜甫七律單句(第一三五七

句)尾字的聲律變化 從探討的主屆及詩句的關係f吐量看!白與{主鏡秘府論}所解釋

的「上尾 無涉!而與仇兆鱉、董文澳二氏之說相近 a 因此!為了行文稱述方便起見!

姑且採用仇氏「上尾」之說!以討論杜詩「避上尾」的問題!至於「上尾 詞的意義

指涉!究竟以何種解釋為正確 1 員J 因與本主主旨無跡。故暫不論列 a

貳、前人對杜詩七律「避λ尾」的探討

七言律詩如要避上尾!便應注意鄰近兩聯的單句尾字，不得連用同學，此法董丈煥

在{聲調四譜圈說}中 l 曾經提到!他說

七言首句十九λ韻!句末用仄只有三句!配以三聲!適足無餘， I而並首句則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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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教

聲全備央已故1L用之法!尤i詛咒育了有嚴!必無 盤問用抖。其偶然-'('Cl而重用?

WI亦必二七隔用!斷無五旬之未與 Ic t 成划者!此尤不吋不知 r

董氏所強調的是七料，第--五七句的昆字!最好能平上去入內控遞) 1I '如果不得已必領

軍出;那麼二三1l七句的區字的 }Àß哇!也應該 t主人二三現隔划用之!綿不 cJ蛇出， 1=f則使

jlJ， t尾巴革譜所;由!就tf~年的聲調而青!自然是最用您的情況!但此法唐代詩人未必盡

知!既知也未必邀行。根煒咧請人的記載顯示 i 唐代最能佫守此法而避上尾昔 惟有啟

律向稱特嚴的老杜!最早提 iH此 看法前是別人謝樺的《間沒詩話〉

車 i 牧之〈闊兀于朮閣)詩去 「六朝X物單連唔，大清雲閒令古同。烏去鳥來 111

色哀!人敵人哭水聲中 c 深秋簾五}T家仲] 落刊樁臺 ?有個L 惆悵無依|見的譎 7

學差煙樹五湖東。，此 t二句(按拍第 E 匕句)落腳l了，皆白乎?其聲!頹然1制

他而l!lí抑揚之妙 "1品為「深秋簾幕「家J I '靜夜樓臺 笛風 」迺/J'諸歌訪

者!以余r-t知汗否邪。

_L:摩詩(送揭少府貶柳州) 言!用晦(如蘇懷自 1 二律 亦同前病 主持調不拘

邪?然于美七干j , 3L工體最多 凡 t一句轉折抑揚之妙 無可議者!其 t於聲調!

躍居以來，李本l 公而已 1

引文中'Fi吞其蟬，韻短調促」等話 用辭過於梢絮 1I日詩句]不足!用意則概 fk籠統而

抽象?缺乏精梧的分析!不過我們制JJU揣摩，依然可以得}l:fI要 試看+1 牧人開}L寺水

闖〉詩第二百 ι句的地芋}連m 哀 I ' 1- l，~j I ' I 錯 l 竺個 k聲字在聲1"' I 訂'.T 1 

尾 2 凶此「無抑揭之妙如果從謝棟之說， *在第1句改為 'T 家 JJ ' JTt 入時 因

而使一七句末的兩個!韓隔鬧， j便可避免 li已 3 站外!像王維(送楊少府反例j十 1 )持

I 可 i到衡山與洞腔 ， 0j弓秋月聽眾時 愁眉 )t消 說H 遠( 1 1 '哥哥白南風 h鬧的 c 青草

瘴時過車門(上 1 '鬥頭浪豆豆 ttl治城 長沙不久留才于( 1) ，賢:在1何須吊間位 亟

m 俐 l 聲字 許i單(如蘇懷7守)詩 f 古館餘是綴掉過!主的;l!\(限獨悲歌。荒台舉鹿

爭新草(上) ，但去苑亮鷺占遠在J; 見岫雲來!拉檻恃(1 ) 】楚江風急這帆多 c uJ憐恢l破

臣、F?:7E ( I 1 ' H 11 東流生白浪 I i:3特ltJ三個|韓J于 1 胡Ij日了 k尾。所以詩j陣說

亦同前病 l 至於謝氏讀英杜甫 1 於聲調 J 又說杜甫七律「凡上三句轉折抑之妙!

無叫議者 l 大位小;平。只是他對制訂盤謂何以能得轉折抑揚之妙兮其訣竅安在。並沒

有列舉實證作具般的說明)未免 cJ惜 同時!謝氏似乎也沒有對杜甫匕悍的也叫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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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t律偶犯土尾考

對勘!而道育 無可議者一，更不免讓人感覺他斷得太勇

嚴格說來!謝掉對杜詩避止尾的問題!雖有觸及!但語焉不詳， n'1i崑能對此問題作

深入採究與全由觀照的 l 恐怕應推清人朱輩輩尊。朱氏所著《爆書亭集 j ，輯有(寄畫查

德尹編修書、， _TF.詳言此事 原書第一段說

蒙竊間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 少陵自詞晚節漸於詩律細 -w百于細'/凡

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組者!不連用 1 夫人"rflî然!至於 五七句肘!正字!

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具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此言!尚未深信

!退與李十九武會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 i 互前少陵七律 7 惟八首與天生所言

不符一

w李夫先:所冒 J 實即律詩避上尾之法!當時朱揖尊與李十九所主主謂對勘的杜詩七律!究

竟是根據那 種版本?致們已不得而知!只知其中有八信犯了上尾病 τ 這八首詩!很據

原書的說明 1 分別是 (-) (鄭附馬宅宴洞中) 一主家陰洞細煙霧(去) 留客夏

筆青現司 春酒杯濃唬珀薄(入) ，冰漿惋碧瑪譎寒 p 誤疑茅堂過江麓(入) ，己入風

碴霾雲踹 3 白是黨樓壓鄭芥(入) ，時間雜佩聲珊珊。 l 第三五七句的末一字 疊用薄

、麓、谷于一個人聲字。(二) (注村) , r 清江一曲抱村流(平) ，長夏江村事事幽。

白去自來梁仁燕(去) ，相親相近水中屬。老妻劃紙為棋局 (λ) ，稚于敲針作釣鉤 a

多病所須唯藥物(人) ，傲軀此外復何求。 第五七旬的末字!蠱用局 物兩俐人聲宇

〔三) (秋輿八首)之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平) ，武帝控輝在眼中。織主機絲處

夜月 (λ) ，石鯨麟甲童話秋風 a 波漂歌米況雲黑(入) ，露冷鐘房墜粉紅。關塞極大惟

鳥道(扛) ，江湖滿地 漁翁 J 蠱用月、黑兩個入聲字， (自) (江 J 值水如海勢l蜘

短述 ì : ，-為人性癖耽佳句(去〕 諾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輿(去) ，春來花

鳥莫深愁 c 新添水檻供垂釣(去) ，故著浮種替λ舟 3 焉得思如陶謝手(_t) ，令渠述

作與同遊 a 疊用句、興、釣三個去聲'7" (五) (題鄭縣亭于) I 1部縣亭于潤之演

(平) ，戶墉憑高發輿新 雲斷岳蓮臨大路(去) ，天晴古柳暗長春 3 巢邊野雀欺醉燕

〔去) ，花底山蜂遠趁人 3 更欲題詩滿青竹(人) ，晚未幽獨轉偈神 」疊用路 燕兩

個去聲字， (六) (至日造輿二首)之- E歲茲辰奉御床(平) 'jí更三點入騙行

c 欲知趨走傷心地(去) ，正想氫氫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 ，有時頭倒著衣裳

3 何人錯憶窮愁日(入) ，愁日愁隨 線長。」疊用地、笑兩個去聲字， (七) (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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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學教

> 澆花流水7]<西頭(平) ，主人為令林塘幽 G 已知出郭少塵事(去) ，更有澄江銷

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 ，一雙溺鵬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 ，須向山陰入

小舟。」疊用事、下 興三個去聲字。(八) (秋盡) r 秋盡東行且未迴(平) ，茅

齋近在少城限。籬邊者卻陶潛菊(入) ，江上徒逢袁紹杯 D 雪嶺獨看西日落(入) ，劍

鬥猶阻北人來自不辭萬里長為害 (λ) ，懷抱何時得好閱。一疊用菊 落 害三個入聲

字。如果以李天生的說法來印證 7 顯然這八首詩都犯了上尾。不過!朱對尊又說，他後

來看到宋元舊雕本(杜詩) ，及證以(文苑英華 l '詩句與今本稍有出入!試加檢校!

發現就這八首詩也都上去λ三聲隔別用之!沒有疊出者 c 與李天生所言，竟無一不合。

試看朱氏(寄主主德尹編修書)的宋段

此八詩者，識於憤不忘，久而觀朱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 F 過江麓」

作「出江底一 3 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苦苦病一句作 賴有故人分綠米 r

夜月作「月夜 J 漫興作「漫與 J r 大路 J 作「大道 J 語笑」作

笑語 r 上下 作 r 下上 J r西日落」作「西日下 J 合之天生所云 J 八詩

無一犯者 G

不過!綜觀朱勢尊的設法!仍然有一些令人置蜓的地芳。譬如他認為除了上述八詩外!

杜甫其他七律的單句尾宇 τ 都符合李天生所謂的三聲互用相避之法，可是在整個驗證過

程中，他僅提到與李十九 互詣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等語!殊嫌籠統

。我們既難確知他勘對時所依攝的版本!也無從瞭解他的勘對是否正確無誤=因此!對

於他的說法!我們到底該不該全然接受!深信不其是 1 便值得斟酌 ε 另外!上述朱氏所舉

証的八首杜詩!後來雖經他根據宋元舊雕本一一加以檢校!並說明 r 合之天生所云 7 八

詩無 犯者 J 但究竟他所據以校勤的是朱元那幾種離本，卻始終未曾明言!這種件法

，實不免疏漏之嫌 i 也很難讓人信服。玲:立有鑒於此!乃希望根據杜集善本!量力o!童校

對勘!看看老杜的七言律詩!是否確如李天生所說!其 三五七句用仄字者!上去λ三

聲必隔別用之，絕沒有同聲疊出而犯上尾的情況。

唾手、少陵士律草句尾字的!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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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甫七律偶犯土尾考

宋本《杜工部集 1 '編者為翰林學土 史館修撰玉操!蓋作於北宋仁宗寶元二年，

計得詩 千四百零五首!加上別錄!合為二十卷，為我國第 部杜詩專集!然距少陵程

世己二百六十九年了。本文乃據是書所載少陸七律的單句未字!標其平仄回聲!表列於

后，俾便一一檢視

詩 題 單句末字 ['付 在

374 鄭關馬宅宴洞中 霧、薄、麓谷

去 λλ 入

375 題張氏隱居 求雪氣、處 四聲遞用 q 七句 r 乘興杏然迷出處

平入去上 處有上去兩讀“浦起龍讀杜心解注 I 處

j 讀上聲。

383 城西服泛舟 船、勤、扇、樂

平上去上

384 贈自九判官梁丘 霄稽長、 λ

平入上入

385 贈獻納使起居田 過事國、賦

舍人澄 平去入去

39已 九日藍囝崔氏莊 寬帽落、健

平去 λ 去

396 崔氏東山草堂 靜、響、栗事

上上入去

416 臘月 遙草醉澤 四聲遞用。

平上去 λ

416 紫良殿退翱口號 垂轉報省 =句「香飄合殿春風轉」、轉有上去兩

平上去上 讀。一在上聲彌韻!訓動也!運也。

在去聲線韻!訓為流轉。本句轉依其意

應讀上聲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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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由江二首 春、眼、翠、樂 回聲遞用。匕句「細推物理須付樂 J 

平上去入 樂訓喜樂!讀洛!為入聲鐸韻。

衣有見、轉 七句 傳語風光共流轉轉副l為流轉

平上去去 !讀去，與前舉讀上者不同。

417 曲江對酒 歸落、棄、遠 回聲遞用。

平 λ 去上

417 曲江對雨 牆落鐘、會 回聲適用 G

平 λ 上去

41 日 奉和賈至會人早 箭動袖美

朝大明宮 去上去上

420 宣政殿退朝晚出 膀珮色瑣

在被 上去 λ 上

42日 題省中院壁 尋、靜、籍、補

平上入上

421 曲江陪鄭八丈南 花事跡健

史飲 平去入去

422 送鄭十八虔貶台 絲、日、 1主、訣

州司戶傷其臨老 平入上 λ

陷賊之故關為面

3U!情見於詩

426 因訐八奉寄江寧 年、台、竹、住 七旬「聞君話我為官在 J 在有上去兩

旻上人 平上入上 讀。一屬上聲海韻，訓居世，存也。一

去 屬去聲代韻，訓所在。本旬在字無論讀

上讀去!皆不犯上尾。

的B 題鄭縣亭于 演路、燕、竹

平去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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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望岳 尊‘杖、路、後 後有上去兩讀、 在上學厚韻!一在去

甘于 上 去 上 聲候韻 i 皆有先後之意!可以互用。今

取上聲以避上尾

429 至日造輿寄北可言 床地笑日

舊老兩院故人二 平 去 去 入
首

班、上極斷 三句「麒麟不動爐煙1:: '仁有上去兩

平 去 λ 去 讀，上聲之上為扛，其他為去。本句上

字作動詞解!讀去 d

465 蜀#日 尋、色、計、死 四聲遞用。

平 λ 去 上

466 ←屆 頸、事、下、輿 五句「無數蜻蜓齊上下下訓為低 F

平 去 上 去 1 讀上。屬上聲馬韻。又七句「東行萬

里堪乘興一，興宙之興!讀去聾，屬證

韻。

467 有害 少內坐給 首句 幽棲地僻經過少 J 少有上去向

上 去 上 入 讀。 在上聲小韻!言不多也 n 在去

聲笑韻 v 言幼少也 z 本句宋字解作多少

之少，讀上聲。又五句「竟曰淹留佳害

坐按凡坐字!僅坐罪之坐讀去(去

聲過韻) ，其他為上(上聲果韻)

467 狂夫 堂靜絕放 回聲遞用。

平 上入 去

46日 堂成 茅、葉、子、宅

平 λ 卡 入

469 進艇 敵艇、逐、有

上 上 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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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日 所思 馬、處、諧、淚 三名G I 丸IT U 落禪:何處處作居止之

去 t d; 意讀上!屬上聲語韻!作處所解讀去，

層去聲御韻 c 豆粒 f口」處于依其意當讀去聲

'; 7 日 ;T村 流燕局‘物 校記見從 3

平 去 λ 入

471 野老 迴、下、!蚓、那 四時遞用

'1、 入去

472 南鄰 巾、書尺暮 凹韓遞閒 3

平 上 入 j; 

m 恨別 旦夕立勝 七旬「樹道河防近乘勝勝有不去兩

土 去入去 種!解為 11 . j罩之意!讀不 屬蒸韻!

勝負之勝讀主!屬證韻=本也]勝字!無

論依字義早起調誰?均當作仄聲 g

m 和裴迪登蜀州東 與憶暮發 有句「東閱有梅目前詩興典有平去兩

平送審逢早梅相 去 人去 入 誼作與會 興繳解!向讀去聲?屬音程

憶見寄 韻

48日 壺縷 心、地、收廟

平 主 l 去

4日 1 客至 水、掃眛飲

上 上去 上

去 去

的4 送韓|四江東親 衣妹轉力 同聲遞用 a 五句 r 黃牛峽靜灘聲轉

省 平 去 上 入 轉訓為富u . 讀上去哩!屬獨韻

心7 王十七侍御捕許 起、裕、盟、簡 五毛iJ I 繡衣E星%'H唱家隘盟有上去兩

攜泊至草鞋奉寄 上 人 上 上 讀~訓|為敵!讀上!園附韻訓為祖隕

此詩使詣邀高二 !讚去!屬問韻 D 本旬祖字!依其意熔

1 五使享有同到 讀上聲 v 此詩犯 u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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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98 野人送朱櫻 紅破省、息 回聲遞用。省字無論訓為省辛苦或察審，

平去上 λ 皆讀上聾，分屬植韻與靜韻。

510 嚴中丞枉駕見過 調節、翰、草草 四聲遞用。

平 λ 去上

515 野望 成隔病、目

去入去入

517 奉酬嚴公寄題野 書馬費府

亭之作 平上去上

518 嚴公仲夏枉駕草 盤急迴日

堂兼攜酒館 平入上入

526 問宮軍收河南河 北在酒峽 三句「卻看妻子愁何在在有上去兩

北 入去上人 讀，本旬在字訓為所在!讀去聲!屬代

韻 a

531 送路六{寺御 年、地、錦、賴

平去上去

535 活城縣香積寺宮 流、細寂外

閣 平去入去

531 送主十五判官扶 迴、出、意、少 四聲遞用 1 出有去λ兩讀!分屬志韻與

侍選擇手中 平 λ 去上 術韻!可以立用 3 又七旬「驕陽信使應

稀少 J 少字依句意應解為主多少之少!

讀上。

54 日 又送 畫、軟、得、首 七句「直到綿州始分首 J 首有上去兩

平上 λ 上 讀! 在上聲有韻 1 訓為頭也，始也

一在去聲有韻!訓為自首。本句依其義

應讀上聲 3

541 章梓州橘亭錢成 書、作、別尹 四聲週用。三句「主人送客何所作

都竇少尹 平去入上 作有去λ兩讀!惟王深《杜工部集注}

作音左!當廳去聲筒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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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也 奉侍嚴六夫 來、待、合、面 回聲遞用。

平上入去

552 事寄高常待 多、宋、黯、暮 黯有平上兩讀!惟此字既在單句末字!

平去上去 必作仄聲=

552 事寄章十侍御 人、地、羽、仄 回聲遞用。

平去上入

553 將赴荊南寄別李 古俗鬢曰

劍州 上 λ 去 λ

553 奉寄別馬巴州 波久去色 四聲遞用。

平上去 λ

558 勝王亭子 山襄麗牧 四聲遞用。五句「清江錦石傷心麗」

平上去 λ 麗有平去兩讀。美麗讀去!耨韻 c

JO日 玉臺觀 遙鼓窟、翰 四聲遞用 a

平上入去

560 將赴成都草堂途 都讓、英、徑

中有作先寄嚴鄭 平去上去

公五首

蘋罵、客、最

平上 λ 上

溪、入、綱、色

平入上入

棚、尺、老、骨

平入上入
{傲、 λ 、古、陣 回聲遞用。

平入上去

57日 院中晚晴懷西郭 清落、暈、笑 四聲週用。

茅舍 平 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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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宿府 寒語絕、事 四聲遞用。

平上入去

579 陪李七司馬皂江 同、表害事 回聲遞用。

上觀造竹橋即日 平上入去

成

580 江上佳水如海勢 句、興、釣、于

聯短述 去去去上

580 寄杜位 州、去、眼亂

平去上去

581 題桃樹 斜、寶、燕、自

平 λ 去入

582 暮登四安寺鐘樓 峰、斂、眾、瘦 四聲遞用。二句一孤城返照紅將斂」

寄裴十迫 平上 λ 去 斂訓收讀上!瑛韻 哥們1賢世讀去，艷韻 2

本句依其意當讀上聲。

583 至後 長意覺、興

平去入去

584 撥悶 春事汝直 四聲遞用。

平去上 λ

583 登高 哀下害鬢 回聲遞用。

平上 λ 去

九日 北放害、事

入去 λ 去

585 秋盡 迴、菊、落、客

平 λ 入入

野望 西蜀、舞、綠

平 λ 上 λ

595 十二月 日三首 動雁眼羨

上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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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主切、煜 三句「負撞出井此溪女 J 女有上去兩

入上 λ 去 讀 z 訓為婦人讀上;語韻 訓為以女妻

人讀去!御韻。本句女字當讀上聲 a 又

五句「新亭舉目風景切 J 切有去入兩

讀，本句切割l為近!讀入 1 屑韻。

扉、岸、久、進

平去上去

601 立春 菜玉、眼處 處有上去兩讀，出處讀上，語韻。處所

去入上去 讀去!御韻=七旬 此身未知歸定處」

!依其意當讀去。

604 赤甲 新子、近、飲

平上去上

605 愁 生、性、國、否 回聲遞用。

平去入上

江兩有懷鄭典設 中、岸、碧、汝 四聲遞用。

平去 λ 上

606 雨不絕 微觀L 、子、促 四聲遞用。

平去上 λ

崔評事弟許相迎 迎、色好、怯 好有上去兩讀，然無論讀何聾，在本詩

不到走筆戲簡 平 λ 上入 中皆不犯上尾。

去

607 畫夢 然醉底鬥

平去上去

616 即事 長、雨、去、真

平上去上

見贊;!( 飛、冷、筒、汝

平上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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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暮春 中雨蘭、渚 中有平去兩讀 i 中間之中讀平 7 東韻

平上去 上 中的之中讀去!逆韻。當句 臥病擁塞

在峽中中讀平聲。

621 季夏送鄉弟韶陪 使、蜀、地蟬 使有上去兩讀?然無論讀何聲，在本詩

黃門從叔朝謂 上 λ 去 λ 中皆不犯上尾。

去

返照 昏璧枕、攝L 四聲過問 G 五句 r 衰年肺病惟高枕

平入上去 枕有平上去三譚!本句解為枕席之枕!

讀上，侵韻。

622 示撩奴阿段 陳、瀝、首、異 回聲遞用 D 五句「病渴三更迴白首」

平入 上去 首訓為頭，讀上，有韻。

623 嚮吳郎司法 州、豁、曙、地

又呈吳郎 平入去去

鄰、此、事、骨 四聲遞用 s

平上去 λ

633 七月 日題終明 涼、雪、繡、履 四聲遁用。

府7)<樓二首 平入去上

日滋聲、雨 三句「承家節撮尚不i~ J '很有平上兩

入上去上 讀!解為滅、盡之意讀上!戰韻=據字

義及詞譜，混在本句必讀上聲。

644 寄常徵君 春‘眾、粒、冷 四聲遞用 a

平去入上

645 賢物 輯、岳枕惡 五句「舟中得病移鑫稅一?枕有上去兩 l

上入上入 譚，枕席之枕讀上，侵韻。又七旬 l 形

勝有餘風土惡~惡有平去λ二讀，訓

為不善!讀入!鐸韻。

655 即事 亭釣、起、甲 四聲遞用 3

平去上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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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糧價 深、去首少 五旬「舟人漁于歌迴首 J 首訓為頭買賣

平去上去 上七旬「寄語舟航惡年少 j 少動11哥

幼少讀去。

656 白帝 鬥、鬥逸盡 回聲遞用。

平去 λ 上

657 黃草 歸息、水、據 四聲遞用已

平 λ 上去

吹笛 清、切走落 走有上去兩讀!分屬厚韻與候韻皆訓為

平入上 λ 趨。

664 送李八秘書赴社 來、下、發、斗 回聲遞用。三句「石出倒聽楓葉下 J

相公幕 平去 λ 上 下在本句作動詞!猶落也。讀去?音暇

'耨韻 e

667 秋輿八首 林、湧、淚、尺 回聲遞用。

平上去入

斜、淚、稅月 四聲遞用 e 五句「薑省香爐違伏枕」

平去上 λ 枕席之枕讀上 a

暉、泛、薄、賤

平去 λ 去

棋、主振、冷

平上去上

山、母扇晚

平上去上

頭氣鶴、地

平去入去

功、夜黑、道 回聲遞屑。

平去入上

過粒、悶、車 四聲遞用。

平入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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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7: 詠懷古跡五首 際月賴瑟

去入去 λ

悲、淚、藻、減 四聲遞用=

平去上入

門漠、面、語 四聲遞用 1 七句「千載琵琶作胡語」

平 λ 去上 語有兩讀 i 作名詞用 1 如語言 τ 讀上，

語韻 作動詞用，如詩人?讀去!御韻

。本句語字依其意當讀上聲。

峽襄鶴近 七句「武侯祠崑長鄰近 !近有上去兩

入上 λ 上 讀!解為接近 l 讀J二!穩韻 1 如計|為附

(通關?有親近之意) ，讀去!掀韻。

然無論讀何聲?在本詩中皆不犯上尾。

宙、策昌、復 七句「運移漢祥終難復 J 復有兩讀!

去 λ 上 λ 在去聲有韻! 在入聲屋韻。皆可宙11

為返?可以互用。

682 諸將五首 山、地、逼、滑

平去 λ 去

城馬‘隘‘稜 四聲遞用。

平上去入

烽貢預國

平去去入

標息馬地 回聲通用已

平 λ 上去

來射節儉 四聲遁用。三句「芷憶往時嚴僕射」

平去入上 射有去入兩讀，訓為僕射 射弓 J 讀去

'嗎韻 ι 訓為無射，讀λ1 昔韻 e

684 九白 酒、分、哭、往 三句「竹葉於人既無分 J 分讀如份!

上去 λ 上 見去聲問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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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日 t主 清、病病、、↓ 問聲遞用 句 Z車 t在自照孤帆宿

平 入去 t 宿台兩讀、且惜之宿讀去!有韻 如剖

為宿止!則讀人，犀韻-

70日 白關黑臆首 秋破敞、避

中 主 入 主

有、塞巧日 三句「正關搏風起紫家 J 邊軍之塞讀

去 人 去!代頡!主主訓為滿!調入!德韻。本

句海字作邊車解?當讀去。按奈築長城

!土色紫;直率亦然 故日紫學 性主費2

!見{古今注〉

713 問毛主 最壯伐、土

上 去 入 t三

白帝城最高樓 愁、險、石 F 四時遞用。

半 去 入 上

73 日 里山人隱!再 星、菊、巳、覆 li句 于見亂離不得已已有 k去兩

l' λ 上 λ 讀，+句已司111 1:1自1: ' 11 宜昌 u 七旬 高

l~:間為帶傾覆覆有去人兩讀，本令J

覆訓為敗， (清二因言有此諾在傷草仙人

隱之不終也，又日 第七替之一 )讀

人，~韻。

柏學士X'隘 魚 i且最得

t 入去 λ 

731 冬至 客、老堡、寸

人 上 入 去

小至 催、線棚、異

平 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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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舍弟觀赴藍BJ取 州、肉包遠、鵲 四聲遞用。

妻子到江陵喜寄 平去上入

二首

深、色、舞笑 四聲遞用包

平入上去

宅草、徑、滴

入上去 λ

748 人日 得酒拔、輿 七句 l 早春重引江湖興 J 興會之興!

λ 上入去 讀去。

757 字文晃尚書之錫 寂浦散、商 五句「樽當霞綺輯和散 J 散有上去兩

λ 上去上 讀!一在旱韻!一在翰韻!皆有分離分

布之意?可以互用!今取去聲!以避上

尾。

多病執熱奉價李 凌、接、雨、顧 四聲遞用。

尚書

平入上去

762 江陰節度陽城郡 生濕美佐 四聲遞周 D

玉新樓成 平 λ 上去

互作此奉衛王 都下靜賦

平上上去

76日 暮歸 棲、校輯、意 四聲遁用。

平上入去

769 公安送韋二少府 賢、至、襄、海

匡贊 平去上去

172 留別公安太島沙 遺作凍、若

門 上去去上

λ 入
779 曉發公安數月憩 罷、日、去、跡

息此縣 去 λ 去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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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U 長沙送手卡銜 州、版並平竊

4、 上 λ 

R(ì2 ~lr~-_f來舟中作 吞下室去

三;三

入 j、

I 可只 0 :1 小寒食舟中作 i喜惜慢 fjl 二心 存/且丹{!ý日疋r. 0拉 J 坐讀

干 t 去 1ε 見↑ìt"

804 照T;t--t;贊祥 賢、筆、:有、寸

平 l 入
80 1i I 啊!五判官 才1 、照隕促 同聲i瞳flJ o

不去 上 λ

肆、最後的話

很據 k表所作的統計}杜詩匕律共計結→行 V~ 1 八一們!從早句昆于(f;聲調右 J{ 'i' 

四啟遞用者正 1" V~背，上去λ…堅隔別用之者七+JL 首!犯 l 尾者卡在且 只;犯!尾者

!詩題是 (鄧附馬宅事?同中)、(崔氏東山草噎〉、〈糊江二首)之 、{題鄭薪、亭

f-) 、 l 乏民凶 二廿〉之 t 進蜓〉、 U'[ 村)、《客毛) , ( I 十七恃御

}、( ìT _l: f在水如海勢聊垃述〉、〈秋謹> ' (的吳郎 iîj法〉、 l 諸將立肯)之一、

'X作此兩衛Tl 、〈長沙送李十 銜九三字十II 白，常然!如果以圳木校~~ 應有異立

"1 質討論!口J惜我近患中風!無力翻索!只好留待後鬥!再作i的 t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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