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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李清照的《詞論》為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正式的詞學論文，1在文學史上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有關《詞論》的研究多不勝數，有關研究多從文學批評方面作出考證，惟少

有考證《詞論》真偽。有論者認為《詞論》非李清照親撰，本文以此為題，探討《詞論》

是否為李清照之作。 

 要了解《詞論》是否為李清照所作，得先了解當時的環境與作家本身。〈孟子‧萬

章下〉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2
從知

人論世角度出發，可了解《詞論》的創作時期與背景。李清照《詞論》初見於胡仔《苕

溪漁隱叢話後集》，
3
《詞論》中沒有提到靖康之變，

4
批評對象為北宋作家，止於元絳、

晁端禮而不提周邦彥，應為李清照早年遭亂以前的作品。
5
因此，《詞論》的創作背景應

放在北宋，即李清照南渡以前，
6
應屬李清照早期的作品。南渡後的李清照，經歷國破家

亡，詞風或有改變，故不能以其南渡後的作品作印證比較，否則兩者可能出現誤差，本

文將以李清照南渡前之詞作7為研究材料。 

                                                           
1 成復旺、黃保真、蔡鍾翔：《中國文學理論史（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年，第 1

版），頁 513。 
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197 冊，頁

166。 
3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港版），頁 254。 
4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1 年，第 1 版），頁 144。 
5 郭紹虞（主編）、王文生（副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9 年，第 1 版），頁 353。 
6 李清照於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丁未年，其時四十四歲）離青州到江寧，即南渡。詳參︰于

中航：《李清照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初版），頁 101。 
7 本文嘗整理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陳祖美《李清照詩詞選》、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

評註》、王學初《李清照集校註》、中華書局《李清照集》、王延梯《漱玉集注》等選集，篩去

存疑詞後，得出李清照南渡前詞作有二十二首，分別為︰〈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浣溪沙‧淡

蕩春光寒食天〉、〈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點絳唇‧寂寞深閏〉、〈玉樓春‧紅酥肯放

瓊苞碎〉、〈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好事近‧風定落花深〉、〈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

渺〉［陳祖美按︰此當為雙調憶王孫］、〈行香子‧草際鳴蛩〉、〈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蝶戀花‧淚濕羅衣脂粉滿〉、

〈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多麗‧咏白菊〉、〈滿庭芳‧小閣藏春〉、〈念奴嬌‧蕭條庭

院〉、〈慶清朝慢‧禁幄低張〉、〈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引用專書詳見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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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前半部分會從作品外部作分析，探討《詞論》是否由李清照所撰。當中會查考

及分析馬氏之論點是否可信，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可信度、不提周邦彥的問題、流

傳度的問題、馬氏一文的邏輯是否得當等。除查考馬氏一文外，還會探討晁補之《評本

朝樂章》與《詞論》關係及宋代戰亂對《詞論》流傳度的影響。 

 本文後半部分會以《詞論》所提主張與李清照南渡前的詞作內向分析，探討李清照

能否實踐其文學主張。要是李清照南渡前大多作品符合《詞論》主張，可作《詞論》為

李清照親撰之佐證。 

二、文獻回顧 

提出《詞論》非李清照所著的說法以馬興榮為主，著有〈李清照《詞論》考〉一文，

其主要論點如下︰ 

李清照《詞論》初收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據胡仔的兩篇自序，此書來源是「諸

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及「聞見」，容易出現誤傳。8 

歷代只有少數筆記、詞話提及《詞論》，從金、元、明、清的流傳情況來看，較少

人注意到《詞論》，故大多數人不把《詞論》當作李清照作品。9 

李清照家學淵源，並以詩文著稱於時，但《詞論》中未有提及花間集及西蜀詞人。

10王安石及曾鞏曾作詞，但李清照稱其「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11以

李清照才學不應未看過王安石的《桂枝香》。12 

周邦彥詞著稱於時，符合李清照《詞論》所提主張，但《詞論》對周邦彥隻字不提。
13 

李清照《詞論》所提主張與其創作不符，其作品未能反應《詞論》主張。14 

以上為馬氏之觀點，《宋詞大辭典》裡提出相近的觀點，如周邦彥未見於詞論的問

題，同時認為《詞論》原出何時何處，胡仔引述時有否刪節，已不可考。
15
 

                                                           
8 馬興榮：〈李清照《詞論》考〉，載馬興榮著：《馬興榮詞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56-58。 
9 同上註，頁 59。 
10 同上註，頁 59-62。 
11 馬興榮認為「若」於此解作假如。同上註，頁 63。 
12 同上註，頁 64。 
13 馬氏同時認為因李清照完全肯定周邦彥及其詞因此不在《詞論》提及周邦彥的說法不能使他

信服。詳參︰同上註，頁 62-63。 
14 馬氏一文指出李清照只有少數能符合《詞論》的要求，並援引李清照詞作《聲聲慢‧秋情》

作例。詳參︰同上註，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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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否定《詞論》是李清照所撰的主要文獻。 

周桂峰並不認同馬氏一文，其〈李清照《詞論》「托名偽作」說尚難成立〉提出︰

「《詞論》的出處來源，流傳情況不能否定李清照作《詞論》的可靠性；《詞論》本身

的所謂「疏失」，也同樣不能否定《詞論》的真實性。李清照的詞作是基本上受著《詞

論》制約的，有一些差距和突破，則為常見的情況，不足為奇。」16以駁斥馬氏一文。 

顧易生等認為自宋至清的論著談到《詞論》不多是因為古代文學批評家多着重評說

創作而對理論不夠重視的風氣使然，李清照亦應讀過王安石詞及《花間集》，其《詞論》

未有提及周邦彥則是因為當時新舊黨爭問題，李清照避諱政治因素故不在《詞論》提及

周邦彥。
17
 

邱世友認為今日提出《詞論》非李清照所著一說未有確鑿的論證，未可遽定。18 

 古代文獻中，直接提及李清照《詞論》的資料不多，主要評論《詞論》內容，19未

見有人提出《詞論》非李清照所撰。 

現當代研究文學批評的學者多著重於《詞論》內容本身，而鮮有提及其版本真偽，

20從此可推論出現當代學者較少對《詞論》版本有懷疑，信納《詞論》為李清照所著，

故多針對內容本身作討論。 

                                                                                                                                                                      
15 王兆鵬、劉尊明（主編）：《宋詞大辭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頁 815。 
16 周桂峰：〈李清照《詞論》「托名偽作」說尚難成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4

期（1988 年），頁 48。 
17 劉明今、蔣凡、顧易生：《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 版），

頁 598-610。 
18 邱世友：《詞論史論稿》（北京︰人文文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頁 2。 
19 撇除《詞論》的出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直接提及李清照《詞論》的有俞正燮《癸巳類

稿》、方成培《香研居詞塵》、江順詒《詞學集成》、張德瀛《詞徵》、王贈芳等《濟南府志》。

詳參︰褚斌杰、孫崇恩、榮憲賓（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

版），頁 107-109、128、132、151、173。 

謝朝徵《白香詞譜箋》一文參︰謝朝徵（箋）、舒夢蘭（輯）：《白香詞譜箋》（香港︰商務印

書館，1959 年，港一版），頁 55、62、68。 

田同之《西圃詞說》一文參︰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 版），頁 1450-1451。 

馮金伯《詞苑萃編》一文參︰同上註，頁 1971-1972。 

以上文獻見附錄。 
20 羅根澤、郭紹虞、成復旺、林玫儀、謝桃坊、游國恩、敏澤、胡雲翼、劉大杰、袁行霈、陳

祖美、于中航、葉嘉瑩、復旦大學教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等專著皆著重討論《詞論》的內容而

非其版本真偽。詳見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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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外部分析 

馬文觀點分析 

 下文將分析馬文之觀點，考查其觀點是否恰當。 

（一）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可信度辨析 

 馬氏認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一書可信性低，其援引胡仔一書自序及王國維、蘇

軾等人之說法，指出宋代聞見、小說不可信及易出現託名偽作之事，21並以黃昇《詩人

玉屑序》指出胡仔在編纂《苕溪漁隱叢話》時考辨不精，書中有失誤之處等為由，
22
質

疑李清照《詞論》真確性有誤。 

 馬氏是以《苕溪漁隱叢話》一書可信度作出《詞論》為非李清照所撰的結論，但《苕

溪漁隱叢話》有一定的可信性。雖然胡仔謂其取材自「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

載事實」23，但其考據實為相當嚴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批《苕溪漁隱叢話》及

阮閱《詩話總龜》︰「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

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24郭紹虞進一步指出︰「阮書僅供

詞人獺祭之用，胡著則可供學者研究之資……就文體分別言，就知人論世言，均以胡著

為長。」25以此見之，《苕溪漁隱叢話》仍有相當大的可信性，馬氏可能輕看了《苕溪

漁隱叢話》的可信度。 

                                                           
21 馬氏所引胡仔自序為︰ 

「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苕溪

漁隱叢話前集序》 

「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逐再采摭，因而捃收群書，舊有

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為四十卷。」《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馬氏引王國維︰「宋人小說，多不足信。」《人間詞話刪稿》 

馬氏引蘇軾︰「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人文也。」《與陳

傳道書》 

詳參︰同註[8]，頁 56-57。 
22 同上註，頁 58。 
23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港版），頁 1。 

24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九十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第 1 版），

頁 111。 
25 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 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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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程紫丹認為︰「胡仔雖徵引眾書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在徵引中胡

仔時有刪減，有時刪節過多，易造成文意不暢，以至於失去條目原有面目。」
26
從此角

度而言，胡仔記錄《詞論》時的確可能有刪減《詞論》的內容。胡仔評《詞論》︰「易

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27
又引韓愈詩︰「蚍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來批評李清照。
28
胡仔對李清照的評論未免過於苛刻，為何胡

仔會有這麼大的反應？胡仔在後集自序有言︰「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

皆集詩之大成者。」
29
殷海衛認為︰「胡仔於詩是傾心於蘇、黃的，除稱兩家為集詩之

大成者外，其詩學蘇、黃兩家，所得處亦甚多。」
30
李清照對蘇軾、黃庭堅皆有批評，

31

胡仔的仿傚對象受到此般嚴苛的批評，自然有心為蘇、黃二人辯護，便嘲李清照為「蚍

蜉」。因此，胡仔在記述李清照《詞論》時，可能受到自身觀點的影響，對《詞論》內

容有所刪節，以使《詞論》看似對各家只有苛評。 

 綜上所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一書的可信度其實不低，馬氏可能低估了《苕溪

漁隱叢話》一書的可信性，《詞論》應為李清照所撰，但胡仔在編纂時可能對作品內容

有所刪減，《詞論》有否增刪就不得而知。 

（二）流傳度不廣之辨 

 馬氏認為金、元、明、清眾多筆記、詞話中提及李清照《詞論》的只有廖廖數本
32
，

其他數十種重要筆記、詞話只提李清照或其詞作，就是沒有提到《詞論》，可見歷代詞

學家都不承認李清照《詞論》的真確性。33 

 除馬氏所提的筆記、詞話以外，提及李清照《詞論》的還有李文藻《（乾隆）歷城

縣志》、成瓘《（道光）濟南府志》、江順詒《詞學集成》、謝朝徵《白香詞譜箋》及

張德瀛《詞徵》（詳見附錄）。除以上筆記、詞話外，俞彥《爰園詞話》批蘇軾詞時有

                                                           
26 程紫丹：〈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考論〉，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5 月），頁

95。 
27 同註[3]，頁 254-255。 
28 同上註，頁 255。 
29 同上註，頁 1。 
30 殷海衛：〈《苕溪漁隱叢話》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4 月），頁 20。 
31 李清照批蘇軾「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正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

不協音律者。」 

李清照批黃庭堅「黃即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詳參︰同註[3]。 
32 馬氏查考到的有徐釚《詞苑叢談》、田同之《西圃詞說》、馮金伯《詞苑萃編》、俞正燮《癸

巳類稿》、方成培《香研齋詞塵》。詳參︰同註[9]。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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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子瞻詞，無一語著人間烟火，此自大羅天上一種，不必與少游、易安輩較量體裁

也。」
34
俞彥無直接徵引李清照《詞論》內容，但其所指的「較量體裁」應是指易安對

蘇詞「皆句讀不葺之詩」
35
的批評，俞彥應是看過李清照《詞論》才能作出這樣的批評

的，此亦可為李清照《詞論》流傳度其實不是太低的佐證。 

 由此可見，記述《詞論》者比馬氏一文為多，故馬氏一文資料有缺漏之處，流傳度

實為大於馬氏預期。 

（三）《詞論》版本校勘 

 《詞論》於不同的筆記、詞話中的版本各異，有些只是片言隻語的記錄《詞論》，

有些則全篇引述，全篇者則有時用文有別，現分析如下︰ 

 各版本之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裏的《詞論》為原初版本，故篇幅最長，所述

最為仔細。俞正燮《癸巳類稿》與胡本幾近一樣，並於文末註明出處「以上皆《漁隱叢

話》」36，故俞本由胡本輯錄而來。徐釚本37與胡本幾乎一樣，但沒註出處，應為同摘自

胡本。此三本較相近，亦最為詳盡。 

 馮金伯《詞苑萃編》38刪去有關唐天寶至鄭衛之聲一段，由五代干戈開始記錄，沒

註明出處，但其餘部分與胡本相近，應由胡本剪輯而成。田同之《西圃詞說》39與馮本

相近，兩者或有參引關係。 

 方成培《香研齋詞塵》40只取李清照有關音律的評價，此部分與胡本相近，應摘自

胡本。江順詒《詞學集成》謂「《詞塵》錄李易安論詞云」，41同只取音律部分，應轉

引自方本。 

 李文藻等《［乾隆］歷城縣志》42跟王贈芳等《［道光］濟南府志》43皆只收李清照

評各名家部分。李本於文末指出「據宋史文苑傳金石録後序及晁氏讀書志嫏嬛記諸書」，

                                                           
34 褚斌杰、孫崇恩、榮憲賓（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 版），

頁 57。 
35 同註[3]。 
36 同註[34]，頁 108。 
37 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 版），

頁 3-4。 
38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 版），頁 1971-1972。 
39 同上註，頁 1450-1451。 
40 同註[34]，頁 128。 
41 同上註，頁 151。 
42 李文藻等（纂）、胡德琳（修）、《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乾隆］歷城縣

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續修四庫全書本，第六九四冊，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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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李氏是按這些書敍述李清照的家世、生平，

45
並指非《詞論》由這些書所出。反觀李本

所載內容與胡本相近，應由胡本所出。王本文末指「縣志載文苑」，
46
與李本內容幾近

一致，王本應由李本所出。 

 謝朝徵《白香詞譜箋》47及張德瀛《詞徵》48屬片言隻語式的徵引，兩本所引之句與

胡本一樣，應由胡本所出。 

 校對各版本《詞論》後，可推斷所有版本皆由胡本剪輯而來，李本徵引來源主要敘

述李清照家世、生平，而非《詞論》，故所有版本應由胡本所出。上文已論證胡仔《苕

溪漁隱叢話》一書的可信度，所有版本都據胡仔所出可推論各版本著者皆信納胡本的真

確性，故胡本《詞論》應為李清照所撰，但胡仔有否刪減就難以得知。 

 

                                                                                                                                                                      
43 冷烜、成瓘（纂）、王贈芳、王鎮（修）：《道光濟南府志（三）》（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頁 137。 
44 同註[42]。 
45 「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眀誠，自號易安居士。」《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詳參︰（元）托克托等（撰）：《宋史（卷四百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影四庫全書本，第 288 冊，頁 254。 

「右皇朝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趙誠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

心可寒。』然無檢操，後適張汝舟，不終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郡齋讀書志》詳參︰晁

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674 冊，頁 294。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脫，

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

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

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

以送之。詞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

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瑯嬛記》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歎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

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隻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

「莫道不消魂，簾西風，人似黃花瘦。」正易安作也。」《瑯嬛記》 

詳參︰蕭參（撰）、伊世珍（輯）：《希通錄、瑯嬛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一版），

頁 80-81。 
46 同註[43]， 
47 謝朝徵（箋）、舒夢蘭（輯）：《白香詞譜箋》（香港︰商務印書館，1959 年，港一版），

頁 55、62、68。 
48 同註[34]，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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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流傳度的其他因素 

甲、傳統「詞為小道」觀的影響 

 詞一般被視為「小道」、「末技」，不得與詩文並列，
49
詞為「小道」、「小乘」

觀一直流傳至明代。
50
南宋胡寅也曾提出「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51
既然詞被視為

小道，不受重視，有關詞學的批評理論亦會同不受重視。既然較少人研究詞學，有關詞

的批評理論流傳度較低也無可厚非。 

乙、北宋戰亂頻繁影響 

 如上文所述，李清照《詞論》雖然流傳度不是非常廣，但馬氏仍是低估了它的流傳

度。《詞論》的流傳度不廣與當時的戰亂影響不無關係。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戰

亂使她流離失所，平生收藏的古玩名畫等皆割愛散落殆盡。
52
當時金人屢侵，甚至欽宗

被擄，53政治局面極為動蕩。在此之世，李清照南渡之時極為狼狽，就算是平日所收藏

的古玩名物都要割愛捨棄，更遑論自己的作品了。即令是與李清照時期相距較近，南宋

的趙彥衛亦有言︰「他文少有見者。」
54
至清代時，《諸城縣志》及《四庫全書總目提

                                                           
49 劉小莉：〈貶詞說︰正統的二難抉擇〉，《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4 年 8 月），

頁 86。 
50 祁志祥：〈從「小道」、「詩餘」到「尊體」—中國古代詞體價值觀的歷史演變〉，《文學

理論研究》第 2 期（2010 年），頁 112。  
51 原文出自《向薌林酒邊集後序》。詳參︰胡寅（撰）：《斐然集（卷十九）》（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1137 冊，頁 547。 

52 原文︰「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

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

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

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

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詳參︰

王學初（校註）：《李清照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頁 178-179。 
53「（三月辛卯期）金人脅上皇北行。」《宋史‧本紀第二十三》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宋史‧本紀第二十四》 

「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宋史‧本紀第二十四》 

金人犯宋例子仍有許多，上只列舉一二。詳參︰ 

（元）托克托等（撰）：《宋史（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

書本，第 280 冊，頁 330-331。 

（元）托克托等（撰）：《宋史（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

書本，第 280 冊，頁 337。 
54 原文出自《雲麓漫鈔》，詳參︰同註[34]，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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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都指出李清照作品有散佚的情況。
55
因李清照受戰亂影響，作品有散佚情況，她名

聞於世的詞尚要「寶而存之」，加上「詞為小道」的影響，其詞學批評理論流傳度不高

就很容易理解了。 

（五）《詞論》不提周邦彥之辨 

 馬氏認為《詞論》歷評北宋詞人，沒有理由對負一代詞名的周邦彥一字不提，並認

為李清照完全肯定及其詞一說未能使人信服。
56
 

 顧易生等認為李清照《詞論》不提周邦彥的原因為避諱政治因素，李清照之父李格

非屬舊黨，周邦彥屬新黨，當時兩黨相爭，故李清照避提周邦彥。
57
顧易生等亦提出同

屬舊黨的晁補之的《評本朝樂章》亦不提周邦彥，李清照應為採取同一立場。58筆者認

同以上說法，李清照嘗上詩其家翁屬新黨的趙挺之救父，59全詩已散佚，尚留有「炙手

可熱心可寒」、「何況人間父子情」兩句，
60
但失敗告終。經歷這次的失敗，李清照其

後寫成的《詞論》對政治有所避諱也是人之常情。 

 除此以外，李清照好勝的性格同有影響。李清照於《金石錄後序》曾記錄她跟趙明

誠背書飲茶的樂事，
61
從「余性偶強記」中可略窺其好勝一面。其作《打馬賦》及《打

馬賦序》亦可見其好勝逞強好勝一面。
62
李清照好勝之餘，也有恃才傲物的性格。樊增

                                                           
55 原文︰ 

「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為詞家一大宗矣。」永瑢等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漱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清照雖女子，而詞格高秀，乃與周、柳抗行。此本僅十七闋，

附以《金石錄後序》一篇，蓋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完本，然已見大概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詞曲類一》 

「清照博雅，有雋才，為詞家大宗。詩文集多散佚，惟《漱玉詞》及《打馬圖》二書猶存。」 

《諸城縣志‧卷三十六列傳第八》 

詳參︰同上註，頁 98、102-103。 
56 同註[13]。 
57 同註[17]，頁 609-610。 
58 同上註，頁 610。 
59 同註[6]，頁 45。 
60 徐培均：《李清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 版），頁 26。 
61 原文︰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

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詳參︰同註[52]，頁 178。 
62 「且好勝者，人之常情。」《打馬賦》 

「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打馬

圖序》 

詳參︰同上註，頁 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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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認為她「易安才高學贍，好詆訶人，遂為忌者誣謗。」
63
蕭道管則認為「易安再適之

說，根於恃才凌物，忌者造言」。
64
李清照當時更有「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

成」之語，
65
其恃才傲物的性格與《詞論》的尖苛的批評的批評不謀而合，胡仔批《詞

論》為「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
66
。李清照既是恃才傲物及好勝，若詞家未達

到她要求，自然受其批評，但周邦彥對她來說正是無短處可言，故不在《詞論》所提。

夏承燾認為「若拿她這些議論、見解來讀周邦彥的《清真詞》，卻正是『波瀾莫二』。」

67
鄧魁英嘗引有關周邦彥的評論來論證周邦彥的創作實踐和李清照的主張沒有甚麼矛盾，

故其不在李清照的指擿之列。
68
 

從協樂方面而言，本文嘗以周邦彥〈一翦梅‧一翦梅花萬樣嬌〉
69
及萬樹《詞律》

所提的正體—李清照的〈一翦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70
作聲韻分析（詳見附錄），並對

照《詞律》又一體蔣捷〈一翦梅‧一片春愁帶酒澆〉，71結果發現周邦彥此詞平仄無誤，

能達李清照協樂的要求。李清照於《詞論》強調詞「別是一家」72的原則，周邦彥詞正

                                                           
63 原文出自《石雪齋詩集》，詳參︰同註[34]，頁 155。 
64 原文出自《道安室雜文》，詳參︰同上註，頁 161。 
65 胡雲翼（著）、劉永翔、李露蕾（編）：《胡雲翼說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頁 115。 
66 同註[28]。 
67 夏承燾：〈評李清照的詞論〉，載夏承燾著：《月輪山詞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頁 10。 
68 鄧魁英轉引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四庫全書提

要》論證周邦彥符合李清照《詞論》中要求的協樂、高雅、典重、鋪叙及故實，引文見下︰ 

「（周邦彥）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沈義父《樂府指迷》 

「（周詞）渾成和雅，善於融化詩句。」張炎《詞源》 

「清真詞多用唐人詩語，檃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叙，富艷精工。」陳振孫《直齋書錄

解題》 

「邦彥妙解音律，為詞家之冠，所製諸調，非獨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不容相

混。」《四庫全書提要》 

詳參︰鄧魁英：〈關於李清照《詞論》的評價問題〉，載中國語文學社編：《唐宋詞研究論文集》

（香港：中國語文學社，1969 年），頁 118。 
69 周邦彥（著）、吳則虞（校點）：《清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1 版），頁 68-69。 
70 萬樹：《詞律（第二冊）》（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港一版），頁 486。 
71 同上註，頁 487。 
72 所謂「別是一家」，意指詞是與詩不同的一種獨立的抒情文體，詞對音樂性和節奏感有更獨

特的要求。詳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5 年，第 2 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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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此點，其他要求也相當符合，加上政治原因，李清照於《詞論》不提周邦彥亦不

無道理。 

（六）馬文之誤 

甲、「若」字之誤 

 馬氏認為《詞論》中「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

不可讀也」的若字假作「假如」，並以王安石、曾鞏曾作詞，王安石之《桂枝香》更風

行一時為例，指出學識淵博的李清照不可能未讀過王安石之詞，由此推論《詞論》非李

清照所著。
73
 

其實馬氏誤譯了若字的意思，這個若字應解作至於。〈孟子‧梁惠王上〉中「若民，

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74
的若字同樣解作至於。《詞論》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王安石、

曾鞏的文章像西漢時期，至於作詞，其質量實在不怎麼樣」，而非指李清照未曾看過他

們的詞作，此說法與《詞論》上下文關係更為呼應。基於馬氏一文的解釋及推論有誤，

實未能藉此證實《詞論》非李清照所著。 

乙、默證之誤 

 馬氏一文提到李清照不可能未讀過《花間集》，並以其詞〈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

青〉沿用薜昭蘊同調詞起句為例，指《詞論》不應不提《花間集》，故真偽存疑。75 

近代有研究認為李清照受《花間集》影響，
76
顧易生等認為《詞論》中「自後鄭、

衛之聲日熾……斯文道熄」一段實已接觸到對晚唐西蜀花間詞派評價，
77
故李清照應是

讀過《花間集》並有所評價的。除此以外，馬氏一文對此觀點訴諸默證78，李清照於《詞

論》不明提《花間集》，不代表她未讀過《花間集》。即使李清照未讀過《花間集》，

也不能代表當中作家的詞，因此馬文推論有誤。 

 

 

                                                           
73 同註[11]、註[12]。 
74 同註[2]，頁 99。 
75 同註[8]，頁 62。 
76 張福洲：〈「花間」對宋詞的影響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頁 I。 
77 同註[17]，頁 601。 
78 張蔭麟認為︰「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

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詳參︰張蔭麟：〈評近人顧頡剛對於中國古史之

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載張雲台編：《張蔭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 年），

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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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以上為有關馬氏一文的觀點分析，關於《詞論》與李清照詞創作實踐不符合的觀點，

將於下文論及。綜上所述，馬氏一文雖然提出不少反對《詞論》為李清照所作的觀點，

惟當中仍有不少有待商榷之處，未能作為有效推翻《詞論》之證據。 

（八）晁補之《評本朝樂章》的啟蒙—《詞論》的創作動機 

 除以上所述外，陳祖美提出李清照受到晁補之《評本朝樂章》啟發而撰寫《詞論》

的觀點，並認為晁氏感後生可畏，故把《詞論》跟《評本朝樂章》一起珍藏，結果胡仔

在著錄《評本朝樂章》的《晁無咎》條下，一併載錄李清照《詞論》。
79
《評本朝樂章》

收於吳曾的《能改齋漫錄》80，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晁無咎條下《評本朝樂章》轉引

自吳本。81陳良運指出《評本朝樂章》今本並非完整本，吳本只錄其部分評語。82晁補之

撰有一本詞話著作《骫骳說》，原書已伕，有數本宋人著作曾引錄，名《評本朝樂章》

或《評樂章》。
83
 

晁補之是最早的詞評家之一，而《評本朝樂章》是李清照《詞論》前的一篇重要詞

評。
84
其評論了柳永、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晏殊、張先這些詞論家，李清照《詞論》

同有評論這些詞家，但兩者取向各有不同。晁補之為蘇門六君子之一，
85
其受學於蘇軾，

對蘇詞的批評相當正面，指其詞「橫放傑出」，甚至為蘇軾作出辯解︰「自是曲子中縛

                                                           
79 陳祖美：《李清照新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頁 90-92。 
80 原文︰「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載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

甘州》云：『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

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

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

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

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

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評本朝樂章》，詳參︰周雷、周義敢（編）：

《晁補之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1 版），頁 47。 
81 同註[3]，頁 253。 
82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

頁 52。 
83 曾引錄的宋人著作分別為趙令畤《侯鯖錄》、吳曾《能改齋漫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魏慶之《詩人玉屑》。詳參︰同註[70]，頁 88-89、99。 
84 晁補之、晁沖之（撰）、劉乃昌、楊慶存（注）：《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詞》（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 版），頁 3。 
85 孫虹：《北宋詞風嬗變與文學思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 版），頁 161。 



15 
 

不住者」。
86
李清照對於蘇軾的評價的取向就截然不同，其批評蘇軾「學際天人，作為

小歌詞，正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
87
從此點就

可看到兩者的取向並不相同。 

雖然兩者對詞的取向各有不同，但若說李清照是受到晁補之《評本朝樂章》的啟發

才撰寫《詞論》，這點仍是有一定的可能。首先，李清照與晁補之熟悉，晁補之亦多對

士大夫稱道李清照，88兩者既為熟悉，受對方啟發亦不足為奇。其次，兩者評論的對象

相近，李清照所評說的對象更為詳細、範圍亦較廣，可能是基於《評本朝樂章》的評論

對象所增加。如上文所述，李清照性格好勝，恃才傲物，蘇詞不符合其「詞別是一家」

的要求，晁補之謂之「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89
，李清照自然會想撰文反駁。 

鄧魁英認為︰「李清照《詞論》產生的時期，正是宋詞發展史上出現新的變革的階

段。」
90
當時對於詞詩的分野、內容與音律的重要性等都爭論不休，才高學瞻的李清照

也自然參與討論，透過《詞論》表達自己「詞別是一家」的意見。 

（九）總結 

綜上所述，因馬氏一文的觀點許多尚有商榷餘地，加上《評本朝樂章》及李清照自

身性格影響，《詞論》應為李清照所著，但可能受戰亂影響而散伕，而胡仔引錄時有否

刪節也無從稽考。 

四、作品內部分析 

《詞論》與李清照詞作之理論與實踐 

李清照於《詞論》中提出不少主張，龍榆生歸納《詞論》主要，提出李清照認為歌

詞之最高標準應具備下列五點︰協律、鋪叙、典重、情致、故實。91林玫儀進一步指出

《詞論》的重點在於詞「別是一家」四字，其最大特色為音樂文學，兩者各居其半。92因

此，若要考證李清照的創作與《詞論》的關係，須以這些標準作為判斷，本文將從協律、

鋪叙、典重三方面考證李清照早期詞作是否符合《詞論》之主張。 

 

                                                           
86 同註[80]。 
87 同註[3]。 
88 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文文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頁 156-157。 
89 同註[80]。 

90 同註[68]，頁 111。 
91 龍榆生：〈漱玉詞叙論〉，載龍榆生著：《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頁 343。 
92 林玫儀：《詞學考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初版），頁 320。 



16 
 

（一）協律 

 《詞論》中「別是一家」及與音律相關的理論足見李清照對詞音律性的要求與重視，

本文嘗以李清照早期詞作93進行聲韻分析，以《中原音韻》94所載之聲韻95作藍本，把《詞

律》所載之同詞牌詞作96作聲韻分析97，得出《詞律》本詞譜。因《詞律》本有時有字為

《中原音韻》未收錄，故須參考龍榆生《唐宋詞格律》98所載詞譜，並以張映先《中華

詞律》99為次要參考，整理成詞牌詞譜，並與李清照詞作對比分析，分析結果如下︰（詳

細資料參附錄） 

甲、平仄方面 

 分析李清照 22 首南渡前詞作後，發現其詞全符平仄者有 14 首，100有一錯處者 4 首，

101錯二處者 3 首102及錯三處者 1 首103，22 首詞作中只錯了 13 字。由此可見，李清照相當

重視基本平仄要求，錯處甚少，能符合其《詞論》之聲律主張。 

 

                                                           
93 選取方法參註[7]。 
94 詳參︰周德清（輯）：《中原音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年，初版）。 
95 周德清於《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指出︰「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為

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宋代尚有入聲字，然而元朝時已開始有入派三

聲的現象，故周德清著《中原音韻》時會把入聲註明「入作平／上／去」，但本文分析把這些分

化一概當仄聲論。詳參︰同上註，頁 112。 
96 詳參︰萬樹：《詞律（第一冊）》（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港一版）。 

萬樹：《詞律（第二冊）》（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港一版）。 

萬樹：《詞律（第三冊）》（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港一版）。 
97 附件會以—表示平聲；｜表示仄聲；＋表示可平可仄（參萬樹《詞律》本）；粗體表示韻腳

（叶韻皆算在內）。《中原音韻》未收之字以「缺」字及符號「？」代表。因李清照詞為主要研

究對象，考證會相對仔細，會兼考聲母、韻母、聲調、平仄。對比詞作則只考聲調、平仄。 

98 詳參︰龍榆生（編撰）：《唐宋詞格律》（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初版）。 
99 詳參︰謝映先（編著）：《中華詞律》（湖南︰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 
100 分別是︰〈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浣溪沙‧小院閒窗

春色深〉、〈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玉樓春‧紅酥肯放

瓊苞碎〉、〈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好事近‧風定落花深〉、〈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

渺〉、〈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蝶戀花‧淚濕羅衣脂粉

滿〉、〈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 
101 分別是︰〈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點絳唇‧寂寞深閏〉、〈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念奴嬌‧蕭條庭院〉。 
102 分別是︰〈行香子‧草際鳴蛩〉、〈多麗‧咏白菊〉、〈滿庭芳‧小閣藏春〉。 
103 為〈慶清朝慢‧禁幄低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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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調式、調名方面 

 22首詞作裡，有2首調式
104
與萬樹《詞律》所載本有所不同，林玫儀指出︰「萬樹

撰作《詞律》時，由於手邊並無善本，只能取汲古諸刻以為底本，以致《詞律》、《詞 

譜》二書所錄同一首詞，其字數、破法相異甚大。」
105
此可能是此二詞調式不同之因。 

另，陳祖美指出〈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之調應為《雙調憶王孫》，此誤傳源

於《樂府雅詞》的誤題，之後更以訛傳訛。
106
周篤文指「怨」為「憶」字之訛，並指周

紫芝《雙調憶王孫》與李清照此詞纖悉無殊。
107
經聲韻分析後，發現兩者平仄、韻腳一

致，故此詞之調應為《雙調憶王孫》。 

由此可見，詞的調式、版本等會受後世的詮釋的影響。例如，若以《怨王孫》之詞

譜分析〈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一詞，定有許多不協樂、疏漏之處。如以周紫芝本

作分析，則可謂毫無缺失。因此，李清照在填詞時應是嚴守協樂性的，惟後世的詮釋、

版本等問題可能影響我們的解讀，使之看似其協樂性有不周之處。 

丙、頭韻方面 

 以語言風格學作分析，李清照詞巧妙運用了頭韻
108
，竺家寧指出︰「押頭韻意思是

運用字音開頭部分的相似性，在反覆出現中表達了韻律感，就像在句末讓相同的『韻』

反覆出現一樣的道理。」
109
李清照不少詞作皆善押頭韻，例如〈一翦梅‧紅藕香殘玉簟

秋〉上的見母連用，下闕反覆出現心母、穿母的字；〈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影母

於上下闕反覆運用等，都是以押頭韻的方式建立詞的韻律感及聲律美，無怪有論者謂易

安詞如「大珠小珠落玉盤」。110 

  

                                                           
104 分別是〈行香子‧草際鳴蛩〉、〈慶清朝慢‧禁幄低張〉。 
105 林玫儀：〈韻律分析在宋詞研究上之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六期（1995 年），頁

84。 
106 陳祖美（選注）：《李清照詩詞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3。 
107 陳祖美（主編）：《李清照作品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1992 年，第一版），頁 10。 
108 竺家寧指出，頭韻是指聲母相協的現象。詳參︰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二版），頁 78。 
109 同上註，頁 79。 
110 胡雲翼：《中國文學史》（香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74 年，第 1 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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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韻部方面 

 除了押頭韻以外，李清照亦靈活運用韻部，以押韻方式造就其藝術風格。本文分析

材料所押韻部見下表︰ 

韻部 擬音
111

 李清照押此韻詞作 

東鍾 /uŋ/、/iuŋ/ 
〈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行香子‧

草際鳴蛩〉 

支思 /ɪ̈/ 

〈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只叶末句）、

〈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只叶首句）、

〈多麗‧咏白菊〉（下闕） 

齊微 /i/、/ei/、/uei/ 

〈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訴衷情‧

夜來沉醉卸妝遲〉（末句叶支思韻）、〈漁

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首句叶支思韻）、

〈多麗‧咏白菊〉（上闕）、〈念奴嬌‧蕭

條庭院〉 

魚模 /u/、/iu/ 
〈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點絳唇‧寂

寞深閏〉 

真文 /ən/、/iən/、/uən/、/iuən/ 〈慶清朝慢‧禁幄低張〉 

寒山 /an/、/ian/、/uan/ 
〈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桓歡為主要

韻部，叶先天、寒山韻） 

皆來 /ai/、/iai/、/uai/ 〈滿庭芳‧小閣藏春〉（誤押） 

桓歡 /on/（或/ɔn/） 
〈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桓歡為主要

韻部，叶先天、寒山韻） 

先天 /ien/、/iuen/ 

〈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蝶戀花‧

暖雨晴風初破凍〉（桓歡為主要韻部，叶先

天、寒山韻） 

蕭豪 /au/、/iau/、/ieu/ 〈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 

車遮 /ie/、/iue/ 
〈好事近‧風定落花深〉、〈蝶戀花‧淚溼

羅衣脂粉滿〉 

  

                                                           
111 本文採用竺家寧之擬音系統，詳參︰竺家寧（著），國立翻譯館（主編）：《音韻學》（臺

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年，第 1 版），頁 11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1%E9%97%AD%E5%A4%AE%E4%B8%8D%E5%9C%86%E5%94%87%E5%85%83%E9%9F%B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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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侯 /ou/、/iou/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

霧濃雲愁永晝〉、〈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

柔〉、〈一翦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滿

庭芳‧小閣藏春〉、〈鳳凰台上憶吹簫‧香

冷金猊〉 

侵尋 /əm/、/iəm/ 〈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 

 從上表可見，李清照詞大致上能押韻，偶有叶韻或換韻現象，惟〈滿庭芳‧小閣藏

春〉有一處誤押皆來韻。李清照最常用的韻部為尤侯韻，22首研究材料中佔了6首。從

李清照常用韻部中可略窺其用韻之妙。李清照很少選用洪音
112

/a/為主元音的韻部，即令

是採用/a/為主元音的韻部，當中定附有細音113/i/或/u/作韻頭、韻尾，可見李清照有採用

細音/i/、/u/等音素的傾向。 

 

 

 

 

 

 

 

 

                                    

                                                   

 

 

 

參上列舌位元音圖，114可知/i/、/u/屬高元音。何大安指出︰「響度的高低，與舌位

移動時所形成口腔的大小有關。舌位越高，響度越低，舌位越低，響度越高。」115李清

照使用涉及/i/、/u/的韻部，其實有助她建立其語言風格。竺家寧認為豪放、婉約等風格

不完全是內容情感所造成，有一半是語言形式所決定。116有人稱李清照為婉約之宗，117其

                                                           
112 洪音以/ɔ/或/a/為主，多為中古一二等韻流變而來。詳參︰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

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年，增訂版），頁 19。 
113 細音以/i/、/y/、/ei/、/œ/及/ɛ/為主，多為中古三四等韻流變而來。詳參︰同上註，頁 20。 
114 林燾、王理嘉：《語音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初版），頁 50。 
115 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二版），頁 33。 
116 竺家寧：〈聽唐詩的交響—由聲韻分析詩歌的音樂性〉，《聲韻論叢》第 16 期（2009 年 12

月），頁 27。 
117 同註[65]，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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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自然代表婉約派。傳統文評家所謂「豪放」的作家，其用韻多以開口度最大的/a/作為

元音，韻尾又多是容易造成迴盪共鳴的舌根鼻音。
118
反之，婉約派會多用開口度較小的

韻母作元音。以李清照早期詞作看來，較常用的韻部為齊微及尤侯。以尤侯韻為例，其

擬音為/ou/、/iou/，主元音為/o/，另加韻頭/i/及韻尾/u/。參照舌位元音圖，可知/ou/一韻

中/o/為半高、圓唇的元音，/u/是高、圓唇的元音。董同龢指出舌位由低至高的複元音響

度是先大後小的，
119
兩者又為圓唇音，聽來容易形成纖細柔弱的效果，即婉約派之風格。

120
 

由此可見，李清照除了嚴守平仄、巧用頭韻以外，還注意到利用韻部特性，營造婉

約派之語言風格特色，可見她精通音律，即能符合《詞論》之主張。 

（二）鋪叙 

 李清照批晏幾道苦無鋪叙，所指的是晏幾道所作多為小令，未能從展開鋪叙，故李

清照引以為憾。
121
夏承燾反指李清照《漱玉詞》不能實踐其文學理論，其一為不擅長於

鋪叙的作品。
122
其實鋪叙宜用長調，如柳永就以鋪叙見長，其《樂章集》就多為長調。

123

以本文研究的早期易安詞而言，22 首詞作中有 5 首為長調124，6 首為中調125及 11 首為小

令
126
。李清照早期所著之詞以小令居半，但亦有中長調之作。郭敏兒嘗把 47 首《漱玉詞》

分類，發現有小令 28 首、中調 10 首及長調 9 首，
127
即《漱玉詞》同是小令居多。李清

照與晏幾道一樣，好作小令，小令字數上的限制使鋪叙行之不易，並非兩者不願鋪叙。

平慧善認為鋪叙是李清照詞常用的手法，並以〈多麗‧咏白菊〉、〈鳳凰台上憶吹簫‧

                                                           
118 同註[108]，頁 31。 
119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五版），頁 321。 
120 除真文、寒山、先天、侵尋韻外，其他皆能如此分析。 
121 顧易生：〈關於李清照《詞論》的幾點思考〉，《文學遺產》第 3 期（2001 年），頁 81。 
122 同註[67]，頁 11。 
123 黃盛璋：〈李清照與其思想〉，載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3。 
124 分別是︰〈多麗‧咏白菊〉、〈滿庭芳‧小閣藏春〉、〈念奴嬌‧蕭條庭院〉、〈慶清朝慢‧

禁幄低張〉、〈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 
125 分別是︰〈行香子‧草際鳴蛩〉、〈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

柔〉、〈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蝶戀花‧淚濕羅衣脂粉滿〉、〈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

凍〉。 
126 分別是︰〈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雲愁

永晝〉、〈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浣溪沙‧莫許杯深琥

珀濃〉、〈點絳唇‧寂寞深閏〉、〈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

〈好事近‧風定落花深〉、〈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 
127 郭敏兒：〈漱玉詞之聲律與修辭研究〉，香港珠海大學文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0 年 4

月），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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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冷金猊〉等為例，指出李清照長於運用鋪叙。
128
因此，李清照並非如夏氏所言，不擅

於鋪叙的作品，而是因其創作偏好小令關係，較少填長調詞譜之詞，並非其不能也。有

關鋪叙的要求，李清照是能實踐其主張的。 

（三）典重 

 李清照家學淵源，父母皆為文學家，自幼受到文藝的熏陶，又資質聰慧、酷愛讀書，

129
可謂多才多藝，博學多才。其豐厚的學識自然對其寫詞有莫大裨益，其用典用得極為

精妙。夏漢寧曾粗略統計李清照現存的七十多首詞作中（含存疑詞），或用典故，或點

化前人詩句前句的，就近一半，130可見李清照用典之多。以李清照所撰最長的長調〈多

麗‧咏白菊〉為例，二十八句中用典有十二處，
131
當中直點其名的有六處，其餘則隱含

在內，渾然天成。因此，易安詞能符合其《詞論》所提典重的要求。 

（四）總結 

 從協樂、鋪叙、典重三方面來說，李清照之作皆相當脗其《詞論》主張，可見李清

照能實踐《詞論》主張，可作《詞論》為李清照所著之實證。馬氏嘗以《永遇樂‧元宵》

分析李清照不合其聲律主張，但此作並非李清照南渡前之作，如上文所述，李清照經歷

國破家亡後，詞風或有改變，故不能劃一而論。 

五、結語 

 本文嘗以馬氏一文觀點出發，作出考證，發現馬氏一文有不少疏漏，未足以論證《詞

論》非李清照所撰。 

                                                           
128 平慧善：〈自是花中第一流—論《漱玉詞》的藝術特色〉，載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

清照研究論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62-63。 
129 李清照（著）、王延梯（注）：《漱玉集注》（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年，新 1 版），

頁 6。 
130 夏漢寧：〈試論李清照詞的用典〉，載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選》（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62-63。 
131 分別為︰「貴妃醉臉」、「孫壽愁眉」、「韓令偷香」、「徐娘傅粉」、「屈平」、「陶令」、

「向人」、「漢皐解佩」、「紈扇題詩」、「明月清風」、「澤畔」、「東籬」。 

詳參︰ 

同註[52]，頁 11-13。 

李清照（著）、徐培均（箋註）：《李清照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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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實角度而言，《詞論》面世之前，北宋正處於詞體變革的年代，多種藝術方法

爭奇鬥勝，當時已多詞話，可是偏重記事，缺乏理論上的建樹。
132
才高氣傲的李清照應

受到晁補之《評本朝樂章》的啟發而著有《詞論》，故胡仔把此篇收錄在晁無咎條之下，

可惜因受宋代戰亂及傳統詞為小道觀影響，《詞論》的流傳度不高。 

 從創作理論與實踐角度而言，《詞論》主張「詞別是一家」之說，強調詞的音律性。

進行聲韻分析後，發現李清照對平仄守法甚嚴，除了一般的協樂以外，還妙用頭韻及韻

部造就其語言風格，可謂精於音律。《詞論》對音樂性如此重視，易安詞的音律性又極

為巧妙，可推斷《詞論》為李清照所撰。至於易安詞鋪叙、用典方面同樣出色，能符合

《詞論》要求，亦可作為佐證。惟本文未及研究「情致」及「故實」兩項要求，實為本

文之不足。 

 總結全文，除馬氏一文觀點有誤以外，宋代的歷史、李清照自身的性格、早期易安

詞與《詞論》主張相符等，都能作為《詞論》為李清照所撰之例證，故《詞論》當為李

清照所撰，但礙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有刪節問題，《詞論》是否原本則未可得知。  

                                                           
132 孫祟恩、蔡萬江：〈李清照《詞論》新探〉，載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

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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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不同版本的《詞論》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

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

「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

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

眾皆泣下，羅拜，曰：「此必李八郎也。」 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

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

父』等詞，不可遍舉。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

「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

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

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

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

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

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

平聲韻，又押上去聲韻，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

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

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

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易安之論曰：唐開元天寶間，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

名士先如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

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謙為冠。歌罷，眾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

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起曰：「此

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熾，流靡煩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鷄子》、

《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時，江南李氏

獨尚文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

音哀以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

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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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

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

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

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

押入聲，則不可通矣。謂本平，可通側，不拘上去入；若本側，則上去入不可相通。王

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

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

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

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皆《漁隱叢話》。易安譏彈前輩，既中其

病，《老學庵筆記》。而詞日益工。  

俞正燮《癸巳類稿》 

易安詞論李易安云：「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

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

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

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

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

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

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

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

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

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

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

價自減半矣。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訟未公，吾不憑也。退之詩

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同上 裴

按：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

狂亦不可及也。 

馮金伯《詞苑萃編》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

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隠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

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為冠。歌罷，

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

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

《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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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

縐一池春水」之辭。語雖竒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

涵養百餘年，始有栁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

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軰繼出，雖時時有妙語，

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李際夫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

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葢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

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

遷鶯，既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

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

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

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

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黄即尚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徐釚《詞苑叢談》 

 

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

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

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

可歌矣。培案：段安節言，商角同用，是押上聲者，入聲亦可押也。與易安所說不。余

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說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人協韻比唐人較寬。

宋大樂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亦與段圖不同。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

之抑揚高下與協律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聲，其不知律者，則惟求工於詞句，並置此不

論矣。 

方成培《香研居詞塵》 

 李易安云：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 」，

「吹縐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祀樂大備，

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

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亦 時時有妙語，

而破研討會何足名家。至宴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

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也。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

分五音，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

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夫本押仄聲 韻，如押上聲則協，

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 詞，則人必絕倒，不

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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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貪家美女，非不妍麗，而

終乏富貴。黃雖尚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田同之《西圃詞說》 

清照為詞家大宗，嘗謂詞自唐、五代無合格者。宋柳永雖協音律，而語塵下。張子野、

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有妙語而破碎。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所作，似

詩之句讀不葺者。蓋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叔原、賀方回、秦少遊藝機、黃魯直能

知之。晏苦無鋪敘，賀少典重，秦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尚故實而多疵病。世以為名論。 

王贈芳等《濟南府志‧列女傳》 

 

清照為詞家大宗，嘗謂詞自唐、五代無合格者。宋柳永雖恊音律，而語塵下。張子野、

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綘、晁次膺有妙語而頗碎。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所作，似

詩之句讀不葺者。盖詞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叔原、賀方囬、秦少游、黄魯直、能知

之。晏苦無鋪叙，賀少典重，秦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黄尚故實而多疵病。世以為名論。 

據宋史文苑傳金石録後序及晁氏讀書志嫏嬛記諸書。  

李文藻《（乾隆）歷城縣志》 

 

《詞塵》錄李易安論詞云︰「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

分音律，又分清濁。……」詒按︰後之填詞，韻有上、去通押者，而無平、仄同押者，

雖與曲有別，究與律無關也。 

江順詒《詞學集成》 

 

詞必分清濁輕重，易安作詞論亦云。 

張德瀛《詞徵》 

 

李易安云：秦詞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 

李易安云：賀詞苦少典重。 

謝朝徵《白香詞譜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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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蔣捷詞與周邦彥詞的聲韻分析 

蔣捷〈一翦梅‧一片春愁帶酒澆〉 

 一 片 春 愁 帶 酒 澆 ， 江 

聲母 影 滂 穿 穿 端 精 溪 ／ 見 

韻母 齊微 先天 真文 尤侯 皆來 尤侯 蕭豪 ／ 江陽 

聲調 入作去 去 陰平 陽平 去 上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上 舟 搖 ， 樓 上 帘 招 。 

聲母 審 照 影 ／ 來 審 來 照 ／ 

韻母 江陽 尤侯 蕭豪 ／ 尤侯 江陽 廉織 蕭豪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去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 

 秋 娘 容 與 泰 娘 嬌 ， 風 

聲母 清 泥 影 影 透 泥 見 ／ 非 

韻母 尤侯 江陽 東鍾 魚模 皆來 江陽 蕭豪 ／ 東鍾 

聲調 陰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陽平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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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飄 飄 ， 雨 又 瀟 瀟 。 

聲母 影 滂 滂 ／ 影 影 心 心 ／ 

韻母 尤侯 蕭豪 蕭豪 ／ 魚模 尤侯 蕭豪 蕭豪 ／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 上 去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何 日 雲 帆 卸 浦 橋 ， 銀 

聲母 曉 日 影 非 心 幫 溪 ／ 影 

韻母 歌戈 齊微 真文 寒山 車遮 魚模 蕭豪 ／ 真文 

聲調 陽平 入作去 陽平 陽平 去 上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字 箏 調 ， 心 字 香 燒 。 

聲母 精 照 透 ／ 心 精 曉 審 ／ 

韻母 支思 庾青 蕭豪 ／ 侵尋 支思 江陽 蕭豪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去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流 光 容 易 把 人 拋 ， 紅 

聲母 來 見 影 影 幫 日 缺 ／ 曉 

韻母 尤侯 江陽 東鍾 齊微 家麻 真文 缺 ／ 東鍾 

聲調 平 陰平 陽平 去 上 陽平 缺 ／ 陽平 

平仄 ＋ — ＋ ｜ ｜ — 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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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櫻 桃 ， 綠 了 芭 蕉 。 

聲母 來 影 透 ／ 來 來 幫 精 ／ 

韻母 蕭豪 庚青 蕭豪 ／ 魚模 蕭豪 家麻 蕭豪 ／ 

聲調 上 陰平 陽平 ／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周邦彥〈一翦梅‧一翦梅花萬樣嬌〉 

 一 翦 梅 花 萬 樣 嬌 ， 斜 

聲母 影 精 明 曉 微 影 見 ／ 心 

韻母 齊微 先天 齊微 家麻 寒山 江陽 蕭豪 ／ 車遮 

聲調 入作去 上 陽平 陰平 去 去 陰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插 梅 枝 ， 略 點 眉 梢 。 

聲母 穿 明 照 ／ 來 端 明 審 ／ 

韻母 家麻 齊微 支思 ／ 蕭豪 廉織 齊微 蕭豪 ／ 

聲調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入作去 上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輕 盈 微 笑 舞 低 回 ， 何 

聲母 溪 影 微 心 微 缺 曉 ／ 曉 

韻母 庚青 庚青 齊微 蕭豪 魚模 缺 齊微 ／ 歌戈 

聲調 陰平 陽平 陽平 去 上 缺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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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樽 前 ， 拍 手 相 招 。 

聲母 審 精 清 ／ 滂 審 心 照 ／ 

韻母 支思 真文 先天 ／ 皆來 尤侯 江陽 蕭豪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入作上 上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夜 漸 寒 深 酒 漸 消 ， 袖 

聲母 影 精 曉 審 精 精 心 ／ 心 

韻母 車遮 廉織 寒山 侵尋 尤侯 廉織 蕭豪 ／ 尤侯 

聲調 去 去 陽平 陰平 上 去 陰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裏 時 聞 ， 玉 釧 輕 敲 。 

聲母 來 審 微 ／ 影 穿 溪 溪 ／ 

韻母 齊微 支思 真文 ／ 魚模 先天 庚青 蕭豪 ／ 

聲調 上 陽平 陽平 ／ 入作去 去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城 頭 誰 恁 促 殘 更 ， 銀 

聲母 穿 透 審 影 清 清 見 ／ 影 

韻母 庚青 尤侯 齊微 侵尋 魚模 寒山 庚青 ／ 真文 

聲調 陽平 陽平 陽平 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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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何 如 ， 且 慢 明 朝 。 

聲母 來 曉 日 ／ 清 明 明 照 ／ 

韻母 尤侯 歌戈 魚模 ／ 車遮 寒山 庚青 蕭豪 ／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 上 去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分析︰ 

〈一翦梅〉詞譜應為︰ 

＋｜－－＋｜—／＋｜－－／＋｜－－／＋—＋｜｜－－／＋｜－－／＋｜－－／ 

＋｜－－＋｜—／＋｜－－／＋｜－－／＋—＋｜｜－－／＋｜－－／＋｜－－／ 

周邦彥〈一翦梅‧一翦梅花萬樣嬌〉全首平仄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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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李清照早期詞作聲韻分析 

 

李清照〈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 

 常 記 溪 亭 日 暮 ， 沈 醉 

聲母 穿 見 溪 透 日 明 ／ 照 精 

韻母 江陽 齊微 齊微 庚青 齊微 魚模 ／ 侵尋 齊微 

聲調 陽平 去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去 ／ 去 去 

平仄 － ｜ － － ｜ ｜ ／ ｜ ｜ 

 

 不 知 歸 路 。 興 盡 晚 回 

聲母 幫 照 見 來 ／ 曉 精 微 曉 

韻母 魚模 齊微 齊微 魚模 ／ 庚青 真文 寒山 齊微 

聲調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去 ／ 去 去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舟 ， 誤 入 藕 花 深 處 。 

聲母 照 ／ 影 日 影 曉 審 穿 ／ 

韻母 尤侯 ／ 魚模 齊微 尤侯 家麻 侵尋 魚模 ／ 

聲調 陰平 ／ 去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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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渡 ， 爭 渡 ， 驚 起 一 

聲母 照 端 ／ 照 端 ／ 見 溪 影 

韻母 庚青 魚模 ／ 庚青 魚模 ／ 庚青 齊微 齊微 

聲調 陰平 去 ／ 陰平 去 ／ 陰平 上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灘 鷗 鷺 。      

聲母 透 影 來 ／      

韻母 寒山 侯 魚模 ／      

聲調 陰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李清照〈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 

 昨 夜 雨 疏 風 驟 ， 濃 睡 

聲母 缺 影 影 審 非 照 ／ 泥 審 

韻母 缺 車遮 魚模 魚模 東鍾 尤侯 ／ 東鍾 齊微 

聲調 缺 去 上 陰平 陰平 去 ／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不 消 殘 酒 。 試 問 捲 簾 

聲母 幫 心 清 精 ／ 審 微 胭母 來 

韻母 魚模 蕭豪 寒山 尤侯 ／ 支思 真文 先天 廉纖 

聲調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上 ／ 去 去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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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 卻 道 海 棠 依 舊 。 

聲母 日 ／ 缺 端 曉 透 影 見 ／ 

韻母 真文 ／ 缺 蕭豪 皆來 江陽 齊微 尤侯 ／ 

聲調 陽平 ／ 缺 去 上 陽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知 否 ？ 知 否 ？ 應 是 綠 

聲母 照 非 ／ 照 非 ／ 影 審 來 

韻母 齊微 尤侯 ／ 齊微 尤侯 ／ 庚青 支思 魚模 

聲調 陰平 上 ／ 陰平 上 ／ 陰平 去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肥 紅 瘦 。      

聲母 非 曉 審 ／      

韻母 齊微 東鍾 尤侯 ／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秦觀〈如夢令‧遙夜月明如水〉 

 遙 夜 月 明 如 水 ， 風 緊 

聲調 陽平 去 入作去 陽平 陽平 上 ／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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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驛 亭 深 閉 。 夢 破 鼠 窺 

聲調 入作去 陽平 陰平 去 ／ 去 去 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燈 ， 霜 送 曉 寒 侵 被 。 

聲調 陰平 ／ 陰平 去 上 陽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無 寐 ， 無 寐 ， 門 外 馬 

聲調 陽平 去 ／ 陽平 去 ／ 陽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嘶 人 起 。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分析︰ 

〈如夢令〉詞譜應為︰ 

＋－＋－－｜／＋｜｜－－｜／＋｜｜－－／＋｜｜─－｜／－｜／－｜／＋｜｜－

－｜／ 

〈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押魚模韻，全首不協樂處有一，「常記溪亭日暮」的「日」

字為仄聲，該處應用平聲字。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押尤侯韻，全首平仄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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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薄 霧 濃 雲 愁 永 晝 ， 瑞 

聲母 幫 微 泥 影 穿 影 照 ／ 審 

韻母 歌戈 魚模 東鍾 真文 尤侯 庚青 尤侯 ／ 齊微 

聲調 入作平 去 陽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腦 銷 金 獸 。 佳 節 又 重 

聲母 泥 心 見 審 ／ 見 精 影 穿 

韻母 蕭豪 蕭豪 侵尋 尤侯 ／ 家麻 車遮 尤侯 東鍾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去 ／ 陰平 入作上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陽 ， 玉 枕 紗 厨 ， 半 夜 

聲母 影 ／ 影 照 審 穿 ／ 幫 影 

韻母 江陽 ／ 魚模 侵尋 家麻 魚模 ／ 桓歡 車遮 

聲調 陽平 ／ 入作去 上 陰平 陽平 ／ 去 去 

平仄 － ／ ＋ ｜ － － ／ ＋ ｜ 

 

 涼 初 透 。 東 籬 把 酒 黃 

聲母 來 穿 透 ／ 端 缺 幫 精 曉 

韻母 江陽 魚模 尤侯 ／ 東鍾 缺 家麻 尤侯 江陽 

聲調 陽平 陰平 去 ／ 陰平 缺 上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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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 後 ， 有 暗 香 盈 袖 。 

聲母 曉 曉 ／ 影 影 曉 影 心 ／ 

韻母 真文 尤侯 ／ 尤侯 監咸 江陽 庚青 尤侯 ／ 

聲調 陰平 去 ／ 上 去 陰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莫 道 不 銷 魂 ， 簾 捲 西 

聲母 明 端 幫 心 曉 ／ 來 見 心 

韻母 歌戈 蕭豪 魚模 蕭豪 真文 ／ 廉纖 先天 齊微 

聲調 入作去 去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風 ， 人 比 黃 花 瘦 。  

聲母 非 ／ 日 幫 曉 曉 審 ／  

韻母 東鍾 ／ 真文 齊微 江陽 家麻 尤侯 ／  

聲調 陰平 ／ 陽平 上 陽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分析︰ 

《醉花陰》詞譜應為︰ 

＋｜＋－－｜｜／＋｜－－｜／＋｜｜－－／＋｜－－／＋｜－－｜／ 

＋－＋｜－－｜／＋｜－－｜／＋｜｜－－／＋｜－－／＋｜－－｜／ 

《詞律》、龍榆生皆以此詞為《醉花陰》詞譜正體，龍榆生補「籬」字為平聲。全詞押

尤侯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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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 

 小 院 閒 窗 春 色 深 ， 重 

聲母 心 影 缺 缺 穿 審 審 ／ 穿 

韻母 蕭豪 先天 缺 缺 真文 皆來 侵尋 ／ 東鍾 

聲調 上 去 缺 缺 陰平 入作上 陰平 ／ 陽平 

平仄 ｜ ｜ 缺 缺 － ｜ － ／ － 

 

 簾 未 捲 影 沉 沉 ， 倚 樓 

聲母 來 微 見 影 穿 穿 ／ 影 來 

韻母 廉纖 齊微 先天 庚青 侵尋 侵尋 ／ 齊微 尤侯 

聲調 陽平 去 上 上 陽平 陽平 ／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無 語 理 瑤 琴 。 遠 岫 出 

聲母 微 影 來 影 溪 ／ 影 心 穿 

韻母 魚模 魚模 齊微 蕭豪 侵尋 ／ 先天 尤侯 魚模 

聲調 陽平 上 上 陽平 陽平 ／ 上 去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雲 催 薄 暮 ， 細 風 吹 雨 

聲母 影 清 幫 明 ／ 心 非 穿 影 

韻母 真文 齊微 蕭豪 魚模 ／ 齊微 東鍾 齊微 魚模 

聲調 陽平 陰平 入作平 去 ／ 去 陰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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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輕 陰 。 梨 花 欲 謝 恐 

聲母 來 溪 影 ／ 缺 曉 影 心 溪 

韻母 東鍾 庚青 侵尋 ／ 缺 家麻 魚模 車遮 東鍾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 缺 陰平 入作去 去 上 

平仄 ｜ － － ／ 缺 － ｜ ｜ ｜ 

 

 難 禁 。       

聲母 泥 見 ／       

韻母 寒山 侵尋 ／       

聲調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李清照〈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 

 淡 蕩 春 光 寒 食 天 ， 玉 

聲母 端 端 穿 見 曉 審 透 ／ 影 

韻母 監咸 江陽 真文 江陽 寒山 齊微 先天 ／ 魚模 

聲調 去 去 陰平 陰平 陽平 入作平 陰平 ／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爐 沉 水 裊 殘 煙 ， 夢 回 

聲母 來 穿 審 泥 清 缺 ／ 明 曉 

韻母 魚模 侵尋 齊微 蕭豪 寒山 缺 ／ 東鍾 齊微 

聲調 陽平 陽平 上 上 陽平 缺 ／ 去 陽平 

平仄 － － ｜ ｜ － 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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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枕 隱 花 鈿 。 海 燕 未 

聲母 審 照 影 曉 端 ／ 曉 影 微 

韻母 寒山 侵尋 真文 家麻 先天 ／ 皆來 先天 齊微 

聲調 陰平 去 上 陰平 陽平 ／ 上 去 去 

平仄 － ｜ ｜ － － ／ ｜ ｜ ｜ 

  

 來 人 鬬 草 ， 江 梅 已 過 

聲母 來 日 端 清 ／ 見 明 影 見 

韻母 皆來 真文 尤侯 蕭豪 ／ 江陽 齊微 齊微 歌戈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上 ／ 陰平 陽平 上 去 

平仄 － － ｜ ｜ ／ － － ｜ ｜ 

 

 柳 生 棉 ， 黃 昏 疏 雨 濕 

聲母 來 審 缺 ／ 曉 曉 審 影 審 

韻母 尤侯 庚青 缺 ／ 江陽 真文 魚模 魚模 齊微 

聲調 上 陰平 缺 ／ 陽平 陰平 陰平 上 入作上 

平仄 ｜ － 缺 ／ － － － ｜ ｜ 

 

 秋 千 。       

聲母 清 清 ／       

韻母 尤侯 先天 ／       

聲調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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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 

 莫 許 杯 深 琥 珀 濃 ， 未 

聲母 明 曉 幫 審 缺 滂 泥 ／ 微 

韻母 歌戈 魚模 齊微 侵尋 缺 皆來 東鍾 ／ 齊微 

聲調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缺 入作上 陽平 ／ 去 

平仄 ｜ ｜ － － 缺 ｜ － ／ ｜ 

 

 成 沈 醉 意 先 融 ， 疏 鐘 

聲母 穿 穿 精 影 心 影 ／ 審 照 

韻母 庚青 侵尋 齊微 齊微 先天 東鍾 ／ 魚模 東鍾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已 應 晚 來 風 。 瑞 腦 香 

聲母 影 影 微 來 非 ／ 審 泥 曉 

韻母 齊微 庚青 寒山 皆來 東鍾 ／ 齊微 蕭豪 江陽 

聲調 上 去 上 陽平 陰平 ／ 去 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消 魂 夢 斷 ， 辟 寒 金 小 

聲母 心 曉 明 端 ／ 幫 曉 見 心 

韻母 蕭豪 真文 東鍾 桓歡 ／ 齊微 寒山 侵尋 蕭豪 

聲調 陰平 陽平 去 去 ／ 去 陽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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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髻 鬟 鬆 ， 醒 時 空 對 燭 

聲母 見 曉 心  ／ 心 審 溪 端 照 

韻母 齊微 寒山 東鍾 ／ 庚青 支思 東鍾 齊微 魚模 

聲調 去 陽平 陰平 ／ 上 陽平 陰平 去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花 紅 。       

聲母 曉 曉 ／       

韻母 家麻 東鍾 ／       

聲調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張曙〈浣溪沙‧枕障熏鑪冷繡帷〉 

 枕 障 熏 鑪 冷 繡 堆 ， 二 

聲調 上 去 缺 缺 上 去 陰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年 終 日 苦 相 思 。 杏 花 

聲調 陽平 陰平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明 月 爾 應 知 。 天 上 人 

聲調 陽平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 陰平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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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何 處 去 ， 舊 歡 新 夢 

聲調 陰平 陽平 去 去 ／ 去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覺 來 時 ， 黃 昏 微 雨 畫 

聲調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陽平 上 去 

平仄 ｜ － － ／ ＋ － ＋ ｜ ｜ 

 

 簾 垂 。       

聲調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並補回《詞律》未能查考二字後，《浣溪沙》詞譜應為︰ 

＋｜＋－＋｜－／＋－＋｜｜－－／＋－＋｜｜－－／ 

＋｜｜－－｜｜／＋－＋｜｜－－／＋－＋｜｜－－／ 

〈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押侵尋韻，全首平仄無誤。 

〈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押先天韻，全首平仄無誤。 

〈浣溪沙‧莫許杯深琥珀濃〉押東鍾韻，全首平仄無誤。 

 

 

 

 

 

 



48 
 

李清照〈點絳唇‧寂寞深閏〉 

 寂 寞 深 閏 ， 柔 腸 一 寸 

聲母 精 明 審 見 ／ 日 穿 影 清 

韻母 齊微 蕭豪 侵尋 齊微 ／ 尤侯 江陽 齊微 真文 

聲調 入作平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 陽平 陽平 入作上 去 

平仄 ｜ ｜ － － ／ － － ｜ ｜ 

 

 愁 千 縷 。 惜 春 春 去 ， 

聲母 穿 清 來 ／ 心 穿 穿 溪 ／ 

韻母 尤侯 先天 魚模 ／ 齊微 真文 真文 魚模 ／ 

聲調 陽平 陰平 上 ／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幾 點 催 花 雨 。 倚 遍 闌 

聲母 見 端 清 曉 影 ／ 影 幫 來 

韻母 齊微 廉纖 齊微 家麻 魚模 ／ 齊微 先天 寒山 

聲調 上 上 陰平 陰平 上 ／ 上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干 ， 祗 是 無 情 緒 。 人 

聲母 見 ／ 溪 審 微 清 穿 ／ 日 

韻母 寒山 ／ 齊微 支思 魚模 庚青 魚模 ／ 真文 

聲調 陰平 ／ 陽平 去 陽平 陽平 上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49 
 

 何 處 ， 連 天 芳 樹 ， 望 

聲母 曉 穿 ／ 來 透 非 審 ／ 微 

韻母 歌戈 魚模 ／ 先天 先天 江陽 魚模 ／ 江陽 

聲調 陽平 上 ／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斷 歸 來 路 。     

聲母 端 見 來 來 ／     

韻母 桓歡 齊微 皆來 魚模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趙長卿〈點絳唇‧雪霽山橫〉 

 雪 霽 山 橫 ， 翠 濤 擁 起 

聲調 入作上 去 陰平 陽平 ／ 去 陽平 上 上 

平仄 ＋ ｜ － － ／ ｜ － ＋ ｜ 

 

 千 重 恨 。 砌 成 愁 悶 ， 

聲調 陰平 陽平 去 ／ 去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那 更 梅 花 褪 。 鳳 管 雲 

聲調 去 去 陽平 陰平 去 ／ 去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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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 ， 無 不 縈 方 寸 。 丁 

聲調 陰平 ／ 陽平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去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甯 問 ， 淚 痕 羞 搵 ， 界 

聲調 缺 去 ／ 去 陽平 陰平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破 香 顋 粉 。     

聲調 去 陰平 缺 上      

平仄 ｜ － ？ ｜      

 

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以補回《中原音韻》缺字後，《點絳唇》詞譜應為︰ 

＋｜－－／＋－＋｜－－｜／｜－－｜／＋｜－－｜／ 

＋｜－－／＋｜－－｜／－＋｜／｜－－｜／＋｜－－｜／ 

《點絳唇‧寂寞深閨》押魚模韻，全首不協全首不協樂處有一，「連天芳樹」的「連」

字為平聲，該處應用仄聲字。 

 

李清照〈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 

 紅 酥 肯 放 瓊 苞 碎 ， 探 

聲母 曉 心 溪 非 溪 幫 心 ／ 透 

韻母 東鍾 魚模 真文 江陽 庚青 蕭豪 齊微 ／ 監咸 

聲調 陽平 陰平 上 去 陽平 陰平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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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南 枝 開 遍 未 。 不 知 

聲母 照 泥 照 溪 幫 微 ／ 幫 照 

韻母 蕭豪 監咸 支思 皆來 先天 齊微 ／ 魚模 齊微 

聲調 入作平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去 ／ 入作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醞 藉 幾 多 香 ， 但 見 包 

聲母 影 精 見 端 曉 ／ 端 見 幫 

韻母 真文 車遮 齊微 歌戈 江陽 ／ 寒山 先天 蕭豪 

聲調 去 去 上 陰平 陰平 ／ 去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藏 無 限 意 。 道 人 憔 悴 

聲母 清 微 曉 影 ／ 端 日 精 清 

韻母 江陽 魚模 寒山 齊微 ／ 蕭豪 真文 蕭豪 齊微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去 ／ 去 陽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春 窗 底 ， 悶 損 闌 干 愁 

聲母 穿 缺 靖 ／ 明 心 來 見 穿 

韻母 真文 缺 齊微 ／ 真文 真文 寒山 寒山 尤侯 

聲調 陰平 缺 上 ／ 去 上 陽平 陰平 陽平 

平仄 － 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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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倚 。 要 來 小 酌 便 來 

聲母 幫 影 ／ 影 來 心 照 幫 來 

韻母 魚模 齊微 ／ 蕭豪 皆來 蕭豪 蕭豪 先天 皆來 

聲調 入作上 上 ／ 去 陽平 上 入作上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休 ， 未 必 明 朝 風 不 起 

聲母 曉 ／ 微 缺 明 照 非 幫 溪 

韻母 尤侯 ／ 齊微 缺 庚青 蕭豪 東鍾 魚模 齊微 

聲調 陰平 ／ 去 缺 陽平 陰平 陰平 入作上 上 

平仄 － ／ ｜ 缺 － － － ｜ ｜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平仄 ／         

牛嶠〈玉樓春‧春入橫塘搖淺浪〉 

 春 入 橫 塘 搖 淺 浪 ， 花 

聲調 陰平 入作去 陽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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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小 園 空 惆 悵 ， 此 情 

聲調 入作去 上 陽平 陰平 陽平 去 ／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誰 信 為 狂 夫 。 恨 翠 愁 

聲調 陽平 去 陽平 陽平 陰平 ／ 去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紅 流 枕 上 。 小 玉 窗 前 

聲調 陽平 陽平 上 去 ／ 上 入作去 缺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瞋 燕 語 ， 紅 淚 滴 穿 金 

聲調 陰平 陰平 上 ／ 陽平 去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平仄 － － 換仄 ／ － ｜ ｜ － － 

 

 綫 縷 ， 雁 歸 不 見 報 郎 

聲調 缺 上 ／ 去 陰平 入作上 去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歸 。 織 成 錦 字 封 過 與 

聲調 陰平 ／ 入作上 陽平 上 去 陰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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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聲調 ／         

平仄 ／         

 

分析︰ 

《詞律》本與龍榆生及李清照〈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出入頗大，故不取。龍榆生

認為此詞平仄如下︰ 

＋－＋｜－－｜／＋｜＋－－｜｜／＋－＋｜｜－－／＋｜＋－－｜｜／ 

＋－＋｜－－｜／＋｜＋－－｜｜／＋－＋｜｜－－／＋｜＋－－｜｜／ 

李清照〈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押齊微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 

 夜 來 沈 醉 卸 妝 遲 ， 梅 

聲母 影 來 穿 精 心 缺 穿 ／ 明 

韻母 車遮 皆來 侵尋 齊微 車遮 缺 齊微 ／ 齊微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去 去 缺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萼 插 殘 枝 。 酒 醒 熏 破 

聲母 影 穿 清 照 ／ 精 心 缺 滂 

韻母 蕭豪 家麻 寒山 支思 ／ 尤侯 庚青 缺 歌戈 

聲調 入作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上 上 缺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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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睡 ， 夢 遠 不 成 歸 。 

聲母 穿 審 ／ 明 影 幫 穿 見 ／ 

韻母 真文 齊微 ／ 東鍾 先天 魚模 庚青 齊微 ／ 

聲調 陰平 去 ／ 去 上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人 悄 悄 ， 月 依 依 ， 翠 

聲母 日 清 清 ／ 影 影 影 ／ 清 

韻母 真文 蕭豪 蕭豪 ／ 車遮 齊微 齊微 ／ 齊微 

聲調 陽平 上 上 ／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簾 垂 。 更 挼 殘 蕊 ， 更 

聲母 來 穿 ／ 見 缺 清 日 ／ 見 

韻母 廉纖 齊微 ／ 庚青 缺 寒山 齊微 ／ 庚青 

聲調 陽平 陽平 ／ 去 缺 陽平 上 ／ 去 

平仄 － － ／ ｜ ？ － ｜ ／ ｜ 

 

 撚 餘 香 ， 更 得 些 時 。 

聲母 泥 影 曉 ／ 見 端 心 審 ／ 

韻母 先天 魚模 江陽 ／ 庚青 齊微 車遮 支思 ／ 

聲調 上 陽平 陰平 ／ 去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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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訴衷情‧燒殘絳蠟淚成痕〉 

 燒 殘 絳 蠟 淚 成 痕 ， 街 

聲調 去 陽平 去 入作去 去 陽平 陽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鼓 報 黃 昏 。 碧 雲 又 阻 

聲調 上 去 陽平 陰平 ／ 入作上 陽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來 信 ， 廊 上 月 侵 門 。 

聲調 陽平 去 ／ 陽平 去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愁 永 夜 ， 拂 香 裀 ， 待 

聲調 陽平 上 去 ／ 入作上 陰平 缺 ／ 去 

平仄 － ｜ ｜ ／ ｜ － ？ ／ ｜ 

 

 誰 溫 。 夢 蘭 憔 悴 ， 擲 

聲調 陽平 陰平 ／ 去 陽平 陰平 去 ／ 入作平 

平仄 － － ／ ＋ － － ｜ ／ ＋ 

 

 果 淒 涼 ， 兩 處 銷 魂 。 

聲調 上 缺 陽平 ／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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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龍榆生本與《詞律》及李清照〈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出入頗大，故不取。 

《詞律》本《訴衷情》詞譜如下︰ 

＋－＋｜｜－－／＋｜｜－－／＋＋＋＋－｜／＋｜｜－－／－｜｜／ 

｜－？／｜－－／＋－－｜／＋｜？－／＋｜－－／ 

李清照〈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主要押齊微韻，末句用支思韻，兩韻可以通叶，133

故算是一韻到底。此詞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好事近‧風定落花深〉 

 風 定 落 花 深 ， 簾 外 擁 

聲母 非 端 來 曉 審 ／ 來 影 影 

韻母 東鍾 庚青 歌戈 家麻 侵尋 ／ 廉纖 皆來 東鍾 

聲調 陰平 去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 陽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紅 堆 雪 。 長 記 海 棠 開 

聲母 曉 端 心 ／ 穿 見 曉 透 溪 

韻母 東鍾 齊微 車遮 ／ 江陽 齊微 皆來 江陽 皆來 

聲調 陽平 陰平 入作上 ／ 陽平 去 上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133 王力指出︰「第三部與第五部通叶（韻尾皆為 i）。」第三部包含「支，微，齊，灰（半）；

紙，尾，薺，賄（半）；寘，未，霽，泰（半），隊（半）」，第五部包含「佳（半），灰（半）；

蟹；賄（半）；卦（半），泰（半），隊（半）」。詳參︰王力：《王力詞律學》（山西︰山西

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頁 37-38、45。齊微由齊、微、灰韻等合流而來；支思韻由支

脂之韻合流而來。詳參︰同註[111]，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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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 正 傷 春 時 節 。 酒 

聲母 曉 ／ 照 審 穿 審 精 ／ 精 

韻母 尤侯 ／ 庚青 江陽 真文 支思 車遮 ／ 尤侯 

聲調 去 ／ 去 陰平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 上 

平仄 ｜ ／ ｜ － － － ｜ ／ ｜ 

 

 闌 歌 罷 玉 尊 空 ， 青 缸 

聲母 來 見 幫 影 精 溪 ／ 清 見 

韻母 寒山 歌戈 家麻 魚模 真文 東鍾 ／ 庚青 江陽 

聲調 陽平 陰平 去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暗 明 滅 。 魂 夢 不 堪 幽 

聲母 影 明 缺 ／ 曉 明 幫 溪 影 

韻母 監咸 庚青 缺 ／ 真文 東鍾 魚模 監咸 尤侯 

聲調 去 陽平 缺 ／ 陽平 去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平仄 ｜ － 缺 ／ － ｜ ｜ － － 

 

 怨 ， 更 一 聲 啼 鴂 。  

聲母 影 ／ 見 影 審 透 見 ／  

韻母 先天 ／ 庚青 齊微 庚青 齊微 車遮 ／  

聲調 去 ／ 去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  

平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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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獬〈好事近‧江上探春回〉 

 江 上 探 春 回 ， 正 值 早 

聲調 陰平 去 去 陰平 陽平 ／ 去 入作平 上 

平仄 － ｜ ｜ － － ／ ＋ ｜ ＋ 

 

 梅 時 節 。 兩 行 小 槽 雙 

聲調 陽平 陽平 入作上 ／ 上 去 上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鳳 ， 按 涼 州 初 徹 。 謝 

聲調 去 ／ 去 陽平 陰平 陰平 缺 ／ 去 

平仄 ｜ ／ ｜ － － － ？ ／ ＋ 

 

 娘 扶 下 繡 鞍 來 ， 紅 革華（靴）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踏 殘 雪 。 歸 去 不 須 銀 

聲調 入作平 陽平 入作上 ／ 陰平 去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燭 ， 有 山 頭 明 月 。  

聲調 入作上 ／ 上 陰平 陽平 陽平 入作去 ／  

平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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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以補回《中原音韻》缺字後，《好事近》詞譜應為︰ 

＋｜－－／＋－＋｜－－｜／｜－－｜／＋｜－－｜／ 

＋｜－－／＋｜－－｜／－＋｜／｜－－｜／＋｜－－｜／ 

李清照〈好事近‧風定落花深〉押車遮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 

 湖 上 風 來 波 浩 渺 ， 秋 

聲母 曉 審 非 來 幫 曉 明 ／ 清 

韻母 魚模 江陽 東鍾 皆來 歌戈 蕭豪 蕭豪 ／ 尤侯 

聲調 陽平 去 陰平 陽平 陰平 去 上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已 暮 、 紅 稀 香 少 。 水 

聲母 影 明 ／ 曉 曉 曉 審 ／ 審 

韻母 齊微 魚模 ／ 東鍾 齊微 江陽 蕭豪 ／ 齊微 

聲調 上 去 ／ 陽平 陰平 陰平 上 ／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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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山 色 與 人 親 ， 說 不 

聲母 見 審 審 影 日 清 ／ 審 幫 

韻母 江陽 寒山 皆來 魚模 真文 真文 ／ 車遮 魚模 

聲調 陰平 陰平 入作上 上 陽平 陰平 ／ 入作上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盡 、 無 窮 好 。 蓮 子 已 

聲母 精 ／ 微 溪 曉 ／ 來 精 影 

韻母 真文 ／ 魚模 東鍾 蕭豪 ／ 先天 支思 齊微 

聲調 去 ／ 陽平 陽平 上 ／ 陽平 上 上 

平仄 ｜ ／ － － ｜ ／ － ｜ ｜ 

 

 成 荷 葉 老 ， 清 露 洗 ， 

聲母 穿 曉 影 來 ／ 清 來 心 ／ 

韻母 庚青 歌戈 車遮 蕭豪 ／ 庚青 魚模 齊微 ／ 

聲調 陽平 陽平 入作去 上 ／ 陰平 去 上 ／ 

平仄 － － ｜ ｜ ／ － ｜ ｜ ／ 

 

 蘋 花 汀 草 。 眠 沙 鷗 鷺 

聲母 滂 曉 透 清 ／ 明 審 影 來 

韻母 真文 家麻 庚青 蕭豪 ／ 先天 家麻 尤侯 魚模 

聲調 陽平 陰平 陰平 上 ／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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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回 頭 ， 似 也 恨 、 人 

聲母 幫 曉 透 ／ 心 影 曉 ／ 日 

韻母 魚模 齊微 尤侯 ／ 支思 車遮 真文 ／ 真文 

聲調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 去 上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歸 早 。       

聲母 見 精 ／       

韻母 齊微 蕭豪 ／       

聲調 陰平 上 ／       

平仄 － ｜ ／       

周紫芝〈雙調憶王孫‧梅子生時春漸老〉 

 梅 子 生 時 春 漸 老 ， 紅 

聲調 陽平 上 陰平 陽平 陰平 去 上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滿 地 ， 落 花 誰 掃 。 舊 

聲調 上 去 ／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上 ／ 去 

平仄 ｜ ｜ ／ ｜ － － ｜ ／ ｜ 

 

 年 池 館 不 歸 來 ， 又 綠 

聲調 陽平 陽平 上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 去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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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 今 年 草 。 思 量 千 

聲調 去 ／ 陰平 陽平 上 ／ 陰平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里 鄉 關 道 ， 山 共 水 ，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去 ／ 陰平 去 上 ／ 

平仄 ｜ － － ｜ ／ － ｜ ｜ ／ 

 

 幾 時 得 到 。 杜 鵑 只 解 

聲調 上 陽平 入作上 去 ／ 去 陰平 入作上 上 

平仄 ｜ － ＋ ｜ ／ ｜ － ＋ ｜ 

 

 怨 殘 春 ， 也 不 管 ， 人 

聲調 去 陽平 陰平 ／ 上 入作上 上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煩 惱 。       

聲調 陽平 上 ／       

平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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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龍本未收此詞譜，按《詞律》劃分平仄並整合《中華詞律》資料，《雙調憶王孫》詞譜

應為︰ 

－｜－－－｜｜／－｜｜／＋－－｜／｜－＋｜｜－－／｜｜｜／－－｜／ 

＋＋＋＋－＋｜／－｜｜／＋－＋｜／＋－＋｜｜－－／｜｜｜／－－｜／ 

李清照〈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一詞押蕭豪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行香子‧草際鳴蛩〉 

 草 際 鳴 蛩 、 驚 落 梧 桐 

聲母 清 精 明 溪 ／ 見 來 疑 透 

韻母 蕭豪 齊微 庚青 東鍾 ／ 庚青 歌戈 魚模 東鍾 

聲調 上 去 陽平 陽平 ／ 陰平 入作去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正 人 間 天 上 愁 濃 。 

聲母 ／ 照 日 見 透 審 穿 泥 ／ 

韻母 ／ 庚青 真文 寒山 先天 江陽 尤侯 東鍾 ／ 

聲調 ／ 去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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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階 月 地 ， 關 鎖 千 重 

聲母 影 見 影 端 ／ 見 心 清 穿 

韻母 真文 皆來 車遮 齊微 ／ 寒山 歌戈 先天 東鍾 

聲調 陽平 陰平 入作去 去 ／ 陰平 上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縱 浮 槎 來 ， 浮 槎 去 

聲母 ／ 精 非 穿 來 ／ 非 穿 溪 

韻母 ／ 東鍾 魚模 家麻 皆來 ／ 魚模 家麻 魚模 

聲調 ／ 去 陽平 陽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 不 相 逢 。 星 橋 鵲 駕 

聲母 ／ 幫 心 非 ／ 心 溪 清 見 

韻母 ／ 魚模 江陽 東鍾 ／ 庚青 蕭豪 蕭豪 家麻 

聲調 ／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去 

平仄 ／ ｜ － － ／ － － ｜ ｜ 

 

 ， 經 年 纔 見 ， 想 離 情 

聲母 ／ 見 泥 清 見 ／ 心 來 清 

韻母 ／ 庚青 先天 皆來 先天 ／ 江陽 齊微 庚青 

聲調 ／ 陰平 陽平 陽平 去 ／ 上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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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恨 難 窮 。 牽 牛 織 女 

聲母 幫 曉 泥 溪 ／ 溪 影 照 泥 

韻母 車遮 真文 寒山 東鍾 ／ 先天 尤侯 齊微 魚模 

聲調 入作平 去 陽平 陽平 ／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上 

平仄 ｜ ｜ － － ／ － － ｜ ｜ 

 

 ， 莫 是 離 中 。 甚 霎 兒 

聲母 ／ 明 審 來 照 ／ 審 審 日 

韻母 ／ 歌戈 支思 齊微 東鍾 ／ 侵尋 家麻 支思 

聲調 ／ 入作去 去 陽平 陰平 ／ 去 入作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晴 ， 霎 兒 雨 ， 霎 兒 風 

聲母 清 ／ 審 日 影 ／ 審 日 非 

韻母 庚青 ／ 家麻 支思 魚模 ／ 家麻 支思 東鍾 

聲調 陽平 ／ 入作上 陽平 上 ／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平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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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捷〈行香子‧紅了櫻桃〉 

 紅 了 櫻 桃 ， 綠 了 芭 蕉 

聲調 陽平 上 陰平 陽平 ／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送 春 歸 ， 客 尚 蓬 飄 

聲調 ／ 去 陰平 陰平 ／ 入作上 去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昨 宵 穀 水 ， 今 夜 蘭 

聲調 ／ 缺 陰平 入作上 上 ／ 陰平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皋 。 奈 雲 溶 溶 ， 風 淡 

聲調 缺 ／ 去 陽平 陽平 陽平 ／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淡 ， 雨 瀟 瀟 。 銀 字 笙 

聲調 去 ／ 上 缺 缺 ／ 陽平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調 ， 心 字 香 燒 。 料 芳 

聲調 去 ／ 陰平 去 陰平 去 ／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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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蹤 ， 乍 整 還 彫 。 待 將 

聲調 陰平 ／ 去 上 陽平 陰平 ／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春 恨 ， 都 付 春 潮 。 過 

聲調 陰平 去 ／ 陰平 去 陰平 陽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窈 娘 隄 。 秋 娘 渡 ， 泰 

聲調 缺 陽平 缺 ／ 陰平 陽平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娘 橋 。       

聲調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分析︰ 

《詞律》與龍本兩者詞譜有三處不同，當可平可仄論︰ 

＋｜－－／＋｜－－／＋－＋／＋｜－－／＋－＋｜／＋｜－－／｜＋－＋／＋－｜

／＋－－／ 

＋（＋）＋｜／＋（＋）－（＋）／＋－＋／＋｜－－／＋－＋｜／＋｜－－／｜＋－

＋／＋－｜／｜－－／ 

李清照〈行香子‧草際鳴蛩〉與此譜斷句有不同之處︰ 

上片之「正人間天上愁濃」一句，《詞律》斷為兩句，分作「送春歸，客尚蓬飄」。 

下片之「想離情別恨難窮」一句，《詞律》斷為兩句，分作「料芳蹤，乍整還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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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押東鍾韻，全首不合平仄者有一，「經年纔見」的年字應押仄聲而非平聲。 

 

李清照〈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雪 裹 已 知 春 信 至 ， 寒 

聲母 心 來 影 影 穿 心 照 ／ 曉 

韻母 車遮 齊微 齊微 齊微 真文 真文 支思 ／ 寒山 

聲調 入作上 上 上 陰平 陰平 去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梅 點 綴 瓊 枝 膩 。 香 臉 

聲母 明 端 照 溪 照 泥 ／ 曉 來 

韻母 齊微 廉纖 齊微 庚青 支思 齊微 ／ 江陽 廉纖 

聲調 陽平 上 去 陽平 陰平 去 ／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半 開 嬌 旖 旎 ， 當 庭 際 

聲母 幫 溪 見 缺 泥 ／ 端 透 精 

韻母 桓歡 皆來 蕭豪 缺 齊微 ／ 江陽 庚青 齊微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缺 上 ／ 陰平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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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 人 浴 出 新 妝 洗 。 

聲母 ／ 影 日 影 穿 心 缺 心 ／ 

韻母 ／ 魚模 真文 魚模 魚模 真文 缺 齊微 ／ 

聲調 ／ 入作去 陽平 入作去 入作上 陰平 缺 上 ／ 

平仄 ／ ｜ － ｜ ｜ － ？ ｜ ／ 

 

 造 化 可 能 偏 有 意 ， 故 

聲母 精 曉 溪 泥 滂 影 影 ／ 見 

韻母 蕭豪 家麻 歌戈 庚青 先天 尤侯 齊微 ／ 魚模 

聲調 去 去 上 陽平 陰平 上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教 明 月 玲 瓏 地 。 共 賞 

聲母 見 明 影 缺 來 端 ／ 見 審 

韻母 蕭豪 庚青 車遮 缺 東鍾 齊微 ／ 東鍾 江陽 

聲調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缺 陽平 去 ／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金 尊 沈 綠 蟻 ， 莫 辭 醉 

聲母 見 精 穿 來 影 ／ 明 清 精 

韻母 侵尋 真文 侵尋 魚模 齊微 ／ 歌戈 支思 齊微 

聲調 陰平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上 ／ 入作去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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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花 不 與 羣 花 比 。 

聲母 ／ 清 曉 幫 影 溪 曉 幫 ／ 

韻母 ／ 支思 家麻 魚模 魚模 真文 家麻 齊微 ／ 

聲調 ／ 上 陰平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陰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周邦彥〈漁家傲‧灰煖香融銷永晝〉 

 灰 煖 香 融 銷 永 晝 ， 蒲 

聲調 陰平 上 陰平 陽平 陰平 上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萄 架 上 春 藤 秀 。 曲 角 

聲調 陽平 去 去 陰平 陽平 去 ／ 入作上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闌 干 群 雀 鬬 ， 清 明 後 

聲調 陽平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去 ／ 陰平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 風 梳 萬 縷 亭 前 柳 。 

聲調 ／ 陰平 陰平 去 上 陽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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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照 釵 梁 光 欲 溜 ， 循 

聲調 入作去 去 陰平 陽平 陰平 入作去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階 竹 粉 霑 衣 袖 。 拂 拂 

聲調 陰平 入作上 上 陰平 陰平 去 ／ 入作上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面 紅 新 著 酒 。 沈 吟 久 

聲調 去 陽平 陰平 入作平 上 ／ 陽平 陽平 上 

平仄 ＋ － － ｜ ｜ ／ － ＋ ｜ 

 

 ， 昨 宵 正 是 來 時 候 。 

聲調 ／ 缺 陰平 去 去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分析︰ 

〈漁家傲〉詞譜應為︰ 

＋｜＋－－｜｜／＋－＋｜－－｜／＋｜＋－－｜｜／－＋｜／＋－＋｜－－｜／ 

＋｜＋－－｜｜／＋－＋｜－－｜／＋｜＋－－｜｜／－＋｜／＋－＋｜－－｜／ 

李清照〈漁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主要押齊微韻，首句用支思韻，兩者可以通叶。134

全首不合平仄者有一，「莫辭醉」的莫字應押平聲而非仄聲。 

 

 

 

                                                           
134 同註[111]，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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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 

 暗 淡 輕 黃 體 性 柔 ， 情 

聲母 影 端 溪 曉 透 心 日 ／ 清 

韻母 監咸 監咸 庚青 江陽 齊微 庚青 尤侯 ／ 庚青 

聲調 去 去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疏 跡 遠 只 香 留 。 何 須 

聲母 審 精 影 照 曉 來 ／ 曉 心 

韻母 魚模 齊微 先天 齊微 江陽 尤侯 ／ 歌戈 魚模 

聲調 陰平 入作上 上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淺 碧 輕 紅 色 ， 自 是 花 

聲母 清 幫 溪 曉 審 ／ 精 審 曉 

韻母 先天 齊微 庚青 東鍾 皆來 ／ 支思 支思 家麻 

聲調 上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 去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中 第 一 流 。 梅 定 妒 ， 

聲母 照 端 影 來 ／ 明 端 端 ／ 

韻母 東鍾 齊微 齊微 尤侯 ／ 齊微 庚青 魚模 ／ 

聲調 陰平 去 入作上 陽平 ／ 陽平 去 去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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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 應 羞 ， 盡 欄 開 處 冠 

聲母 見 影 心 ／ 精 來 溪 穿 見 

韻母 魚模 庚青 尤侯 ／ 真文 寒山 皆來 魚模 桓歡 

聲調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 去 陽平 陰平 去 去 

平仄 ｜ － － ／ ｜ ─ － ｜ ｜ 

 

 中 秋 。 騷 人 可 煞 無 情 

聲母 照 清 ／ 心 日 溪 審 微 清 

韻母 東鍾 尤侯 ／ 蕭豪 真文 歌戈 皆來 魚模 庚青 

聲調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思 ， 何 事 當 年 不 見 收 

聲母 心 ／ 曉 審 端 泥 幫 見 審 

韻母 支思 ／ 歌戈 支思 江陽 先天 魚模 先天 尤侯 

聲調 去 ／ 陽平 去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平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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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鷓鴣天‧枕上流鶯和淚聞〉 

 枕 上 流 鶯 和 淚 聞 ， 新 

聲調 上 去 陽平 缺 陽平 去 陽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啼 痕 間 舊 啼 痕 。 一 春 

聲調 陽平 陽平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 入作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魚 鳥 無 消 息 ， 千 里 關 

聲調 陽平 上 陽平 陰平 入作上 ／ 陰平 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山 勞 夢 魂 。 無 一 語 ， 

聲調 陰平 陽平 去 陽平 ／ 陽平 入作上 上 ／ 

平仄 － ＋ ｜ － ／ － ｜ ｜ ／ 

 

 對 芳 樽 。 安 排 腸 斷 到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陽平 去 去 

平仄 ｜ － － ／ ＋ － ＋ ｜ ｜ 

 

 黃 昏 ， 甫 能 炙 得 燈 兒 

聲調 陽平 陰平 ／ 上 陽平 入作上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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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雨 打 棃 花 深 閉 門 

聲調 上 ／ 上 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聲調 ／         

平仄 ／         

 

分析︰ 

《詞律》與龍本兩者詞譜有一處不同，當可平可仄論︰ 

＋｜－－＋｜－／＋－＋（＋）｜－－／＋－＋｜－－｜／＋｜－－＋｜－／ 

－｜｜／｜－－／＋－＋｜｜－－／＋－＋｜－－｜／＋｜－－＋｜－／ 

李清照〈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押尤侯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一翦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紅 藕 香 殘 玉 簟 秋 ， 輕 

聲母 曉 影 曉 清 影 缺 清 / 溪 

韻母 東鍾 尤侯 江陽 寒山 魚模 缺 尤侯 / 庚青 

聲調 陽平 上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缺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缺 — / ＋ 

 

 解 羅 裳 ， 獨 上 蘭 舟 。 

聲母 見 來 穿 / 端 審 來 照 / 

韻母 皆來 歌戈 江陽 / 魚模 江陽 寒山 尤侯 / 

聲調 上 陽平 陽平 / 入作平 去 陽平 陰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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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仄 ｜ — — / ＋ ｜ — — / 

 

 雲 中 誰 寄 錦 書 來 ？ 雁 

聲母 影 照 審 見 見 審 來 / 影 

韻母 真文 東鍾 齊微 齊微 侵尋 魚模 皆來 / 寒山 

聲調 陽平 陰平 陽平 去 上 陰平 陽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字 回 時 ， 月 滿 西 樓 。 

聲母 精 曉 審 / 影 明 心 來 / 

韻母 支思 齊微 支思 / 車遮 桓歡 齊微 尤侯 /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 入作去 上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花 自 飄 零 水 自 流 ， 一 

聲母 曉 精 滂 來 審 精 來 / 影 

韻母 家麻 支思 蕭豪 庚青 齊微 支思 尤侯 / 齊微 

聲調 陰平 去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陽平 /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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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相 思 ， 兩 處 閑 愁 。 

聲母 照 心 心 / 來 穿 曉 穿 / 

韻母 東鍾 江陽 支思 / 江陽 魚模 寒山 尤侯 /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 上 上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此 情 無 計 可 消 除 ， 才 

聲母 清 清 微 見 溪 心 穿 / 清 

韻母 支思 庚青 魚模 齊微 歌戈 蕭豪 魚模 / 皆來 

聲調 上 陽平 陽平 去 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下 眉 頭 ， 卻 上 心 頭 。 

聲母 曉 明 透 / 缺 審 心 透 / 

韻母 家麻 齊微 尤侯 / 缺 江陽 侵尋 尤侯 /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 缺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蔣捷〈一翦梅‧一片春愁帶酒澆〉 

 一 片 春 愁 帶 酒 澆 ， 江 

聲調 入作去 去 陰平 陽平 去 上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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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舟 搖 ， 樓 上 帘 招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去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秋 娘 容 與 泰 娘 嬌 ， 風 

聲調 陰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陽平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又 飄 飄 ， 雨 又 瀟 瀟 。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 上 去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何 日 雲 帆 卸 浦 橋 ， 銀 

聲調 陽平 入作去 陽平 陽平 去 上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字 箏 調 ， 心 字 香 燒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去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流 光 容 易 把 人 拋 ， 紅 

聲調 平 陰平 陽平 去 上 陽平 缺 / 陽平 

平仄 ＋ — ＋ ｜ ｜ — 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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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櫻 桃 ， 綠 了 芭 蕉 。 

聲調 上 陰平 陽平 / 入作去 上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分析︰ 

《一翦梅》詞譜應為︰ 

＋｜——＋｜—／＋｜——／＋｜——／＋—＋｜｜——／＋｜——／＋｜——／

＋｜——＋｜—／＋｜——／＋｜——／＋—＋｜｜——／＋｜——／＋｜——／ 

李清照〈一翦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押尤侯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蝶戀花‧淚溼羅衣脂粉滿〉 

 淚 溼 羅 衣 脂 粉 滿 ， 四 

聲母 來 審 來 影 照 非 明 ／ 心 

韻母 齊微 齊微 歌戈 齊微 支思 真文 桓歡 ／ 支思 

聲調 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上 上 ／ 去 

平仄 ｜ ｜ － － － ｜ ｜ ／ ｜ 

 

 疊 陽 關 ， 唱 到 千 千 遍 

聲母 端 影 見 ／ 穿 端 清 清 幫 

韻母 車遮 江陽 寒山 ／ 江陽 蕭豪 先天 先天 先天 

聲調 入作平 陽平 陰平 ／ 去 去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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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道 山 長 山 又 斷 ， 

聲母 ／ 日 端 審 穿 審 影 端 ／ 

韻母 ／ 真文 蕭豪 寒山 江陽 寒山 尤侯 桓歡 ／ 

聲調 ／ 陽平 去 陰平 陽平 陰平 去 去 ／ 

平仄 ／ － ｜ － － － ｜ ｜ ／ 

 

 蕭 蕭 微 雨 聞 孤 館 。 惜 

聲母 心 心 微 影 微 見 見 ／ 心 

韻母 蕭豪 蕭豪 齊微 魚模 真文 魚模 桓歡 ／ 齊微 

聲調 陰平 陰平 陽平 上 陽平 陰平 上 ／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別 傷 離 方 寸 亂 ， 忘 了 

聲母 幫 審 來 非 清 來 ／ 微 來 

韻母 車遮 江陽 齊微 江陽 真文 桓歡 ／ 江陽 蕭豪 

聲調 入作平 陰平 陽平 陰平 去 去 ／ 陽平 上 

平仄 ｜ － － － ｜ ｜ ／ － ｜ 

 

 臨 行 ， 酒 盞 深 和 淺 。 

聲母 來 曉 ／ 精 照 審 曉 清 ／ 

韻母 侵尋 庚青 ／ 尤侯 寒山 侵尋 歌戈 先天 ／ 

聲調 陽平 陽平 ／ 上 上 陰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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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 音 書 憑 過 雁 ， 東 

聲母 曉 幫 影 審 滂 見 影 ／ 端 

韻母 蕭豪 家麻 侵尋 魚模 庚青 歌戈 寒山 ／ 東鍾 

聲調 上 上 陰平 陰平 陽平 去 去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萊 不 似 蓬 萊 遠 。   

聲母 來 幫 心 滂 來 影 ／   

韻母 皆來 魚模 支思 東鍾 皆來 先天 ／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去 陽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 ｜ ／   

李清照〈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 

 暖 雨 晴 風 初 破 凍 ， 柳 

聲母 泥 影 清 非 穿 滂 端 ／ 來 

韻母 桓歡 魚模 庚青 東鍾 魚模 歌戈 東鍾 ／ 尤侯 

聲調 上 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去 ／ 上 

平仄 ｜ ｜ － － － ｜ ｜ ／ ｜ 

 

 眼 梅 腮 ， 已 覺 春 心 動 

聲母 影 明 心 ／ 影 見 穿 心 端 

韻母 寒山 齊微 皆來 ／ 齊微 蕭豪 真文 侵尋 東鍾 

聲調 上 陽平 陰平 ／ 上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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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酒 意 詩 情 誰 與 共 ？ 

聲母 ／ 精 影 審 清 審 影 見 ／ 

韻母 ／ 尤侯 齊微 支思 庚青 齊微 魚模 東鍾 ／ 

聲調 ／ 上 去 陰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 

平仄 ／ ｜ ｜ － － － ｜ ｜ ／ 

 

 淚 融 殘 粉 花 鈿 重 。 乍 

聲母 來 影 清 非 曉 透 穿 ／ 照 

韻母 齊微 東鍾 寒山 真文 家麻 先天 東鍾 ／ 家麻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上 陰平 陽平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試 夾 衫 金 縷 縫 ， 山 枕 

聲母 審 見 審 見 來 非 ／ 審 照 

韻母 支思 家麻 監咸 侵尋 魚模 東鍾 ／ 寒山 侵尋 

聲調 去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上 去 ／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斜 敧 ， 枕 損 釵 頭 鳳 。 

聲母 心 缺 ／ 照 心 穿 透 非 ／ 

韻母 車遮 缺 ／ 侵尋 真文 皆來 尤侯 東鍾 ／ 

聲調 陽平 缺 ／ 上 上 陰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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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抱 濃 愁 無 好 夢 ， 夜 

聲母 端 幫 泥 穿 微 曉 明 ／ 影 

韻母 魚模 蕭豪 東鍾 尤侯 魚模 蕭豪 東鍾 ／ 車遮 

聲調 入作平 去 陽平 陽平 陽平 上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闌 猶 剪 燈 花 弄 。   

聲母 來 影 精 端 曉 來 ／   

韻母 寒山 尤侯 先天 庚青 家麻 東鍾 ／   

聲調 陽平 陽平 上 陰平 陰平 去 ／   

平仄 － － ｜ － － ｜ ／   

張泌〈蜨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 

 六 曲 闌 干 偎 碧 樹 ， 楊 

聲調 入作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入作上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柳 風 輕 ， 展 盡 黃 金 縷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 上 去 陽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 誰 把 鈿 箏 移 玉 柱 ， 

聲調 ／ 陽平 上 陽平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去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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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飛 燕 子 雙 飛 去 。 滿 

聲調 陰平 陰平 去 上 陰平 陰平 去 ／ 上 

平仄 ＋ － ＋ ｜ － － ｜ ／ ＋ 

 

 眼 游 絲 兼 落 絮 ， 紅 杏 

聲調 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入作去 去 ／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開 時 ， 一 霎 清 明 雨 。 

聲調 陰平 陽平 ／ 入作上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濃 睡 覺 來 鶯 亂 語 ， 驚 

聲調 陽平 去 去 陽平 缺 去 上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殘 好 夢 無 尋 處 。   

聲調 陽平 上 去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以補回《中原音韻》缺字後，《蝶戀花》詞譜應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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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主要押桓歡韻，叶先天、寒山韻，135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蝶戀花‧淚溼羅衣脂粉滿〉押車遮韻，全首平仄無誤。 

 

李清照〈多麗‧咏白菊〉 

 小 樓 寒 ， 夜 長 簾 幕 低 

聲母 心 來 曉 ／ 影 穿 來 明 缺 

韻母 蕭豪 尤侯 寒山 ／ 車遮 江陽 廉纖 歌戈 缺 

聲調 上 陽平 陽平 ／ 去 陽平 陽平 入作去 缺 

平仄 ｜ － － ／ ｜ － － ｜ ？ 

 

 垂 。 恨 蕭 蕭 、 無 情 風 

聲母 穿 ／ 曉 心 心 ／ 微 清 非 

韻母 齊微 ／ 真文 蕭豪 蕭豪 ／ 魚模 庚青 東鍾 

聲調 陽平 ／ 去 陰平 陰平 ／ 陽平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雨 ， 夜 來 揉 損 瓊 肌 。 

聲母 影 ／ 影 來 日 心 溪 見 ／ 

韻母 魚模 ／ 車遮 皆來 尤侯 真文 庚青 齊微 ／ 

聲調 上 ／ 去 陽平 陽平 上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135 桓歡、寒山、先天三個韻部由山部分化而來，只是洪細音問題。詳參︰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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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不 似 、 貴 妃 醉 臉 ， 

聲母 影 幫 心 ／ 見 非 精 來 ／ 

韻母 車遮 魚模 支思 ／ 齊微 齊微 齊微 廉纖 ／ 

聲調 上 入作上 去 ／ 去 陰平 去 上 ／ 

平仄 ｜ ｜ ｜ ／ ｜ － ｜ ｜ ／ 

 

 也 不 似 、 孫 壽 愁 眉 。 

聲母 影 幫 心 ／ 心 審 穿 明 ／ 

韻母 車遮 魚模 支思 ／ 真文 尤侯 尤侯 齊微 ／ 

聲調 上 入作上 去 ／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韓 令 偷 香 ， 徐 娘 傅 粉 

聲母 曉 來 透 曉 ／ 心 泥 非 非 

韻母 寒山 庚青 尤侯 江陽 ／ 魚模 江陽 魚模 真文 

聲調 陽平 去 陰平 陰平 ／ 陽平 陽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 莫 將 比 擬 未 新 奇 。 

聲母 ／ 明 精 滂 影 微 心 溪 ／ 

韻母 ／ 歌戈 江陽 齊微 齊微 齊微 真文 齊微 ／ 

聲調 ／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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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看 取 ， 屈 平 陶 令 ， 

聲母 心 溪 缺 ／ 溪 滂 透 來 ／ 

韻母 齊微 寒山 缺 ／ 魚模 庚青 蕭豪 庚青 ／ 

聲調 去 去 缺 ／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風 韻 正 相 宜 。 微 風 起 

聲母 非 影 照 人 影 ／ 微 非 溪 

韻母 東鍾 真文 庚青 江陽 齊微 ／ 齊微 東鍾 齊微 

聲調 陰平 去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 清 芬 醞 藉 ， 不 減 酴 

聲母 ／ 清 非 影 精 ／ 幫 缺 缺 

韻母 ／ 庚青 真文 真文 車遮 ／ 魚模 缺 缺 

聲調 ／ 陰平 陰平 去 去 ／ 入作上 缺 缺 

平仄 ／ － － ｜ ｜ ／ ｜ ？ ？ 

 

 釄 。 漸 秋 闌 、 雪 清 玉 

聲母 缺 ／ 精 清 來 ／ 心 清 影 

韻母 缺 ／ 廉纖 尤侯 寒山 ／ 車遮 庚青 魚模 

聲調 缺 ／ 去 陰平 陽平 ／ 入作上 陰平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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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 向 人 無 限 依 依 。 

聲母 審 ／ 曉 日 微 曉 影 影 ／ 

韻母 尤侯 ／ 江陽 真文 魚模 寒山 齊微 齊微 ／ 

聲調 去 ／ 去 陽平 陽平 去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似 愁 凝 、 漢 皋 解 佩 ， 似 

聲母 心 穿 影 ／ 曉 缺 見 滂 ／ 心 

韻母 支思 尤侯 庚青 ／ 寒山 缺 皆來 齊微 ／ 支思 

聲調 去 陽平 陽平 ／ 去 缺 上 去 ／ 去 

平仄 ｜ － － ／ ｜ ？ ｜ ｜ ／ ｜ 

 

 淚 洒 、 紈 扇 題 詩 。 朗 

聲母 來 審 ／ 影 審 透 審 ／ 來 

韻母 齊微 家麻 ／ 桓歡 先天 齊微 支思 ／ 江陽 

聲調 去 上 ／ 陽平 去 陽平 陰平 ／ 上 

平仄 ｜ ｜ ／ － ｜ － － ／ ｜ 

 

 月 清 風 ， 濃 煙 暗 雨 ， 

聲母 影 清 非 ／ 泥 缺 影 影 ／ 

韻母 車遮 庚青 東鍾 ／ 東鍾 缺 監咸 魚模 ／ 

聲調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 陽平 缺 去 上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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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教 憔 悴 度 芳 姿 。 縱 

聲母 透 見 精 清 端 非 精 ／ 精 

韻母 先天 蕭豪 蕭豪 齊微 魚模 江陽 支思 ／ 東鍾 

聲調 陰平 陰平 陰平 去 去 陰平 陰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愛 惜 ， 不 知 彼 此 ， 留 

聲母 影 心 ／ 幫 照 幫 清 ／ 來 

韻母 皆來 齊微 ／ 魚模 齊微 齊微 支思 ／ 尤侯 

聲調 去 入作上 ／ 入作上 陰平 上 上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得 幾 多 時 。 人 情 好 ， 

聲母 端 見 端 審 ／ 日 清 曉 ／ 

韻母 齊微 齊微 歌戈 支思 ／ 真文 庚青 蕭豪 ／ 

聲調 入作上 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何 須 更 憶 ， 澤 畔 東 籬 

聲母 曉 心 見 影 ／ 照 幫 端 缺 

韻母 歌戈 魚模 庚青 齊微 ／ 皆來 桓歡 東鍾 缺 

聲調 陽平 陰平 去 入作去 ／ 入作平 去 陰平 缺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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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平仄 ／         

張翥〈多麗‧晚山青〉 

 晚 山 青 ， 一 川 雲 樹 冥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 入作上 陰平 陽平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冥 。 正 參 差 ， 煙 凝 紫 

聲調 陽平 ／ 去 陰平 陰平 ／ 缺 陽平 上 

平仄 － ／ ｜ ＋ － ／ ＋ － ＋ 

 

 翠 ， 斜 陽 畫 出 南 屏 。 

聲調 去 ／ 陽平 陽平 入作平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館 娃 歸 ， 吳 臺 遊 鹿 ， 

聲調 上 缺 陰平 ／ 陽平 陽平 陽平 入作去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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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 仙 去 ， 漢 苑 飛 螢 。 

聲調 陽平 陰平 去 ／ 去 上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懷 古 情 多 ， 憑 高 望 極 

聲調 陽平 上 陽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去 入作平 

平仄 ＋ ｜ － － ／ ＋ － ＋ ｜ 

 

 ， 且 將 樽 酒 慰 漂 零 。 

聲調 ／ 上 陰平 陰平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自 湖 上 ， 愛 梅 仙 遠 ， 

聲調 去 陽平 去 ／ 去 陽平 陰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鶴 夢 幾 時 醒 ？ 空 留 得 

聲調 入作平 去 上 陽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 六 橋 疎 柳 ， 孤 嶼 危 

聲調 ／ 入作去 陽平 缺 上 ／ 陰平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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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 待 蘇 隄 ， 歌 聲 散 

聲調 陽平 ／ 去 陰平 缺 ／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盡 ， 更 須 攜 妓 西 泠 。 

聲調 去 ／ 去 陰平 缺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藕 花 深 ， 雨 涼 翡 翠 。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 上 陽平 缺 去 ／ 

平仄 ｜ － － ／ ＋ － ＋ ｜ ／ 

 

 菰 蒲 輭 ， 風 弄 蜻 蜓 。 

聲調 陰平 陽平 缺 ／ 陰平 去 缺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澄 碧 生 秋 ， 鬧 紅 駐 景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 去 陽平 去 上 

平仄 ＋ ｜ － － ／ ＋ － ＋ ｜ 

 

 ， 採 菱 新 唱 最 堪 聽 。 

聲調 ／ 上 陽平 陰平 去 去 陰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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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一 片 ， 水 天 無 際 ， 

聲調 去 入作上 去 ／ 上 陰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漁 火 兩 三 星 。 多 情 月 

聲調 陽平 上 上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 為 人 留 照 ， 未 過 前 

聲調 ／ 陽平 陽平 陽平 去 ／ 去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汀 。        

聲調 陰平 ／        

平仄 － ／        

 

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以補回《中原音韻》缺字後，《多麗》詞譜應為︰ 

｜－－／＋－＋｜－－／｜＋－／＋－＋｜／＋＋＋｜－－／｜－－／＋－＋｜／＋

＋｜／＋｜－－／＋｜－－／＋－＋｜／＋－＋｜｜－－／｜＋｜／＋－＋｜／

＋｜｜－－／－－｜／＋－＋｜／＋｜－－／ 

｜－－／＋－＋｜／＋－＋｜－－／｜－－／＋－＋｜／＋＋＋／＋｜－－／＋｜－

－／＋－＋｜／＋－＋｜｜－－／｜＋｜／＋－＋｜／＋｜｜－－／－－｜／＋－

＋｜／＋｜－－／ 

李清照〈多麗‧咏白菊〉前押齊微韻，後押支思韻，兩部可通叶。全詞兩處平仄有誤，

為「也不似，貴妃碎臉」的「不似」不似二字應押平聲而非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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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滿庭芳‧小閣藏春〉 

 小 閣 藏 春 ， 閒 窗 鎖 晝 

聲母 心 見 清 穿 ／ 缺 缺 心 照 

韻母 蕭豪 蕭豪 江陽 真文 ／ 缺 缺 歌戈 尤侯 

聲調 上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缺 缺 上 去 

平仄 ｜ ｜ － － ／ ？ ？ ｜ ｜ 

 

 ， 畫 堂 無 限 深 幽 。 篆 

聲母 ／ 曉 透 微 曉 審 影 ／ 照 

韻母 ／ 家麻 江陽 魚模 寒山 侵尋 尤侯 ／ 先天 

聲調 ／ 去 陽平 陽平 去 陰平 陰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香 燒 盡 ， 日 影 下 簾 鉤 

聲母 曉 審 精 ／ 日 影 曉 來 見 

韻母 江陽 蕭豪 真文 ／ 齊微 庚青 家麻 廉纖 尤侯 

聲調 陰平 去 去 ／ 入作去 上 去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手 種 江 梅 更 好 ， 又 

聲母 ／ 審 照 見 明 見 曉 ／ 影 

韻母 ／ 尤侯 東鍾 江陽 齊微 庚青 蕭豪 ／ 尤侯 

聲調 ／ 上 去 陰平 陽平 去 上 ／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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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必 、 臨 水 登 樓 。 無 

聲母 曉 缺 ／ 來 審 端 來 ／ 微 

韻母 歌戈 缺 ／ 侵尋 齊微 庚青 尤侯 ／ 魚模 

聲調 陽平 缺 ／ 陽平 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平仄 － 缺 ／ － ｜ － － ／ － 

 

 人 到 ， 寂 寥 渾 似 ， 何 

聲母 日 端 ／ 精 缺 曉 心 ／ 曉 

韻母 真文 蕭豪 ／ 齊微 缺 真文 支思 ／ 歌戈 

聲調 陽平 去 ／ 入作平 缺 陽平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遜 在 揚 州 。 從 來 ， 知 

聲母 心 精 影 照 ／ 清 來 ／ 照 

韻母 真文 皆來 江陽 尤侯 ／ 東鍾 皆來 ／ 齊微 

聲調 去 去 陽平 陰平 ／ 陽平 陽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韻 勝 ， 難 堪 雨 藉 ， 不 耐 

聲母 影 審 ／ 泥 溪 影 精 ／ 幫 泥 

韻母 真文 庚青 ／ 寒山 監咸 魚模 車遮 ／ 魚模 皆來 

聲調 去 去 ／ 陽平 陰平 上 去 ／ 入作上 去 

平仄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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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揉 。 更 誰 家 橫 笛 ， 

聲母 非 日 ／ 見 審 見 曉 缺 ／ 

韻母 東鍾 尤侯 ／ 庚青 齊微 家麻 庚青 缺 ／ 

聲調 陰平 陽平 ／ 去 陽平 陰平 陽平 缺 ／ 

平仄 － － ／ ｜ － － － ？ ／ 

 

 吹 動 濃 愁 。 莫 恨 香 消 

聲母 穿 端 泥 穿 ／ 明 曉 曉 心 

韻母 齊微 東鍾 東鍾 尤侯 ／ 蕭豪 真文 江陽 蕭豪 

聲調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 入作去 去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雪 減 ， 須 信 道 ， 掃 跡 

聲母 心 缺 ／ 心 心 端 ／ 心 精 

韻母 車遮 缺 ／ 魚模 真文 蕭豪 ／ 蕭豪 齊微 

聲調 入作上 缺 ／ 陰平 去 去 ／ 上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情 留 。 難 言 處 ， 良 宵 

聲母 清 來 ／ 泥 影 穿 ／ 來 心 

韻母 庚青 尤侯 ／ 寒山 先天 魚模 ／ 江陽 蕭豪 

聲調 陽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去 ／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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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月 ， 疏 影 尚 風 流 。 

聲母 端 影 ／ 審 影 審 非 來 ／ 

韻母 監咸 車遮 ／ 魚模 庚青 江陽 東鍾 尤侯 ／ 

聲調 去 入作去 ／ 陰平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黃庭堅〈滿庭芳‧脩水柔藍〉 

 脩 水 柔 藍 ， 新 條 淡 綠 

聲調 陰平 上 陽平 陽平 ／ 陰平 陽平 去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 翠 光 交 映 虛 亭 。 錦 

聲調 ／ 去 陰平 陰平 缺 陰平 陽平 ／ 上 

平仄 ／ ｜ － － ？ － － ／ ｜ 

 

 鴛 霜 露 ， 荷 徑 拾 幽 蘋 

聲調 陰平 陰平 去 ／ 陽平 去 入作平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香 度 闌 干 屈 曲 ， 紅 

聲調 ／ 陰平 去 陽平 陰平 入作上 入作上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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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 隱 ， 薄 如 疎 櫺 。 風 

聲調 缺 上 ／ 入作平 陽平 缺 陽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清 夜 ， 賣 塘 月 滿 ， 水 

聲調 陰平 去 ／ 去 陽平 入作去 上 ／ 上 

平仄 － ｜ ／ ｜ － ｜ ｜ ／ ｜ 

 

 淨 見 移 星 。 堪 聽 ， 微 

聲調 去 去 陽平 陰平 ／ 陰平 陰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雨 過 ， 媻 姍 藻 荇 ， 瑣 

聲調 上 去 ／ 陽平 缺 上 缺 ／ 去 

平仄 ｜ ｜ ／ － ？ ｜ ？ ／ ｜ 

 

 碎 浮 萍 。 便 移 轉 吳 牀 

聲調 上 陽平 陽平 ／ 去 陽平 上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湘 簟 方 屏 ， 練 靄 鱗 

聲調 ／ 陰平 缺 陰平 陽平 ／ 去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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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旋 滿 。 聲 不 斷 ， 檐 

聲調 陽平 去 上 ／ 陰平 入作上 去 ／ 缺 

平仄 － | ｜ ／ － ｜ ｜ ／ ？ 

 

 響 風 鈴 。 重 開 宴 ， 瑤 

聲調 上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池 雪 沁 ， 山 露 佛 頭 青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去 ／ 陰平 去 入作平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聲調 ／         

平仄 ／         

 

分析︰ 

 

整合龍榆生的資料以補回《中原音韻》缺字後，《滿庭芳》詞譜應為︰ 

＋｜－－／＋－＋｜／｜＋－｜－－／｜－－｜／－｜｜－－／＋｜－－｜｜／＋

＋｜／＋｜－－／－－｜／＋－＋｜／＋｜｜－－／ 

－－／－｜｜／－－｜｜／＋｜－－／｜－｜－－／＋｜－－／＋｜＋－｜｜／＋

＋｜／＋｜－－／－－｜／＋－＋｜／＋｜｜－－／ 

李清照〈滿庭芳‧小閣藏春〉押尤侯韻，「從來」一句的來字為皆來韻，與尤侯韻未能

相叶，故有押錯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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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詞不合平仄處有二︰「日影下簾鉤」的日字應押平聲而非仄聲，「更誰家橫笛」的家

應押仄聲而非平聲。 

 

李清照〈念奴嬌‧蕭條庭院〉 

 蕭 條 庭 院 ， 又 斜 風 細 

聲母 心 透 透 影 ／ 影 心 非 心 

韻母 蕭豪 蕭豪 庚青 先天 ／ 尤侯 車遮 東鍾 齊微 

聲調 陰平 陽平 陽平 去 ／ 去 陽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雨 、 重 門 須 閉 。 寵 柳 

聲母 影 ／ 穿 明 心 幫 ／ 穿 來 

韻母 魚模 ／ 東鍾 真文 魚模 齊微 ／ 東鍾 尤侯 

聲調 上 ／ 去 陽平 陰平 去 ／ 上 上 

平仄 ｜ ／ ｜ － － ｜ ／ ｜ ｜ 

 

 嬌 花 寒 食 近 ， 種 種 惱 

聲母 見 曉 曉 審 見 ／ 照 照 泥 

韻母 蕭豪 家麻 寒山 齊微 真文 ／ 東鍾 東鍾 蕭豪 

聲調 陰平 陰平 陽平 入作平 去 ／ 上 上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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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天 氣 。 險 韻 詩 成 ， 

聲母 日 透 溪 ／ 曉 影 審 穿 ／ 

韻母 真文 先天 齊微 ／ 廉纖 真文 支思 庚青 ／ 

聲調 陽平 陰平 去 ／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扶 頭 酒 醒 ， 別 是 閑 滋 

聲母 非 透 精 心 ／ 幫 審 曉 精 

韻母 魚模 尤侯 尤侯 庚青 ／ 車遮 支思 寒山 支思 

聲調 陽平 陽平 上 上 ／ 入作平 去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味 。 征 鴻 過 盡 、 萬 千 

聲母 微 ／ 照 曉 見 精 ／ 微 清 

韻母 齊微 ／ 庚青 東鍾 歌戈 真文 ／ 寒山 先天 

聲調 去 ／ 陰平 陽平 去 去 ／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心 事 難 寄 。 樓 上 幾 日 

聲母 心 審 照 見 ／ 來 審 見 日 

韻母 侵尋 支思 東鍾 齊微 ／ 尤侯 江陽 齊微 齊微 

聲調 陰平 去 上 去 ／ 陽平 去 上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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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寒 ， 簾 垂 四 面 ， 玉 

聲母 穿 曉 ／ 來 穿 心 明 ／ 影 

韻母 真文 寒山 ／ 廉纖 齊微 支思 先天 ／ 魚模 

聲調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去 去 ／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闌 干 慵 倚 。 被 冷 香 消 

聲母 來 見 穿 影 ／ 幫 來 曉 心 

韻母 寒山 寒山 東鍾 齊微 ／ 齊微 庚青 江陽 蕭豪 

聲調 陽平 陰平 陽平 上 ／ 去 上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新 夢 覺 ， 不 許 愁 人 不 

聲母 心 明 見 ／ 幫 曉 穿 日 幫 

韻母 真文 東鍾 蕭豪 ／ 魚模 魚模 尤侯 真文 魚模 

聲調 陰平 去 入作上 ／ 入作上 上 陽平 陽平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起 。 清 露 晨 流 ， 新 桐 

聲母 溪 ／ 清 來 穿 來 ／ 心 透 

韻母 齊微 ／ 庚青 魚模 真文 尤侯 ／ 真文 東鍾 

聲調 上 ／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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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引 ， 多 少 游 寒 意 。 

聲母 穿 影 ／ 端 審 影 曉 影 ／ 

韻母 魚模 真文 ／ 歌戈 蕭豪 尤侯 寒山 齊微 ／ 

聲調 陰平 上 ／ 陰平 上 陽平 陽平 去 ／ 

平仄 － ｜ ／ － ｜ － － ｜ ／ 

 

 日 高 烟 斂 ， 更 看 今 日 

聲母 日 見 影 來 ／ 見 溪 見 日 

韻母 齊微 蕭豪 先天 廉纖 ／ 庚青 寒山 侵尋 齊微 

聲調 入作去 陰平 陰平 上 ／ 去 陰平 陰平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晴 未 。       

聲母 清 微 ／       

韻母 庚青 齊微 ／       

聲調 陽平 去 ／       

平仄 － ｜ ／       

辛棄疾〈念奴嬌‧野棠花落〉 

 野 棠 花 落 ， 又 悤 悤 過 

聲調 上 陽平 陰平 入作去 ／ 去 陰平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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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清 明 時 節 。 剗 地 

聲調 上 ／ 陰平 陽平 陽平 入作上 ／ 上 去 

平仄 ｜ ／ － － － ｜ ／ ＋ ｜ 

 

 東 風 欺 客 夢 ， 一 枕 銀 

聲調 陰平 陰平 陰平 入作上 去 ／ 入作上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屏 寒 怯 。 曲 岸 持 觴 ， 

聲調 陽平 陽平 入作上 ／ 入作上 去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垂 楊 繫 馬 ， 此 地 曾 經 

聲調 陽平 陽平 去 上 ／ 上 去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別 。 樓 空 人 去 ， 舊 遊 

聲調 入作平 ／ 陽平 陰平 陽平 去 ／ 去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飛 燕 能 說 。 聞 道 綺 陌 

聲調 陰平 去 陽平 入作上 ／ 陽平 去 上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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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頭 ， 行 人 長 見 ， 簾 

聲調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陽平 去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底 纖 纖 月 。 舊 恨 春 江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入作去 ／ 去 去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流 不 盡 ， 新 恨 雲 山 千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去 ／ 陰平 去 陽平 陰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疊 。 料 得 明 朝 ， 樽 前 

聲調 入作平 ／ 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重 見 ， 鏡 裏 花 難 折 。 

聲調 陽平 去 ／ 去 上 陰平 陽平 入作上 ／ 

平仄 ＋ ｜ ／ ＋ ｜ － － ｜ ／ 

 

 也 應 驚 問 ， 近 來 多 少 

聲調 上 陰平 陰平 去 ／ 去 陽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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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髮 。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       

平仄 － ｜ ／       

 

分析︰ 

《念奴嬌》詞譜應為︰ 

＋－＋｜／＋＋＋＋｜／＋－－｜／＋｜＋－－｜｜／＋｜＋－－｜／＋｜－－／＋

－＋｜／＋｜－－｜／＋－＋｜／｜－－｜＋｜／ 

＋｜＋｜－－／＋－＋｜／＋｜－－｜／＋｜＋－－｜｜／＋｜＋－－｜／＋｜－－

／＋－＋｜／＋｜－－｜／＋－－｜／｜－－｜－｜／ 

李清照〈念奴嬌‧蕭條庭院〉押齊微韻。全首不合平仄處有一，「不許愁人『不』起」

的不字應押平聲而非仄聲。 

 

李清照〈慶清朝慢‧禁幄低張〉 

 禁 幄 低 張 ， 彤 欄 巧 護 

聲母 見 缺 缺 照 ／ 缺 來 溪 曉 

韻母 侵尋 缺 缺 江陽 ／ 缺 寒山 蕭豪 魚模 

聲調 去 缺 缺 陰平 ／ 缺 陽平 上 去 

平仄 ｜ ？ ？ － ／ ？ － ｜ ｜ 

 

 ， 就 中 獨 占 殘 春 。 容 

聲母 ／ 精 照 端 照 清 穿 ／ 影 

韻母 ／ 尤侯 東鍾 魚模 廉纖 寒山 真文 ／ 東鍾 

聲調 ／ 去 陰平 入作平 去 陽平 陰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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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淡 竚 ， 綽 約 俱 見 天 

聲母 曉 端 照 ／ 穿 影 見 見 透 

韻母 家麻 監咸 魚模 ／ 蕭豪 歌戈 魚模 先天 先天 

聲調 陽平 去 去 ／ 入作上 入作去 陰平 去 陰平 

平仄 － ｜ ｜ ／ ｜ ｜ － ｜ － 

 

 真 。 待 得 羣 花 過 後 ， 

聲母 照 ／ 端 端 溪 曉 見 曉 ／ 

韻母 真文 ／ 皆來 齊微 真文 家麻 歌戈 尤侯 ／ 

聲調 陰平 ／ 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去 去 ／ 

平仄 － ／ ｜ ｜ － － ｜ ｜ ／ 

 

 一 番 風 露 曉 妝 新 。 妖 

聲母 影 非 非 來 曉 缺 心 ／ 缺 

韻母 齊微 寒山 東鍾 魚模 蕭豪 缺 真文 ／ 缺 

聲調 入作上 陰平 陰平 去 上 缺 陰平 ／ 缺 

平仄 ｜ － － ｜ ｜ ？ － ／ ？ 

 

 嬈 態 ， 妬 風 笑 月 ， 

聲母 日 透 ／ 端 非 心 影 ／ 

韻母 蕭豪 皆來 ／ 魚模 東鍾 蕭豪 車遮 ／ 

聲調 上 去 ／ 去 陰平 去 入作去 ／ 

平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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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殢 東 君 。 東 城 邊 、 

聲母 穿 泥 端 見 ／ 端 穿 幫 ／ 

韻母 江陽 齊微 東鍾 真文 ／ 東鍾 庚青 先天 ／ 

聲調 陽平 去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南 陌 上 ， 正 日 烘 池 館 

聲母 泥 明 審 ／ 照 日 曉 穿 見 

韻母 監咸 皆來 江陽 ／ 庚青 齊微 東鍾 齊微 桓歡 

聲調 陽平 入作去 去 ／ 去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上 

平仄 － ｜ ｜ ／ ｜ ｜ － － ｜ 

 

 ， 競 走 香 輪 。 綺 筵 散 

聲母 ／ 見 精 曉 來 ／ 溪 影 心 

韻母 ／ 庚青 尤侯 江陽 真文 ／ 齊微 先天 寒山 

聲調 ／ 去 上 陰平 陽平 ／ 上 陽平 上 

平仄 ／ ｜ ｜ － － ／ ｜ － ｜ 

 

 日 ， 誰 人 可 繼 芳 塵 。 

聲母 日 ／ 審 日 溪 見 非 穿 ／ 

韻母 齊微 ／ 齊微 真文 歌戈 齊微 江陽 真文 ／ 

聲調 入作去 ／ 陽平 陽平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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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好 明 光 宮 殿 ， 幾 枝 

聲母 見 曉 明 見 見 端 ／ 見 照 

韻母 庚青 蕭豪 庚青 江陽 東鍾 先天 ／ 齊微 支思 

聲調 去 上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 ／ 上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先 近 日 邊 勻 。 金 尊 倒 

聲母 心 見 日 幫 影 ／ 見 精 端 

韻母 先天 真文 齊微 先天 真文 ／ 侵尋 真文 蕭豪 

聲調 陰平 去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陰平 上 

平仄 － ｜ ｜ － － ／ － － ｜ 

 

 ， 拚 了 盡 燭 ， 不 管 黃 

聲母 ／ 缺 來 精 照 ／ 幫 見 曉 

韻母 ／ 缺 蕭豪 真文 尤侯 ／ 魚模 桓歡 江陽 

聲調 ／ 缺 上 去 入作上 ／ 入作上 上 陽平 

平仄 ／ ？ ｜ ｜ ｜ ／ ｜ ｜ － 

 

 昏 。        

聲母 曉 ／        

韻母 真文 ／        

聲調 陰平 ／        

平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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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祖〈慶清朝‧墜絮孳萍〉 

 墜 絮 孳 萍 ， 狂 鞭 孕 竹 

聲調 去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去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 偷 移 紅 紫 池 亭 。 餘 

聲調 ／ 陰平 陽平 陽平 上 陽平 陽平 ／ 陽平 

平仄 ／ － － ＋ ｜ － － ／ － 

 

 花 未 落 ， 似 供 殘 蜨 經 

聲調 陰平 去 入作去 ／ 去 陰平 陽平 缺 陰平 

平仄 － ｜ ｜ ／ ｜ ＋ － ？ － 

 

 營 。 賦 得 送 春 詩 了 ， 

聲調 陽平 ／ 去 入作上 去 陰平 陰平 上 ／ 

平仄 ｜ ／ ＋ ｜ ｜ － ＋ ｜ ／ 

 

 夏 帷 攛 斷 綠 陰 成 。 桑 

聲調 去 缺 陰平 去 入作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麻 外 ， 乳 鴉 穉 燕 ， 別 

聲調 陽平 去 ／ 上 陰平 缺 去 ／ 入作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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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 芳 情 。 荀 令 舊 香 易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陰平 去 去 陰平 去 

平仄 ｜ － － ／ － ｜ ｜ － ｜ 

 

 冷 ， 嘆 俊 游 疎 嬾 ， 枉 

聲調 上 ／ 去 去 陽平 缺 上 ／ 上 

平仄 ｜ ／ ｜ ｜ － ？ ｜ ／ ｜ 

 

 是 銷 凝 。 塵 侵 謝 屐 ， 

聲調 去 陰平 陽平 ／ 陽平 陰平 去 缺 ／ 

平仄 ｜ － － ／ － － ｜ ？ ／ 

 

 幽 徑 班 駁 苔 生 。 便 覺 

聲調 陰平 去 陰平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去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寸 心 尚 老 ， 故 人 前 度 

聲調 去 陰平 去 上 ／ 去 陽平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謾 丁 甯 。 空 相 誤 ， 祓 

聲調 去 陰平 缺 ／ 陰平 陰平 去 ／ 缺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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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曲 水 ， 挑 菜 東 城 。 

聲調 陽平 入作上 上 ／ 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 

 

分析︰ 

龍本未收此詞，按《詞律》劃分平仄並整合《中華詞律》的資料，《慶清朝慢》詞譜應

為︰ 

｜｜－－／－－｜｜／－－＋｜－－／－－｜｜／｜＋＋｜－－／＋｜＋－＋｜／＋

－－｜｜－－／－－｜／｜－｜｜／＋｜－－／ 

－｜＋－｜｜／｜｜＋－｜／｜｜－－／＋－｜｜／－＋＋｜－－／＋｜＋－＋｜／

＋－－｜｜－－／－＋｜／｜＋｜｜／＋｜－－／ 

此詞斷句與《詞律》本不同，下片首句李清照斷為「東城邊，南陌上」，《詞律》本「荀

令舊香易冷」未有斷句。 

李清照此詞押真文韻，全詞不合平仄者有三︰「就中獨占殘春」的就字應押平聲而非仄

聲；「妖嬈態」的嬈字應押平聲非仄聲；「東城邊，南陌上」的城應押仄聲而非平聲。 

 

李清照〈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 

 香 冷 金 猊 ， 被 翻 紅 浪 

聲母 曉 來 見 影 ／ 幫 非 曉 來 

韻母 江陽 庚青 侵尋 齊微 ／ 齊微 寒山 東鍾 江陽 

聲調 陰平 上 陰平 陽平 ／ 去 陰平 陽平 去 

平仄 － ｜ － － ／ ｜ － － ｜ 

 

 

 

 



114 
 

 ， 起 來 慵 自 梳 頭 。 任 

聲母 ／ 溪 來 穿 精 審 透 ／ 日 

韻母 ／ 齊微 皆來 東鍾 支思 魚模 尤侯 ／ 侵尋 

聲調 ／ 上 陽平 陽平 去 陰平 陽平 ／ 去 

平仄 ／ ｜ － － ｜ － － ／ ｜ 

 

 寶 匳 塵 滿 ， 日 上 簾 鉤 

聲母 幫 缺 穿 明 ／ 日 審 來 見 

韻母 蕭豪 缺 真文 桓歡 ／ 齊微 江陽 廉纖 尤侯 

聲調 上 缺 陽平 上 ／ 入作去 去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 生 怕 離 懷 別 苦 ， 多 

聲母 ／ 審 滂 來 曉 幫 溪 ／ 端 

韻母 ／ 庚青 家麻 齊微 皆來 車遮 魚模 ／ 歌戈 

聲調 ／ 陰平 去 陽平 陽平 入作平 上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少 事 、 欲 說 還 休 。 新 

聲母 審 審 ／ 影 審 曉 曉 ／ 心 

韻母 蕭豪 支思 ／ 魚模 車遮 寒山 尤侯 ／ 真文 

聲調 上 去 ／ 入作去 入作上 陽平 陰平 ／ 陰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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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瘦 ， 非 干 病 酒 ， 不 

聲母 來 審 ／ 非 見 幫 精 ／ 幫 

韻母 皆來 尤侯 ／ 齊微 寒山 庚青 尤侯 ／ 魚模 

聲調 陽平 去 ／ 陰平 陰平 去 上 ／ 入作上 

平仄 － ｜ ／ － － ｜ ｜ ／ ｜ 

 

 是 悲 秋 。 休 休 ！ 這 回 

聲母 審 幫 清 ／ 曉 曉 ／ 缺 曉 

韻母 支思 齊微 尤侯 ／ 尤侯 尤侯 ／ 缺 齊微 

聲調 去 陰平 陰平 ／ 陰平 陰平 ／ 缺 陽平 

平仄 ｜ － － ／ － － ／ ？ － 

 

 去 也 ， 千 萬 遍 陽 關 ， 

聲母 溪 影 ／ 清 微 幫 影 見 ／ 

韻母 魚模 車遮 ／ 先天 寒山 先天 江陽 寒山 ／ 

聲調 去 上 ／ 陰平 去 去 陽平 陰平 ／ 

平仄 ｜ ｜ ／ － ｜ ｜ － － ／ 

 

 也 則 難 留 。 念 武 陵 人 

聲母 影 精 泥 來 ／ 泥 微 來 日 

韻母 車遮 皆來 寒山 尤侯 ／ 廉纖 魚模 庚青 真文 

聲調 上 入作上 陽平 陽平 ／ 去 上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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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 煙 鎖 秦 樓 。 惟 有 樓 前 

聲母 影 ／ 缺 心 清 來 ／ 微 影 來 清 

韻母 先天 ／ 缺 歌戈 真文 尤侯 ／ 齊微 尤侯 尤侯 先天 

聲調 上 ／ 缺 上 陽平 陽平 ／ 陽平 上 陽平 陽平 

平仄 ｜ ／ ？ ｜ － － ／ － ｜ － － 

 

 流 水 ， 應 念 我 、 終 日 

聲母 來 審 ／ 影 泥 疑 ／ 照 日 

韻母 尤侯 齊微 ／ 庚青 廉纖 歌戈 ／ 東鍾 齊微 

聲調 陽平 上 ／ 陰平 去 上 ／ 陰平 入作去 

平仄 － ｜ ／ － ｜ ｜ ／ － ｜ 

 

 凝 眸 。 凝 眸 處 ， 從 今 

聲母 影 明 ／ 影 明 穿 ／ 清 見 

韻母 庚青 尤侯 ／ 庚青 尤侯 魚模 ／ 東鍾 侵尋 

聲調 陽平 陽平 ／ 陽平 陽平 去 ／ 陽平 陰平 

平仄 － － ／ － － ｜ ／ － － 

 

 又 添 ， 一 段 新 愁 。  

聲母 影 透 ／ 影 端 心 穿 ／  

韻母 尤侯 廉纖 ／ 齊微 桓歡 真文 尤侯 ／  

聲調 去 陰平 ／ 入作上 去 陰平 陽平 ／  

平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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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鳳凰台上憶吹簫》詞譜應為︰ 

－｜－－／｜－－｜／｜－－｜－－／｜｜－－｜／｜｜－－／－｜－－｜｜／

－｜｜／｜｜－－／－－｜／－－｜｜／｜｜－－／ 

－－／｜－｜｜／－｜｜－－／｜｜－－／｜｜－－｜／－｜－－／－｜－－－｜／

－｜｜／－｜－－／－－｜／－－｜－／｜｜－－／ 

《詞律》、龍榆生皆以〈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為《鳳凰台上憶吹簫》詞譜正體，

龍榆生補「匳」字為平聲、「煙」字為平聲。李清照此詞押尤侯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