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那些光彩夺目

的华章，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文贵

丰瞻”，诗文的丰富多彩主要靠语言表现出来。

叠词在 《诗经》中的广泛应用，对后世文学形成

了深远的影响。 《诗》以长言咏叹为体，故重言

视他经为多”。! 在先秦众多典籍中，叠词在 《诗

经》中的应用远比其它典籍广泛。据笔者统计，

《诗经》中共有 !"# 篇诗应用了叠词，约占全体

篇章的 $!% #& 。叠词的绝对数目也非常可观，共

有 ’#( 个"。叠词的运用开拓了意境，充实了内

容，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感染力。 《诗经》的

篇章中既有叠音词 ) 又称重言词 *的运用，又有别

具功能的单音词重叠使用的情况，所以，本文把

它通称为叠词。

一 叠词在 《诗经》中的艺术功用

（一）叠词的运用，使人物形象更鲜明

《诗经》中的叠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多方

面的，从而使人物形象运用更为鲜明生动。

首先是对上帝或祖先神的描摹，如 《鲁颂·

闷宫》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皇皇，光

明” + ! ,； 《商颂·长发》有 “相土烈烈，海外有

载”， “烈烈，威武貌” + ! ,。但是到了厉幽之世，

社会动乱不堪，人民不得安宁，便对上帝的权威

和崇拜产生了动摇，如 《大雅·荡》有 “荡荡上

帝，下民之辟”， “荡荡，法度废坏之貌” + - ,；

《大雅·板》有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板

板，反也” + - ,。

其次，叠词用于对人物的评定。这其中多是对

人物美德懿行的赞扬，如 《大雅·崧高》有 “徒御

弹弹，周邦咸喜”， “弹弹，众盛貌” + ’ ,； 《周颂

·雍》有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

穆穆”， “雍雍，和也；肃肃，敬也；穆穆，美

也” + . ,。但也有用于对误国小人和谗言者进行批

判的，如 《大雅·召曼》有 “溃溃回橘，实靖夷我

邦 ” ， “溃 溃 ， 乱 也 ” + - ,； 《小 雅 · 巷 伯 》 有

“捷捷幡幡谋，谋欲谮言”， “捷捷，儇利貌；幡

幡，反复貌” + ’ ,。

再次，叠词用来描写人物的心情、形态、行

动 。 如 《召 南 · 草 虫 》 有 “未 见 君 子 ， 忧 心 忡

忡”， “忡忡，忧虑不安貌” + ! ,； 《齐风·东方

未明》有 “折柳樊园，狂夫瞿瞿”， “瞿瞿，惊顾

之貌” + ’ ,。叠词还用来描写军人的形态， 《周南

·兔置》有 “赳赳武夫，公候干城”， “赳赳，武

貌” + . ,； 《小雅·黍苗》有 “烈烈征师，召伯成

之”； “烈烈，威武貌” + - ,。 在 《小雅·宾之初

筵》中，诗作者用叠词描写了醉酒后的君子的行为

“屡舞仙仙”、 “屡舞 ”等，把那群君子的醉

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使那群君子的形象跃然

纸上。 “缉缉翩翩”， “捷捷幡幡”，是 《小雅·

巷伯》的作者对谗言小人的描写，准确形象地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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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些小人丑恶卑鄙的嘴脸。再如诗人们极力描

绘军队的军容军纪、高昂的士气以及士兵们勇武

的 形 象 ， 宣 扬 军 队 强 大 的 战 斗 力 ， “增 增 ” 、

“ ”、 “烈烈”、 “赳赳”等词的应用传达

出诗人对军队的褒扬、对战争必胜的信念，使读

者确能感到这是一支像 《左传·禧公四年》所说

的 “以 此 众 战 ， 谁 能 御 之 ？ 以 此 攻 城 ， 何 城 不

克#”的军队。

! 二 " 运用叠词体物，是叠词在 《诗经》中的

一个重要艺术功用

《诗经》运用叠词时对事物进行了多方位、多

角度的描写，真切细致，展现出了一个富丽多恣，

色彩斑驳的客观世界，使后人赞叹不已。刘勰在

《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 “故灼灼状桃花之

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 拟雨

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口要口要学草虫之韵；皎日

口彗 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一言穷

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首先， 《诗经》中的叠词不但描摹了各种自

然事物，而且描写各种各样与生活相关的事物。

《邶 风 · 新 台 》 有 “新 台 有 酒 ， 河 水 浼 浼 ” ，

“浼浼，平也” $ % &， 《小雅·节南山》有 “节彼南

山，维石岩岩”， “岩岩，积石貌 $ ’ &，这是对山川

河流的描写； 《邶风·谷风》有 “习习谷风，以

阴以雨”， “习习，和舒也” $ % &， 《郑风·野有蔓

草》有 “野有蔓草，零落 ” ， “ ，露多

貌” $ % &， 《小雅·十月之交》有 “烨烨震电，不宁

不令”， “烨烨，震电貌” $ ’ &， 《小雅·信南山》

有 “上天同云，雨雪雾雾”， “雾雾，雪貌” $ " &，

此为对风云雨雪等自然现象的描绘； 《周南·葛

覃 》 有 “维 叶 萋 萋 ， 黄 鸟 于 飞 ” ， “萋 萋 ， 盛

貌” $ % &， 《小雅·皇皇者华》有 “皇皇者华，于彼

原隰”， “皇皇，犹煌煌，颜色鲜明貌” $ ! &，这是

对花草树木的描绘； 《邶风·匏有苦叶》有 “雍

雍鸣雁，旭日始旦”， “雍雍，声之和也” $ % &，

《卫风·硕人》有 “ 鲔发发”， “发发，鱼跳

动貌” $ ! &， 《豳风·东山》有 “ 者 ，丞

在桑野”， “ 动貌” $ " &， 《小雅·小弁》有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 “伎伎，舒貌” $ " &，这

都 是 对 鸟 兽 虫 鱼 等 动 物 的 描 写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诗经》中对马的描写。 《诗经》里有对马神祭

祀 的 记 载 ， 《小 雅 · 吉 日 》 有 “既 伯 既 祷 ” ，

“伯，马神也” $ % &， 《大雅·皇矣》有 “是类是礻马

”； “礻马 ，祭马神” $ ! &，可见那时有对马的崇

拜。到了春秋时，盛行车战，马的作用更加重要。

因而， 《诗经》中描写马的叠词特别丰富，共有

“旁旁”、 “非非”。 “矫矫”、 “翼翼”、 “庞

庞”等二十多个。由于马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与马

相关的事物也得到极力地表现。 《诗经》中描写车

的 叠 词 就 有 “哼 哼 ” 、 “槛 槛 ” 等 多 个 ， “孑

孑”、 “央央”等叠词描写旗帜， “跄跄”、 “锵

锵 ” 等 叠 词 描写 马 的 鸾 铃 ， “ ” 、 “冲

冲”等叠词描写马的其它配饰。

其次，叠词在 《诗经》中还有对宫庙城邑等建

筑物的描绘， 《小雅·黍苗》有 “肃肃谢功，召伯

营之”， “肃肃，严正之貌” $ % &，如 《大雅·皇

矣》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 “言言，高大

也” $ ’ &；有对农桑稼穑等农事的描写，如 《墉风·

载驱》有 “我行其野，冗冗其麦”， “冗苋，麦盛

貌” $ " &，如 《周颂·良耜》有 “获之桎桎，积之栗

栗”， “桎桎，获声也；栗栗，众多也” $ ’ &；有对

乐舞的描写，如 《小雅·伐木》有 “坎坎鼓我，蹲

蹲舞我”，“坎坎，击鼓声；蹲蹲，舞貌”$ % &，如《商颂·

那》有 “挑鼓渊渊，嘈嘈管声”，“渊渊，深远也；口彗口彗

清亮也”$ % &，有对人物服饰的描写，如《郑风·有女同

车》有“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将将，声也”$ % &，如《小

雅·大东》有“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粲粲，鲜盛貌”
$ ’ &；有对祭品的描写，《小雅·信南山》有“是蒸是享，

芬芬”，“必庸必芬芬，香气浓郁貌”$ ! &。

再次， 《诗经》中的叠词状物还以事物的不同

状态进行描写。或从声的角度描绘：闪电声 “烨

烨”，鸟鸣声 “关关”， “交交”等，马鸣 “萧

萧”，鹿鸣 “呦呦”，鸡鸣 “喈喈”， “胶胶”，

虫鸣 “瞑喂”、 “薨薨”，乐鸣 “钦钦”等，鸾铃

声 “跄跄”、 “将将”等等，车行声 “邻邻”、

“楹槛”，玉鸣 “将将”，还有许多劳动过程中发

出的声响，如 “瞑陨”、 “薨薨”、 “登登”、

“冯冯”，或从色的角度描写：花的色 “皇皇”、

“裳裳”，草木的色 “青青”、 “苍苍”，马色

“皎皎”，鸟羽色 “谯谯”、 “鬻鬻”，旗色 “央

央”、 “阳阳”，马饰色 “冲冲”、 “濯濯”，衣

服颜色 “青青”、 “粲粲”。或从行动的角度描

写：鸟行 “奔奔”、 “疆疆”，马行 “业业”、

“奕奕”，狐行 “绥绥”，免行 “爰爰”、 “跃

跃 ” 、 牛 耳 动 “湿 湿 ” ， 鹿 行 “伎 伎 ” 、 “蛀

光泊光泊光

泊尔 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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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 ， 虫 行 “蜗 蜗 ” 、 “超 超 ” ， 鱼 动 “发

发 ” 、 “甫 甫 ” 。 或 从 形 态 的 角 度 描 写 ： “萋

萋”、 “祁祁”等状草木丰茂之态， “ ”、

“离 离 ” 等 状 稼 穑 繁 茂 之 态 ， “洋 洋 ” 、 “汤

汤”等状流水浩大之态， “崔崔”、 “岩岩”等

状山雄伟之态， “凄凄”、 “霏霏”等状雨雪之

盛态， “煌煌”、 “哲哲”状星明亮之态， “奕

奕”、 “实实”等状宫庙建筑宏伟之态。此外，

还有从气味角度状物，如 “ 芬芬”，状祭品

鲜美之态。

! 三 " 叠词在 《诗经》中的运用，有助于更好

的表情达意

在 诗 中 ， 诗 人 们 用 叠 词 雕 摹 人 物 形 象 的 同

时 ， 他 们 的 自 我 主 观 情 感 也 自 然 地 流 露 出 来 。

“皇皇”、 “烈烈”等叠词是诗人们用来赞美上

帝或祖先神的美行懿德的，因而也表达出了他们

对上帝或祖先神的敬畏与赞颂之情；而当他们用

“荡荡”、 “板板”来描写上帝的劣性时，也表

现了对上帝的不满与埋怨。诗人用 “捷捷幡幡”

既刻画出了谗言小人的嘴脸，同时也表露出强烈

的憎恶之惰。 “仙仙”、 “亻欺 亻欺 ”、 “亻差 亻差”在

描绘君子醉酒的形象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君子失

性丧德的行为的批评。 《诗经》中还存在许多描

写 人 物 心 态 的 叠 词 ， 直 接 传 达 了 作 者 的 感 情 。

“悠悠”、 “忡忡”直抒诗人忧伤的心情， “战

战兢兢”表现人物恐惧谨慎的心理， “灌灌”、

“谆谆”表现诗人的诚心诚意， “藐藐”表现人

物的轻蔑的态度， “晏晏”、 “谑谑”传达人物

欣喜的心情， “哀哀”表达对父母的拳拳之情。

运用叠词构成比兴，是 《诗经》又一种常用

的艺术手法。如 《周南·关睢》中 “关关睢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关”一

词描绘了成双成对的鸠鸟和鸣的声音，引发了君

子的情感，准确地传达出君子思慕淑女的心情。

《周南·桃夭》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诗人借对桃树桃花的描写起

兴，表达了对出嫁女子的赞美之情。又如 《郑风

·风雨》中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 ”诗人通过前两句诗中的叠词构造了一

个风雨晦冥的环境，更加强烈的传达出自己思念

远 人 的 感 情 。 再 如 《小 雅 · 青 蝇 》 中 “营 营 青

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诗人运用

叠词 “营营”构成比兴，一方面活灵活现的刻画

了青蝇烦扰人心的形象，另一方面使自己对青蝇类

的小人的憎恶之情及对上的劝戒之心昭然若现。

! 四 " 叠词在 《诗经》中的广泛运用不仅丰富了

诗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也对诗的韵律

产生影响

“诗同乐和舞，最初是三位一体的，以后才逐

渐发生了分化” % " &。由于 《诗经》时代的诗歌舞是

三位一体的，所以叠词在 《诗经》中的广泛运用不

仅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也对

诗的韵律产生影响。 《豳风·鸱鹗》有 “予羽谯

谯，予尾修修。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诗人在

运用叠词时，又押宵幽合韵 % ’ &。 《大雅·生民》有

“艺文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禾遂 禾遂 。麻麦巾蒙巾蒙 ，瓜

瓜失唪 唪 ”，句中旆旆”、 “禾遂 禾遂 ”押月物合韵，

“巾 蒙 巾 蒙 ” 、 “唪唪”押东韵 % ’ &。又 《周颂·执

竞》有 “钟鼓湟湟，馨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

简，威仪反反”，句中 “湟湟”、 “将将”、 “穰

穰”押阳韵， “简简”、 “反反”押元韵 % ’ &。音韵

的和顺，必然会使诗在歌唱起来更为悦耳动听。叠

词本就是把同一字双用，在歌唱中就更显得迂徐委

婉，余音绕梁。在这一方面，虽然人们已听不到

《诗经》的原乐原歌，但从现代歌乐中叠词的歌唱

效果，是不难想见它在 《诗经》中的效果的。

二 叠词运用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人刘熙载在 《艺概·诗概》里说 “凡佳章中

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又说：

“诗中因得微妙语⋯⋯乃足令人神远”。由于叠词

在 《诗经》中写人状物，抒情及韵律上 “独得”的

作用，使它成为 《诗经》中 “令人神远”的 “微妙

语”。叠词这种艺术手法于是随着我国文学的源头

《诗经》的流行被后世广泛吸收，滋养了一代又一

代的文人墨客，创造出许多哙炙人口、感人至深的

优秀篇章。下面以部分作品为例，说明 《诗经》中

叠词对后世的影响。

楚辞对诗经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也包括了对叠

词运用技巧的继承。楚辞中大量运用了叠词，如

《离骚》有 “老冉冉其将至兮”、 “高余冠之岌

岌”、 “芳菲菲其弥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

《九歌》有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目眇

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 《九章》有 “深林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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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 冥 兮 ” ， “惨 郁 郁 而 不 通 兮 ” 。 《九 辨 》 有

“袭长夜之悠悠”、 “泊莽莽与壁草同死。”汉

赋在艺术上是对 《诗经》与楚辞的继承，叠词运

用也是其中之一。汉赋中出现了许多叠词，如贾

谊 《吊屈原赋》有 “风漂源其高逝兮”、 “般纷

纷 其 离 此 尤 兮 ” ， 枚 乘 《七 发 》 有 “惕 惕 怵

怵 ” 、 慌 旷 旷 兮 ” 、 “颐 颐 卯 卯 ” ， 司 马 相 如

《上 林 赋 》 有 “沉 沉 隐 隐 ” 、 “磷 磷 烂 烂 ” 、

“郁 郁 菲 菲 ” ， 杨 雄 《羽 猎 赋 》 有 “淫 淫 与

与”、 “秋秋跄跄”、 “沉沉容容”，班固 《东

都 赋 》 有 “翩 翩 巍 巍 显 显 翼 翼 ” 、 “焱 焱 炎

炎”，张衡 《南都赋》有 “嘤嘤和鸣”、 “翼翼

与与”，王粲 《遂初赋》有 “黄风湿温的增热，

体 烨 烨 其 若 焚 ” 。 宋 代 女 词 人 李 清 照 的 《声 声

慢》一开头便用了 !# 个叠词，可谓情之极至之

作。现代作家郭沫若的 《天上的街市》中 “远远

的街灯明了”，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诗句工

整，词句中重叠，充满诗情画意。朱自清的散文名

篇 《荷塘月色》中 “蓊蓊郁郁”、 “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的树， “曲曲折折”的荷塘， “隐隐

约约”的远山， “亭亭”的叶子， “缕缕”的清

香， “脉脉”的流水， “密密地”挨， “静静地”

泻， “重重”围住等等，读来似听小溪流水，潺潺

流水咚咚作响，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真是独具匠

心。徐志摩的 《在别康桥》 “轻轻”、 “悄悄”等

叠词的反复运用，透露了作者难舍难分的离情，给

全诗定下了抒情的基调，令人回味无穷。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作品，还是现代之

作，叠词或表情、或体物，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楚辞抒情幽怨的基调，汉赋体物巨丽的体制，

现代作品的独巨匠心，皆可见 《诗经》叠词手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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