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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船山词之声律多被人批评ꎬ殊不知船山作词时是很讲究声律的ꎮ 从音韵角度研究船山词ꎬ可以发现船山非不

懂音律ꎬ而是有意识地运用了多种音韵修辞ꎮ 这些修辞手段包括传其声情、和其音韵、协其音节ꎬ不仅使其词作具有音乐美和

造型美ꎬ而且还和所表达的感情非常契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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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对船山词声律多有批评ꎮ 张德瀛«词徵»
曰:“王船山有«鼓棹初集»、«鼓棹二集»ꎬ其词多不

谐律ꎬ如诗之长短句而已ꎮ” [１]龙榆生评曰:“其词音

律多疏ꎮ” [２]彭靖以为“船山词ꎬ多有不协律这

主要表现在长调中” [３]５ꎮ 然彭靖先生亦承认“我们

如果把集中所收的长律与后来的«词律» «词谱»所
收者一一对读ꎬ就会发现ꎬ其中有一些却是守律颇严

的ꎻ有一些ꎬ从其用韵、用词、造语、布局等方面可以

看出:他对后来的«词律»«词谱»所收宋元人具有代

表性之作ꎬ是下过一番艰苦的琢磨功夫的ꎮ” [３]５还有

文章专门论述船山词格律的缺陷[４]ꎮ 其实ꎬ笔者以

为ꎬ船山词不止是长律ꎬ其中调和小令也是讲究声律

的ꎮ 因为船山词修辞研究者甚少ꎬ至今只有«船山

词的委婉修辞»一文[５]ꎬ而专门研究船山词声律的

论文至今还没有ꎬ故本文专门从声律角度研究其音

韵修辞以及作用ꎮ 本文对音韵修辞的分类以李维琦

先生的«修辞学»为标准ꎬ不一一标出ꎮ
有声语言的物质形态本身就具有修辞的作用ꎬ

利用语音手段是可以取得积极的表达效果的ꎮ 因此

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音韵修辞ꎬ他们的作品也就

声韵和谐、抑扬顿挫ꎬ整齐有序ꎬ读起来朗朗上口ꎬ达
到音意兼美的效果ꎮ 船山就很重视音韵修辞的ꎬ分
述如下ꎮ

一　 传其声情

(一)声的模拟

声的模拟指摹写人和物发出的声音ꎬ在船山词

中声的模拟以叠音为主ꎮ 叠音即同一音节的重叠ꎬ
也是同一声、韵有规律地交错出现ꎬ因而能给人一种

有规律变化的乐律感[６]ꎮ 船山词有意识地运用了

很多拟声叠音词ꎬ如:
１、泠泠:“落叶泠泠清瘦影ꎬ败荷剪剪绿云干”ꎻ

“到月暗、梧桐疏影ꎬ木叶泠泠初下”ꎻ“拼不含愁ꎬ韫
香密裹ꎬ泠泠玉佩”ꎻ“泠泠玉碎夜声中ꎬ花院晨钟轻

捣”ꎮ
２、零零:“零零玉露含愁ꎬ漫阁住、泪珠难坠ꎮ”
３、淙淙:“流水淙淙ꎬ涧草茸茸ꎮ”
４、萧萧:“沙净水澄清澈好ꎬ点点萧萧历历”ꎻ

“拼却无情ꎬ更谁厮惹ꎬ西风檐角萧萧”ꎻ“萧萧寒雨

天涯ꎬ南雁一声惊断”ꎻ“他年莫问草堂荒ꎬ萧萧落叶

随风起”ꎻ“记寒声ꎬ萧萧咽尽霜华夕”ꎮ
５、飕飕:“黄叶飕飕麋鹿走ꎮ”
６、猎猎:“日暮帘垂归燕语ꎬ池上晚风猎猎ꎮ”
其中ꎬ泠泠(前两例)、萧萧模拟风声、雨声ꎬ飕

飕、猎猎模拟风声ꎻ泠泠(后两例)用于形容玉碎碰

撞之声ꎻ零零ꎬ用于模拟水滴声ꎻ淙淙用于模拟水声ꎮ
其中“萧萧”和“泠泠”运用得较为频繁ꎮ 这些

叠音词用来描绘自然景色ꎬ丝毫不觉得复沓ꎬ反而使



景物画面鲜活而生动ꎬ读起来顺耳动听ꎻ用来渲染气

氛、描绘意境ꎬ显得气氛更加浓郁ꎬ意境更加深邃ꎬ更
有身临其境之感ꎬ可以收到声情并茂、音意兼美的表

达效果ꎮ 且叠音字比单字更有表现力ꎬ能给予人更

强的美感ꎮ 如果我们不讲萧萧历历、雨雨风风、燕燕

莺莺、匆匆、猎猎、泠泠等ꎬ只是生硬地说发出了风

声、雨声、水滴声、玉碎碰撞之声ꎬ便失去了具体的感

受ꎬ给人以生硬枯燥之感ꎮ
船山词中的摹写多用叠音词ꎬ但也有不用的ꎮ

如“怕碎玉鏦铮
∙∙

ꎬ金铃淋沥ꎬ吹入愁人耳”ꎬ“鏦铮”指
金玉相击声ꎻ “更百八绵连ꎬ噌吰

∙∙
奰发ꎬ流响空青

内”ꎬ“噌吰”指钟声ꎮ 这两个例子没有使用叠音词ꎬ
但也摹写出了具体的、形象的声音ꎮ 其它如“呢喃、
漰湃、淅沥、砰訇、淋铃”ꎬ“淋铃、淅沥”模拟雨声ꎬ
“呢喃”摹写鸟声ꎬ同样是水声ꎬ大浪用“砰訇”ꎬ 激

浪用“漰湃”ꎬ绝不混用ꎬ皆准确形象ꎮ
(二)音的组合

音的组合指的是通过精心的安排ꎬ使语音和语

意相称ꎮ 李维琦先生认为“语音的组合如果能与语

义相称ꎬ那交际作用会发挥得更好ꎬ还可以形成类似

于音乐的境界ꎬ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 [７]ꎮ
船山词在选择字词的时候ꎬ特别注意到了语音

与语意的配合ꎮ 如«如梦令本意»“风雨霎时生”ꎬ
«青玉案忆旧» “花落风狂春不住”ꎬ这 １１ 个字中

有“风、霎、时、生、花、风、春、住”８ 个字是拂音ꎮ 拂

音是从狭缝中擦出声来ꎬ性质与风声类似ꎬ正好和风

的肃杀之气契合ꎮ 再如«金人捧玉盘和曾纯甫春

晚感旧韵»“冲冠发指ꎬ旗挥星落ꎬ血斩蛟红”ꎬ１２ 个

字中除“冠、落、蛟”外ꎬ其余 ９ 个字“冲、发、指、旗、
挥、星、血、斩、红”全用戛音和透音ꎮ 戛音的发音方

法是突然打开口腔中完全阻塞的障碍部位ꎬ发出的

声音与撞击声相似ꎮ 透音的发音方法是用强气流冲

破口腔中完全阻塞的障碍ꎬ与爆破相似ꎮ 用戛音和

透音来描写金戈铁马、短兵相接的激烈的战斗场面ꎬ
是非常恰当的ꎮ

二　 和其音韵

押韵、运用双声叠韵、隔一定距离重出相同的词

语ꎬ可以使音韵和谐ꎬ达到加强表达效果的目的ꎮ
(一)押韵

王骥德«曲律杂谈»:“凡曲之调声各不同ꎬ已
备载前十七宫调下ꎮ 至各韵为声ꎬ亦各不同ꎮ 如东

钟之洪ꎬ江、扬、皆、来、萧、豪之响ꎬ歌、戈、家、麻之

和ꎬ韵之最美听者ꎮ 寒、山、桓、欢、先、天之雅ꎬ庚青

之清ꎬ尤、侯之幽ꎬ次之ꎮ 齐、微之弱ꎬ鱼、模之混ꎬ真、

交之缓ꎬ车、遮之用杂入声ꎬ又次之ꎮ 支、思之萎而不

振ꎬ听之令人不爽ꎮ” [８]这里ꎬ他谈到了用韵和表现

感情的关系ꎮ 船山词的押韵不仅使音韵和谐ꎬ而且

和词作所表达的感情丝丝入扣ꎮ
船山特别重视诗词的回环美ꎮ 所谓回环美ꎬ是

指诗的押韵所造成的美感ꎮ 船山词对于韵的选择ꎬ
是很讲究的ꎮ 有的洪亮、强劲ꎬ散发出一种激昂、奋
发的情怀ꎻ有的沉郁、幽深ꎬ适宜表达幽深缠绵的思

绪ꎻ有的则轻柔、空灵ꎬ体现出严酷生活中少见的恬

淡ꎻ还有的雄浑、悠长ꎬ表现出深远的境界ꎮ 押韵的

大量运用使船山词回环往复ꎬ和谐优美ꎬ音强更加响

亮ꎬ吟诵顺口悦耳ꎬ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ꎬ便于记

忆和流传ꎮ
如«浣溪沙秋感»:“风剪芙蓉坠晚香ꎬ冲波难

认旧鸳鸯ꎮ 秋宵渐永尽思量ꎮ 几度相逢唯疑梦ꎬ疑
非疑是不端详ꎮ 鹭鸶空带满头霜ꎮ”６ 句话有 ５ 个韵

脚ꎬ“鸯、香、量、详、霜”押阳部韵ꎬ几乎句句押韵ꎬ与
船山在失去郑孺人之后极度悲伤和思念相适应ꎬ与
苏东坡的悼亡词«江城子»押阳部韵有异曲同工之

妙ꎮ 而船山«贺新郎中秋大病不得与从游诸子觞

月吟此慰之»中“上、怅、酿、爽、响、强、幌、往、丈、
罔、广、掌”押阳部韵ꎬ则和那种炽热的豪迈和乐观

主义精神是一致的ꎮ «兰陵王秋感»中“死、市、
递、事、寺、字”押的支部韵ꎬ«忆王孙蜂投窗纸掇

遣飞去戏祝之寓意»中“违、微、飞、归、非”押的微部

韵ꎬ皆属于王骥德认为的“萎而不振”的两部韵ꎬ与
船山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无望以及欲归隐山林的感情

是呼应的ꎮ
(二)双声叠韵与重言词

双声叠韵在船山词中运用得较为频繁且广泛ꎮ
船山词中联绵词一共有 １２０个ꎬ出现 ２４２次ꎬ其中双

声联绵词 ２５ 个ꎬ占总数的 ２０.８％ꎬ出现 ４３ 次ꎻ叠韵

联绵词 ５８个ꎬ占总数的 ４８.３％ꎬ出现 １２７ 次ꎻ双声兼

叠韵联绵词 ３个ꎬ占总数的 ２.５％ꎬ出现 ４ 次ꎻ非双声

叠韵联绵词 ３４个ꎬ占总数的 ２８.４％ꎬ出现 ６８ 次ꎮ 船

山词中重言词拟声叠音词为 ６ 个ꎬ出现 １３ 次ꎻ非拟

声叠音词为 ８４个ꎬ出现 １８１次ꎮ
双声词有:参差、鸳鸯、迢递、荏苒、琉璃、骀荡、

玲珑、憔悴、袅娜、琵琶、傺侘、颉颃、嘹呖、呢喃、漰
湃、惆怅、蟾蜍、蝙蝠、历乱、謰謱、淋沥、留连、取次、
容曳、鏦铮ꎮ

叠韵词有:霏微、朦胧、殷勤、缥缈、从容、灿烂、
迤逦、潺湲、芍药、菡萏、沧浪、罘罳、橄榄、矒腾、鸺
鹠、伶仃、曈昽、婀娜、郎当、绰约、离披、砰訇、噌吰、
婆娑、寂历、模糊、布谷、绸缪、靺鞨、绵连、鹁鸽、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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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艨艟、团圞、蜻蜓、婵娟、荡漾、飘渺、的皪、烂漫、
阑干、阑珊、杜宇、邯郸、旖旎、淅沥、豆蔻、徘徊、丁
宁、逍遥、伶俜、茏葱、幂历、羃历、幂 、夭袅、依稀、
芊眠ꎮ

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缱绻、琳铃、淋铃ꎮ
重言词中的拟声叠音词上文已提及ꎬ不再赘述ꎮ

非拟声叠音词形式多样ꎬ有 ＡＡ式ꎬ如依依、寂寂、惺
惺、恹恹、脉脉、冉冉、垂垂、娟娟、翩翩、腾腾、缓缓、
迟迟、摇摇、款款、溶溶、匆匆、闪闪、星星、烱烱、萋
萋、曲曲、盈盈、浅浅、堂堂、昭昭、剪剪、蒙蒙、六六、
双双、朵朵、年年、日日等ꎻ有 ＡＢＢ 式ꎬ如一枝枝、一
双双、几点点、暖溶溶、有些些ꎻ有 ＡＡＢＢ 式ꎬ如生生

死死、死死生生、缕缕丝丝、风风雨雨、燕燕莺莺、霏
霏屑屑、莺莺燕燕、花花草草、年年岁岁、雨雨风

风等ꎮ
双声叠韵与重言词具有音乐美ꎬ因为它们的音

节中的某一个构成要素是有规律地重复出现ꎬ造成

音素的回环往复ꎬ增强了声韵节奏ꎬ顺口入耳ꎬ形成

听觉上的美感ꎬ使词更适合歌唱和吟诵ꎮ
船山词这些双声叠韵词和重言词不仅极大地强

化了船山词的音乐美ꎬ而且还能起到描写景物、刻画

人物的作用ꎮ 船山词中描绘景物的联绵词有很多ꎬ
如迢递、嘹呖、旖旎、玲珑、缥缈、飘渺、郎当、离披、殷
勤、从容、绵连、缱绻、玲珑、琳铃等ꎬ重言词有如冉

冉、垂垂、娟娟、翩翩、摇摇、款款、溶溶、闪闪、萋萋、
曲曲、盈盈、浅浅、蒙蒙等ꎮ 这些词既表现了静态美ꎬ
如玲珑、烂漫、茏葱等表现了色彩美ꎬ灿烂、的皪、曈
昽、芊眠、朦胧、阑珊、模糊、迷离、蒙蒙、沉沉、昭昭表

现了光影美ꎬ绵连、容曳、缥缈、渺渺、浅浅、溶溶、茫
茫、田田表现了空间美ꎬ又表现了动态美ꎮ 不仅有脉

脉、烱烱、婆娑、冉冉、摇摇、款款、溶溶等表现的景物

固有之美ꎬ而且有婀娜、殷勤、从容、伶俜、惺惺、恹
恹、依依、腾腾、缓缓、迟迟、匆匆、憨憨融入作者思想

感情的拟人之美ꎮ 刻画人物形貌如«生查子咏

史»描述灵隐僧相貌之“堂堂”ꎬ«贺新郎用韵寄题

翠涛山居»描述嵇康身材之“崟欹”ꎬ«念奴娇帆

影»描述客之“憔悴”ꎬ刻画人物形状如«贺新郎自

题草堂»描述作者自己衰老“惟余此数茎瘦骨ꎬ随风

颠倒”之“狼籍”ꎻ刻画人物动作ꎬ如«满江红家兄

倾背后诸君见慰重叠恤其衰病有逾量之奖含泪作此

答之»千遍之“丁宁”ꎬ«摊破浣溪沙始春新月»瘦
影之“徘徊”等等ꎮ

(三)复重

再次出现或反复出现同样的实词、短语或句子ꎬ
叫做复重ꎮ 复重大致可以分为复字、复句、顶真

３类ꎮ
１、复字

船山词中的复字形式多样ꎬ有同句中的复字、两
句中的复字、数句中的复字ꎮ

同句中的复字ꎬ如:
(１)飞霜飞霜
∙∙∙∙

梦也梦也
∙∙∙∙

ꎬ还认得、烟水微

茫ꎮ («江城梅花引»)
(２)飞飞飞
∙∙∙

不去ꎬ日暮西风紧ꎮ («生查子秋

感»)
两句中的复字ꎬ如:
(１)如梦

∙
花留春

∙
住ꎬ还梦春

∙∙
随花
∙

去ꎮ («如梦

令»)
(２)宝
∙

刀分
∙
ꎬ宝
∙

钗分
∙
锦鸳群

∙∙
ꎬ野鸳群
∙∙

ꎮ («长
相思本意»)

(３)行人莫唱水
∙

东流
∙
ꎬ水
∙

西流
∙
当年原倩遣

闲愁
∙∙

ꎬ惹闲愁
∙∙

ꎮ («添字昭君怨»)
(４)相
∙

移不
∙

觉春前
∙

岁ꎬ相
∙

连不
∙

断风前
∙

泪ꎮ («菩

萨蛮除夕»
(５)不思量

∙∙
ꎬ也思量
∙∙

真成双
∙∙

ꎬ假成双
∙∙


(«长相思»)

(６)和灯和影一双双ꎬ耐凄凉
∙∙

ꎬ尽凄凉
∙∙

ꎮ («江城

梅花引»)
(７)莺乱飞

∙∙
ꎬ花乱飞
∙∙

风满扉
∙∙

ꎬ雨满扉
∙∙


(«长相思春恨»)

(８)待寻芳
∙∙

ꎬ懒寻芳
∙∙

游丝长
∙∙

ꎬ柳丝长
∙∙


(«长相思»)

(９)闲
∙

不得
∙
ꎬ闲得
∙∙

也应相即ꎮ («谒金门待须

竹»)
(１０)千钟粟

∙
ꎬ谁家粟

∙
? 黄金屋

∙
ꎬ谁家屋

∙
? («满

江红直述»)
数句中的复字ꎬ如:“情知腊尽雪须消ꎬ耐

∙
ꎬ耐
∙

ꎬ
耐
∙

ꎮ”(«醉春风遣病»)
船山词中的复字大多是几个字构成回环往复的

结构ꎬ如 “梦、花、春”、 “宝、分、鸳群”、 “思量、成
双”、“水、流、闲愁”、“相、不、前”、“凄凉、飞霜、难
忘、梦也”、“乱飞、不、满扉”、“寻芳、丝长”、“闲、
得”等ꎬ还有单个字的重复ꎬ如 “耐”、 “粟、屋”、
“生”、“耐”、“飞”等ꎮ 这些复字不仅使船山词的格

式整齐有序ꎬ回环往复ꎬ此起彼伏ꎬ读起来朗朗上口ꎬ
充满语言美ꎻ更起到了反复咏叹的效果ꎬ突出了词的

内容ꎬ强调表达的情感ꎬ使万物更加富有感情色彩ꎮ
２、复句

如«如梦令»７首:
(１)如梦
∙∙

ꎬ如梦
∙∙

ꎬ忒杀春光调弄ꎮ («如梦令　 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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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无据
∙∙

ꎬ无据
∙∙

ꎬ不觉梦归何处ꎮ («如梦令　 前

题»)
(３)泪眼
∙∙

ꎬ泪眼
∙∙

ꎬ颗颗零零珠串ꎮ («如梦令　 写

恨»)
(４)谁道
∙∙

ꎬ谁道
∙∙

ꎬ只有人间春好ꎮ («如梦令　 小

游仙»)
(５)非梦
∙∙

ꎬ非梦
∙∙

ꎬ波动月原不动ꎮ («如梦令　 前

题»)
(６)谁卷
∙∙

ꎬ谁卷
∙∙

ꎬ一轴画帘银蒜ꎮ («如梦令　 春

闺»)
(７)休恼
∙∙

ꎬ休恼
∙∙

ꎬ昨夜春山先老ꎮ («如梦令　 春

后寒雪不已»)
这 ７首词运用了大量复重的二言短句ꎬ如“如

梦”、“无据”、“泪眼”、“谁道” “ 非梦”、“谁卷”、“
休恼”ꎬ在调节音节、增强节奏、增强抒情效果上ꎬ有
着积极的作用ꎮ 这些复句两字一顿ꎬ构成了“繁音

促节”ꎬ节奏短促ꎬ恰当地表现了那种强烈的伤春惜

春之情ꎮ 如恼怒春光已逝ꎬ连用两个“谁卷”ꎻ对春

光已逝的不平ꎬ而连用两个“无据”ꎻ对春光已逝的

惆怅ꎬ连用两个“如梦”ꎻ对春光已逝的悲伤ꎬ连用两

个“泪眼”ꎮ 这些词语的重复ꎬ都是两字一顿ꎬ特别

适合抒发强烈的感情ꎬ但是船山词不仅表现了音乐

美ꎬ还表达了感情的不同ꎬ同样是伤春惜春ꎬ用词不

同ꎬ而表达的感情又有细腻的区别ꎮ
３、顶真

亦作“顶针”ꎮ 就是拿上句的结尾作下句的开

头ꎬ称为顶真ꎮ 如«忆秦娥»:
(１)心未冷ꎬ娟娟还弄斜阳影

∙∙∙
ꎮ 斜阳影
∙∙∙

ꎬ半点红

轻ꎬ一天烟暝ꎮ 残香犹袅金猊鼎ꎬ泪痕微映鸳鸯枕
∙∙∙

ꎮ
鸳鸯枕
∙∙∙

ꎬ如何落去ꎬ孤衾难整ꎮ («忆秦娥灯花»)
(２)残膏少ꎬ零红难待春宵晓

∙∙∙
ꎮ 春宵晓
∙∙∙

ꎬ灰飞无

迹ꎬ更谁弄巧ꎮ 朦胧睡眼微萦绕ꎮ 疑无疑有幽光小
∙∙∙

ꎮ
幽光小
∙∙∙

ꎬ破镜含辉ꎬ死萤残照ꎮ («忆秦娥前题»)
(３)驂鸾去ꎬ还来太华峰头住

∙∙∙
ꎮ 峰头住
∙∙∙

ꎬ不远人

间ꎬ迷濛烟雾ꎮ 神山无蒂飞鲸渡ꎬ迢迢紫海清都路
∙∙∙

ꎮ
清都路
∙∙∙

ꎬ天酒花倾ꎬ云韶鹤舞ꎮ («忆秦娥本意怀

仙»)
(４)幽魂咽ꎬ蜀天泪洒春江血

∙∙∙
ꎮ 春江血
∙∙∙

ꎬ东下湘

灵ꎬ哀弦夜月ꎮ 春归还诉春前别ꎬ天荒地老情无歇
∙∙∙

ꎮ
情无歇
∙∙∙

ꎬ唤不归来ꎬ他生此劫ꎮ («忆秦娥子规»)
(５)酸风恶ꎬ寒梅不管丹枫落

∙∙∙
ꎮ 丹枫落
∙∙∙

ꎬ当年也

似ꎬ梅含朱萼ꎮ 侵窗云暗晴珠夺ꎬ压肌衣重腰弓弱
∙∙∙

ꎮ
腰弓弱
∙∙∙

ꎬ曾闻衰老ꎬ而今方觉ꎮ («忆秦娥前题»)
(６)芦花风乱汀州绕ꎬ采芳人远知音少

∙∙∙
ꎮ 知音
∙∙

少
∙
ꎬ几叶渔船ꎬ一轮残照ꎮ («忆秦娥蓼花»)

船山词中顶真的运用ꎬ使词作上下文语气连贯ꎬ
音律流畅ꎬ用于抒情写意ꎬ亲切动人ꎬ格调清新ꎬ还可

以加强语势突出语意ꎮ 如“残香犹袅金猊鼎ꎬ泪痕

微映鸳鸯枕
∙∙∙

ꎮ 鸳鸯枕
∙∙∙

ꎬ如何落去ꎬ孤衾难整”用“鸳
鸯枕”顶真ꎬ突出对陶孺人的思念和伤感ꎬ“芦花风

乱汀州绕ꎬ采芳人远知音少
∙∙∙

ꎮ 知音少
∙∙∙

ꎬ几叶渔船ꎬ一
轮残照”用“知音少” 顶真ꎬ突出船山晚年时知音逐

一离世的遗憾与悲怆ꎬ而“侵窗云暗晴珠夺ꎬ压肌衣

重腰弓弱
∙∙∙

ꎮ 腰弓弱
∙∙∙

ꎬ曾闻衰老ꎬ而今方觉”用“腰弓

弱”顶真ꎬ突出了船山晚年年老体衰多病缠身的无

奈和悲郁ꎮ

三　 谐其音节

谐其音节ꎬ是指节奏的合理安排、句式的奇偶相

间与声韵调的错落有致ꎮ
(一)节奏

船山词句子的节奏与语法结构以及表达的感情

是相契合的ꎮ 三字句要么是“二 /一”节奏ꎬ如“斜月

横ꎬ疏星炯”、“刘备垒ꎬ马殷坟”、“霜叶坠ꎬ幽虫鸣”
ꎻ要么是“一 /二”节奏ꎬ如“声缓缓ꎬ滴泠泠”、“云似

梦ꎬ雨如尘”、“不思量ꎬ也思量”、“真成双ꎬ假成双”ꎮ
四字句基本是“二 /二”节奏ꎬ如“烟笼残月”、“小爱

东窗”、“梅风疏缓”、“雨雨风风”、“燕燕莺莺”、“苍
烟碧霭”ꎮ 五字句要么是“二 /二 /一”节奏ꎬ如“牛斗

剑光横”、“艳影朦胧绕”、“芳草萋萋处”、“鱼死浊

流中”ꎬ要么是“二 / 一 /二”节奏ꎬ如“冉冉穿芳径”、
“锦带绕秦淮”、“霞采映江波”、“余香犹自温”ꎮ 六

字句基本上是“二 / 二 /二”节奏ꎬ如“曾忆龙沙孤

泊”、“茸草偏生南浦ꎬ桃叶半遮芳树”、“刚倩柳绵黏

住ꎬ又被落红勾去”、“波光天外霏微”ꎮ 七字句要么

是“二 / 二 /二 /一”节奏ꎬ如“月向桃花香处暖”、“遥
听江城歌管闹”、“月落猿啼客梦惊”ꎬ要么是“二 /
二 /一 /二”节奏ꎬ如“凉辉浅浅挂西山”、“一望迷离

天似海”、“只有闲愁吹不去”ꎮ 这些句子的节奏与

语法结构是完全一致的ꎮ 而且作者善用这些节奏表

达感情ꎬ如上文提到的«如梦令»七首连用二字一顿

的节奏ꎬ表达激昂之情ꎮ 而用七字四顿的节奏ꎬ表达

了沉郁徐缓的情调ꎬ如“月落猿啼客梦惊”、“一望迷

离天似海”、“只有闲愁吹不去”等ꎮ
(二)奇偶

船山词还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式ꎬ和词中的其

他奇数句组合ꎬ使词既有整齐美ꎬ又有参差美ꎮ
其对偶有严式对偶和宽式对偶ꎮ 严式如“吟社

春翻红雪谱(平仄平平平仄仄)ꎬ讲坛月满碧云阿

(仄平仄仄仄平平)”、“羌管声中鸟梦(平仄平平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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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ꎬ藤花影里渔湾(仄平仄仄平平)”、“万古中原龙

虎气(仄仄平平平仄仄)ꎬ百年冠盖凤凰台(平平仄

仄仄平平)” ꎮ 宽式如“湘水悠悠北去ꎬ章江渺渺东

流”、“几点残星未落ꎬ一弯斜月初沉”、“残香犹袅金

猊鼎ꎬ泪痕微映鸳鸯枕”、“五色秣陵芝作盖ꎬ三山北

固海吞虹”、“山头万片留芳影ꎬ枝上三更结怨胎”ꎮ
其中严式 ８例ꎬ宽式 ５２例ꎮ 有正对ꎬ如“落叶泠泠清

影瘦ꎬ败荷剪剪绿云干”、“ 风中飞絮ꎬ云边归雁”、“
香篆欲消拖虿尾ꎬ平波初皱起鱼鳞”ꎻ有串对ꎬ如“瞳
昽海日生残夜ꎬ烂漫江春入旧年”、“乍临镜水摇空ꎬ
又向莲峰弄影”、“昨日社逢雨止ꎬ今年闰放春迟”ꎮ
其中正对 ５４例ꎬ串对 ６ 例ꎮ 还有互对(指上下两句

是互文的对偶)ꎬ如“白日难欺ꎬ青天不爽”ꎻ 鼎对

(鼎足对ꎬ三个句子相对)ꎬ如“暗藏红粟ꎬ斜分绿影ꎬ
全罩冰绡”ꎻ蹉对(亦称错对ꎬ指上下两句中的字不

是依次相对ꎬ而是交错相对)ꎬ如“夜雨盈盈千颗ꎬ点
点清波滴破”ꎬ“夜雨”对“清波”ꎬ“盈盈”对“点点”ꎮ

这些形式多样的对偶句式既有造型的整齐美ꎬ
又有音乐美ꎮ 它们和奇句结合在一起ꎬ又具有了参

差美ꎮ 如«捣练子晚春») “云似梦ꎬ雨如尘ꎬ花泪

红倾柳黛嚬”ꎬ前两句用对偶句式ꎬ用三字两顿“一 /
二”节奏ꎬ第三句则用奇句ꎬ用七字四顿的节奏“二 /
二 /二 /一”ꎮ 而«更漏子本意»中“斜月横ꎬ疏星

炯ꎬ不道秋宵真永ꎮ 声缓缓ꎬ滴泠泠ꎬ双眸未易扃ꎮ
霜叶坠ꎬ幽虫絮ꎬ薄酒何曾得醉? 天下事ꎬ少年心ꎬ分
明点点深”ꎬ用了四组对偶句式“斜月横ꎬ疏星炯”、
“声缓缓ꎬ滴泠泠”、“ 霜叶坠ꎬ幽虫絮”、“天下事ꎬ少
年心”ꎬ皆为三字句ꎬ有整齐之美ꎬ但四组对偶的节

奏亦有不同ꎬ“斜月横ꎬ疏星炯”、“霜叶坠ꎬ幽虫絮”、
“天下事ꎬ少年心”皆为“二 /一”节奏ꎬ而“声缓缓ꎬ滴
泠泠”为“一 /二”节奏ꎬ整齐中亦有变化ꎮ 其中奇句

五字句“双眸未易扃”和“分明点点深”虽然是上下

两阕同样的位置ꎬ但节奏亦不同ꎬ前句为“二 /一 /
二”节奏ꎬ后句为“二 / 二 /一”节奏ꎬ整齐中亦有变

化ꎮ 四组对偶句式皆为三字句二顿节奏ꎬ和其它句

式如五字句三顿节奏句“双眸未易扃”、“分明点点

深”以及六字三顿节奏句“不道秋宵真永”和“薄酒

何曾得醉”结合ꎬ具有了参差美ꎮ
奇偶句的运用是船山词的一大特色ꎬ它们大多

以奇句为主ꎬ奇中有偶ꎬ奇偶相间ꎮ 偶句的使用使词

对仗工整ꎬ形式对称和谐ꎬ给人一种对称的美感ꎮ 即

使是偶句ꎬ亦有节奏的变化ꎮ 它整齐而不雷同ꎬ匀称

却不呆板ꎬ不仅看上去非常整齐悦目ꎬ读起来也是朗

朗上口ꎬ搭配奇句使用ꎬ既能曲尽事理ꎬ又能使词富

有音韵和谐之美ꎮ

(三)平仄

词曲是很讲究平仄的ꎮ 王骥德«方诸馆曲律»
谈到了四声的作用:“曲有宜于平者ꎬ而平有阴、阳ꎻ
有宜于仄者ꎬ而仄有上、去、入ꎮ 乖其法ꎬ则曰拗嗓ꎮ
盖平声尚含蓄ꎬ上声促而未舒ꎬ去声往而不返ꎬ入声

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矣ꎮ”万树的«词律»曰:“上声

舒徐和软ꎬ其腔低ꎮ 去声激厉劲远ꎬ其腔高ꎮ 相配用

之ꎬ方能抑扬有致更有一要诀ꎬ曰‘名词转折跌

荡处多用去声’ꎬ何也? 三声之中ꎬ上、入二者可作

平ꎬ去则独异ꎮ 故余尝窃谓ꎬ论声虽以一平对三仄ꎬ
论歌则以当去对平、上、入也ꎮ 当用去者ꎬ非去则激

不起ꎬ用入且不可ꎬ断断勿用平、上也ꎮ”他们强调了

四声平仄的特点和作用ꎬ如“平声尚含蓄”虽说指的

是发音ꎬ实则亦指适合表现感情的平稳ꎬ而“去声激

厉劲远”、“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亦指明了去

声适合表现感情的激荡ꎮ 船山词在此也很讲究ꎮ
船山«潇湘怨词»基本为长调ꎬ守律最严ꎬ彭靖

先生已指出ꎬ此不赘述ꎮ 即使是船山词小令ꎬ其实也

很讲究平仄ꎮ 如«卜算子咏傀儡示从游诸子»“红
烛影摇风ꎬ斜映朦胧月ꎮ 铅华谁辨假中真ꎬ皮下无些

血ꎮ”第 １句落脚字“风”为平声ꎬ第 ２句落脚字“月”
为仄声ꎬ第 ３句落脚字“真” 为平声ꎬ第 ４ 句落脚字

“血”为仄声ꎮ 这样ꎬ“每句落脚字平仄互用ꎬ从整个

音节来看是比较谐婉的ꎮ” [９]６５再如十六字令«落花

影»:“落花影ꎬ款款映春江ꎮ 终想就ꎬ贴水不成双ꎮ”
«捣练子晚春»:“云似梦ꎬ雨如尘ꎬ花泪红倾柳黛

嚬ꎮ 也算人间春一度ꎬ明年莫更不还人ꎮ”基本为平

仄互换ꎬ仄起平收ꎬ加上三字句和五字句、七字句的

连用ꎬ似人先短叹而后长吁ꎬ感情由亦渐趋平稳ꎮ 而

除了守律颇严的«潇湘怨词»外ꎬ其它长调亦讲究平

仄ꎮ 如«渔家傲又前题»:“残火星星容易灺ꎬ鹿头

虎爪相撑架ꎮ 渐次囫囵低复亚ꎮ 难消夜ꎬ凭谁细数

兴亡话ꎮ 正闰参差王与霸ꎬ妖狐也把骷髅挂ꎮ 肉馅

馒头人瓮鮓ꎮ 都休也ꎬ猎人不怕猩猩骂ꎮ”«渔家傲»
押韵本可上、去通押ꎬ而本词落脚字除“也”为上声

外ꎬ其它全为去声ꎬ与船山对“妖狐”吴三桂“把骷髅

挂”假帝王之名鱼肉百姓ꎬ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惨痛

的伤害(“肉馅馒头人瓮鮓”)的痛恨之情是丝丝入

扣的ꎮ
即使如“名词转折跌荡处”ꎬ船山词皆用去声表

达情感ꎬ符合万树所谓的“要诀”ꎮ “名词转折跌荡

处”ꎬ龙榆生解释为“领字”或“领格字”ꎬ并且认为

“这一个字具有领起下文、顶住上文的特等任务ꎬ作
为长调慢曲转筋换骨的关纽所在ꎬ必须使用激利劲

远的去声字” [９]１４６ꎮ 船山三首«沁园春»“忆香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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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ꎬ从伊饱满ꎬ轻裁霞绮护汝温柔” 中的“忆”ꎬ“看
太白占星ꎬ显开玉色”中的“看”ꎬ“任血洒虞兮ꎬ原非

战罪”中的“任”ꎬ“欲抛抛付伊谁”中的“欲”ꎬ“便一

枕蝶轻ꎬ还黏粉翅”中的“便”ꎬ«摸鱼儿»“道有人独

对ꎬ雨打梨花”中的“道”ꎬ“望万里荒烟ꎬ一蓑鱼艇ꎬ
渺渺无归处”中的“望”ꎬ«哨遍广归去来辞» “笑
乾坤、两扇半开扉ꎬ任柳絮、穿帘扑面飞”中的“笑”
与“任”ꎬ“但斟北斗天浆满斝ꎬ恣我花前沉醉”中的

“但”ꎬ全用去声ꎮ 可见ꎬ船山深谙同时代的万树所

谓的“要诀”ꎬ在创作时有意识的运用了去声处理

“名词转折跌荡处”ꎬ而达到“激厉劲远”、感情激荡

的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可见船山并非不懂音律ꎬ而是有意识

地用了多种音韵修辞ꎬ不仅使得他的词作具有音乐

美和造型美ꎬ而且还和他所要表达的感情是非常契

合的ꎮ 在词逐渐走向衰亡的明代ꎬ船山词能独树一

帜ꎬ熠熠生光ꎬ与他运用的音韵修辞是分不开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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