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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典诗歌中尤韵对抒发忧伤情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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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发声来看，尤韵属于平声韵、阴声韵、柔和级韵，发音时，由央元音或前高元音滑至后元音，双唇逐渐收拢，舌位逐
渐后移，有欲吐还休之感；尾音醇厚绵长，深沉和婉，有呜呜之声。与尤韵搭配的声母多为喉音和齿音，喉音浊重压抑，齿音

阻塞凄切，组合之下，尤韵字的发音带有呜咽幽怨之感。从表意看，尤韵字大多带有忧伤的感情色彩。缘于此，有不少中国

古典诗歌通过尤韵来辅助诗歌表现难以排遣、无从诉说的忧伤愁怨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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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具有抒情性，是人的内
心情感发乎声、成于文的表现形式；其又具有音乐

性，节奏鲜明，音律和谐。诗歌抒情言志，既要有真

挚的情感基础，又要有与内在情感相协调、相吻合

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诗歌的韵律。朱熹

曾在《诗集传序》中解释作诗的缘由：“夫既有欲

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

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１］一方面，语言

的音响节奏是内在情感触发的自然结果，人将内心

不能自已的思欲发而为声，从而形成了抑扬顿挫的

节奏；另一方面，内心的情感要通过语言的形式表

现出来，需要借助“自然之音响节族（奏）”即诗歌

的韵律来进行吟咏抒发。因此，通过对一首诗歌用

韵情况的分析，可以捕捉到作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

微妙情愫和心理细节，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诗歌

所要传递的情感蕴含。基于此，笔者拟从两个方面

对之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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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珊珊：论中国古典诗歌中尤韵对抒发忧伤情感的作用

　　一　尤韵辅助诗歌表达忧伤的情感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同的韵部可以产生不同

质的音响，可以表达作者不同的情感，也可以激发

读者不同的情绪。韵选用得恰当，不仅可以表现诗

歌的声韵美，让文字的声响余音绕梁，而且可以通

过声、韵、调的声学特征和音响效果与人特定的情

感和心理机制发生联系，将物理声韵的旋律与思想

情韵的波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将诗人的细微情思与

读者的吟诵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吟诵之时，在体味

到诗歌美感的同时，也能被诗歌韵律中的音色、音

调所感染，能跨越时空体味到诗人蕴含在文字音韵

中的真情实感。

关于此点前贤已有论述，周济认为：“东真韵宽

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有声

响，莫草草乱用。”［２］今人谢云飞认为：“可以完全

从字音中去揣摩全诗用韵的情感和思绪了。凡佳、

哈韵的韵语，都有悲哀的情感……凡微、灰韵的韵

语，都含有气馁抑郁的情思……凡萧、肴、豪韵的韵

语，都含有轻佻妖娆之意……凡尤、侯韵的韵语，都

似乎含有著千般愁怨，无法申诉的意味似的，最适

用于忧愁的诗……凡寒、桓韵的韵语，都含有黯然

神伤、偷弹双泪的情愫，适用于独自伤情的诗……

凡真、文、魂韵的韵语，都含有苦闷、深沉、怨恨的情

调……凡庚、青、蒸韵的韵语，都含有一种淡淡的哀

愁，似乎又有相当理智的情愫……凡鱼、虞、模韵的

韵语，都含有日暮途穷、极端失意的情感……”［３］古

人在作诗时，会自觉选取与诗歌情感基调相契合的

韵部。

在《平水韵》中，下平声十一尤韵属于平声韵、

阴声韵、柔和级韵。平声韵包括平声，发音平而长，

口腔自然开合，声音不高不低，尾音自然绵长；而仄

声韵包括上声、去声、入声，发音曲折短促。阴声韵

是指没有韵尾或以元音为韵尾的韵，阳声韵是以鼻

音［ｍ］［ｎ］［ｎｇ］为韵尾的韵，入声韵是以塞音［ｐ］
［ｔ］［ｋ］为韵尾的韵。相对阳声韵的发音开阔、入
声韵的发音短促，阴声韵的发音比较圆润。韵部可

分为三级：洪亮级韵，发音时开口度大或以鼻音为

韵尾，舌位较低较后，响亮度大；柔和级韵，发音时

开口度小，韵尾不是鼻音，声音比较柔和一些；细微

级韵，介音是［ｉ］或［ｙ］，发音时开口度更小，舌位较
高、较前，声音比较细微。所以，尤韵兼有平声韵平

而长、阴声韵圆润以及柔和级韵柔和的特点。平声

韵平而长，故能将音调平展、延续；阴声韵和柔和级

韵，开口度小而又柔和，故感情是随着气流缓缓吐

露出来的。

此外，尤韵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声特点。尤韵发

音为［ｕ］或［ｉｏｕ］，由中央元音［］或前高元音［ｉ］
滑至后元音［ｕ］，双唇逐渐收拢，舌位自然后移，声
音刚要延展便逐渐收拢，欲吐还休，似有说不尽的

忧愁而又难以申诉。以元音［ｕ］收尾，发音时，双唇
拢圆，舌头后缩，由中间向后滑，发音较费劲，震度

较高；尾音醇厚绵长、深沉和婉，听起来有呜呜之

声，似有回响。加以平声韵的延展和阴声韵的开而

不阔，使得尾音盘旋回响，又有时间上的绵长悠远

之感。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作品选择

押尤韵来表达忧伤的情感，例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獉
。星垂平野阔，月涌

大江流
獉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獉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獉
。（杜甫《旅夜书怀》）

王浚楼船下益州
獉
，金陵王气黯然收

獉
。千寻铁锁

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獉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

依旧枕寒流
獉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獉
。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无言独上西楼
獉
，月如钩

獉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

秋
獉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獉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

头
獉
。（李煜《相见欢》）

韵是创作时架立在作者和作品间的桥梁，也是

吟诵时架立在作品和读者间的桥梁，因此，诗歌的

韵实际上贯穿了作品，从而将作诗的人和读诗的人

沟通起来，以声音传递感情。借助诗韵对诗歌情感

表达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鉴赏诗歌，更加贴

近诗人和诗歌的情感蕴涵。例如韦庄的《思帝乡》：

春日游
獉
，杏花吹满头

獉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獉
？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獉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獉
。

春花烂漫的日子里，少女一眼望见了钟情的少

年，打算嫁给他，想这一生也就知足了，满心的欢喜

和期待。但接着又心生顾虑，他会始乱终弃吗，有

些犹疑。转念一想，即使被抛弃也无所谓，抑制不

住爱慕之情，坚定了决心。若非生出被弃的顾虑在

前，就不会有“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坚决在后。

这句初读是少女的大胆表白和义无反顾，很容易忽

略心理活动的一波三折，而“游”“头”“流”“休”

“羞”这五个韵脚字，恰如一条若有似无的丝线，将

整个故事和心理变化贯穿起来。以尤韵为韵脚，声

音刚要延展便逐渐收拢，恰如少女的心思欲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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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幽幽呜呜，恰如少女的忧虑难以诉说。从“妾拟

将身嫁与”的瞬间决定到“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

最终决心之间，那段大胆渴望而又有所顾虑的微妙

心理变化就在尤韵的发声中悄然传递出来。正是

这段小小的忧愁和犹疑，更能体现出之后“纵被无

情弃，不能羞”的坚决和勇气。

著名吟诵专家徐健顺在《我们为什么要吟诵》

中谈到，通过吟诵，可以了解诗歌通过声律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一般认

为这首诗是表达“要积极向上，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４］７５，然而，将“尤韵”吟诵出来时，“这个韵的味

道就出来了———这是一首感叹人生易老的愁闷的

诗啊：日头西沉了，一天又要过去，生命像流水一样

逝去，所以多想留住时间啊。”［４］７６以下，笔者试做进

一步分析。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獉
。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
獉
。（王之涣《登鹳雀楼》）

从用韵来看，此诗押尤韵，柔和而又醇厚的发

音比较难以表现高昂情绪。此外，在短短的一首五

言绝句中，选择“白”“日”两个入声字开篇，入声字

的发音给人急促地收和断的感觉，因此整首诗的感

情基调并不那么爽朗。从意象来看，登楼远望通常

带有忧思和感伤，落日和流水通常象征时间的流

逝。诗人登上鹳雀楼，放眼望去，远处落日依傍群

山逐渐下沉，眼下黄河水滔滔东逝、奔腾不息，整个

天地尽收眼底，在如此壮阔而充满生命力量的自然

景象面前，诗人心中翻涌动荡：时间飞速流逝、不可

挽回，而人类个体的生命却如此短暂和渺小。诗人

欲更上层楼以穷目千里，似乎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加

开阔的视野，可以居高临下洞悉天地运行的奥秘。

诗中诗人意欲攀登的顶楼，象征着人类难以企及的

高度。所以，这首诗表达的应是壮美自然所触发的

对时间流逝的慨叹，以及想要把握生命和时代脉搏

的跃跃欲试却又渺小无力的忧郁之感。我们可以

说这首诗是雄浑壮阔的，可以说诗人内心有一种涌

动的力量，但如果说它表达积极高昂的情绪似乎欠

妥当。“流”“楼”这两个尤韵的韵脚字，声音延展、

开而不阔，音调深厚徐缓，有绵长悠远的意味，与诗

中所蕴涵的浑厚的忧郁怆然之感比较契合。

　　二　尤韵与其他韵部的对比

然而，同是能表达忧伤的情感，尤韵与阳声韵

中的阳韵，入声韵以及阴声韵中的侵韵、支韵、灰

韵、鱼韵、虞韵等也有所不同。

（一）与阳声韵中的阳韵对比

阳声韵中的阳韵发声开阔嘹亮，一般是表达高

昂的情绪，但当情绪压抑而不低落时，可以用阳韵

表达一种历尽沧桑后豁然开朗的情绪，其带有悲凉

而慷慨的色彩。例如杜甫的《曲江对雨》：

城上春云覆苑墙
獉
，江亭晚色静年芳

獉
。林花著雨

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獉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

别殿谩焚香
獉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獉
。

此诗押上平声阳韵，作于安史之乱之后，战乱

初定，追思盛唐，悄然生悲慨之情。盛世繁华毁于

一旦，诗人自身也刚经历了奔徙流离，时代悲剧和

个人遭际重叠，诗人是哀痛的，但这种哀痛有着厚

重的感情基础。诗人胸怀天下，将个人的遭遇融于

对国家和百姓苦难的深切关怀之中，所以当内心的

哀痛抒发出来时，是带着丹田中的一股浩然正气一

呼而出的。阳韵发声时，气流开阔流畅，发声嘹亮

有力；又是鼻音韵，长而阔的发声中伴着鼻腔的震

鸣，渲染了这种高昂悲慨的情绪。

相比之下，尤韵更柔和绵长。尤韵的诗歌中，

情绪低落、惆怅，难以洒脱地排遣开来，所以并不悲

昂，而是表现出一种幽呜之感。例如王昌龄的《从

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
獉
，黄昏独上海风秋

獉
。更吹羌笛

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獉
。

在这首诗中，与尤韵字搭配的意象组合：烽火、

望楼、秋风、羌笛，呜呜咽咽的羌笛声恍然在耳，

荒凉的边塞秋景恍然在目，令读者对征人、思妇彼

此的思念感同身受。这种相思不是大彻大悲，也不

是深深的哀怨，而是千般滋味在心头，挥之不去但

又无从诉说的，只能借助音声娓娓地传递出来———

柔和醇厚的声音中却含有钝刀割肉般的幽咽和忧

伤，悠长而又深沉，回荡在悠远的时间和苍茫的空

间中。

（二）与入声韵和阴声韵中的侵韵、支韵、灰韵、

鱼韵、虞韵等对比

入声韵发音时，声音尚未发尽就突然被舌头阻

住，好像把发到一半的声音硬生生地吞收回去，因

此比较急促低沉；其与尤韵的醇厚和婉不同，适宜

表达极度的不平、沉郁和孤愤。例如的李白《玉阶

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獉
。却下水精帘，玲珑

望秋月
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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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押入声月韵，就诗的表意来看，似乎是怨

而不怨的，表现出寂静月夜中的落寞；但看声律，入

声字发声闭塞，紧促压抑，传达出宫女深深的哀怨

和苦闷，那么此诗当是不怨而怨的。

而侵韵、支韵、灰韵、虞韵等开口较尤韵更小，

声音更闭塞，适于表现郁闷、气馁和凄切的情绪。

例如韦庄的《钟陵夜阑作》：

钟陵风雪夜将深
獉
，坐对寒江独苦吟

獉
。流落天涯

谁见问，少卿应识子卿心
獉
。

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此诗作于大顺元

年，作者由湘鄂返赣之时。诗人屡试不第，常年辗

转南方各地，又适值战乱，家人离散，居无定所。在

风雪夜、在寒江边“苦吟”，选用侵韵，当是此情此景

下的自然之举。侵韵的发声为［ｉｍ］或［ｉｍ］，是细
微级韵，开口度小，由韵头［ｉ］到韵尾［－ｍ］，发音
时，唇形由扁平到紧闭，尾音从鼻腔流出，声音细

弱，有抑郁、凄伤之感，能将诗人那种流落天涯、无

人问津的凄楚心情和对知心人的怀念恰到好处地

表达出来。

而同样是辗转流落，表达孤伤、失意之感，孟浩

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押的是尤韵。其因为

选韵的不同，传达出不一样的情感基调。

山暝闻猿愁
獉
，沧江急夜流

獉
。风鸣两岸叶，月照

一孤舟
獉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獉
。还将两行泪，

遥寄海西头
獉
。

日暮、猿啼、月照孤舟，营造出清冷的环境氛

围；江流湍急、风声萧飒，暗示了诗人内心的不平

静。是怎样的“不平”激起了诗人之“鸣”呢？是客

宿异乡的飘零感，是对旧游的追忆，在这凄清寂寥

的暮色时分让人倍感孤独。“流”“舟”“游”“头”，

与侵韵扁平闭塞的发音相比，尤韵字发声时是双唇

逐渐拢圆的过程，给人以深沉和婉之感，声音刚要

延展便逐渐收拢，似有说不尽的忧愁又欲吐还休。

配合着轻淡的诗笔、清切的意境，将思念之情带着

呜呜之声传递出来，随着江水带给海西头的维扬旧

友。比较这两首诗，可以看出，两位作者有着相似

的境遇，带有同样郁郁不欢的情绪，但后者使用的

是尤韵，其发音较之侵韵更醇厚，又有尾声的绵长，

故在情感表达上后者不像前者那样凄切、愤恨，其

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厚重的孤独感，以及要将这种孤

独感表达出来却又无从诉说、难以排遣之感。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尤韵可以表达幽咽

悲伤的情绪；同时，这种悲伤不是历尽沧桑后的慷

慨、悲凉，也不是极度压抑下的愤郁、艰涩，而是一

种娓娓道来的悠悠呜呜的倾诉，是内心的百转千

回，是割不断、舍不下的愁怨与哀婉，是排遣不开、

不知如何申诉的无奈与落寞，是绵长不断的叹息与

低吟。再看尤韵所包含的字：忧、悠、游、愁、秋、楼、

流、舟、洲、守、留、由、犹、酬、侯……与尤韵搭配的

声母多是喉音和齿音，喉音有浊重压抑之感，齿音

有阻塞凄切之感，组合之下，尤韵字的发音自然带

有幽咽悲伤之感；而尤韵字的字义也大都含有萧

瑟、落寞、惆怅的色彩。文字本就是记录语言的符

号，文字的声音承载着文字最初的含义。段玉裁提

出“声义同源说”，在《说文·示部》“?”字下注曰：

“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５］２又

于《司部》“词”字下注曰：“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

后有形，造字之本也。”［５］４３０黄侃认为：“字音的起

源，约分为二：一曰表情感之音，二曰拟物形、肖物

声之音”。［６］汉字是音、形、义结合的文字，声音在一

定程度上兼有表意的作用。同时考虑到表音兼表

意的因素，押尤韵的诗歌，因为尤韵的发音特点以

及尤韵字所代表的独特蕴意，通常适合表达忧伤的

情感。

诗韵可以辅助诗歌表达情感，但不是说某一诗

韵绝对要确定地表达某种对应的情感。韵部和诗

歌情感关系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一种韵有时甚至

会表达两种相反的感情，如下平声七阳韵既可以表

现高昂喜悦的情绪，又可抒发悲凉苍茫的情感。因

为诗人创作时是先萌生思想感情，然后再选字用

韵，是韵从意起，而非意从韵起。如果“因韵求诗”，

则会制约情感的自然表达，正如钱锺书所云：“意正

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驱奴隶，此乃韵承意，故

首尾有序；今人作次韵诗，则迁意就韵，因韵求

事。”［７］此外，悲喜情感有时会有相通之处，故在选

字择韵上也会有相通之处。仍以阳韵为例，高昂喜

悦和悲凉沧桑虽然是不同的情绪，但都是将胸臆直

抒，是开阔不压抑的。所以，尤韵可以辅助诗歌表

达忧伤的情感，但并不是绝对化的。本文仅仅是在

发现这一现象后，尝试通过结合音韵学知识，找到

分析古典诗歌的一个新角度。押尤韵的诗歌一般

会传达一种忧伤之感，但在一首诗歌中其究竟表现

的是何种情感，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意象、写作背景、

诗人的个性气质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诗歌的韵是连结文学与音乐的纽带，它将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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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声音和心理性质的声音结合起来，用物理声

音效果传递心理情感，不仅体现着诗歌的音韵美，

而且辅助诗歌传情达意，使读者在朗朗的吟诵声中

细细体味到诗人的微妙情感，甚至是作者写作时都

没有意识到的情感，都在不经意中自然融合到了诗

歌的韵律中———这样的情感恰恰是容易被读者忽

略的，也恰恰是能带给人深切感动并引发共鸣的。

《平水韵》下平声十一尤韵，发音时，双唇逐渐收拢，

舌头后缩，由中间向后滑，声音刚要延展便逐渐收

拢，欲吐还休，尾音深沉醇厚，加以平声韵的延展和

阴声韵的开而不阔，又有时间的绵长悠远之感，有

呜呜之声，似有回响。尤韵辅助诗歌表达忧伤的情

感；同时，与其他适于表现悲伤情感的韵相比，这种

忧伤不是苍凉慷慨的，也不是沉郁愤恨的，而是如

有千般愁怨隐隐在心，却难以排遣、无从诉说，是一

种娓娓道来的悠悠呜呜的倾诉，是内心的百转千

回，是割不断、舍不下的愁怨与哀婉，是排遣不开、

不知如何申诉的无奈与落寞，是绵长不断的叹息与

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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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２页）“宅”的战斗。而作家与作家之间
的区别，有时就像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区别，其间的

差别宛如天壤。刘庆邦认为短篇小说“是在现实故

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意义上的故事”［７］。这里的

现实故事，当然可以是作者经历的，可以是道听途

说的，也可以是各种媒体发布的。对于作家来说，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不断涌现的信息结束的

地方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如此，对于有创作能力

的网络作家来说，寻找现实与文学相交接的爆点，

注意观察现实，关切现实人生的种种悲欢，努力挖

掘其中的人性故事，也许正是他们改变网络文学的

玄幻性、娱乐性，增强现实性的第三条途径。

综上，如果网络作家能在本文所述的代际积

累、勤奋写作和寻找现实生活的文学爆点三方面下

足功夫，那么，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突破也许就不

会太遥远了。概言之，网络作家们是我们这个时代

不甘于平庸的理想主义者，只要他们投入到广大的

人民之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

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４］，他们的勤奋就

不只是人生意义的表达，还必将是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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