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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赋叠字的接受，为南北朝及以后的骈文、骈赋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汉赋；魏晋赋；叠字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７４－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９
基金项目：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张宇初诗歌研究”（ＺＧＷ１６２００９）；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张宇初诗歌整理与研

究”（１７ＷＸ０７）
作者简介：段祖青（１９８１－），男，湖南洪江人，江西农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张成永（１９９０－），男，江西万载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ａｎＦｕｓＦｏ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ｉｎＷｅｉａｎｄＪｉｎＦｕ

ＤＵＡＮＺｕｑ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４５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ｆｏ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ｏｆＷｅｉａｎｄＪｉ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ａｎＦｕ，
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ｂｏ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ｏｆＨａｎＦｕ．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ａｎ
Ｆｕｓｆｏ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ｉｎＷｅｉａｎｄＪｉｎＦｕｌａｉｄａｓｏｌ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ｓｅ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ｕ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Ｆｕ；ＷｅｉａｎｄＪｉｎＦｕ；ｆｏ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ｓ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学界对魏晋这一历史时期
的起止时间历来观点不一。取其虚者，以汉献帝被

迫禅位、曹丕称帝（公元２２０年）起至东晋灭亡（公
元３１６年）为其起止时间；取其实者，则以建安（公
元１９６年始）及三国时期至东晋灭亡为其起止时
间。两者相比，后者的观点认可的人数相对较多，

本文也以后者的观点作为时间节点依据展开研究。

赋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赋这个词与文

学发生关系，最早见于《周礼·春官》：“诗六教，曰

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１］所以班固《汉

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２］

这一说法，为晋代左思、皇甫谧、挚虞等人接受。刘

熙《释名》中说：“赋，铺也，敷布其义谓之赋。”［３］刘

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４］他们两

人都认为赋是铺陈。不论赋是“古诗之流”还是

“铺陈”，它的语言中都离不开对叠字的使用。魏晋

赋中叠字的使用是其重要的语言特征，是对《诗经》

和汉赋叠字使用的继承，也表征了赋的诗化趋势。

本文以汉赋与魏晋赋中的叠字为起点，探析其中的

接受关系，进而对魏晋赋接受汉赋叠字的文学史意

义作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　对汉赋新创叠字的接受

魏晋赋作家在赋作上喜欢模仿汉代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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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班固等人用词，表１以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
总汇》为文本，对部分汉代较有影响力的赋作家的

新创叠字，以及魏晋作家对这些新创叠字的使用情

况，进行了归纳、整理。

表１　魏晋沿用汉赋叠字统计

叠字 两　　　　汉　　 魏　　　　晋

漂漂 凤漂漂其高逝兮（贾谊《吊屈原赋》） 形漂漂而遂遐兮（挚虞《思游赋》）

汩汩 混汩汩兮（枚乘《七发》） 宏宏汩汩（木华《海赋》）、没没汩汩（王羲之《用笔赋》）

飘飘 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枚乘《七发》）

风飘飘而吹衣（曹丕《登台赋》）、志飘飘焉（曹植《七启》）、飘飘落英（傅玄《李

赋》）、情飘飘而凌云（枣据《表志赋》）、帷飘飘兮灯荧荧（潘岳《悼亡赋》）、咏陵

霄之飘飘（陆机《灵霄赋》）、哀北风之飘飘（陆云《寒蝉赋》）、奚飘飘而遐游（挚

虞《思游赋》）、林飘飘以洒叶（江荄《述归赋》）、风飘飘飘而吹衣（陶渊明《归去

来兮辞》）

邕邕 邕邕群鸣（枚乘《七发》） 羔雁邕邕（傅玄《朝会赋》）、邕邕而南属（谢琨《秋夜长》）

淋淋 洪淋淋焉（枚乘《七发》） 夜淋淋以达明（潘尼《苦雨赋》）

藉藉 合战于藉藉之口（枚乘《七发》） 纷纷藉藉（王粲《七释》）

磷磷 磷磷烂烂（司马相如《上林赋》） 磷磷石阑石阑（刘桢《遂志赋》）

耀耀 烂耀耀而成光（司马相如《长门赋》） 耀耀晰（王羲之《用笔赋》）

 直以造天兮（扬雄《甘泉赋》） 焉（曹植《七启》）

隆隆 隆隆者绝（扬雄《解嘲》） 磕磕隆隆（顾恺之《雷电赋》）

晔晔 晔晔猗猗（班固《西都赋》）
眷红颜之晔晔（繁钦《弭愁赋》）、晔晔隆暑（繁钦《桑赋》）、常晔晔以猗猗（左思

《三都赋》）

辉辉 彤庭辉辉（张衡《西京赋》） 辉辉南珍（李詗《述志赋》）

列列 锷锷列列（张衡《西京赋》） 列列行楸（潘岳《怀旧赋》）

蜿蜿 状蜿蜿以酛酛（张衡《西京赋》） 御飞龙之蜿蜿（曹植《九愁赋》）

嘈嘈 耳嘈嘈以失听（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蟋蟋嘈嘈（石崇《思归叹》）

彤彤 彤彤灵宫（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彤彤朱宫（傅玄《正都赋》）、徂暑彤彤（夏侯湛《大暑赋》）

　　汉赋中很少在同一赋作中重复使用已用叠字，
且名篇必有叠字。从表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魏
晋赋作家使用汉赋作家新创叠字的情况，其中枚乘

新创的“飘飘”就有１０次出现在不同的魏晋赋作之
中。不仅 “飘飘”，其它叠字如邕邕、晔晔、彤彤等，

也经常在一些魏晋文人如曹植、潘岳、陆机、陶渊明

等人的赋中出现。可见，汉赋中某些新创叠字对魏

晋赋作影响深远。

　　二　对汉赋叠字运用技巧的接受

汉赋叠字使用最突出的特点是叠字的连用，这

一技巧不是汉代发明的，其在《诗经》及先秦赋中就

已萌芽，然而叠字连用大规模运用在赋作中则兴盛

于两汉，且其逐渐变得工整、对仗。叠字原本就有

较强的表达效果，加之连用，就更加渲染了赋中所

要铺排之事，增强了其感染力。再者，叠字的使用

还使汉赋读起来有节奏感，看起来有整齐美。魏晋

赋继承了汉赋中的叠字连用手法，且运用得游刃有

余。由于宗经思想根深蒂固，魏晋赋中的叠字亦多

采撷《诗经》，但其使用技巧多是模仿汉赋。

（一）成双连用叠字

这一类字在汉赋中非常常见，如 “磷磷烂烂、

郁郁斐斐、煌煌扈扈”（司马相如《上林赋》），“元元

本本、晔晔猗猗、震震飊飊”（班固《西都赋》），“懿

懿芬芬”（扬雄《甘泉赋》），“隐隐展展”（张衡《西

京赋》），“贜贜縰縰、炜炜煌煌”（王延寿《鲁灵光殿

赋》），等等。不止这几家，大部分汉赋作家喜欢使

用这种成双叠字。叠字成双连用，使得赋作铺排效

果更加明显。其一反先秦赋那种直白语言的铺陈，

将先秦赋与《诗经》语言形式相结合，使得汉赋语言

更加绚丽多彩。汉赋的这一特点为魏晋赋家所吸

收。魏晋赋家虽不创造叠字，但他们将大量的叠字

组合成新的叠字。以下试举部分魏晋赋中运用成

双叠字情况：

王粲赋：“洪洪洋洋”（《浮淮赋》），“奕奕霏

霏”（《羽猎赋》），“弈弈纷纷”“纷纷藉藉”（《七

释》）；

刘桢赋：“磷磷石阑石阑”（《遂志赋》），“隐隐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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辚”（《鲁都赋》）；

曹植赋：“萋萋蔼蔼”（《节游赋》），“餠

餠”（《芙蓉赋》），“遑遑汲汲”（《释愁文》）；

邯郸淳赋：“肃肃济济”（《投壶赋》）；

何晏赋：“皓皓旰旰、镐镐铄铄、峨峨
!!

、蔼蔼

萋萋”（《景福殿赋》）；

阮籍赋：“战战栗栗、啾啾肃肃、鏷鏷洋洋”

（《大人先生传》）；

嵇康赋：“洋洋习习、采采粲粲、靡靡猗猗”

（《琴赋》）；

闵鸿赋：“翻翻奕奕”（《羽扇赋》）；

傅玄赋：“涣涣昱昱”（《紫华赋》）；

成公绥赋：“弈弈翩翩”（《云赋》）；

傅咸赋：“混混洋洋”（《神泉赋》）；

潘岳赋：“震震填填”（《籍田赋》），“汤汤汗

汗”（《西征赋》），“嘤嘤关关、雍雍喈喈”（《笙

赋》），“汤汤荡荡”（《海赋》），“煌煌炜炜”（《河阳

庭前安石榴赋》），“熠熠荧荧、飘飘颖颖”（《萤火

赋》）；

石崇赋：“蟋蟋嘈嘈”（《思归叹》）；

陆云赋：“隐隐填填”（《愁霖赋》）；

张协赋：“弈弈祁祁”（《洛禊赋》），“巍巍荡

荡”（《登北芒赋》）；

木华赋：“韍韍眔眔、宏宏汩汩、掣掣泄泄、??

悠悠、泄泄淫淫”（《海赋》）；

左思赋：“轰轰阗阗、芒芒??、靡靡??、赫赫

震震”（《三都赋》）；

王羲之赋：“没没汩汩、耀耀晰、草草眇眇”

（《用笔赋》）；

顾恺之赋：“磕磕隆隆，闪闪”（《雷电

赋》）；

湛方生赋：“轩轩锵锵”（《七欢》）。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单个的“弈弈”“霏霏”

等，魏晋赋家大多仿汉赋叠字使用成双叠字，有的

还直接沿用汉赋叠字。

（二）串联使用叠字

汉赋中还有串用叠字现象，如枚乘《七发》中

“印印，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张衡《东京赋》

中“肃肃习习，隐隐辚辚”等。魏晋赋中也有串联叠

字的使用现象，其使用的方式与汉赋无异，如“赫赫

炎炎，烈烈晖晖”（刘桢《大暑赋》）、“济济洋洋，肃

肃习习”（傅玄《朝会赋》）等。

魏晋赋对汉赋新创叠字的使用，以及叠字连

用、串用的技巧，只是魏晋赋对汉赋叠字接受的冰

山一角。汉赋叠字使用最为常见的当属叠字对偶

句，叠字对偶分为开头对偶、中间对偶、结尾对偶、

隔句对偶四类。

１．开头叠字对偶。这一类以四言句居多。由
于这一类型的使用者和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与汉

赋中的相关句式作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２　汉赋与魏晋赋开头叠字对偶统计

叠字形式 两　　　　汉 魏　　　　晋

三言叠字对偶句
赫赫哉，烈烈矣。（陈琳《武军赋》）

煌煌乎，隐隐乎。（潘岳《闲居赋》）

四言叠字对偶句

笑笑移妍，步步生芳。（班婕妤《捣素赋》）

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班固《东都赋》）

停停沟侧，轍轍青衣。（蔡邕《青衣赋》）

爰爰兔发，翻翻隼集。（邯郸淳《投壶赋》）

皎皎白间，离离列钱。（何晏《景福殿赋》）

习习谷风，洋洋绿泉。（傅玄《阳春赋》）

肃肃晨风，飘飘落英。（傅玄《李赋》）

烈烈飚扬，啾啾作响。（成公绥《啸赋》）

郁郁隆暑，赫赫太阳。（傅咸《神泉赋》）

萋萋翠叶，灼灼朱华。（夏侯湛《宜男花赋》）

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潘岳《闲居赋》）

习习冠盖，莘莘蒸徒。（左思《三都赋》）

七、八言叠字对偶句

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王褒《责须髯

奴辞》）灼灼若朝霞映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王

逸《荔枝赋》）

皓皓乎若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之崇。（徐干《齐都赋》）

　　从表２看，三字叠字对偶汉赋中尚未发现，魏
晋赋则有，魏晋赋发展了汉赋叠字对偶技巧。

除了开头叠字对偶的特点外，魏晋赋在句式上

大都与汉赋相似，如在七、八言叠字对偶情况中，徐

干《齐都赋》中 “皓皓乎若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

之崇”与王褒《责须髯奴辞》中“离离若缘坡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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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若春田之苗”相比，多了一个形容词后缀“乎”

字，其本来句式与王褒的是一样的，但二者在语气

上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２．中间叠字对偶。这一类主要以六言句式为
多，且以七、八言句为主的叠字对偶句多仿汉骚体

句子，这一类型的作品较多，如表３所示。

３．结尾叠字对偶。这一类主要以四言句式和
六言句式为主，其中四言句式占多数，还有双重叠

对的继承，如表４所示。
４．隔句叠字对偶。魏晋赋中这一类型使用较

少，且有骈四骊六交叉对偶出现，其与汉赋中隔句

对偶相比有新的变化，读之更朗朗上口，见表５。

表３　汉赋与魏晋赋中间叠字对偶运用统计

叠字形式 两　　　　汉 魏　　　　晋

六言叠字对偶

咸欣欣兮酣乐，余眷眷兮独悲。（王逸《九思·伤时》）

清泠泠而歼灭兮，溷湛湛而日多。（东方朔《七谏》）

口嚣嚣兮余讪，嗟??兮谁留？（梁鸿《适吴诗》）

昼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王粲《伤夭赋》）

云暧暧而周驰，雨蒙蒙而雾零。（应
"

《愁霖赋》）

纷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杨修《节游赋》）

水幡幡其长流，鱼裔裔而东驰。（曹丕《登城赋》）

愁慊慊而继怀，恒惨惨而情挽。（曹植《九愁赋》）

竦肃肃以静谧，密微微其清闲。（嵇康《琴赋》）

气泠泠以含凉，风肃肃而恒起。（傅咸《神泉赋》）

已郁郁而冬茂，亦离离而夏熟。（潘岳《橘赋》）

鱼微微以求偶，兽岳岳而相攒。（陆机《感时赋》）

七、八言叠字对偶
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司马相如《长

门赋》）

雷隐隐而震其响兮，雨琳琳而又輀。（缪袭《喜霁赋》）

翩翼翼以左右兮，纷悠悠以容容。（阮籍《清思赋》）

嘉列树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傅玄《李赋》）

云昙昙而叠结之兮，雨淫淫而未散。（陆云《愁霖赋》）

表４　汉赋与魏晋赋结尾叠字对偶统计

叠字形式 两　　　　汉 魏　　　　晋

四言叠字对偶

?乎淫淫，班乎裔裔。（司马相如《子虚赋》）

长松落落，卉木蒙蒙。（杜笃《首阳山赋》）

玄泉落落，密荫沉沉。（班固《终南山赋》）

馨管锵锵，钟鼓喈喈。（徐干《齐都赋》）

浩兮汤汤，郁兮峨峨。（嵇康《琴赋》）

邈乎浩浩，漫乎洋洋。（杨泉《五湖赋》）

束帛笺笺，羔雁邕邕。（傅玄《朝会赋》）

冠角峨峨，足翅岐岐。（成公绥《螳螂赋》）

濯茎夭夭，布叶蔼蔼。（夏侯湛《愍桐赋》）

焕乎郁郁，乎煌煌。（张载《安石榴赋》）

珍树猗猗，奇卉萋萋。（左思《三都赋》）

弱茎猗猗，绿叶冉冉。（嵇含《长生树赋》）

六、七言叠字对偶
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蕊之蓑蓑。（张衡《南都赋》）

状貌
##

兮峨峨，凄凄兮誝誝。（淮南小山《招隐士》）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凛凛。（潘岳《寡妇赋》）

云承宇兮蔼蔼，风入室兮泠泠。（陆机《愍思赋》）

呈白驹兮皎皎，游穹谷兮蔼蔼。（陆云《逸民赋》）

流漫漫以莽莽，吁凿凿以粲粲。（郭璞《盐池赋》）

表５　汉赋与魏晋赋隔句叠字对偶统计表

叠字形式 两　　　汉 魏　　　晋

四、六言为主叠字

对偶

沈沈隐隐，砰磅訇
$

，贑贑膆膆，蔅贛鼎沸。（司马

相如《上林赋》）

皤皤国老，?父?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班固

《东都赋》）

??将军，克广德心。光光神武，宏昭德音。（班固

《窦将军北征颂》）

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鹤鸣而嘈嘈。望亭隧之??

兮，飞旗帜之翩翩。（刘歆《遂初赋》）

熠熠荧荧，若舟英之照葩。飘飘颖颖，若流金之在沙。（潘

岳《萤火赋》）

区区之国，而大邦是谋；琐琐之身，而名利是求。（潘岳《吊

孟尝君文》）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

而依庭。（左芬《离思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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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魏晋赋在句式上对汉赋
的继承，也可以看出叠字运用在魏晋赋中的普遍。

魏晋大小赋家都喜用叠字，而且越来越注重押韵，

这也为赋的骈化奠定了语言基础。

　　三　魏晋赋接受汉赋叠字的文学史意义

赋是继《诗经》后崛起的一种文学体裁，具有很

强的民族性，特别是其中的语言，在《诗经》的基础

上大大地扩充了文学语言的数量。在我国语言由

单音词为主向双音词发展的过程中，辞赋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其中双声叠韵形容词就是首先出现在赋

中的。叠字是双声叠韵中的一种，汉代与魏晋叠字

的大量使用，对我国语言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进作

用。汉赋中的叠字继承《诗经》而来，又发展出自己

的特色，其被魏晋赋家接受，并使用得更加成熟。

因此，魏晋赋接受汉赋叠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

的储藏库。再者，魏晋赋对汉赋叠字使用手法如叠

字对偶等的接受，也为南北朝及以后的骈文、骈赋

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追求艺术美，是文学的题中之义。诗歌有其艺

术美，词曲有其艺术美，赋也追求艺术美。西汉刘

向在其《雅琴赋》中曾提到：“观听之所至，乃知其

美也。”［５］１６０美的发现在于“观听”之后，这是发现美

的客观过程。汉赋没有停留在“观美”“知美”阶

段，而是走向“颂美”［５］２０６阶段，东汉桓谭在其《仙赋

序》中提到过这一点。魏晋继承和发展了汉代“观

美—知美—颂美”的艺术创作手法。成公绥在其

《鸟赋序》中云：“斯乃凤鸟之德，何以加焉。?恶

鸟而贾生惧之，鸟善禽而吾嘉焉。惧恶而作歌，嘉

善而赋之，不亦可乎。”［５］６０１“嘉善”而赋，这就把赋

作的功用上升到审美功用性上了。赋的美感离不

开对语言的提炼；汉赋追求语言艺术美，以“丽辞”

为美。汉赋的语言，无论是铺排叙述，还是修辞手

法，都具有华美绚丽的特点，这是赋家对语言美自

觉追求的结果。“到了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程度

超过以往。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又主张‘文以气

为主’。把文学的丽辞与文气结合起来，其认识固

然高于前人，但于辞赋的美学要求和美学批评，却

没有提出更新的见解。”［６］可见赋以“丽辞”为审美

要求的传统魏晋得到了传承，而叠字则是“丽辞”的

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魏晋赋接受汉赋叠字具有很高

的审美价值和很强的文学史意义。

汉赋语言有过分雕琢、堆砌的缺点，但不能否

认的是，汉赋语言在先秦的基础上趋于成熟，尤其

是其叠字的使用日趋诗化。沈荣森在《汉赋中叠字

语言艺术探微》一文中如此评价汉赋叠字：“客观地

看，汉赋以叠字渲染厚重、富丽的氛围，创造了一些

鲜明的艺术形象；这种手法，对后代文学，尤其是对

散曲、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７］沈先生肯定了汉

赋中叠字对后代文学的巨大影响，但并未重点提及

其对魏晋赋之影响，这也反映出学界对魏晋赋作研

究不够，对魏晋赋的偏见尚存，对魏晋赋的研究包

括魏晋赋对汉赋叠字接受的研究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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