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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比较了《诗经》和《楚辞》的连绵词 ,得出有双声、准双声或叠韵、准叠韵关系的连绵词共达 93. 2 % ,

其中叠韵的多于双声的。声调相同的比例约占 70 % ,其中平平式达 45. 5 %。这说明连绵词不仅讲究声韵的和谐 ,还

讲究声调的和谐。《诗经》连绵词名词多 ,《楚辞》形容词多 ,总和形容词占 47. 8 % ,为主要词类 ,反映了连绵词的描写

性。连绵词中同义词、同源词特别丰富 ,这与它们语音不太固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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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aixia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al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wo alliterated words between The Book of Songs and Elegies of Ch’u. The result :

about 93. 2 % of the two alliterated words have the relation of synconsonant and synrhyme category. The words of synnote are about

70 % ,amoung them ,the form of lever2lever reaching 45. 5 %. It proves not only in consonant and rhyme category but also harmonious

in note. Ajectives in the two materials are the mojority which display the description of them. There are a lot of synonimous and synorig2

inal words in these two alliterated words. It relates with their not2much2steady pronounciation.

Key words : two alliterated word ; synconsonant and synrhyme category ; note

《诗经》和《楚辞》是先秦连绵词最集中的作品 ,汇集了先秦连绵词的绝大部分。将它们结合起

来考察 ,可以看出先秦连绵词的重要特点。《诗经》连绵词笔者取自向熹《诗经词典》后附的原文 ,楚

辞连绵词取自中华书局版《楚辞补注》的先秦部分 (终于《大招》) 和《文选》中的宋玉赋四篇①。《诗

经》连绵词共 90 个 ,楚辞 116 个 ,两者重复的部分并不多 ,只有逍遥、蟋蟀、委蛇、参差、崔嵬、优游、

婆娑、踟蹰 8 个 ,说明先秦连绵词数量较大。本文不讨论连绵词的来源。

一、语音结构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 ,《诗经》、《楚辞》里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连绵词都占大多数 ,并且比例很接近 ,

各占 63. 4 %和 65. 4 %。在双声和叠韵连绵词中 ,又以叠韵词多得多。《诗经》与《楚辞》合计起来 ,

　
第 29 卷第 3 期

1999 年 6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9 , No. 3

Jun. 1999



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词达 64. 4 % ,其中叠韵连绵词就占 36. 6 % ,看来华夏先民在创造有语音联系

的双音词时 ,更重叠韵而不是双声关系。

表 1 　声母韵母比较表

种类
数量

材料

双 　　声 叠 　　韵 双声叠韵 准双声叠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语音联

系比例

无语音联系

数量 比例

《诗经》 22 24. 4 28 31. 1 % 7 7. 9 % 25 27. 8 % 91. 2 % 8 8. 8 %

《楚辞》 26 22. 4 49 42. 2 % 1 0. 8 % 34 29. 4 % 94. 8 % 6 5. 2 %

小计 48 23. 4 % 77 36. 6 % 8 4. 4 % 59 28. 6 % 93. 2 % 14 6. 8 %

　　注 :上古音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下同。

准双声与准叠韵词。有一些非双声叠韵的词其实是有语音联系的 ,试举《诗经》中的例子如下 :

常棣 ,禅 ,定邻纽 ,一作“棠棣”,则定母双声。

肃霜 ,心、山准双声。心母所在的精组和山母所在的庄组关系十分密切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

要》(1981)指出 :“把‘庄’组并入齿头并没有多大危险。”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就把庄组并入了精组。

蒙戎 ,东部与冬部。二部关系密切 ,段玉裁以为一部 ,孔广森才分成两部。今二字在西南等广

大地区的方言中仍同韵。

　　掊克 ,之、职对转。

　　螟蛉 ,耕、真通转。

再看《楚辞》:

　　萧瑟、蟋蟀 ,心、山准双声。

　　骐骥 ,之、微通转。

　　坎廪 ,谈、侵旁转。

　　委蛇 ,微、歌旁转 (依王力《同源字典》) 。

其中“蟋蟀”和“委蛇”也见于《诗经》。

完全没有语音联系的如 :滂沱、颠沛、骏庞、薄言 (以上《诗经》) ;崦嵫、猖披、冯冀、鹈　 (以上《楚

辞》) ,总共 14 个 ,约占总数的 6. 8 %。今天的古音构拟 ,把上古音设想成一个音系 ,这是理想化的东

西 ,不一定适合于南方楚语的实际。有可能《楚辞》连绵词内部的语音联系比这个构拟音系所反映

的更紧密 ,因为构拟音系基本上是《诗经》音系。

声调的比较。上古音声调已无从查考 ,但“古有四声”之说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我们暂且以

去古未远的《广韵》声系为参照列表如下 (《广韵》没有的字据《集韵》或古注的反切) :

表 2 　连绵词声调比较表

种类
数量

材料

同 　　声 　　调 异 声 调 总 　　计

平平 比例 上上 比例 去去 比例 入入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诗经》 40 44. 4 % 10 11. 1 % 5 5. 6 % 8 8. 9 % 27 30 % 90

《楚辞》 54 46. 6 % 13 11. 2 % 7 6 % 7 6 % 35 30. 1 % 116 100 %

小计 94 45. 5 % 23 11. 2 % 12 5. 8 % 15 7. 5 % 62 30. 5 % 206

　　《诗经》和《楚辞》连绵词声调相同的比例分别为 70 %和 69. 9 % ,惊人地一致。其中平平、上上、

去去、入入的比例也很接近 ,最多相差 2. 9 个百分点。两个音节声调相同的连绵词总起来约占

70 % ,说明大多数连绵词的创制是要讲究声调的统一的。声调相同的连绵词中又以平平为最多 ,两

种材料合起来为 45. 5 % ,而上上、去去、入入全部加起来才占 24. 5 %。平声字本来较多 ,但是这个

结果不能仅仅以平声字多来解释。笔者统计了《楚辞》联合式合成词的声调构成 ,平平式 78 个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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