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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声声慢》中叠词的运用
刘佳怡

（泰国格乐大学，泰国 曼谷 10700）

摘要：李清照作品中对叠词的运用富有情感，创意出奇，感染力强，影响深远，充分表现了她在词的写作艺术上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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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宝库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唐

诗和宋词。在研究宋词时不能不研究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而要研

究李清照的词就不能不研究那首著名的《声慢慢》，而提到《声

慢慢》就不能不说词中对叠词的运用，堪称文学中的经典。李清

照是我国南宋时期享有盛誉的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

一，对宋词的历史有着杰出的贡献。她在强调词的协律，崇尚典

雅情致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使自己的词作独树一帜。

在叠字叠句的用法上，她突破传统格律诗词的束缚，广泛吸收民

间及前人的叠字使用优点，使她的抒情词达到很高的境界。这位

颇具文学才能的女作家，在宋代众多词人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声声慢》是她晚年的作品，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作者那

哀婉的凄苦情节，不知曾感动过多少人。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

1127）夏五月，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志趣相投的丈

夫也病死在任上，南渡避难的过程中夫妻半生收藏的金石文物又

丢失殆尽。这一连串的打击使李清照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

的苦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写下了《声声慢》这首词，通过

描写残秋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中，《声声慢》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词。

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后的作品，通过对秋景、秋物的描绘，表现

了李清照晚年孤苦无依、愁怀百结、度日如年的处境与心情，与

之前书写少女天真无愁之气的词有很大不同。“寻寻觅觅，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下面就个人观点，

从以下几方面来谈叠词的运用。

一、叠词以抒情开篇，富有感情色彩

这首词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尤其开头三句“寻寻觅觅，冷

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抒情开篇，连用七组叠字，巧妙、

生动而又贴切，显示出了李清照深厚的语言艺术功力。“寻寻觅觅”

写人的动作、神态，女主人公好像丢掉了什么珍爱的东西，在认

真寻觅，这四字既包含了作者流亡以来的不幸之遇，又流露出了

她对昔日欢乐生活的留恋，“寻、觅”二字重叠，传神地表现出

了国破、家散、夫亡，这些变故带给她的剧痛、哀伤以及孤独寂

寞、茫然无措的情态。她环顾四周，想“寻觅”到一点什么东西

来慰藉自己孤寂的心灵，可似乎什么东西都不在了，到处一片“冷

冷清清”的景象，“冷冷清清”渲染出了环境的悲凉，主人公内

心的无依无靠，也是对词后面提到的乍暖还寒时节景象的真实写

照，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环境，怎能不让人觉得“凄凄惨惨戚戚”，

“凄凄惨惨戚戚”又进一步写出了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巨大伤痛。

十四个叠字既未写悲愁，也未写眼泪，却蕴含着人生无穷无尽的

酸甜苦辣，这些叠字由浅入深，一层一层递进，丰富的感情内容

深蕴不露，烘托出一种浓厚的悲凉氛围，读起来立即震撼读者的

心灵，有一种沉重的感觉，这种声情紧密地配合了女主人公深悲

大痛的文情。十四个叠字还细腻曲折地将女主人公难以言明的复

杂感情、发展过程表现出来，又为全篇奠定了感情基调，使以后

出现的“黄花”“梧桐”“细雨”这些景物都染上了浓重的感情

色彩。在词的下阙结尾处，又用到叠词“点点滴滴”，与开头照应，

加重了词的感情色彩。  　　

二、叠词运用创意出奇，层次分明

她的这首词的词风一改前期词作的开朗明快，李清照在她的

晚年写了一些流传千古的佳作，也使她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最高峰。

她的名作《声声慢》一词就是李清照南渡以后最主要的代表作之

一，一直被人们奉为杰作。李清照通过对残秋景色的描写，表现

了她晚年时期国破家亡、丈夫病逝，饱经忧患离乱的愁苦生活和

凄惨心情。李清照的《声声慢》，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欣赏，

特别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句，大胆联用七

对叠字。尤使词人和词评家们赞叹不止，称它“创意出奇”，“用

字奇横”，“句法奇创”。当然也有少数人持异议，理由是“不

过奇笔耳，并非高调”。甚至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此词颇

带伧气，而昔人极口称之，殊不可解”。过去曾有人认为在词里

动用叠字是李清照的创举，这种评价虽有微词但也贴切。这连下

七组叠字，包含恍惚、寂寞、悲伤三层递进的意境，真有“大珠

小珠落玉盘”之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曾申说其婉妙：“中

心无定，如有所失，故曰‘寻寻觅觅’。房栊寂静，空床无人，

故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六字，更深一层，写孤独

之苦况，愈难为怀。”下阕又用“点点滴滴”两组叠字，赢得历

代读者无比赞叹。有认为创意出奇者，有认为情景婉绝者。或以

为工于锻炼，出奇胜格；或以为造句新警，绝世奇文；或推崇其“以

故为新，以俗为雅”；或以为“公孙大娘舞剑器手”，或以为有“大

珠小珠落玉盘”之妙。其中，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的论说，

最能传其美妙：“此十四字之妙：妙在叠字，一也，妙在有层次；

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

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

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

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

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

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

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写来，自

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 ! 不然，将求叠字之巧，

必贻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叠字不足云巧矣。故觅觅不可改在

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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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

三、叠词运用感染力强，细腻而真挚

“叠字”又叫重文，从商种文体中都使用过叠字。比较而言，

在韵文里运用得更多些。艺术感染力也更强烈一些。《诗经》《古

诗十九首》里叠字运用不乏其例，而在唐诗里可谓司空见惯。如

自居易的“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石声”。甚至有的诗人不惮其厌

连用叠字，比如韩愈的《南山》诗：“延延离又属，夫夫叛不遵，

喝喝鱼闯萍，落落月径宿，间阎树墙垣，蛾蛾驾车厩。参参削剑戟，

焕焕衙玉绣。敷敷花披萼，啕闽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

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

叠字的运用，虽然不是李清照的独创，但她也不是照猫画虎，

而是在前人的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些叠字运用巧妙

而又贴切，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古典诗词中运用叠字的情况相

当普遍。如汉代无名氏《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

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

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前六句连

用六个叠字，不仅音节响亮，朗朗动听，而且极富于变化。头两

个写景。“青青”写草的颜色，“郁郁”写柳的生态，展现出一

幅生机盎然的艳阳景象：后四个细致描写思妇的美貌，“盈盈”

形容姿容美好，“皎皎”形容皮肤白皙洁净，“娥娥”形容施脂

粉后的娇艳，“纤纤”形容手指细而柔长。

李清照的《声声慢》是公认的一首叠字使用极佳的名作：“寻

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开头十四个字，全是重

叠使用，一向为人所称道。“寻寻觅觅”从字面上看，似在寻找

什么东西，“冷冷清清”则是“寻觅”的结果；“凄凄惨惨戚戚”

则又是经过感受产生的深一层的愁苦情怀。这十四个字把一个生

长于贵族之家、中经战乱丧夫、如今过着飘零生活的女人的愁苦

心境表露无遗。

四、叠词运用敢于创新、极富美感，影响深远

李清照的词敢于创新，不仅在叠字运用方面具有美感，而且

在叠句和偶句运用上也独见功力。叠句如“甚霎儿晴，要儿雨，

霎儿风”《行香子》、“知否 ? 知否 ? 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声调和美，节奏强烈，朗朗上口，从而使感情随声调的起伏变化

而升华。对偶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人悄悄，

月依依”《诉衷情》等，都是极佳的对偶句，平仄协调，属对工整，

圆润如珠，优美和谐。

李清照还非常擅于向前人、向民间文艺学习，常有口语熔炼

其中。众所周知，词本来是民间的艺术，可是后来被士大夫垄断，

与人民群众脱离了，因而也逐渐销蚀了它的生气，词搬用典故蔚

然成风。但李清照独具慧眼，没有随波逐流，注意从民间语言中

汲取养料。她的《声声慢》就是一例，如“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的“将息”就并非文人们的书面语言，大约为庸宋时的方言。

再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 ? 应是绿肥红瘦”

这几句语言简单朴素，却十分写实，表现了女主人与侍女的一段

间断应答，“却”字生动地表现了李清照对侍女漫不经心的回答

的失望与质疑。

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文学体裁而言，诗词、散文等也都有叠

词的运用 ! 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诗有很强的音乐美。如《再别康桥》

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

别西天的云彩。”叠词“轻轻”连用三次，给人一种飘逸之感。

把全诗柔和、优雅的情调在开头即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台湾诗

人余光中的《乡愁》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在于使用四个意象邮票、

船票、坟墓和海峡，使本来抽象的乡愁变得具体可感，而且与叠

词的运用大有关系，四节中运用了四个叠词：小小、窄窄、矮矮、

浅浅，使得全诗低回难抑，如怨如诉。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语言

清丽朴素、形象生动、意境优美。尤其是叠词的灵活运用更是他

文章的一大闪光点，在他的《荷塘月色》等散文中用了多处的叠词，

丰满了作品的 ' 艺术形象，令人爱不释手：蓊蓊郁郁的树，曲曲折

折的荷塘，田田的叶子，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脉脉的流水，

阴森森的小路，淡淡的月色等等，这些平实自然的叠词，朗读起

来富有节奏感，情景交融，感染强烈，美在其中 ! 当代作家碧野

的散文《天山景物记》“在那白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

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无数撑天的巨伞。重重叠

叠的枝丫间，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短短五句话使用了

四个叠词“白皑皑、密密、重重叠叠、斑斑点点”。极写天山原

始森林的广阔和茂密。

综上所述，叠词作为语言的一种运用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种

文学作品中，对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加强作品节奏和

表现作者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之所以说在运用叠字方面，

李清照独占鳌头，是因为她用得大胆而成功，是宋词中绝无仅有

的。其大胆之处在于：《声声慢》有平仄二体，她用的是仄体，

而且在词的开头，连用十个难发的齿音：“寻寻”“清清”“凄

凄”“惨惨”“戚戚”，这样多的齿音连用，是前人所没有的。

由于这些叠字和思想内容的表达有机地揉和在一起，显得独具匠

心。这十四个叠字包含了三层意思，而这三层意思浑然成为一体：

“寻寻觅觅”写人的动作、神态，表达作者的心理感受，作者内

心孤寂而空虚，想要寻觅她过去美好生活，结果是什么也寻找不到，

这就更加深了她的沉寂索寞之感；“冷冷清清”则写环境的悲凉，

这样的心情又恰逢乍暖还寒的季节，自然倍感清冷：“凄凄惨惨

戚戚”，进一步书写内心感受，内心世界的巨大伤痛。廖廖十四

个叠字竞融铸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只觉齿舌音来回反复吟唱，徘

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至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

而她还未开口已觉得已能使听众感觉到她的忧伤，而等她说完了，

那种伤感的情绪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愁绪在心头和空

气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这正是人们推崇李清照叠

字运用的原因所在。

经过上文对李清照词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

清照敢于创新，在叠字、叠句和偶句运用上独见功力；李清照善

于从民间语言里提炼出生动晓畅的口语。李清照以高超的语言运

用技能，赢得了当时的文人以及后人的赞赏。因此，我们可以说

李清照的词在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的同时还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堪称千古绝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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