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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導論 

 

 何謂「韻文學」？ 

一、名／義定位在做學問上的重要性（子曰：「必也正名乎！」 ） 

 

二、「韻文」vs.「散文」： 

中國語言文字的特性：一字一音（文字是單形體，語言是單音節） 

           ↓ 

同音字的情況太多 

       ↓ 

形成複詞（複音節） 

        

       ↓     鬆散 

      句子 

              複沓（呼應、迴響的效果） 

           ↓ 

    文體段落形成單元 

例如李商隱〈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韻，一絃一柱思華年○韻。 

             呼           →應／呼 

                                 

                應 

莊生曉夢迷蝴蝶○散，望帝春心託杜鵑○韻。 

                               呼 

                ↓ 

                應 

滄海月明珠有淚○散，藍田日暖玉生煙○韻。 

                               呼 

                ↓ 

                應 

此情可待成追憶○散，只是當時已惘然○韻。 

韻腳字： 

一呼一應，前呼後應，形成旋律， 

對應文辭的脈絡與體系，是意義兼

聲韻的完成點。韻腳與非韻腳之間

又產生一緊一鬆的交替旋律，這也

是韻文學押韻有疏密與近體詩有採

取隔句押韻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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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韻文學中，每一字都像珍珠，而韻腳好比貫珠的串子，有了它，才能將顆顆

晶瑩溫潤的珍珠，貫串一起；韻腳又好像竹子的節，將平行的纖維素收束成

經耐風霜的長竿，而其嬝娜搖曳的清姿，完全依賴那環節的維繫。 

 

四、韻文學的體類十分豐富： 

詩、辭、樂府、古體、近體、詞、曲、戲曲、歌謠、小調、七言詩體、十言

讚體…… 

廣義而言，賦、頌、箴、說唱和銘等亦可以歸入韻文學應用的範疇。 

 

 韻文學之語言基礎 

一、以「戲曲」為例 

凡文學必由語言構成，文學可以說就是語言藝術。戲曲固是文學的一環，但

它又是藝術的一種；而其文學實為綜合的文學，其藝術實為綜合的藝術。戲曲文

學在韻文學中可謂極其韻致，在表演藝術中亦綜其精粹。然而戲曲重在表演，表

演重在歌唱，而歌唱則根源於語言。因之語言亦必為戲曲文學、藝術之主體。也

因此，若論戲曲文學之批評與藝術之講究，莫不從戲曲語言入手。 

戲曲語言之作為語言，其基礎與一般語言並沒有分別：都由字成詞，由詞成

句，由句成文；只是其「文」被稱作「曲詞」或「曲文」而已。然而由於其字、

詞、句所構成之「曲」，皆嚴守聲韻，務使其聲情、詞情相得益彰，其間可以伸

縮變化的程度較諸同為韻文學的詩詞又大得多；所以論曲者就非從其語言說起不

可，然後才能進一步觀照說明戲曲語言所具有的特殊質性、成分、結構、運用和

從中產生的韻致與風格。 

也因此，首先論述字音之要素「聲」與「韻」，及其組合佈置之原理與產生

之「聲情現象」。次論累字成詞之複詞結構，由其形式種類以見其與「聲情」關

係密切者，及其所產生之「聲情現象」；進而論句中之三種形式：音節形式、意

義形式，與合音義以見工巧之「對偶」；並從中觀察其對「聲情現象」所產生之

影響及其詞彙組織所產生之「詞情」技巧與現象。  

 

二、字音 

凡漢字皆具形音義三要素，字形作為字音、字義的載體，音表聲情，義表詞

情。而我國文字是單形體、語言是單音節，所以是一字一音。音有元音（又稱母

音、韻母）、輔音（又稱子音、聲母）、聲調，有發音部位、發音方法。 

 元音：指聲帶顫動，氣流在口腔的通路上不受到阻礙而發出的聲音。如國語

a、o、e、i、u。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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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音：指發音時，氣流通路有阻礙的音。如國語 b、t、s、m、l 等。 

 聲調：指音波運行的方式，由其高低升降而古代有平、上、去、入，現在國

語有陰平、陽平、上、去。 

 發音部位：指發輔音時，發音器官形成阻礙的部分。如輔音分雙唇音、唇齒

音、舌尖音、舌面音、舌根音、捲舌音等，元音則有舌面前、中、後。 

 發音方法：指發輔音時，構成阻礙和除去阻礙的方式。輔音分塞音、擦音、

塞擦音、鼻音、邊音、清音、濁音、送氣音、不送氣音等，元音則有開、齊、

合、撮，而形成高、半高、不高不低、半低、低等五個層次。 

字音就是以此而形成。我國字音的內在構成元素雖有必備的元音、聲調和可

有可無的介音、韻尾和聲母，但它作為語言發出聲音來，便和任何語言一樣，一

個字音就又包含了音長、音高、音強、音色等四個構成因素。 

 音色取決於發音器官的特質，因人而異。 

 音長起於音波震動時間的久暫，久生長音，暫生短音。 

 音高起於音波震動的快慢，快則音高，慢則音低。 

 音強起於音波震動幅度的大小，大就強，小就弱。 

另外，就中國語言來說，還有「聲調」不可忽略。所以中國語言每發一字音

就含有長短、高低、強弱、平仄和音色等五個因素。這五個因素的交替運作就會

產生語言旋律。而由於字詞章句的累增，其間的語言旋律，也就變化多端、騰挪

有致起來。 

 

三、押韻 

1、 押韻的起源：  

                      踏 → 節奏（類似土風舞） 

                          謠 → 歌謠（如民歌） 

2、 押韻的類型： 

        合韻、出韻、失韻、鄰韻、寬韻、窄韻、險韻…… 

3、 押韻的情形： 

（1） 疏 vs.密：由於漢字一字一音節的特質，韻腳與韻腳之間相隔距離

的長／短，便會形成押韻疏／密的種種情況。 

（2） 句長：常見的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超過七字，在唸讀上

中國文學藝術

的根源 
：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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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一氣呵成，會自然斷裂，而出現「攤破」的現象。 

（3） 韻長：韻腳字出現之前的文字字數，亦即每個韻腳之間相隔的音節

數。 

例如蘇東坡〈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韻。→韻長：10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韻？→韻長：11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韻。→韻長：17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韻？→韻長：10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韻。→韻長：9 

……  

（4） 押韻有原理，掌握住，則百變不離其宗。 

4、 與押韻有關的文字遊戲： 

 和韻 

 用韻 

 依韻 

 步韻 

例如曾永義〈東坡赤壁遊〉： 

一從蘇子泛輕舟，斗煥文章千百秋。赤壁空餘浮地水，長

江遠去接天流。夕陽紅暖黃花路，明月蒼涼白玉樓。步武

東坡知寂寞，古今如夢卻悠悠。 

                張以仁〈步永義兄黃州赤壁元玉〉： 

赤壁當年夜泛舟，東坡去我已千秋。忍聞沙積餘泥水，又

歎江奔盡濁流。莫向桑田問滄海，曷攜詩酒上高樓。憑欄

誰續黃州賦，月自嬋娟意自悠。 

 

四、聲調 

1、 何謂聲調？聲調就是音波運行的方式。 

2、 聲調的特質： 

 有平與不平兩類：平為平聲，不平即仄，含上去入三聲。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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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長短之別：平上去三聲為長音，入聲為短音。 

 有強弱之分：上去入三聲屬強，平聲屬弱。 

3、 聲調的組合： 

就因為四聲具有這樣的三個特質，所以四聲間的組合，由其音波運行時升降

幅度大小的變化和發聲時無礙與阻塞的長短異同，便會產生不同的旋律感。 

 相同聲調的組合：最基本，強化聲調本身的質性。 

 鄰近聲調的組合：  曲折→優美 

                  協和→美聽 

 落差聲調的組合：強烈    例如「大 江 東 去」 

                              去 平 平 去 

4、 聲調與韻文學： 

聲調在中國文學中僅次於韻，具有重要地位。在韻文學的創作上，講究聲調

的互相協調。在創作韻文學時如未能恰當地考慮聲調的質性來進行調配，往往會

讓辭情與聲情產生不協調的情況，而受到批評。 

例如○1「倒字」：如把「保衛大臺灣」唱成「包圍打臺灣」，「椰子樹的長影」 

唱成「椰子樹的蒼蠅」。 

    ○2 明代湯顯祖《牡丹亭》，在當時被批評為「詰屈聱牙」，主要原因即在 

於「聲調」的組合不得當。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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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來源 

1 
子曰：「必也正名

乎！」  

《論語‧子路第十三》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 

一呼一應，前呼後

應 ， 形 成 旋

律，……近體詩有

採取隔句押韻的

緣故。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1 

錦 瑟 無 端 五 十

絃，……只是當時

已惘然。 
 

李商隱：〈錦瑟〉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韻文學中，每一字

都像珍珠，……完

全依賴那環節的

維繫。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2 

凡文學必由語言

構成，文學可以說

就 是 語 言 藝

術。……及其詞彙

組織所產生之「詞

情」技巧與現象。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2-3 

凡漢字皆具形音

義三要素，……其

間的語言旋律，也

就變化多端、騰挪

有致起來。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4 

明月幾時有，把酒

問青天。……轉朱

閣，低綺戶，照無

眠。…… 

 

蘇軾：〈水調歌頭〉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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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從 蘇 子 泛 輕

舟，斗煥文章千百

秋。……步武東坡

知寂寞，古今如夢

卻悠悠。 

 

曾永義：〈東坡赤壁遊〉，刊載於《中

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 年 5 月 23

日，第 E7版。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4 

壁當年夜泛舟，東

坡 去 我 已 千

秋。……憑欄誰續

黃州賦，月自嬋娟

意自悠。 

 

張以仁：〈步永義兄黃州赤壁元玉〉，

《晴川詩集》，收入《張以仁詩詞集》

（臺北：國家，2010），頁 323。 

本作品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

用。 

5 

就因為四聲具有

這 樣 的 三 個 特

質，……便會產生

不同的旋律感。 

 

本作品由「著作權人曾永義」授權本課程使

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

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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