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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节起调
———屈赋韵律的特点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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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音节起调是屈赋诗行节奏的典型形态，其实质是单音节音步的确立。战国时期复音词的大

量涌现以及诸子散文的大潮，孕育着单音节音步的诞生; 屈原在鸿篇巨制中反复使用单音节起调，最终确立

起了单音节音步。单音节音步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单双音节词语的搭配、句式的选择、衬音词的使用

等。单音节音步不但构建了楚辞的韵律节奏，而且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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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赋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这不

仅因“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

心而言，不遵矩度”［1］(P26) ;还因其在韵律上的独特:

单音节起调。“楚辞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诗体，其

典型形态是单音节起调。”［1］(P38)
单音节起调的实质

是什么? 它是如何实现的? 它在汉语诗歌史上具有

怎样的意义? 我们拟借助屈赋语料对这些问题进行

一个集中说明。

一 单音节起调的实质

单音节起调，一般是针对楚辞中六言句及其以

上诗行的韵律格局而言。直观地看，单音节起调就

是诗行之首分布着一个单音节词语。如:

矫 /菌桂以纫蕙兮，索 /胡绳之纚纚。( 《离骚》)
灵 /连蜷兮既留，烂 /昭昭兮未央。( 《九歌·云

中君》)
民 /离散而相失兮，方 /仲春而东迁。( 《九章·

哀郢》)
单音节起调的实质是单音节音步的确立。
音步一般是指最小的节奏单位，和意义无关。

但由于汉语是一字一音，古汉语中又是单音节词语

占优势，一个音节往往具有独立完整的意义。因此，

对汉语而言，音步是具有独立语义的最小节奏单位。

汉语诗歌的音步一般是“两个音节一组所形成的高

低、长短相互交错的节奏。”［3］(P64)
双音节音步是汉

语的标准音步，在汉语中占据绝对优势。《诗经》是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四言为主，它的韵律格局是

“二二”式:如“关关 /雎鸠，在河 /之洲”。中国最早

的诗歌采用“二二”式的韵律格局，可见双音节音步

是汉语的天然韵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音节音

步以最少的音节数量实现了节奏的核心要素:对比。

楚辞在双音节音步之外创建了单音节音步:我们凭

着语言直觉能够感知到，分布在句首的单音节词语

通过语音的延长获得了与其后双音节同样的时间长

度，是一 个 独 立 的 节 奏 单 位。如“长 /余 佩 /之 /陆
离”，句首单音节“长”通过语音的持续，与其后的

“余佩”或“陆离”占据相同的时间长度，是诗行中一

个独立的节拍。这种由一个单音节独立形成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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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我们称之为“单音节音步”。
上文曾提及，汉语中双音节音步以最少的音节

数量建立了节奏;那么，单音节音步又是如何运作的

呢? 如果说双音节音步是通过两个音节的实际占位

形成高低长短的对比，进而形成节奏，其构成方式是

［1 + 1］;那么，单音节音步则是由一个单音节加上

停顿(延长) 构成，运作方式是［1 + 0］。在［1 + 0］

中，单音节词语和停顿之间形成了有无、长短的对

比，构成 了 节 奏。换 言 之，单 音 节 通 过 占 据 空 位

(零)的方式形成节奏。单音节音步和双音节音步

构成方式明显不同，冯胜利先生将二者分别称之为

“虚音步”和“实音步”。［4］(P50)
从“实”“有”的角度

看，双音节音步是汉语最小的标准节奏单位;单音节

音步借助“空”或“无”构成，可以独立构成音步，但

不是标准节奏单位。
单音节起调，意味着单音节音步的确立。以屈

赋中的六言句为例。六言句是楚辞中最为普遍的句

式:《离骚》372 句，六言句计 299 句①;《九歌》249
句，六言句计 117 句;《九章》489 句，六言句计 402
句。这些六言句 ( 不含句末“兮”) 使用了句腰虚

词②，记作“X”，于是，楚辞中的六言句可以描写为

“三 X 二”式。在这样的韵律模式中，句腰之后是一

个标准音步，句腰之前是一个由三个音节组成的超

音步;这个超音步根据语义单位的完整性，可以划分

为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单音节 + 双音节，双音节 +
单音节，即“一二 X 二”式和“二一 X 二”式。这两

种不同的类别在韵律格局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一二 X 二”式，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

英”。诗行中有两个双音节音步，间隔分布;这两个

双音节音步是如此稳定，以致它们对内具有封闭性，

对外具有排他性。于是，诗行之首的单音节词语和

诗行之中的句腰虚词，都相应地独立为单音节音步，

诗行的韵律模式就成为“一二一二”式，即单双音节

音步交替的模式。“二一 X 二”式与此不同:“深林

杳以冥冥兮”“霰雪纷其无垠兮”，这样的诗行中也

包含两个双音节音步，但是由于这两个双音节音步

分布在句首和句末的位置，诗行中间就剩余出一个

单音节词语和一个句腰虚词，这势必造成两个单音

节的连续分布，即“二一一二”。由于双音节音步是

汉语天然的韵律，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二一一

二”必然地演变为“二二二”式，如“霰雪 /纷其 /无垠

(兮)”。因 此，“二 一 X 二”式 中 不 包 含 单 音 节

音步。
赵敏俐先生所言单音节起调是楚辞的典型形

态，主要就是因为在楚辞分布最为广泛的六言句中，

“一二 X 二”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篇名 三 X 二式 一二 X 二式 二一 X 二式

离骚 255 238 17
九歌 127 115 12
九章 402 391 11

单音节音步的确立，不局限于六言句中。因为

表意的需要和抒情的自由，楚辞的句式是长短参差

的。这些杂言句可以看作是以六言为基础的音节

增减:

例句 音步格局

是否包

含单音

节音步

1 二 X 二
发愤以抒情

忍尤而攘诟
二一二 +

2 一二 X 二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一二一二 +

3 一 + 一二 X 二
朝饮 木 兰 之 坠 露

(兮)
二二一二 +

4 二 + 三 X 二
吾 将 从 彭 咸 之

所居
二一二一二 +

5 三 + 三 X 二
苟余情 /其信姱以

练要(兮)

一二一

二一二
+

6 二一 X 二
鸟兽鸣以号群兮，

草苴比而不芳
二二二 －

7 一 + 二一 X 二
荃不 察 余 之 中 情

(兮)
一二二二 +

为保证诗行节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音节数量

的增减发生在诗行的开头，正如七言格律比五言格

律多出来的两个平仄位居诗行之首一样。观察表

格，我们不难发现:(1)单双音节音步交替分布的韵

律模式，即类似“二一二”这样的韵律格局在屈赋诗

行中反复出现。(2)单音节起调确保了诗行中单音

节独立成为音步。上表中列出的 7 个小类中，唯一

不包含单音节音步的就是第 6 小类，这个小类是以

双音节音步开端的。(3) 单音节音步在楚辞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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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此处统计的六言句都是使用句腰虚词的。《九歌》中六言句的分布看似不及《离骚》《九章》广泛，这是因为《橘颂》以四言为主，

《山鬼》《国殇》都是“三兮三”式，所以“三兮二”式在数量不到总句数的一半。
刘熙载《艺概·赋概》:“骚调以虚字为句腰，如‘之’、‘于’、‘以’、‘其’、‘而’、‘乎’、‘夫’是也。”



种常态、普遍的存在。
《诗经》的韵律模式主流是“二二”式;《诗经》

之后，诗坛沉寂了将近三百年;等到诗坛再度振兴，

奇文郁起的楚辞中却空无依傍地出现了单音节音

步，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这种单音节音步是如何确

立起来的?

二 单音节音步的实现

1． 单音节音步的由来

单音节音步的出现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文学是

以语言为介质的;战国时期，语言发展层面的大事件

是复音词的大量出现:“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先

秦晚期，应该是汉语复音词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以

十部著作为样本，具体统计数据如下:［5］(P56)

书名 单音词数 复音词数 总词数
复音词

百分比

诗经 2467 974 3450 28． 2
论语 1150 329 1479 22． 2
左传 2992 1185 4177 28． 3
墨子 2641 1336 3977 33． 6
孟子 1589 651 2240 29
庄子 3205 1965 5170 38

商君书 906 447 1353 33
荀子 2397 1356 3753 36

韩非子 2278 1484 3762 39． 7
吕氏春秋 2844 1148 3992 28． 7

《诗经》时代，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诗经》追

求的是双音节音步的稳定平衡。具体实现方式包

括:两个单音节词连用，构成“1 + 1”的双音节音步;

使用联绵词，如《关雎》中“窈窕”“参差”“辗转”;使

用叠音词，如“坎坎”“肃肃”“夭夭”;添加词头，如

“北风其凉”中的“其”，“凤凰于飞”中的“于”，“朋

酒斯飨”中的“斯”。战国时期，随着复音词第一个

高潮的到来，双音节词语较为普遍地进入诗行，必然

造成单双音节词语的错杂使用;一旦单双音节交替

出现，双音节音步的封闭性就必然导致相邻单音节

独立形成音步，从而产生单音节音步。如“袅袅兮

秋风”，其中“袅袅”“秋风”都是双音节词语，二者之

间间隔的“兮”必然就独立为一个单音节音步。“路

曼曼其修远兮”中的“路曼曼”，“曼曼”是一个由叠

音词构成的双音节音步，“路”也因此自然地单列为

一个单音节音步。
语言的发展由简约而繁丰，文学也必然随之踵

事增华。战国时期，诸子蜂起，谋士横论。《孟子》

气势雄健、富丽详赡;《庄子》瑰丽奇特，汪洋恣肆;

《荀子》情感激越，笔势锋利;《韩非子》讲究逻辑、文
辞繁富;《左传》叙事详尽、文辞婉致;《战国策》铺张

扬厉，雄辩绮丽……战国散文无一例外，都是滔滔不

绝纵横驰骋的;这固然得力于语言的发展，更是时代

风貌使然。这样的文学风貌烙印在诗歌中，鸿篇巨

制就呼之欲出了:“(《离骚》与《诗经》) 形式文采之

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周室既衰，聘

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

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

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

所能载矣。”［1］(P30)

鸿篇巨制的发生必然在韵律层面产生新变的要

求:“《诗经》韵律的社会功能，使二步律一方面日趋

标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社会和和政治

化以至于最终陷入僵化。”［4］(P45)
突破僵化的局面，

必然要创建新的韵律模式。在规模宏大的诗篇中，

如果只有一种双音节音步，该是何等地单调、板滞!

单一的音步模式必须突破。
其实，屈原之前或同时代的人对单音节音步也

做过尝试:

《临河歌》:狄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
归来归来胡为斯。［6］( P21)

《琴 歌》: 乐 莫 乐 兮 新 相 知，悲 莫 悲 兮 生

别离。［6］( P24)

《古诗源》21 － 29 页收录了 9 首包含单音节音步的

古诗，最出名的要数《越人歌》(今夕何夕)。这些古

诗的诗行中有的用“兮”，有的不用“兮”;但都出现

了单音节音步;甚至，我们在《琴歌》中还晤面了《九

歌·少司命》里的精华诗行。然而所有这些诗篇，

体制都相当短小，诗篇数量也非常有限，不足以确立

起单音节音步的地位。非要等待才华非凡的诗人创

作出重量级的作品，新的音步模式才能深入人心，真

正确立起来。这个诗人就是屈原。
楚人本有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庄

子的遗世独立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屈子的苏世独

立、九死不悔，也同样携带着楚国的地域印迹。更兼

屈子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遭谗被谤、一再疏谪，“人

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

尝不呼父母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

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疾痛惨怛的情感汹

涌成滔滔的诗篇，必然会冲破藩篱，绝去拘束:“古

诗以四言为本，屈赋则杂用短长，一以辞气之缓急为

衡，而 绝 去 拘 束，于 抒 情 为 尤 宜。”［7］(P24)“杂 用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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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主要表现在诗行长度上略有参差，屈赋六言为

主，三言到九言不等;“辞气之缓急”则表现为韵律

的变化，即单双音节音步的交替使用。当屈原以他

个人非凡的才华，创制出“气往砾古，辞来切今。惊

彩绝艳，难于并能”的楚辞，诗行的节奏韵律也必然

随着诗行动人的情感深入人心:在长达数百行的鸿

篇巨制当中，当单音节起调的诗行反反复复地出现，

单音节音步的地位就正式确立了。
2． 单音节音步的实现途径

其一，单双音节词语搭配使用。
战国是汉语复音词诞生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据

马真先生的统计，《楚辞》屈赋部分有双音节词语

551 个;［8］(P79)
刘永济在《屈赋释词》［9］

中解释的联

绵词和重叠词(即叠音词)就有 122 个之多。仅《离

骚》中出现的双音节词语就有 141 个:

高阳 重华 高辛 少康 汤禹 武丁 吕望 周文 宁

戚 齐桓 桀纣 伯庸 羲和 望舒 飞廉 丰隆 宓妃 蹇修

灵氛 灵修 彭咸 灵琐 崦嵫 阊阖 穷石 洧盘 西海 昆

仑 咸池 九州 天津 西极 苗裔 年岁 日月 美人 骐骥

规矩 绳墨 蛾眉 飘风 云霓 日夜 凤皇 凤鸟 鹈鴂 榘

镬 落英 落蕊 芳草 草木 揭车 江离 辟芷 秋兰 杜蘅

芳芷 留夷 木兰 秋菊 申椒 菌桂 蕙茝 茹蕙 薜荔 芙

蓉 菌桂 江离 宿莽 蕙纕 扶桑 若木 险隘 皇舆 败绩

九天 九歌 九辩 赤水 蛟龙 故都 美政 零落 奔走 驰

骋 离别 追逐 求索 流亡 离合 翱翔 淹留 讴歌 骄傲

纯粹 幽昧 险隘 峻茂 萎绝 芜秽 贪婪 迟暮 嫉妒 浩

荡 郁邑 穷困 清白 媮乐 冉冉 謇謇 纚纚 岌岌 菲菲

申申 浪浪 忽忽 曼曼 暧暧 啾啾 翼翼 蜿蜿 邈邈 耿

介 猖披 顑颔 鞿羁 侘傺 缤纷 陆离 婵媛 歔欷 逍遥

相羊 偃蹇 犹豫 狐疑 浮游 容与 委蛇 纬繣 偃蹇

双音节词语的产生并涌入诗行，自然形成了标

准的双音节音步;配合古汉语中占据优势的单音节

词语，就必然造成单双音节的交替使用。如:

扈 /
江离与

獉
辟芷兮 惟 /

草木之
獉

零落兮 乘 /
骐

骥以
獉

驰骋兮 杂 /
申椒与

獉
菌桂兮

帝 /
高阳之

獉
苗裔兮 彼 /

尧舜之
獉

耿介兮 朕 /
皇

考曰
獉

伯庸 高 /
翱翔之

獉
翼翼

这些诗行在倒数第三个音节的位置( 不含句末

“兮”)都使用了句腰虚词;句腰之前有三个音节，分

别是一个单音节词语和一个双音节词语，它们分别

对应着一个单音节音步和一个双音节音步。
其二，句式的选择。
屈赋使用的句式不但适于情感的表达，而且不

少句式都非常便于构成单音节音步起调的格局:

动宾式

冀枝叶之峻茂兮 怨灵修之浩荡兮 悔相道之

不察兮 及少康之未家兮

思九州之博大兮 及年岁之未晏兮 恐鹈鴂之

先鸣兮

伤灵修之数化 哀众芳之芜秽 恐导言之不固

恐美人之迟暮 恐皇舆之败绩

主谓式:

老冉冉其将至兮 路曼曼其修远兮 时暧暧其

将罢兮 佩缤纷其繁饰兮

心犹豫而狐疑兮 世溷浊而嫉贤兮 路修远以

多艰兮 芳菲菲而难亏兮

路幽昧以险隘 日忽忽其将暮 心犹豫而狐疑

芬至今犹未沫

动宾式，将单音节动词置于诗行之首，全句构成动宾

句。主谓式与此相类:单音节名词位居诗行之首，全

句形成主谓结构。句首的单音节动词或名词独立成

为一个单音节音步。
偏正式:

忽吾行此流沙兮 忽反顾以游目兮 忽反顾以

流涕兮 岂余身之惮殃兮

固乱流其鲜终兮 固时俗之流从兮 固时俗之

工巧兮 昔三后之纯粹兮

聊逍遥以相羊 聊假日以媮乐 聊浮游而求女

聊浮游以逍遥

又何可以淹留 又何芳之能祗 又孰能无变化

又重之以修能

这类诗句是将一个单音节词语放置在句首，与诗行

主体部分构成修饰关系，整体构成偏正式。常用的

句首单音节修饰词有:忽、岂、固、朝、夕、初、昔、苟、
虽、聊，等等。屈赋中还有一种三音节修饰成分常被

安置在句首( 曾歔欷余郁悒兮;斑陆离其上下)，这

种修饰语在有声诵读的过程中，受到诗篇整体单音

节起调的同化，也同样会区分出一个句首单音节音

步。韵律单位和句法结构单位不完全一致，二者之

间韵律优先。
其三，句首附着单音节衬音词语。
謇
獉

吾法夫前修兮 羌
獉

内恕己以量人兮 羌
獉

灵魂

之欲归兮 彼
獉

尧舜之耿介兮

謇
獉

将憺兮寿宫 謇
獉

朝谇而夕替 羌
獉

无实而容长

夫
獉

何极而不至兮 唯
獉

昭质其犹未亏

附着在句首的单音节衬音词语，有的是楚地方言，如

“謇”“羌”;有的是战国时期散文中普遍的虚词，如

“彼”“夫”“唯”等。这些虚词放置在句首，从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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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是一种冗余;但是作为一个音节，它们支撑起一

个独立的音步，使其所在诗行纳入楚辞单音节起调

的典型形态。

三 单音节起调的意义

1． 确立屈赋的诗行节奏

就楚辞而言，单音节起调和句腰虚词相互配合，

确立起诗行的节奏，明确了楚辞的诗歌体质。“《离

骚》里有一种不平的情调，正好与平静的《诗经》时

代作一对照，那也正是散文时代的惊异精神……这

一切内在的形式既由于散文的爆发，它的文字表现

所以也非散文不足以快意。”［10］(P126)
诞生在散文高

潮里的楚辞，句式变得曼长而参差;为了明确其诗歌

体质、获得诗歌的核心特质———节奏，楚辞在曼长的

诗句中安置了两个节奏点:句首放置单音节词语，句

中放置句腰虚词:

竭 /忠诚以
獉

事君兮，反 /离群而
獉

赘肬。
忘 /儇媚以

獉
背众兮，待 /明君其

獉
知之。

这是《九章·惜诵》中的第三个歌节。
就单句诗行看:“竭忠诚以事君( 兮)”，诗行是

单音节音步“竭”起调，在倒数第三个音节的位置又

安置了句腰虚词“其”。这两个单音节音步的运作

方式是［1 + 0］，由一个实际的单音节词语加上停顿

形成一个音步，语流至此必然音调舒缓悠长;这和双

音节音步的密实形成了缓急对比。如果我们把舒缓

的音节记作○，短促的音节记作●，诗行的节奏模式

就是○●●○●●。单双音节音步的交替使用，在

一句诗行中形成一种回环一种对称。
再看一组对句:单数句句末的“兮”也是舒缓悠

长的单音节音步。鉴于“兮”字的专用性，我们将之

记作△，于是一组对句的节奏模式可表示为:○●●
○●●△○●●○●●。显然，这组对句是以句末

“兮”为对称中心，在节奏上彼此照应对称。
最后，整个歌节的韵律模式可以描写为:

○●●○●●△○●●○●●
○●●○●●△○●●○●●

可见，当诗人在诗行相同或大体相同的位置安置单

音节音步，不仅能在一行诗句中形成缓急对比;而且

使得每行诗句在大体相同的位置发生语音的顿逗延

长，纵贯全篇，此呼彼应，诗篇的节奏由此确立。
当然，屈赋的诗行是参差变化的:“就每个歌节

本身的句式看，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如一个歌节中

前两句和后两句的字数不同;有单句为七言句，双句

为六言句的;也有单双句字数均相同的。就各个歌

节之间的句式看，也有相同的和不同的。”［11］(P33)
这

种参差使得屈赋的诗行在节奏上显得灵活变化，既

便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抒情又显出节奏上的

丰富。
2． 对于中国诗歌开创性的贡献

单音节起调的意义绝不止于楚辞本身。单音节

音步的确立，是对《诗经》韵律格局颠覆性的突破，

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屈赋对于《诗经》的超越，远不止于诗句的增

长、篇幅的宏大，最为核心与本质的突破在于:楚辞

在双音节音步之外确立了单音节音步;音步的数量

除了偶数形式，增加了奇数形式。奇偶配合，二元互

补的局面得以建立。这是对《诗经》韵律模式颠覆

性的突破:“屈原能够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由

短而长、由简单都复杂、由偶变奇;并能掌握和运用

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进行创作。例如他懂得由奇数

组成的句子的优点，将双音词和单音词配合使用的

妙处，使得句子参差错落，音调铿锵，节奏鲜明，情韵

和谐。在表情达意上更富于灵活性;在语言节拍上

更富于音乐性，能够随着内容和音乐的变化而变化，

不像四言体诗的固定形式，某些内容受到相当大的

束缚。”［11］(P33)

屈原将单音节词语安置在诗行之首;同时以其

非凡的才华，在规模宏大的诗篇中反复采用单音节

起调，并随着抒情的需要，交替使用单双音节音步。
当惊采绝艳、震撼人心的楚辞横空出世，单音节音步

也随之深入人心;而单音节音步的正式确立，丰富了

汉语诗歌的音步形式，与双音节音步构成了二元互

补 的 节 奏 格 局，成 为 中 国 韵 文 发 展 史 中 的 里

程碑———
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五七言古诗向

五七言律绝;不论如何演进，五七言诗歌的韵律中都

必然包含了一个单音节音步:五言诗大体有两种韵

律格局，“二二一”式，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或“二一二”式，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七言诗一般是上四下三，主要的韵律格局是“二二

二一”，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

这些诗行中，单音节音步从句首后移至句中或句末，

句首一律安置双音节音步，体现了汉语中双音节音

步优先的原则。但是不论如何移位，诗行中单音节

音步必不可少;而这个不可或缺的单音节音步，就来

源于楚辞:“屈原已经突破了《诗经》以来以四言为

主的固定形式。这是屈原在诗歌史上的一大功绩。
换句话说，由四言诗演化为五、七言诗的过程中，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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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作品起了很重要的过渡作用。从这个意义上

说，楚 辞 的 出 现，是 我 国 诗 歌 史 上 的 一 次

革命。”［11］(P33)

诗乐相生。格律诗在唐代达到巅峰之后，音乐

的变化发展促成了韵文句式的错综，词、曲等新的韵

文式样应运而生。在宋词元曲中，一方面，单音节音

步仍然可以安置在句中或句末以调整诗行节奏: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 辛弃疾《祝英台

近·晚春》)“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

叶。”(马致远《离亭煞宴》( 双调)) 另一方面，单音

节音步再度被安置在句首，跨越漫长的时间阻隔，与

屈赋遥相呼应。词律中有“一字豆”( 或一字领) 的

韵律格局:“一字豆是词的句法特点之一。一字豆

可以出现在三字句的前面构成四字句(上一下三)，

例如‘对长亭晚’;也可以出现在七字句的前面构成

八字句(上一下七)，例如‘正江涵秋影雁初飞’。最

常见的是出现在四字句的前面构成五字句(上一下

四)，例如‘正霜风凄紧’……”［12］(P1639)
较之宋词，元

曲更加口语化，可以在句首或句中增加衬字;而不少

叠加在句首的衬字就是一个单音节音步。如马致远

《越调·夜行船·秋思》中《离亭煞宴》( 双调):“
密

匝匝蚁排兵，
乱纷纷蜂酿蜜，

闹穰穰蝇争血”，根据

曲谱
［12］(P1721) ，这三句句首的“密”“乱”“闹”都是衬

字，都是一个单音节音步。不论单音节音步在后世

的韵文中具体出现在诗行何种位置，就其来源而言，

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楚辞:“楚辞的句式对后世诗词

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奇言句，尤其是三、七言句。

奇言句的错杂使用避免了四、六言的板滞之弊，特别

适合与音乐进行各种形式的配合，以抒发那种幽婉

缠绵的情绪。”［13］(P104)

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韵文中三座鼎立的高峰;

而这三座高峰的抵达，都离不开单音节音步的奠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赋确立的单音节音步，在中国韵

文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为中国诗歌的

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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