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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أمثال الصينية هي أقوال قصيرة أغلبها من أربعة رموز، تختزن داخلها خبرات الصينيين الملخص:  

لغتهم   في  وحتى  اليومية  حياتهم  في  عفوي  بشكل  الناس  ويتداولها  السنين،  آلاف  عبر  وحكمتهم 

فهي   يجعل تالمكتوبة،  وما  بنائها.  وإحكام  تماسكها  شدة  من  واحدة  كلمة  كأنها  الكلام  نسيج  في  دخل 

الأمثال سهلة الحفظ شائعة التداول فضلاا عن قدرتها عن التعبير عن المواقف المختلفة بأقصر الطرق 

هو إيقاعها الجميل. هذا البحث يتناول الإيقاع في الأمثال الصينية رباعية الرموز ويحلل مصادره. يبدأ 

البحث بالتعريف بالمثل في إيجاز ثم يتناول أهم سماته ثم يتوقف عند سمة التناغم الموسيقي التي هي 

 موضوع البحث. يستعرض البحث العناصر التي تشكل إيقاع البحث والتي يمكن إجمالها فيما يلي:

اللفظي  والتكرار  والمتضادات،  المترادفات  استخدام  التركيب،  في  التوازن  النغمات،  بين  التناغم 

أنواع  من  نوع  كل  محللاا  بالتفصيل  العناصر  هذه  من  عنصر  كل  يتناول  البحث  الإيجاز.  ا  وأخيرا

الضوء  مسلطاا  موسيقياا  الأمثال  من  كبيرة  مجموعة  ح  ِّ يشَر  البحث  كافية.  بأمثلة  ومستشهداا  العنصر، 

 على ما فيها من جمال. 

 .، التركيبلتماثلالأمثال الصينية، الإيقاع، النغمات، اكلمات مفتاحية: 

Abstract: Chinese proverbs are short sayings, most of which consist of four 

characters, encapsulating the experiences and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se proverbs are used spontaneously in daily life, 

even in written language, as they seamlessly blend into the fabric of speech 

like a single word due to their coherence and precise construction. What 

makes these proverbs easy to memorize and widely circulated, aside from 

their ability to express various situations in the shortest way possible, is their 

beautiful rhyth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hythm in four-character Chinese 

proverbs and analyzes its sources. 

The study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followed by an overview of the 

key features of these proverb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musical harmony,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lements that 

create the rhythm,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onal harmony, 

structural balance, the use of synonyms and antonyms, verbal repetition, and 

finally, brevity. Each element is analyzed in detail, with various types of each 

element explained and supported by ample examples. The study dissects a 

large selection of proverbs musically, highlighting the beauty they contain. 

Keywords: Chinese proverbs, Rhythm, Tones, Symmet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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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作为一种音乐性极强的语言，以其独特的音韵和节奏感闻

名。普通话的四声调系统和平仄韵律，使得汉语在日常交流中自然带有

音乐性。如果说普通话的声调和音节赋予了汉语天然的音乐性，那么成

语作为汉语的精髓之一，以四字结构浓缩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更是将

这种音乐性推向极致。成语的四字形式，通过精巧的音韵安排和对称结

构，使其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并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汉语的内在音

乐性通过成语的表达得以延续，使得成语不仅在语义上富有深意，而且

在音韵上展现出和谐美感。例如，“千辛万苦”通过平仄交替和对称结

构，既表达了极度艰辛，也在朗读时展现了节奏的起伏。同样，“自言

自语”通过音节的重复，强化了成语的音乐性，使其表达更加生动。这

种内在的音乐性使得成语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成为易于

记忆和传承的文化瑰宝。可以说，汉语成语的音乐性是汉语语言音乐性

的自然延续，也是成语在中华文化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文分析成语的音乐性，换句话说，探讨了中国成语的音

乐性来源。研究通过平仄交替、结构和词汇（无论是同义词还是反义

词）进行分析，结合三种形式的重复现象，并且探讨了成语的简洁性及

其结构的严谨性，这些都是构成成语音乐性的重要元素。 

1. 中国成语概述 

成语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通常由四个字组成，具有固

定的结构和深刻的寓意。它们源自历史故事、古代典籍、寓言传说或民

间智慧，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传承，已经成为汉语语言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成语不仅广泛用于日常交流，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也起到丰富

且生动的表达作用。通过简洁的语言，成语凝练了丰富的思想与哲理，

因此在汉语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1.1. 成语的定义 

成语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形式，通常由四个字组成，结构

固定，难以随意更改。成语的来源多样，既可以来自古代文献，也可以

从民间传说中提炼。它们不仅仅是语言工具，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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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智慧。通过成语，汉语使用者能够以简洁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思想

和情感。 

1.2. 成语的特点 

成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 简洁性：成语的结构简短精炼，通常只有四个字，但能够传递出

极为丰富的含义。 

• 固定性：成语的词汇和结构是固定的，无法随意更改，这确保了

其稳定性和规范性。 

• 音韵美：成语通过平仄对仗与对称结构，使得在朗读时富有节奏

感，便于记忆和传播。 

• 文化内涵：成语承载了古代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经验，反映了

丰富的历史背景，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本研究将重点探讨成语的音韵美，深入挖掘哪些因素造就了成语

独特的音乐美感。 

2. 中国成语音韵之美的来源 

如前所述，中国成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音韵和谐美。那么，究

竟是什么赋予成语这种美妙的音韵感？换句话说，哪些因素使得成语在

读音上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通过仔细审视常见的中国成语，深入分析

它们的声调和结构，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赋予中国成语音乐感的关键因

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平仄交替 

平仄，是中国诗词中用字的声调。“平”指平直，“仄”指曲折

。根据隋朝至宋朝时期修订的韵书，如《切韵》《广韵》等，中古汉语

有四种声调，合称“平上去入”。…… (平仄) 

"平仄交替"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平声（平

）和仄声（仄）音调在句中的交替使用。这种音调的变化不仅增强了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7%E8%AF%8D/91668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3%B0%E8%B0%83/56670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5%E4%B9%A6/83845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7%E9%9F%B5/13324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9%9F%B5/58021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F%A4%E6%B1%89%E8%AF%AD/27070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F%A4%E6%B1%89%E8%AF%AD/27070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4%B8%8A%E5%8E%BB%E5%85%A5/105889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四字成语中的音韵之美                                          Nagah Soliman 

Alsun Beni-Su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abjltl           158            Volume 5, Issue 1, June 2025  

句的韵律感和音乐性，还为诗句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在传统的格律

诗中，平仄搭配和变化有着严格的规则，通过这种交替，诗句在节奏和

音调上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对称感。虽然中国成语中的平仄要求不像古

典诗词那么严格，但平仄交替现象在成语中同样存在，并且常被巧妙地

运用在成语的构造中。 

由于成语通常由四个字组成，平仄的交替使成语在朗读时更加顺

畅，增加了其节奏感和韵律美，也使成语更易记忆和传播。四字成语通

过平仄交替的形式，在音韵结构上表现出独特的美感。例如： 

一步一鬼 yī bù yī guǐ  

在成语“一步一鬼”中，“一”是第一声（平声），“步”是第

四声（仄声），接着“鬼”是第三声（仄声）。因此，该成语的音韵结

构呈现为“平仄平仄”，带来了富有节奏感的韵律。这种平仄交替的结

构在朗读时，使得成语在起初听起来较为平稳，但随着仄声的出现，逐

渐增强了紧张感。这种音韵上的变化，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成语“步步为

营、步步惊心”的情境，给人以稳中带紧的感受。 

白纸黑字 (成语大词典编委会 31)bái zhǐ hēi zì 

在成语“白纸黑字”中，“白”属于第二声（平声），而“纸”

属于第三声（仄声），“黑”属于第一声（平声），而“字”属于第四

声（仄声）。因此，该成语的音韵结构为“平仄平仄”，形成了富有节

奏感的韵律。这种平仄交替的结构，使成语在朗读时呈现出一种清晰流

畅的感觉，正如成语本身所表达的——“白纸黑字”形容书面文字明确

，事实不可否认。前两个字“白纸”的平仄对比使得成语开头简洁、明

快，仿佛在陈述一个清晰的状态；随着后两个字“黑字”中的仄声出现

，成语的力度逐渐增强，突显出书面文字的权威与不可争辩性。这种音

韵变化强化了成语所传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使整个表达更具力量感和

说服力。 

若即若离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1118)ruò jí ruò l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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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语“若即若离”中，“若”属于第四声（仄声），而“即”

属于第二声（平声），“若”再次为第四声（仄声），“离”则是第二

声（平声）。因此，这个成语的音韵结构为“仄平仄平”，形成了一种

富有节奏感的音律。这种交替的仄平结构在朗读时赋予成语一种反复徘

徊的感觉，正如成语本身所描述的那种既靠近又疏远的微妙状态。前两

个字“若即”中的仄平交替，使得成语的开头部分听起来仿佛在接近某

个目标，但并不确定或稳定。而随着后两个字“若离”中仄平的重复出

现，成语的语气中又带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这种音韵的变化，恰如

其分地表现了成语所表达的那种不确定性和游移不定的状态，使其在表

达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具有特别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千辛万苦qiān xīn wàn kǔ 

在成语“千辛万苦”中，“千”属于第一声（平声），而“辛”

属于第一声（平声），“万”属于第四声（仄声），“苦”则是第三声

（仄声）。因此，成语的音韵结构为“平平仄仄”，虽然没有完全符合

“平仄平仄”的模式，但仍然形成了明显的节奏感。前两个字“千辛”

用平声，表达出一种持续的辛劳与累积的痛苦，仿佛铺垫了一个长时间

的艰难过程。随后“万苦”中的仄声突然加强了这种艰辛感，突出强调

了困境的深重与艰难。这种音韵上的变化，不仅在朗读时使成语富有力

度和韵律，而且通过声音的起伏，生动地传达了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的情

感体验。 

明争暗斗míng zhēng àn dòu 

在成语“明争暗斗”中，“明”属于第二声（平声），而“争”

属于第一声（平声），“暗”属于第四声（仄声），而“斗”则是第四

声（仄声）。因此，成语的音韵结构为“平平仄仄”，这种结构在朗读

时带来了显著的节奏感。前两个字“明争”中的平声交替使得成语开头

听起来较为平和，似乎在描绘一种公开的竞争或争斗。然而，随着仄声

的“暗斗”出现，语调骤然变得紧张，反映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中斗

争。这个由平声到仄声的转变不仅强化了成语所表达的明与暗、显与隐

的对立关系，还赋予了成语一种层次分明的表达效果，使其在描绘复杂

的竞争局面时更具冲击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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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小失大 (开心考试研究中心编 108)tān xiǎo shī dà 

在成语“贪小失大”中，“贪”属于第一声（平声），而“小”

属于第三声（仄声），“失”属于第一声（平声），“大”则是第四声

（仄声）。因此，这个成语的音韵结构为“平仄平仄”，形成了清晰的

节奏感。这种平仄交替的结构在朗读时带来了稳健与紧张感的交替，前

两个字“贪小”的平仄交替使得成语开头听起来充满诱惑与警觉，仿佛

在提示人们贪图小利的风险。然而，随着后两个字“失大”中仄声的出

现，成语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与有力，突出了因小失大的严重后果。这

种音韵上的变化，不仅在声音上体现了从轻到重的递进，还加强了成语

所表达的警示意义，使其在警告人们勿因小利而失去大局时更加具有说

服力和震撼力。 

人山人海rén shān rén hǎi 

在成语“人山人海”中，“人”属于第二声（平声），而“山”

属于第一声（平声），“人”再次为第二声（平声），“海”则是第三

声（仄声）。因此，成语的音韵结构为“平平平仄”，形成了一种由平

稳逐渐转向高潮的音律效果。前两个字“人山”的平声给人一种稳定、

连续的感觉，仿佛人群如山一样连绵不绝。然而，当第三个平声“人”

出现时，延续了这种平稳感，使得成语在前半部分听起来如同在描绘一

个宽广而平静的场景。但随着仄声“海”的到来，音调发生了转折，突

然间增强了成语的张力和情感的表达。这个仄声在成语的尾声处为整体

节奏带来了变化，强调了人群的无边无际和壮观场面。这种由平声到仄

声的递进，使得成语在朗读时不仅富有节奏感，更增强了表达的力度与

层次感，完美地传达了“人山人海”这一庞大景象的震撼力。 

井底之蛙 (刘秀森 19)jǐng dǐ zhī wā 

在成语“井底之蛙”中，“井”属于第三声（仄声），而“底”

属于第三声（仄声），“之”属于第一声（平声），“蛙”则是第一声

（平声）。因此，成语的音韵结构为“仄仄平平”，形成了一种先紧后

松的节奏感。这种音韵结构在朗读时带来了由紧张到放松的感觉，前两

个字“井底”的仄声交替，使成语开头部分听起来较为压抑，仿佛在描

绘一种狭小、受限的空间。然而，随着“之蛙”中的平声出现，语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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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得平稳，仿佛暗示着蛙的无知和短浅。这种由仄声到平声的转变，

巧妙地反映了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井底之蛙”比喻那些见识浅薄、

目光短浅的人。成语通过音韵的变化，不仅传达了空间上的局限感，还

突显了对这种狭隘视野的讽刺，使得整个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物极必反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1605)wù jí bì fǎn 

在成语“物极必反”中，“物”为第四声（仄声），“极”为第

二声（平声），“必”为第四声（仄声），“反”为第三声（仄声）。

因此，这一成语的音韵结构为“仄平仄仄”，展现出强烈的节奏感。这

种结构在朗读时带来一种逐步紧张、不断增强的感觉。前两个字“物极

”通过仄声与平声的交替，赋予开头一种平稳但蕴含潜在变化的韵味，

暗示事物已经发展至极点。随后，后两个字“必反”中两个仄声的连续

出现，使语气更加坚定，强调了事物在极端发展后必然反转的道理。这

种从平声到仄声的变化，不仅在音韵上增添了紧张感，也完美契合了成

语“物极必反”所揭示的哲理：当事物发展到极致时，必然会发生逆转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2.2.成语的对称性 

成语的对称性是汉语成语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它不仅体现在

成语的结构中，还融汇在音韵和意义之中。成语精炼的四字结构为这种

对称性提供了天然的基础。通过巧妙运用对称性，成语在表达时展现出

高度的平衡感与节奏感，使其在书写和朗读中都散发出独特的和谐美感

。 

成语的对称性可以分为两大类：结构对称性和语义对称性。 

2.2.1. 结构对称性 

在成语中，结构上的对称性表现为各部分在词性和句法结构上的

平衡。常见的结构对称形式有： 

主谓结构： 

以成语“天寒地冻”为例，“天寒”和“地冻”都采用了主谓结

构。“天”和“地”作为主语，描述自然环境，“寒”和“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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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谓语，表示状态。前后结构对称，语法均衡，形象地展现了

极寒的景象。其他常见的主谓结构成语还有：“风平浪静”、“

心满意足”、“天高云淡”、“山清水秀”、“春暖花开”等。 

动宾结构： 

以成语“掩耳盗铃”为例，“掩耳”和“盗铃”都采用了动宾结

构。“掩”为动词，“耳”为宾语，表示捂住耳朵；“盗”为动

词，“铃”为宾语，表示偷铃铛。前后部分的动词和宾语在语法

结构上形成对称，同时在意义上也形成对照，描述了自欺欺人的

荒唐行为。其他常见的动宾结构成语包括：“画龙点睛”、“画

蛇添足”、“舍近求远”、“拉三扯四”、“见色忘友”、“喜

新厌旧”和“开门见山”等。这些成语通过动宾结构的对称，不

仅在形式上保持平衡感，也强化了成语的表达效果，使其在表达

复杂含义时保持简洁有力。 

偏正结构： 

成语“高山流水”属于偏正结构，即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形式。“

高山”和“流水”描绘了自然界中的两种景象：高耸的山和流动

的水。形容词的使用使得成语表达上更具画面感和美感。“高山

”象征稳定与巍峨，“流水”象征流动与柔和。前者体现力量与

静止的对比，后者展现轻盈与动感的结合。“高山流水”不仅在

结构上对称，且通过四字排列，形成视觉和听觉上的平衡感。山

与水的对比表达了自然的和谐美，也常用来形容知己之间的深厚

感情。 

成语"先礼后兵"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1633) 属于偏正

结构，该结构体现在“先”和“后”两个副词修饰名词“礼”和

“兵”的对称性上。在“先礼后兵”中，“先”和“后”分别修

饰“礼”和“兵”，形成了时间上的对照，体现了态度上的转变

。前者表示以礼相待，后者则表示采取强硬手段。通过这种偏正

结构的对比，成语准确表达了策略的转变，逻辑清晰，富有节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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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大喊大叫"也是一个典型的偏正结构成语。"大喊"中的“喊

”是动词，表示喊叫，而“大”作为形容词修饰“喊”，强调了声音的

强度。同理，“大叫”中，“叫”是动词，“大”修饰“叫”，突出声

音的巨大。在这个成语中，前后两部分结构对称，都是由“大”修饰“

喊”和“叫”，形成了平行的偏正结构。这种对称性不仅增强了成语的

节奏感，还形象地描绘了嘈杂和混乱的场景，强调了动作的剧烈性和情

感的强烈表达。 

成语"一心一意" (程志强编著)也是偏正结构的典型例子，强调

形容词或副词修饰名词或动词。"一心"和"一意"通过偏正结构表达了专

注和全心全意做事的含义，前后对称，且“心”和“意”分别表示专注

的内在精神状态。成语结构上的对称性和重复的"一"字强化了其韵律感

，进一步突出了表达的专一性，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其他使

用偏正结构的成语还包括“青山绿水”、“大手大脚”、“生龙活虎”

、“先斩后奏”、“大吵大闹”、“明争暗斗”、“千山万水”、“千

辛万苦”等。这些成语通过偏正结构，使得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增强

了语句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2.2.2. 成语的语义对称性 

在成语中，语义对称性常常通过相同或相反意义的词汇来体现。

这种对称性不仅增强了成语的表达效果，还增加了其语义的深度和韵律

美感。 

第一， 同义对称性： 

同义对称性是指成语中的词汇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意义，前后词语

相互呼应，使表达更加平衡流畅例如： 

忘恩负义：这个成语展现了明显的同义对称性，前后两个词在含

义上相互补充。“忘恩”侧重于忘记他人的恩惠，而“负义”则强调背

弃道德和情义。两个部分共同传达了对道德缺失的批判，增强了成语的

深刻性。同义对称使成语结构紧凑、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同时也使得

表达更加生动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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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心狗肺：“狼心狗肺”同样体现了同义对称性，前后两个部分

通过比喻动物器官来形容人性中的冷酷和卑劣。“狼心”象征着无情，

而“狗肺”则象征着卑鄙无耻，两者结合形成了一个生动的形象，表现

出极端的负面人格。该成语在语义和音韵上都保持了对称，结构整齐，

节奏感强，既容易记忆，也增强了表达的力度。 

背信弃义：“背信弃义”通过同义对称性进一步表达了背弃承诺

与道德的行为。“背信”意味着违背信任，失去信用，而“弃义”则表

示抛弃道义，不顾责任。成语通过这两个相似的概念强化了对不道德行

为的批判，并通过平衡的结构和相似的词义，创造出一种自然的节奏感

，使其在朗读时更加流畅、有力，音韵美感增强。 

知恩图报：成语展现了明显的同义对称性，前后两部分在意义上

相互呼应，均表达了感恩与回报的积极行为。"知恩"意指感知并意识到

他人的恩惠，"图报"则代表着计划并采取行动来回报恩情。这两者相辅

相成，强调了感恩与报答的重要性。同义对称的结构不仅增强了成语的

表达效果，还通过词义的对称性营造出自然的节奏感，使成语在朗读时

更加流畅和谐。这种节奏感为成语增添了音韵美，使其表达更加有力、

生动，生动诠释了感恩与报恩的美德。其他带有同义对称性的成语还包

括：扶危济困、无情无义、心满意足、自言自语、同舟共济等。 

第二，反义对称性： 

另一类成语通过使用反义词汇来构建对称结构，使得对比更加鲜

明。例如： 

舍近求远：该成语展现了反义对称性，即成语前后两部分的词义

相互对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前者“近”指的是放弃眼前的事物，而

后者“远”则表示追求遥远而难以实现的目标。这种对称不仅批判了行

为选择的偏差，也增强了成语的表现力。舍与求的动作对立，近与远的

空间差异，赋予了成语内在的节奏感，使其在朗读和记忆中更加生动形

象。 

重男轻女：这个成语也体现了反义对称性。成语的前后两部分分

别以“重”与“轻”以及“男”与“女”形成鲜明对比，清晰表达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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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待遇的差异。通过这种对立结构，成语突出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

象。在意义对立的同时，成语的音韵节奏也增加了其表达效果，使其在

传播中更加具有节奏感。 

大同小异：成语大同小异生动展现了反义对称性，前后两部分的

词义形成鲜明对立，表达了事物在整体上相似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的意

思。"大"与"小"构成反义对比，"同"与"异"在意义上相互对立。前者强

调整体的一致性，后者突出了细节的不同。这种反义对称准确地描述了

事物总体相似但细节有别的现象，常用于形容大部分相同、但在小地方

有区别的情况。成语不仅在意义上形成对比，还通过大与小、同与异的

反差，增强了音韵上的节奏感，使得成语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易于记

忆与传播。 

喜新厌旧：这个成语也展示了强烈的反义对称性，前后两部分的

意义对立，表达了对新事物的喜爱和对旧事物的厌弃。"新"与"旧"构成

了时间上的对比，而"喜"与"厌"则表现了情感上的强烈反差。前者象征

对新鲜事物的向往，后者则表现对过时事物的冷漠与抛弃。这种反义对

称不仅在意义上形成鲜明对比，还在音韵上保持了流畅的节奏，使得成

语朗朗上口，易于记忆。 

其他带有反义对称性的成语还包括：眼高手低、口是心非、朝秦

暮楚、口蜜腹剑、大材小用等。 

2.3.成语中的叠词 

在汉语成语中，重复现象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语言手段，不仅增

强了成语的韵律感，还赋予了其独特的音乐美，使得成语在表达和记忆

方面更加出色。成语中的重复与音韵美密不可分，通过巧妙的重复结构

，成语在朗读时展现出独特的节奏感，给人以音乐般的享受。一般来说

，含有重叠字的成语被称为叠词成语， (叠词成语)常见的重复形式主

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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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BB 型重复 

AABB 型成语通过前后两个词的重复，形成和谐的音韵，增强了

语言的节奏感和表达力。例如： 

• 鬼鬼祟祟 (guǐ guǐ suì suì)：重复“鬼”和“祟”字，生动描

绘了偷偷摸摸的行为。 

• 隐隐约约 (yǐn yǐn yuē yuē)：重复“隐”和“约”，传递出模

糊不清的状态。 

• 风风火火 (fēng fēng huǒ huǒ)：用词的重复表现出急促且充满

活力的行动状态。 

这种重复形式使得成语在朗读时节奏感强烈，易于记忆和传播，

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2. AAbc 型重复 

AAbc 型成语中，前两个字相同，后两个字不同，形成前后呼应

、重复与变化相结合的结构。例如： 

• 念念不忘 (niàn niàn bù wàng)：前两个“念”字的重复强调思

念的持续性，后两个字补充完整表达。 

• 喋喋不休 (dié dié bù xiū)：前两个字重复，形象描绘了无休

止的说话，后两个字加强了意义。 

• 欣欣向荣 (xīn xīn xiàng róng)：前两个字“欣欣”重复，表

达了持续繁荣的形象，后两个字“向荣”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欣欣

向上的趋势，增强了成语的整体意义。 

• 斤斤计较 (jīn jīn jì jiào)：前两个字“斤斤”重复，形象地

表现出对细节或小事的过分计较，后两个字“计较”进一步强调

了这种行为，使成语的意义更加突出。 

这种形式不仅在表达上具有强调作用，还赋予成语一种自然流畅

的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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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AC 型重复 

• 若即若离 (ruò jí ruò lí)：通过“若即”和“若离”这种对称

的结构，形成了似乎靠近又似乎远离的对比感，虽然没有叠词，

但通过这种重复的句式结构，生动地表现了关系或态度上的暧昧

不明、时近时远的状态。 

• 一五一十 (yī wǔ yī shí)：前后两个部分“一五”和“一十”

结构对称，通过数字的排列和重复，形象地表达了事情的详细陈

述或逐一列举的过程，整个成语给人以条理清晰、井井有条的感

觉。 

4. AABc 型重复 

AABc 型成语通过交替排列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交错重复的节奏

，使成语更具韵律感。例如： 

• 风度翩翩 (fēng dù piān piān)：没有字面的重复，但通过“翩

翩”这个词，表现了轻盈优雅的举止，整个成语形象地描绘了一

个人气质优雅、风度出众的样子。 

• 含情脉脉 (hán qíng mò mò)：前两个字“含情”表达了内心充

满柔情，后两个字“脉脉”虽然没有重复，但通过叠词形式加强

了温柔深情的氛围，整个成语描绘了含情脉脉的柔情似水的样子

，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 

• 大腹便便 (dà fù pián pián)：后两个字“便便”虽然没有字面

上的重复，但通过叠词形式，生动地形象描绘了一个人大肚子的

样子，整个成语突出表现了体态的特征，使形象更加生动具体。 

• 自暴自弃 (zì bào zì qì)：通过“自暴”和“自弃”对称的结

构，表达了放纵自己、不求上进的状态。虽然没有叠词，但这种

重复的句式结构增强了成语的音乐感，同时强化了成语的意义，

突出了自我放弃、自我堕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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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重复，成语在音韵上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

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形象，极大地增强了成语的传播力和艺术感染力。

重复不仅让成语在意义上更加突出，还赋予其独特的音乐美。在这篇研

究中，本人着重分析了成语中的音韵美，并探讨了其构成因素，揭示成

语为何具有如此独特的音韵之美。 

2.4.成语的简洁性 

成语作为汉语文化中的精粹，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简洁。成

语通过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将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寓意压缩在短短的

四个字中。这种简洁的语言结构，不仅使成语在表达上具有了力量感和

精确性，同时也为其音韵美感和节奏感奠定了基础。 

成语的简洁性使得每个字在结构中的位置显得尤为重要，四个字

的布局极为讲究，在表达含义的同时也保持了语音上的平衡感。简短的

字句不仅容易在语言上形成和谐的节奏，而且在发音时富有韵律感。这

种简洁与紧凑的语言形式让成语在朗读时展现出流畅的节奏感，使其充

满音乐性。例如成语"一心一意"，不仅在意义上表达了专心致志的态度

，简练的四字结构也带来了清晰的节奏和韵律，给人一种和谐的听觉体

验。 

成语的简洁不仅仅是为了语言的简便，它更是为了在最小的语言

单位中展现最大的表达效果。每个字的使用都经过精心选择和排列，使

得成语在简短的形式中展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和美感。这种简洁与音韵相

辅相成，使成语在表达含义的同时兼具音乐性，成为语言中的艺术品。 

结论 

四字成语作为汉语的精髓之一，其独特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是成语

不可或缺的美学特点。这种音乐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韵律，更是成语内

在智慧的外在体现。成语以其简洁的语言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其

流畅的音韵结构使得成语在朗读时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正是由

于这种音乐之美，成语才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成为人们

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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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成语虽然在音乐性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都具备了和谐的音韵，这种和谐感使得成语在表达时更加生动形象。

同时，成语中的平仄交替、词汇对称以及各种形式的重复，都为成语赋

予了独特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不仅让成语具有语言美感，还增强了其

文化传承的力量。可以说，成语的音乐性是成语在中华文化中长盛不衰

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魅力所在。因此，四字成语不仅是智慧的结晶

，更是音乐与语言完美融合的典范，值得深入探讨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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