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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修辞、修辞学及与之有关概念的界定

修辞、修辞学及与之有关的概念较多，因此为了本书后文叙说的

方便，有必要在此先将本书所要涉及的如下几个主要概念作一界定

和交待。

一、修　　辞

何为“修辞”？有关的定义很多，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

各家说法，去异求同，则可以给“修辞”作这样一个去繁就简地界定①：

所谓“修辞”，就是表达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

应合题旨情境②，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

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

①

②

本书所下的这个“修辞”定义，基本上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虽然廓清了各家对于“修辞”

定义的种种纠葛，并尽可能概括吸收各家见解中较合理的基本内核，但仍不能保证完善

而无可挑剔。事实上任何一种学科的基本定义都是最难下的，都是永远不可能做到十

分完善的。关于“修辞”定义的各家说法，谭永祥在《汉语修辞美学》一书中（第２页至２２

页）作了较详细的罗列，并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各家说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评价，读

者可以参考，自己也可以比较，择善而从。

“题旨情境”是陈望道在１９３２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

一概念在现代汉语修辞学界已被广泛运用。这里为了全书行文方便，对本书所指的

“题旨情境”内涵的具体所指，简要作个交待。所谓“题旨”，就是表达者说写时所要表

达的主要意旨；所谓“情境”，具体说来，可以包括说写时的上下文语境乃至说写时特

定的时代背景等，还包括说写时的场合，包括说写时所面对的交际对象的具体情况如

交际对象的职业、文化水平、心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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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谓“对语言进行有效的调配”，是指“对某

一语言中各色形、音、义的词语与各种句式等的调遣、配置，让各种语

言材料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适得其所”①。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语

言或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语言材料都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但

是，使用同样的一种语言，使用同样的一种语言中的材料，不同的使

用者可能有不同的调配方式令其表达产生出大不相同的效果。

例如：

（一）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

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又气又笑的那一种，绝无损于他的人格。

他不爱写信。你给他十封信，他也未见得答复一次；偶尔回答你一

封，也只是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他

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难看。这也许是他不愿写信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毛病是不守时刻。口头的或书面的通知，何时开会或何时集齐，

对他绝不发生作用。只要他在图书馆中坐下，或和友人谈起来，就不

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所以，你设若不亲自拉他去赴会就约，那

就是你的过错；他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是他的好朋友。许地山逝

世以后，作为老朋友的老舍自然要写文章悼念，谈到许地山的许多往事

自然也会涉及他的缺点。老舍在谈及许地山的缺点时，先有一句总括

的话：“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其

中的动词“讲究”，可谓用得十分讲究，令人叫好。因为这句话的表达

可以使用“批评”、“指责”、“议论”等词，但这些动词明显都不及“讲

究”表达效果好。如果用“批评”、“指责”、“议论”等词，意指许地山缺

点确实存在，且可能是有很大的缺点；而用“讲究”一词，则表明许地

山的缺点本就不存在或微不足道，如果朋友要议论他，也只是对他过

①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３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绪　论

３　　　　

分提出了高要求。写悼念文章本来就是要为逝者讳的，更不用说是

为自己的好友而写了，即使有什么也应该为朋友辩护或讳饰。因此，

老舍这样用词是得体的，也是恰当的。再结合下文提到许地山的两

个所谓“毛病”：字写得不好而不愿给人回信，到图书馆坐下或与友人

交谈而忘记约会时刻，更觉得老舍用词高妙。因为这两个“毛病”并

不算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优点呢。老舍这样把它当“毛病”写

出来告诉读者，实际是绕着弯子赞誉老友许地山专心学术、重友健谈

的学者风范。可见，老舍先生这里的“讲究”一词，用得真是讲究，可

谓是将最恰当的词放在了最恰当的位置，发挥了一个词最极致的表

达效果。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汉语词汇库中，动词“批评”、“指责”、

“议论”、“讲究”等等都是极其寻常普通的词，它们之间没有优劣高下

之别。可是，当它们被表达者调遣出来并配置到特定的题旨情境之

中，则就显出极大的差别了。我们之所以赞赏老舍这里的“讲究”一

词用得好，用得妙，并不是说“讲究”这个动词本身有什么特殊的表达

效果，而是说只有这个动词才能适切这篇悼念文章的题旨情境，并能

真切地表达出老舍对朋友许地山先生深厚的感情，凸显出许地山先

生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说，动词“讲究”一词在这里是用得适得

其所。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老舍这里对语言的调配是有效的调

配，修辞是成功的。

又如：

（二）电话铃声响了，她连忙拿起话筒。

“你好，宝贝，”老太太愉快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电话公司感到

非常抱歉，他们把我一个洛杉矶亲戚打给我的电话错算在你们的账

上。他的电话号码和西比尔家的电话号码只相差一个数字。那天，

我们不在家，她在电话录音里留下她的号码就把电话挂了，所以电话

费只有八角三分。要知道，电脑有时也会出差错。电话公司在下个

月的账单上将会把错误改过来。”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蒋卓君激动得只是一个劲儿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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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乐意做的。帮助你，将使我今天晚上感到特别高兴。”

等蒋卓君想起问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天完全黑了。她的心很亮很亮。迎面过来的车灯

白光一串，照亮了她面前的世界，疾驰而去的尾灯像一根红色的长绸

带，绵延不见尽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由衷地发出感叹：好人！

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王周生《陪读夫人》）

例（二）是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周生的小说《陪读夫人》中的一段文

字，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情节：“陪读夫人”蒋卓君在美国律师西比尔家

做保姆，西比尔犹太籍太太露西亚因为电话账单中多出一笔八角三

分的不明长途电话费而怀疑是蒋卓君所打。蒋卓君拿出种种证据，

作了各种解释也无济于事。蒋一气之下离开了露西亚家，去大街电

话亭按照那个不明电话号码向纽约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老太太

很热情，帮她弄清了那个不明电话的来龙去脉。写到蒋卓君弄清原

委后，作家写道：“走出电话亭，天完全黑了。她的心很亮很亮。”其中

的形容词“亮”运用得可谓一字千钧，生动传神。它不仅写出了女主

人公蒋卓君弄清原委，心中豁然开朗、冤屈一扫而光的轻松心态，也

以心中之“亮”与天色之“暗”形成对照，写尽了“陪读夫人”心中无限

的感慨。形容词“亮”本是个寻常的词，没有什么特别，但被作家用在

此情此境，效果上大放异彩。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王周生这里对

语言的调配是有效的调配，修辞也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了一个实力派

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

词语的选用要适得其所，才算是对语言的有效调配，句式的选用

亦如此。现代汉语句式，从不同角度分类有不同类型。“按照句子的

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按照句子的结构

和格局，可以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等等”①。此外，根据

句子成分的完全与否，可以分成完全句、省略句。究竟哪种句式好，

①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３１４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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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能够适应说写时的特定题旨情境，有尽可能好

的表达效果，那么我们就说表达者的句式运用得好。反之，则就是运

用得不好。例如：

（三）美国已故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这部

书里说：“中国人多为天生的企业家，他们不论移民到哪个国家都能

发财致富，就足以说明这点。大多数俄国人则不是。”

学者兼政治家的聪明睿智，使尼克松先生一语中的。但他却无

缘看到中国企业家在俄国的成功，非但没给一些俄国人送去启示，反

而使他们心生妒忌，公然明火执仗地抢劫。请看《上海译报》１９９９年

１月份的一篇报道：《查税，还是抢劫？》———

去年９月１４日，莫斯科著名华商皮货市场“兵营”，被俄罗斯税

警未开单据抢走３０万美元，紧接着华商河北楼、燕山楼也碰到类似

遭遇。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扩东东商商贸中心被３００名军警临时检查纳

税情况，执勤人不出示任何证件强行进入，经过５个小时翻箱倒柜

后，开收据取走现金１１０余万美元，而未开收据取走的金额是开收据

的数倍。事后俄罗斯官方宣称“没收来路不明的７万美元”。

……

临时检查时还带着４家电视台的记者到场，所以俄罗斯媒体把

这次行动说成大规模查税行动，俄罗斯媒体特意强调俄罗斯经济不

景气，这里华商竟然会拥有那么多现金！

强盗。土匪。流氓。野蛮之极！（王居卿《俄罗斯断想》）

例（三）的最后一段，是作者对俄罗斯军警、税警明火执仗地抢劫

华商现金的新闻报道的评论，是由三个名词性的非主谓句和一个形

容词性的非主谓句构成，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官方所作所为

无比愤慨之情。这四个句子的意思如果改用一般的主谓句来表达，

说成“这是强盗行为！这是土匪行为！这是流氓行为！这种行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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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之极！”或相似的其他表述，就不能凸显出作者对俄罗斯军警、税警

及电视台的无赖无耻行为的那种怒不可遏的情感。因为长句、完全

句由于形体较长，读起来时间要长，语气就会缓下来。不及短句，特

别是上述这种独词句，句子极短，口气极其急促，特别能够凸显出作

者看到报道的当时那种怒不可遏、情绪异常激动的情感与状态。现

代汉语的各种句式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别的，但是适应

不同的题旨情境，有意识地选择某种句式来表情达意，事实上是能产

生不同的表达效果的。这就要看表达者的功力了，看他／她是否能够

很好地适应题旨情境，准确地把握各种句式独特的表达效果并有效

地加以运用。我们之所以赞赏作者上述一段简短而精彩的评论，就

是因为作者选择了恰当的句式，将自己特定地情感准确生动地表达

了出来，发挥现代汉语非主谓句极致的表达效果，是成功的修辞。

总之，表达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亦即能否收到

自己预期的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关键在于表达者在进行语言调配

时是否较好地适应了说写当时的题旨情境，而与表达者所使用的某

一种语言及这种语言的某种材料本身无关。因为“语言和语言材料

对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是公平的、理性的，不能说某人的语言表

达效果好是由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材料好，而只能说某人善于

调配语辞。这就好比同样一块布料，不同技艺的服装师会做出大不

相同的式样、大不相同质量的服装来。做出的服装是有款式、质量上

的差异的，是有客观上的优劣高下之别的，但这决不是因为布料优劣

的缘故。语言运用中词语的调配如此，句式的调配亦如此。是长句

好，还是短句好；是单句好，还是复句好；是主谓句好，还是非主谓句

好；是常式句好，还是倒装句好？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看其

是否切合了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境与题旨。切合了情境与题旨，就有

好的表达效果；反之，则没有好的表达效果”①。

另外，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修辞”既是一种表达者的有意识

①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２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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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的语言活动，那么，不管表达者的“达意传情”是否圆满、适

切，也不论适切的程度如何，只要表达者是有意识地朝着力图提高

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都是“修辞”。比方说有一位台湾的初

中生在写一篇名叫《我的母亲》的作文时谈到自己的母亲，其中有

这样一句①：

（四）我的母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是个成语，典出于《南史·梁元帝徐妃

传》：“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说的是梁元帝妃徐昭佩年龄虽老却仍

然风流的事。正因为如此，“徐娘半老”这个成语一般情况下总是

带有贬义色彩。这位中学生由于不甚明了这一成语的真实内涵，

以致出现了表意上的错误。本来他是想赞扬他的母亲虽然人到中

年，却仍有风韵魅力，结果却贬低了自己的母亲。尽管这位中学生

用词不当，表达失败，但是他这样写确实是在“修辞”，因为他是有

意识地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如果他没有这种

努力倾向，他大可直接说：“我的母亲已到中年，但长得还相当好

看。”也就是说，表达的成败不是判断某一语言表达行为是否“修

辞”的标准，关键是看表达者有没有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

方向努力的主观倾向。

二、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是陈望道从现代日本修辞学所引进

的两个重要概念。所谓“消极修辞”，就是“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

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

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适用的范围当然占了（甲）一境界

（引者注：指‘记述的境界’）的概念的语辞的全部，但同时也做着其余

① 此例引见沈谦：《修辞学》第２页，台北：台湾空中大学印行，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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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境界（引者注：指‘表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的底子。其适用

是广泛语境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

可以称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①由此可知，陈望道

所说的“消极修辞”是一种专注于在语法、逻辑上努力的一种语言活

动。即表达者的说写应该合乎语法规范、符合逻辑事理，也就是“使

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

解”的境界，也就是基本修辞。

所谓“积极修辞”，就是“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

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

是具体的、体验的。这类手法颇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语辞，因为

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这种手法可说是变

例。但在（乙）一境界中，却用得异常多。”“此外，（丙）一境界（引者

注：指‘糅合的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

不用都无妨。”②由此可见，陈望道所说的“积极修辞”的概念，实际上

是一种调动一切积极手法力图提高表达效果为终极目标的语言活

动。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有力”、“动人”的目标，它可以突破语法规

范和逻辑事理。因此，也可以说，“积极修辞”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创造

性语言活动。

由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在所要企及的目标上大不相同，

所以其所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不相同。大致说来，“消极修辞”主要研

究如何适应题旨情境，使表达企及“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

匀”、“安排稳密”③等四项标准的种种规律。“积极修辞”主要研究如

何适应题旨情境建构恰切的修辞文本，使达意传情的效果尽可能的

圆满成功的诸种规律。汉语修辞学的传统，一般说来，多着重于对积

极修辞的研究，也就是狭义修辞学的研究。对消极修辞的研究则较

①

②

③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３５—３６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３５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４３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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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为消极修辞研究的内容与语法、逻辑的研究多有重合之处。本

书对于消极修辞的阐述则着重于从炼字、锻句、谋篇布局、语体风格

等角度进行，讨论这些方面与修辞的适应关系。这一点在此首先予

以说明。

三、修 辞 文 本

修辞文本（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是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修辞学新术语。

在此前的汉语修辞学著作或教科书中未曾出现过，因此这里有必要

作个详细地说明。

简单点说，所谓“修辞文本”，就是特指表达者（说写者）为了特定

的交际目标，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运用某种特定的表达手段而形成

的具有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那些言语作品。

为了直观地说明这个定义，我们先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五）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

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给大家看了。可是这红臀长尾

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

（六）一个人的缺点，随着他的地位的攀高而显现得越发清楚。

这并不是说他在地位低时就没有缺点，而是那时他的缺点还没机会

让人发现而已。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从修辞的角度看，这两

例则是大不相同的。例（五）属于我们上文所说的“积极修辞”的范

畴，例（六）则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例（五）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修

辞文本”，例（六）则不是。因为例（五）是作家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

所创造出的一个生动的修辞文本，它是运用了特定的表达手段———

比喻，将“人的缺点”与“猴子的尾巴”联系搭挂在一起，从而说明了人

的地位攀升与缺点易被发现的密切关系，表达生动形象，读后令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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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是一个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而例（六）之所以不算“修

辞文本”，是因为例（六）只是理性地表述了所要表述的语意，没有运

用任何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表达手段。通过这两个实例的分析

比较，“修辞文本”的概念应该是比较清楚易懂了。

这里，还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说“修辞文本”是一种“言语作

品”。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言语作品是有大小之别的。最小的言

语作品可以是由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句话，稍大些的言语作

品可以是由两句或两句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最大的言

语作品可以是完整的一个篇什。但是，只要是运用了特定的表达

手段，表达时有特殊效果，则不论这一言语作品是大是小，都可称

为修辞文本。”①

由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句话成为一个修辞文本的，如：

（七）甲：“骡子！”

乙：“你爹你娘才是骡子！”

例（七）是笔者一次出差，在北方某城市见到两个北方汉子在菜

市场吵架时相互对骂的两句话。这相骂的二人的话中都有“骡子”一

词。“骡子”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哺乳动物，驴和马交配

所生的杂种，比驴大，毛多为黑褐色。寿命长，体力大，我国北方多用

作力畜。一般不能生殖。”②由此可知，北方人因都知道骡子的上述

性质，所以用“骡子”来说人，总是在三种涵义上骂人，一是骂人“杂

种”，二是骂人“蠢货”，“只会干活没有脑子”，三是骂人“绝后”。一般

情况下，主要是在第一种涵义上骂人。可见，上面两个北方汉子的相

骂语，都是比较婉转的骂人语，属于我们所说的“修辞文本”。因为人

不是“骡子”，用“骡子”来说人，明显是运用了比喻的表达手法，属于

①

②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３４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８３６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