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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北京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

大连 �������

摘 要 本文对现代汉语修辞史的定义和学科性质作 了说明 �在此基础上
，

从其与汉语修辞史
、

现代汉语修

辞学和现代汉语史关系的角度
，

讨论 了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意义和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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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年前 的 中国修辞学会第十二届 年会

�����年
，

锦州�上
，

我们提出了建立一门新的分支

学科—
“
现代汉语修辞史

”
的构想

，

并作了初步的

论证
。

我们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义为
�
以现代汉语

各种修辞现象的历时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

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现代汉语修辞

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各种修辞活

动和现象的发展演变
，

分析和解释造成其发展演变

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

在此基础上
，

再对其发展演变的

规律加以总结
，

并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
。
川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一些尝试性研究
，

我们越

发坚信
，

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内涵和发

展空间
，

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

本文就准备在
“
意

义和价值
”
这一方面略作申说

。

我们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位为一个
“
三栖

”
的分

支学科
�

其一
，

它属于汉语修辞史
，

是
“
汉语修辞通

史
”
下的

“
断代史

” �其二
，

它是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
，

我们认为
，

广义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合理

的下位学科分布应当是现代汉语修辞学
、

现代汉语

修辞学史
、

现代汉语修辞史 �其三
，

它又隶属于我们

所建立的
“
现代汉语史

” ，

是其下的一个分支
，

与之并

列的有
“
现代汉语词汇史

” 、 “
现代汉语语法史

”

等
。

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就体现在

上述的
“
三栖

”
之中

，

即体现在汉语修辞史
，

现代汉语

修辞学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之中
。

所以
，

以下我们

就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

一
、

对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汉语修辞史与汉语修辞史的关系最为密

切
，

所以前者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充

分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
�

作为修辞
“
通史

”
下的

“
断代史

” ，

意义重大

如果从郑子瑜先生的《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
��怕娇辛学习》 ����年第 �期�发表算起

， ‘ ’

中国修辞

史
”
的正式提出已经有 �� 年的时间了

。

在这期间
，

特

别是近几年来
，

中国�汉语修辞史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和重视
，

并且已经陆续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

果问世
，

初步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
汉语修辞史属

于
“
通史

”
性质

，

而一般的通史
，

通常是由若干个断代

史组合而成的
，

如果没有断代史
，

通史也就无从谈

起
。

现代汉语修辞史就是修辞的断代史
，

它与
“

古代

汉语修辞史
” “
近代汉语修辞史

”
等合在一起

，

就构成

了一部完整的汉语修辞史
。

所以
，

现代汉语修辞史研

究应当是汉语修辞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

现代

汉语修辞史作为汉语修辞史的阶段性研究
，

它本身

所具有的意义
，

就是作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对它的研究
，

也就是对汉语修辞史的研究
。

�
�

为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提供一个起点

修辞史的研究
。

主要不外乎以下两种方法
�
一种

是自上而下
，

即从古到今
，

另一种是由下往上
，

即从

今到古
。

采取第二种方法
，

就要借助于现代汉语修辞

史的研究
，

没有对现代汉语修辞的总体情况及其发

展变化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

这样的研究自然也就无

从下手
，

无从谈起
，

这一点
，

是不言而喻的
。

�
�

作为汉语修辞史的试验研究

我们指的是
，

对于某些修辞现象
，

可以借助于现

代汉语修辞史视角下或范围内的研究
，

把它们作为

一只只麻雀来剖
，

进而为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提供一

些理论
、

思路
、

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借鉴
。
比如

，

我们

曾经提出
，

汉语修辞史的研究
，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内容
�

一是辞格的显和陈
，

也就是新辞格的产生和

旧有辞格已经或趋向于退出实际的使 用 �

二是 已有辞格的发展 变化
，

比如某一辞格小

类的增减变化�主要是增加��

三是辞格使用 的消长 变化
，

比如使 用 范围
、

对象
、

频率等的 变化
。
���

这一研究内容的提出
，

正是基于我们在从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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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修辞史研究中所作的归纳和概括
，

换句话说
，

也正是我们进行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内容
。

�
�

可以再现某些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

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
，

是各种修辞手段或现

象等的历时发展变化
。

这些发展变化
，

由于时间久

远
，

或者是其他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局限
，

有时难以理

出一条清楚的脉络和线索
，

对其所以变化的内部机

制和外部动因
，

有时也难以解释清楚
，

这样势必影响

到整个史的研究质量和水平
。
进行现代汉语修辞史

的研究
，

有时可以补这方面的不足
，

原因主要有二
�

其一
，

进行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
，

我们有一个

独特的优势
，

这就是每一个研究者通常都是现代汉

语的使用者
，

本身都或长或短地经历了现代汉语的

发展变化
，

因而应该有着丰富的语感和切身的感受
，

而对修辞史其他阶段的研究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

因此这一点应当充分地利用
。
而我们也认为

，

这是

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除了所具有的本体价值以外
，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

其二
，

在现代汉语
，

特别是当代汉语阶段
，

修辞

活动十分活跃
，

各种修辞现象也丰富多彩
，

呈快速的

不断发展变化态势
，

其中有的有非常明显的
“
浓缩

性
”
特点

。

我们指的是
，

有一些修辞现象发展变化的

速度明显加快
，

从萌芽到发展
，

到最后定型
，

或者是

由最初的修辞现象到后来的语法现象的时间和过程

被大大压缩了
，

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过去可

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的全过程
，

而其内外动

因和机制
，

也由此而更加显豁和易于观察
，

这样
，

我

们就有可能对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变化进行全程考

察
，

对相关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因进行更加细致
、

充

分的观察和分析
。
比如

，

我们曾经以引用为例
，

讨论

旧有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化
， ‘��对此就深有所感

。

或者说
，

文革修辞对
“
修辞零度

”
的负偏离究竟达到

了什么程度 �‘ �‘” ���我们对此需要有更清楚的认识

和更全面的了解
。

毫无疑问
，

这
“
恶

”
的一面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

而借由这一典型
，

应当引发

我们对以下一些问题的深人思考
�

修辞活动与社会生活
、

政治运动和思翻等的

深层次关系—它们是怎样互动的�

修辞手段怎样主动或被动地用于为社会蔽

务�这一过程对它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丈革期问
，

有些辞格极度兴盛
，
而有的则极

度英垃
�

怎样由内而外地叶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丈革时期
，

几乎所有的修峥活动娜有比较明

显的时代印运
，

也可以说形成 了一种时代风格
，

叶此应当如何把握�再知何由此及彼
�

去发扭不

同时代的不 同的修辞风格�

毫无疑问
，

这样的思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修辞

的认识
，

也会直接地丰富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内涵
，

使

其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

二
、

对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对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来说
，

现代汉语修辞

史同样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
比如

，

在我们所作

现代汉语的阶段划分中
，

十年
“
文革

”
时期是独立的

一段
， �‘ �所以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学

， “

文革
”
时期的

修辞活动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

据我们一段时间以来

对
“
文革修辞

”

研究的结果显示
，

无论从静态的现状

还是动态的发展来说
，

文革修辞都有其比较突出的

特点 �而无论是好是坏
，

自然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价

值
。

所以
，

我们相信
，

通过对文革修辞的研究
，

可以

补以往认识的某些不足
。
比如

，

对于文革修辞
，

在为

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
，

都是一面倒的批评
、

否定之

辞
，

即人们所关注和强调的
，

都是文革修辞低下俗恶

的一面
，

那么
，

这种低下俗恶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三
、

对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是从修辞的角度能够看到的意义和价值
，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修辞的范围内
，

那么
，

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意义和

价值
。
比如

，

作为现代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

现代

汉语修辞史的研究自然也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其一
，

现代汉语修辞史是现代汉语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

缺了前者
，

后者就不成其为完整的现代

汉语史
。

其二
，

修辞活动是一种积极的语言运用
，

语言的

各个要家
，

都可以被用作修辞的有效手段 �而借由修

辞活动
，

各个语言要素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

甚至由此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
比如

，

借由修辞手段
，

可以构成新词语
，

可以使词增加新的修辞义
，

而当某

一修辞现象成为常式以后
，

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语法

形式
，

即完成了由修辞现象到语法现象的发展和转

换 川
‘恻，，

等等
。

所以
，

即使研究修辞以外的其他语

言现象的发展变化
，

也离不开对修辞及其发展变化

的观照
。

其三
，

研究现代汉语史
，

我们特别注重从社会方

面寻求对语言发展变化的观照和解释
，

而在这一方

面
，

修辞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角度
。
因为

“
修辞以适应

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 组���’ ，” ，

而无论题旨还是情境
，

都

与社会及社会生活有更多
、

更密切的联系
，

也就是

说
，

修辞现象在总体上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程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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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话人是语篇的制作者
，

受话人即是读者
，

这是不言

自明的
，

因而很多语篇并不出现指向交际主体的词

语
。

但它们一旦出现
，

就要在语篇中发挥作用
。

“

我们
”
是将受话人揽人自己一方

，

促进情感交流
。

评论文章中经常出现
“
我们

” ，

用来表示
“

合意
” ‘，，，

即

交际双方在利益以及思想感情上完全一致
，

听起来

更有亲和力
。
而

“
笔者

”
主要是明白表示自己的观

点
，

意在坦诚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的标记语与对话中的人称

代词不同
，

它们只是虚指
，

并无命题意义
，

作用是语

用的
。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
，

必须完成一定的功

能
。

语言的功能虽然多变
，

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

但是

可以归纳为几个极具概括性的功能
。

韩礼德将语言的功能归纳为三个
，

即概念功能
、

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

所谓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可以

用来对人类主客观世界中发生的事
，

所涉及的人加

以描述 � 人际功能指语言可以反映交际主体之间的

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
，

也可表达发话人对所说内容

的态度 � 语篇功能指把语篇各个部分组织成语篇的

功能
。

新闻评论语篇中的语用标记语在基本话语层面

之外传递信息
，

只具有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

上文在

对每类标记语作论述时对它们各自的功能已经有所

涉及
，

这里再综合讨论一下
。

具有人际功能的是评价性标记语
、

言说方式标

记语
、

交际主体标记语
。 “
语言除具有表达讲话者的

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
，

还具有表达讲话者

的身份
、

地位
、

态度
、

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
、

判断和

评价功能
。

语言的这一功能称做人际功能
。

语言的

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
‘
意义潜势

’ ，

是语

言的参与功能
。

通过这一功能
，

讲话者使自己参与

到某一情景语境中
，

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
，

并试图

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
。 ”
�’�巴甫洛夫的《心理学》指

出
“
不论哪种语言

，

不仅传达一定的内容
，

而且还表

现说话者或写作者对于这种内容的态度
。

换句话

说
，

他不只是传达思想
，

而且还要表现情感
。 ”

�，�

新闻评论不同于新闻报道
，

它不是客观真实地陈述

事件发生的始末
，

而是要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

点
，

使人信服
。

评价性的语用标记语和言说方式标

记语都是以十分直接的方式来表明语篇作者对语篇

中所涉话题的态度
。

此外
，

言说方式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还可

以增加语篇的互动功能
。

通过使用言说方式标记

语
，

作者可以在表述内容的同时
，

利用词汇手段对语

篇倩息加以解释
，

强调
，
以示对读者的关照

，

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发话人的意图
。
而交际主体标记语是

将言语活动的交际双方在语篇中明确地指出
，

召唤

的意味更加强烈
，

增进了交际双方的感情交流
。

具有语篇功能的是信息来源标记语和语篇衔接

标记语
，

它们的作用是有助于显示命题间的相互关

系
，

帮助受众正确理解语篇中的信息是如何形成一

个连贯的整体的
。

语篇衔接标记语的使用将语篇前后部分的关系

明确表示出来
。

而信息来源标记语或是将新闻评论

语篇分为
“
新闻事实

”
和

“

专题评论
”
两个部分

，

或是

将作者的话语和引语区分万来
，

这都使得语篇语篇

层次分明
，

脉络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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