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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提出了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概念并且做了初步的论述�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提
出的经过、意义和价值、研究原则和方法、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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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由本人在国内外首次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1992年�我们第一次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

发展演变进行研究［1］ �后来�我们把这一研究领域及
内容概括为“现代汉语史” ［2］ 。在考虑现代汉语史的
研究内容时�我们在诸多方面中提出了一个“条”的
研究�即以语言的不同要素及某些相关的内容为对
象�考察其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发展变化�由此就
可以形成一些单项的史的研究�如现代汉语语音史、
现代汉语词汇史、现代汉语语法史等�其中也包括现
代汉语修辞史。我们的设想是�所有这些单项的史
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语史。

十余年来�我们陆续地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
作�对上述论题几乎都有所涉及�包括在最近出版的
《现代汉语史》中�就专门有修辞一章�探讨在现代汉
语的范围内某些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主要包括修
辞与词义的发展、修辞造词、已有辞格的发展变化、
新辞格的产生、现代汉语发展的阶段性考察等几项
内容［1］ 。

由于某些原因和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考察和研
究还只是初步的、甚至还是比较肤浅的�内容也很有
限�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非常切实地感到�在
现代汉语范围内�各种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在修辞
实践的各个层面都有集中而又全面的反映�而所有

这些发展变化又都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动

因的�由此所表现出的修辞与社会生活共变�与社会
发展并进的态势也是那么明显和突出。

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现代汉语修辞学
的分支学科现代汉语修辞史。我们初步把现代汉语
修辞史定义为：以现代汉语各种修辞现象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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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意义和价值
（一）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左顾右盼�看

一看汉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情

况。汉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往往都有学术史和语
言史这二“史”并列的格局�例如：

中国／汉语语言学史－－－汉语史
中国／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词汇史
中国／汉语语法学史－－－汉语语法史
回过头来看修辞学方面�“汉语修辞学史”的称

名早已出现�但是“汉语修辞史”或“中国修辞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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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几年前�才有人正式提出［4］ �直到近年�才有
了同名的第一部著作①。

“现代汉语修辞学史”现在也是一个常用的术
语�也有同名或相近名称的专著问世�但是到目前为
止�我们也还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汉语修辞史”。

总之�在汉语修辞学及其研究中有修辞学史而
无修辞史�这种局面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认
为�这样的研究格局和学科分布�实在是不能令人满
意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因为这说明了我
们的修辞研究还是不完整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残缺
不全的。

我们所提出的现代汉语史�也是在学科的分布
与配置上与已有的学术史相对称的�如：

现代汉语词汇学史－－－现代汉语词汇史
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现代汉语语法史
现代汉语修辞学史－－－现代汉语修辞史
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提出�首先

具有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汉语修辞史是贯穿古今的“通史”的话�

那么现代汉语修辞史就是一种“断代史”。无论通史
还是断代史�自然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我们
提出这样一个分支学科的完整设想和目标是：现代
汉语修辞史只是一个更长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
更大目标是建立或补充贯通古今的汉语修辞史。所
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分两步走：第一步�
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和视角下来研究修辞的发展
变化及其规律�由此而建立一个属于现代汉语史以
及现代汉语修辞学分支学科的现代汉语修辞史；第
二步�在整个汉语史的背景下�以从古到今的汉语修
辞现象全部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考察对象�建立
汉语修辞史�或者是对他人建构的汉语修辞史做出
补充�使之更加丰满和充实。

（二）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
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静态与

动态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追

求�而体现这一认识和追求的研究成果几乎俯拾即
是。然而�这一点在修辞研究中似乎表现得并不明
显和充分。我们的修辞研究中�如果在静态、共时平
面的研究中增加历时的动态观照�无疑就多了一个
考察的角度�自然就可能对某一或某些修辞现象有
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比如�我们看到不少人在讨
论现代汉语某些修辞格的产生或变化时�往往只对
其本身的事实进行说明或分析�而很少涉及它的来
龙去脉及产生或发展的原因�这实际上正是没有或

缺乏史的观念和意识的直接表现。其实�很多辞格
的产生或在现代汉语阶段的发展变化往往都与外语

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前者即由翻译而造成的“舶
来”辞格�如“增饰” ［5］ 、“超假设” ［6］ �以下我们各举一
个例子：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首牧歌�那么�美
与生命则是它的主旋律。（朱桦《沈从文的世界：心
与梦的历史》）

后者的例子如倒装。倒装作为一种辞格�早在
古代汉语中就有一些用例�例如《礼记·檀弓上》中
的“谁与�哭者？”之类�但是用例并不太多�有时还要
有一些条件（比如宾在述前限于疑问代词宾语等）�
而现代汉语中�倒装的形式却多而且自由�像以下的
用例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鲁迅《火》）

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
的。（茅盾《春蚕》）

至于一些复句中分句的倒装形式�更是前所未
有的�例如：

什么地方吱的一声响�她以为这准是一颗流星�
虽然她从来没有听见过流星有什么声音。（张天翼
《夏夜梦》）
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

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倒还是这样的老倒。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对比古今�我们看到�在现代汉语中�倒装至少
在这样几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是可倒装成分
大大增加�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新的倒装类型；二是使
用上从有条件限制到无条件限制�这样就使得各类
倒装句的使用频率和出现数量大大增加。

以上仅仅是涉及溯源（这是史的研究中一项经
常性的内容）问题的一些内容�类似的可以由史的考
察而获取帮助或支持的修辞研究内容还有许多。

三、研究原则和方法
比照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提出

以下几点。
（一）研究原则
首先有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立足现代汉语�

贯通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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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修辞学的论著中�我们也看到过与此相
似的表述�比如陈望道说：“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
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
外。” ［7］这样的方法�宗廷虎总结为“古今中外法” ［8］ 。
但是�很显然�这是就修辞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说
的�而不是就具体的修辞现象的考察和研究来说的。

我们所说的“立足现代汉语”�主要是说现代汉
语阶段的修辞实践及其各种表现是现代汉语修辞史

研究的母体�离开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的研究�而
“贯通古今中外”�我们觉得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首先�现代汉语的许多修辞现象是由古代发展
演变而来的�二者之间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
前所述�在现代汉语诸多修辞现象的形成和以后的
发展中�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是相当大的。所
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今与中外必须互相观照、互
相发明�不如此�就无法进行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

其次�我们提出要贯通古今中外�还有另一层原
因�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在修辞学界�共时与历
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似乎并未成为人们一
致的认识和共同的追求。我们认为�要打破隔阂�走
出封闭�寻求新的突破�取得更大的进展�就必须贯
通古今中外。

具体的研究原则�大致有以下五点：
一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即不仅要考察修辞现

象本身的发展变化�还要从修辞以外的其他方面来
对它的发展变化进行把握�并充分考虑社会发展变
化等方面的因素；二是点与线相结合�即把横断面的
研究和对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中不同时期的发展变

化的对比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四是书面语修辞和口语修辞相结合；
五是主观认识的总结与对客观事实的冷静、科学的
考察和分析相结合。

（二）研究方法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

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传统”的方法�比如姚亚平提到的七种方

法�即原型寻觅法、人言观照法、相互比较法、言意密
合法、语境匹配法、眉批评点法、结构分析法［9］ �宗廷
虎等提出的观察和记述、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
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等［10］ 。

二是“现代”的方法�主要是与传统修辞学所用
方法有差异、往往能够体现学科发展和演进的一些
比较新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为数众多�且来自不同

的方面。比如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如王希杰引进转
换生成语言学的某些方法来研究比喻�指出不仅要
研究比喻的深层结构模式�还要研究它异常丰富的
表层结构�以及由前者到后者的转换［11］ 。

三是有现代汉语修辞史特色的方法�这样的方
法也比较多�且往往与某些现代化的媒介或手段相
联系。比如�我们在研究中较多地使用了较大规模
的分阶段真实文本语料库�来进行某些考察项目的
检索和统计分析�以此来研究某一或某些修辞现象
的共时特点及其历时差异�我们称之为“语料库作业
法”；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媒体提供的较长时间的语
料（例如1946－2006这60年间的《人民日报》）来进
行某些项目的分时段调查�由其使用频率的变化等�
就很容易描画出发展变化的曲线�这样的方法我们
称之为“媒体连续调查法”；我们还就某些专题经常
利用网络中所提供的各种材料来进行调查和研究�
我们称之为“网络调查法”。

四、研究内容
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可以选

择不同的方面�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这里我
们只举例性地谈两个方面。

（一）辞格的发展变化
辞格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修辞

现象中最有史的内涵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把它列为
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最重要研究内容。具体说来大致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已有辞格的发展变化。最基本和基础的工
作是从某一具体的辞格做起�比如比喻�在历史的长
河中�从明喻到暗喻�再到借喻、疑喻、反喻、较喻、缩
喻、引喻、扩喻、物喻、事喻、讽喻、博喻、约喻、联喻、
进喻、正喻、逆喻、申喻、合喻、虚喻、择喻、互喻、顶
喻、潜喻等�显然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和发展的结果�
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汉语的比喻发展史�而其中
的一部分就处在现代汉语阶段。有类似内涵的辞格
史不在少数。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辞格是稳定和
变异（发展）的统一体�而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所以�
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二是辞格的显和隐。辞格的显现实际上就是新
辞格的产生�现代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都有新的
辞格产生�如前边提到的“增饰”和“超假设”�都产生
于初期的现代汉语�而“新典”则大致产生于改革开
放以后的当代汉语中［12］ �等等。在这方面�人们已
经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所见对辞格进行探讨的论著
比较多�其中就不乏试拟修辞新格的。但是�其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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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见的实际上只是总结已有辞格的某些新用法�
即属于前一方面的研究。

辞格的退隐现象可能较难把握�但是我们相信
肯定会有辞格由于某种原因而在其发展过程的某一

点上已经或趋于退出使用�只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不过�另一个相关方面的工
作可能稍微容易一些�这就是某些形式或用法由修
辞手段到非修辞手段�或者说是由辞格到非辞格的
变化。比如�“们”用于指人以外的名词�以前的共识
是拟人用法�而现在�随着这样的用例大量出现�“动
物／无生名词＋们”（如“猪们、狗们、水果们、红旗们”
等）已经不再是一种拟人形式了［3］（P401－412） 。

三是辞格使用的消长变化。某些辞格的使用�
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有相当明显的数量和频率
变化�在不同阶段中�还会有某一种或几种特别盛行
的辞格�由此而形成了辞格使用的阶段性差异。比
如�我们注意到�在“文革”期间�引用成为最为常用
的辞格�此外像排比、对偶、反复、反问与设问和詈辞
（贬辞）等�也都非常多见�这一时期一过�它们的使
用频率基本恢复到常态�而詈辞的使用则是少而又
少了。进入新时期以后�像仿拟、简缩等辞格逐渐开
始盛行�并且成为修辞现象词汇化的最为显著的方
面［13］ �而在此前的各个阶段中�它们并没有如此“显
赫”的地位。

（二）修辞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比如修辞与语音的关

系�就要研究修辞利用了哪些语音手段�在不同的时
期�这样的手段有哪些发展�其消长变化的具体情
况�有哪些阶段性的特点和差异�等等�而语法方面
大致也可以包括这样的内容。再比如�修辞与词汇

的发展关系很大�许多新词新义的产生�都是修辞的
影响或直接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既可以从
词汇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而且应当从修辞学的角
度（包括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
及以下两项内容：一是修辞与造词和构词�二是修辞
与词义的变化（主要是产生新的义项）。

比如在修辞与造词和构词方面�可以研究各种
修辞方式用于构词的分布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赵红
梅谈到�在其所建立的修辞造词语料库中�共收新词
语5059个�其中有80％是修辞造词�另外20％是旧
词产生新的修辞义。在这5059个新词语中�涉及的
修辞方式及其所占的比例是：比喻51．3％�借代32．
6％�仿拟21．6％�移用5％�夸张2％�摹形2％�通
感1．5％�婉曲2％�其他还有借用、抵牾、对比、析
词、降用、对偶、反语、返源等共约4％。由于不少新
词语所含辞格不止一个�所以上述百分比之和大于
100％［14］ 。上引统计只是说明了现代汉语一个阶段
的情况�那么其他各个阶段的情况如何？各阶段的
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的造成原因是什么？其中有
哪些规律性的东西？

姚汉铭谈到新词语中修辞造词的新发展�其中
任学良所著《汉语造词法》尚未发现的修辞造词法就
有比拟、移就、断取、直义、谐音等�另外�姚先生还提
到�修辞造词中的“限喻式”（如“电脑、人体导弹”）和
“限代式”（如“小气候、抢手货”）也是未见有人提及
的［15］ 。

这实际上就在一个小小的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

的某一部分�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这方面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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