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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辞格在 当代的发展变化

— 以引用为例

刁晏斌

进人新时期 以来
，

现代汉语发生 了相 当大的变

化
，

由此
，

既产生 了不少新的形式或用法
，

同时也使得

原有的某些形式发生 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

在修辞方面
，

情况也是如此
�

比如有一些辞格在

其内涌
、

使用范囤
、

表达作用等方面都发生 了一系列

的明显的变化
�

引用是一种常见的辞格
，

在 目前
，

这种辞格依然

常见
，

但除其传统的用法外
，

还有许多变化了的用例
�

我们来看以下的例子
�

�� �沪上旅井析景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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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自电视连续剧�过把� 》

���于足由此及彼
，

充隆几个爱固斯坦和�迪生 出来

让世界充满爱多好
，
又不是充隆希怜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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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工商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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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歌曲�让甘界充满爱》

���夜们 的 面 色牟在高果地 问 的 土路上
，

翔 来段

去
，

好像拼啊笋
，

摇到外鉴桥
�

�《世界上什么事录开心 ，

�����—取 白故事影片《摇啊摇
，
摘到外姿拼，

����� 来兰队涛声依 旧 �出处失记�—取 自歌曲

�涛产依 旧 》

���这 � 的 市 场 份 悄 悄 ��大 连 晚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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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自有苏联长篇 小说及由此改�的

同名 电影�这里 的攀明静悄梢 》

���欲 说 白 酒 好 困 感 ��辽 宁 经 济 日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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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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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自电视连续刹�浦里�括 由 《好人一

生平安 》中“
欲说 当年好困感

”
一 句

这样的例子很多
，

它们都是 引用
，

但却 与传统的

引用有明且的不同
。

由形式而言
�

这种引用有些肠于化引
。

所谓化引
，

就是把要引用的文字经过增翻
、

调整等适当的变化以

后
，

化人 自己的行文中
，

使之粉不出是引用
�

但是
，

这

种引用有许多形式并未变化
，

愈思也基本没变
，

这样
，

它们就超出了狭义的化引的范日
。

这种引用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
�

全引
。

所谓全引
，

就是对某一语言单位的全部引

用
，

引用后
，

使之在句中做一个句子成分
。

这种引用形式

最为多见
，
上举用例中的���一 ���都属于这一种

。

�
�

节引
。

即节取引用某一单位的一部分
�

这样的

例子比较少
，

例如
�

����旅城 �它们 只有一 日之息
，
结势和分手几乎 同

步进行
，

一 次爱�够之后便仍 然过寿
“
单身�族

”
的 生

活
�

�《大连晚报�����
�

�
�

��
�

��—取 自歌 由�让我一

化设备
�

结合进 口 麦芽
，

啤酒花及醉母为原并
，
再加上德

田贝充公司专家的严格技术质圣甘理
�

经过二十八 日精

心�例 而 成
。

��
�

��
“
因由

”
无高下之分

，

例⑩用 “
过人

”
作定语加以修

饰
，

搭配不当
。

可去掉
“
过人

’，“
或改为

“
过人之处

” 。

例

⑩ “
眼 目

”
就是

“
注 目

” ， “
业绩

”
本身是不能

“
眼 目

”
的

。

应该是
“
业绩让世人暇 目

”
或

“
业绩令人眼 目

” ，

作者为

造四字短语而削足适足
，

导致主谓搭配不当
。

例⑩若
用

“
沮煦

”
描述

“
气力

” �

属主调搭配不 当 �若用
“
沮煦

”

修饰
“
倍增

” �

则是状语和 中心语搭配不 当
�

例⑧ “
提高

… …知名度 ” 、 “
提高……信誉 ” �

都可以
，

但
“
提高……

形象
” �

就是动宾搭配不 当
�

例�两句话
，

后句的 主语

承 前省略
，

若补 出就成 了
“
科龙带 给我 们的更付出

……热爱 ” �

显然不通
，

应该将前句的
“
不仅仅是

”
移至

一

科龙
”
之后

，

并去掉
一

的
”
字

。

这样
，

前后两句的主语都

是
“
科龙

” ，

才说得通
�

例⑩本想用春天
’

喻爱恋
�

却成了

“
春天

” “
若

” “
爱恋

” ，
顺倒了主宾关系

�

例�是个长句
，

结

构混乱
，

语病不少
。

首先
，

把
“
贝克啤酒均来 自…… ”

和

“
贝克啤酒是……而成 ”

二种句式杂揉在一块了 �其次
�

“
以…… 为…… ”

是凝固结构
，

龙即
“
用……作为…… ” ，

此句把
“
全进 口 的现代化设备

”
也限

“
进 口麦芽

、

啤酒花

及醉母
”
一起当作

“
原料

”
了�再次

� “
结合……为原料 ” ，

也不通
。

整句可改为
“ … …啤酒

，

是采用全进 口……设

备
，

以进 口
· · ，

一为原料
，

加上
，· ·

…而成
。 ”

以上仅是随手摘录的一部分
。

目前广告词存在的

语言问题之严重于此已可见一斑
。

报刊作为重要的宜

传工具
，

应 当在提高 民族文化家质方面发挥重大作

作
�

怎么能如此不负贵任地传播语言垃圾呢� 我们呼

吁广大的广告制作者
、

编校同志
�

多一点杜会责任感
�

严把语言文字关
�

自觉维护社会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

否则
，

谬种流传
，

误人子弟
，

那是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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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爱个够》

�
�

化引
。

何谓化引
，

前边 已经说过
，

它又可 以细

分为两小类
。

�
�

替换
，
即引语中某一词语的替换

。

前举之���

一 ���三例属于此类
，

再如化用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

量 》而来的 “
宰你没商量

” “
罚你没商量

” ，

等等
。

�
�

添加
，
即引语 中又加进某一词语

。 ‘举例咯�
。

再如
�

��� 让 我 们 荡起 智 慈 的 双 桨 �� 大 连 晚报 》

����
�

�
�

�
�

��—取 自歌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 》

由内容看
，

这种引用与出新相类
，

所谓出新
，
即将

所引用的话语作结构或意义上的改动
，

从而达到推陈

出新的 目的
。

但是
，
这种引用又与出新有所不 同

�

第

一
，

有许多引语的结构并未改变 �第二
，
引语的意义虽

有变化
，
但也与出新不完全相同

。

从表意上来分
，

这种

引用有以下三类
。

�
�

取引语的完整意义
，

但有时稍有转化
�

这里的

转化
，
主要是就内涵而言的

。

比如例 ���
，

原指爱情之
“
海

” ，

引指航空旅游之
“
瘾

” ，
虽都是

“
瘾

” ，

内涵却不相

同
。

再如
�

���今天
，

近 ��家民管企业向下 句人员敞开怀艳

让我拥抢你的梦�《 大连晚报 》����
�

�
�

�
�

��—取 自歌

词
，

歌名 失记

两相比较
，

真可说是在似与不似之间
，

但原歌中

此语较
“
虚

” ，
而此处引语则较

“
实

” ，

这大概就是二者

的区别
。

么 取引语的部分意
。

这与另一种修辞格
“
断取

”

基本相同
，
因为它们都是

“
断章取义

”
的

。

但是
，
因为我

们所谈的是引用中的断章取义
，

故仍归之于引用而不

是归于断取
。

上引例���就是这样的例子
。

此例中
“
涛

声
”
无义

，

这句只是说在新一轮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

赛中
，
甲级劲旅 �� 米兰队依旧取胜

。

上引之例���也

是 只取
“
摇

”
义

，

与
“
外婆桥

”
风马牛不相干

，

但是这样

的引用却能舒缓文意
，
并使之颇具抒情的意味

。

这涉

及到这种引用的表达作用的问题 了
，

关于这一点
，
我

们下文中再谈
。 《中华工商时报 》文化版有 “

城南旧事
”

一栏
，
显然取 自电影《城南旧事 》 ，

然而
，

这只是一个供

人怀旧叙旧事的栏 目
， “
城南

”
自然无甚实义了

。

�
�

出新
。

前引��� 一 ���例大致可以归人此类
。

比

如例���
，

改
“
黎明

”
为

“
市场

” ，

因而这里的
“
静

”
并不是

指自然及环境之静
，

而是指市场萧条一片冷静
。

除以上形式和 内容两个方面外
，

我们所讨论的引

用还与传统的引用有以下的不同或不完全相同之处
。

�
，

引用的对象
。

传统的引用
，

通常是引用别人的

话语以及成语
、

谚语
、

格言等
，
而这种引用的对象却儿

乎都是流行歌曲和影视剧
。

�
�

引用的选择标准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流行面较

广
，
时髦

，

知名度较高
。

�
�

引语的来源
。

引用标题语的最多
，
约 占全部用

例的 ���
，

剩 下 的则是歌 曲或影视剧 中的
“
吉光片

羽 ” 。

�
，

使用的特点
。

主要有四
�

�
�

有一些引语在某一时期
、

某一范围内比较多

见
，
一时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
甚或成为时髦

。

比

如
，

前边提到的
“ ……没商量 ”

就是一例
。

�
�

有流行性
，
生灭周期比较短

。

这与第二点即引

用的标准直接相关
。

因为流行的东西大都不会持续很

长的时间
，
而流行期一过

，

引用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
。

当然
，

也有一些作品的生命力很强
，
因而对它们来说

，

也就不存在上述限制
。

�
�

多在标题中引用
。

我们搜集到的用例中
，
见于

标题中的大约占 ���
。

个中缘由
，
可能是因为这些引

语大都来 自标题
，

故比较适合拿来作标题
，

另外
，

文章

的标题特别强调有新意
、

吸引人
，

而这些引语很大程

度上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

�
�

多在文艺和新闻文体中引用
。

�
�

表达作用
。
以下几点比较突出

�

�
�

新颖别致
。

如例���
，
如果换用一种很

“
实

”
的

表达方式
，

恐怕既平淡又不精炼
，

而用 了一个
“
涛声依

旧 ” ，

表意既很贴切
，
又使人有耳 目一新之感

。

�
�

风趣幽默
。

如例���
，

这里的
“
让世界充满爱

”

并不是庄严的呼唤
，

另外
，

即使世上多了几个爱因斯

坦和爱迪生
，
也未必就能

“
让世界充满爱

” ，

这句引语

只是作者信手拈来
，

表达一种风趣而 已
。

�
�

浪漫抒情
。

如例���
，

前边 已经作了简单的分

析
， “
摇啊摇

，

摇到外婆桥
”
的运用

，

创造了一种很浓的

浪漫抒情气氛
，

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此时的心情
。

�
�

有
“
现代感

” ，

有
“
时堪性

” 。

这一点是最 明显

的
，

前边我们 已多次提到
。

当代人追求时烤
，

不愿落

伍
，

那么
，

把流行的东西引人文中
，
不就是时堪

、

不落

伍的了吗�应该承认
，

这种引用形式之所以能够流行
，

与它具有的这一表达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

以上是对引用这种古老的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

化的简单叙述
。

应当说
，

类似的可 以而且应当作为当

代修辞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还有不少
�

这些旧有辞格在

当代的发展变化对汉语的构词形式
、

语法结构及表达

方式等
�

都产生 了 巨大的影响
�

而它们本身也成 了新

时期汉语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对这种现象的研究
，

必将为古老的修辞学开辟新的研

究领域
，

并使之更具活力
，

也更有时代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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