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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辞是现代汉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教材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和掌握汉语修辞的基本知识，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
力和汉语修辞的鉴赏能力，在这些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教材编写时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讲求实用，本教材不重于修辞理论的学术性探讨，主
要从人们言语交际的实陆需要和修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讲述有关内容。
在介绍修辞的手段、方法时，力求突出其修辞作用，加强范例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常见的易犯的毛病
，以引起注意。
　　第二，突出当前社会生活的修辞实践。
“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类范文都是我们研究、学习的内容，特别是当前社会生活中
的修辞实践丰富多彩，更应该予以重视。
报刊、电视、广播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语言运用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加以分析介绍，力求使教材具
有时代感、新鲜感。
　　第三，注意内容少而精。
汉语修辞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本教材只重点介绍了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和修辞的格的运用。
语言的声音美问题十分重要，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所以专门列有一章，介绍有关内容。
以上这些都是语言表达中基本的东西，和人们言语交际的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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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荣，男，汉族，1931年8月生出，江苏省兴化市人。
教授。
　　李庆荣于1949年进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1951年因需要调出，在中共南京市委工作。
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292年退休。
“文革后”，曾受中南海业余大学、华侨大学、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之邀，前往任教。
　　李庆荣致力于军作、语法、修辞、中国古典小说修辞艺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从事古代文艺作
品的校注。
有论文《千锤百炼，溢彩流光——谈词语的选择和运用》、《文艺作品的艺术魅力——说“生动”》
等；参加编写《现代汉语基础》、《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中国历代 小说词典》等；校注《水浒》
、《三国演义》（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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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口语句和书面语句　　口语句和书面语句是语言中两种不同的句子形式，这是就它们总
体的句式特点区分的。
不能简单地说凡是口头讲的都是口语句，凡是写在书面上的都是书面语句。
人们实际运用时，并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
随着报刊、广播、电视等等传媒的普及，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话语中的书面语句式有增多的趋
势；另一方面人们为了取得某种修辞效果，也常常运用口语句式。
　　一、口语句　　口语句指主要以口头形式出现的句子，如日常会话、即兴发言等等。
口语句有以下特点：　　(一)词语少、结构简单的句子相对较多。
例如：　　①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
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光我　　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
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
，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此例句子(主要指分句)的词语都比较少，除很少的几个句子外，
不超过10个音节，句子结构也多为简单的主谓句，没有长修饰语。
　　②他抱怨了大半天了!可是他抱怨的对!　当着他，我不便直　　说，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咱们
得添人!(老舍《茶馆》)这是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妻子王淑芬对丈夫说的一段话。
“他”，指李三，茶馆跑堂的，工作勤恳，因为跑堂的只有他一个人，非常劳累。
“当着他，我不便直说”，本来也可以说成“我当着他不便直说”，但这里分成了两个分句，第一个
分句的主语“我”蒙后省略。
“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对你”为状语，本来可以和句子的主体部分连着说，但后面也加有逗号
，表示稍稍停顿。
这些，都表现了口语句的短小特点。
　　(二)简略的句子相对较多。
口语和书面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常常借助于具体的语言环境，或者面部表情、手势等等，使口头
所要表达的信息简化、省略，所以无主句、不完全主谓句用得较多。
例如：　　①时间是晚上八点。
太阳虽然早已经落下，但是暑气并没有收敛。
没有风。
公园里那些屹立着的古树是静静的。
树叶子也是静静的。
露天的“劳动剧场”也是静静的。
(叶君健《看戏》)“没有风”，无主句。
它自身已经表达了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思。
如果一定要加上“这会儿”、“此刻”一类词语，语言反而不够明快。
　　②“反对成立冀察政委会!”　　“打倒汉奸!”　　“收复东北失地!”　　“停止内战，一致对
外!”　　口号声此起彼伏。
声音宏亮的三强也在人群中奋臂高呼。
前门铁门紧闭，军警林立。
⋯⋯三强的声音都嘶哑了，但全身热血奔流的青年人被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所振奋，心中燃烧着熊
熊的爱国烈火和对于反动当局的炽热愤懑，第一次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无穷威力。
(张炯《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例中的口号也是无主句，它补不出确定的主语
。
　　③我(用菜刀)把四周都砍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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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
我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全都是死路。
(钱钢《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人员伤亡惨重，这是当时被压在倒塌
房屋内的遭难者的诉说。
“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省略号是原文有的)，不完全主谓句。
通常都说成：“包括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或“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都砍遍
了”，例中省略了某些词语。
　　④(从皮色里搜出)嗬!长袍，香烟，白炮台的，光洋，阔气呀!　　还有两口袋石子，这是干什么用
的?(丁一三《陈毅出山》)游击队支队长张兆楼，长期被困深山，不了解时局的发展。
当陈毅同志来宣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时，他误认为陈毅同志已叛变投敌，因而对他进行了搜查
。
此例按通常说法，应是：“嗬!这是长袍，这是香烟，还是白炮台的，这是光洋，——真阔气呀!这里
还有两口袋石子，这是干什么用的?”但有的分句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
　　(三)关联词语相对较少。
口语句因为句子简短，句子之间的关系比较显豁，所以关联词语用得较少，显得更轻便灵活。
例如：　　①娘子　你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　　四嫂　别那么说，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他不
是这儿(指头部)有点毛病吗?我那口子没毛病，就是不好好地干!拉不着钱，他泡蘑菇；拉着钱，他能一
下子都喝了酒!(老舍《龙须沟》)　　“我那口子没毛病”，含有让步的意思，“没毛病”之前省了“
虽然”一类词语。
“拉不着钱，他泡磨菇；拉着钱，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这是两组有假设关系的句子，但是省略了“
要是⋯⋯(他)就⋯⋯”一　　类关联词语。
　　②林大娘打了一个呃，一手扶着女儿的肩膀，一手摸着自己的胸口，答非所问地：　　“阿囡，
大冷天，脱得光光的，会冻出毛病的，快穿上⋯⋯”把那件假毛葛旗袍给她披上，“我这个毛病，就
是受了凉⋯⋯”(电影剧本《林家铺子)茅盾原著　夏衍改编)“脱得光光的”，含有假设的意思，前面
省略了“要是”一类词语。
“就是受了凉”，含有说明原因的意思，“受了凉”前省略了“因为”一类词语。
　　(四)语气词相对较多。
口语句中语气词比书面语多。
有的语气词用于句子当中，使句子显得比较松弛、缓慢，同时有突出下文的作用。
例如：　　①李三　就算有你帮助，打扫二十来间屋子，侍候二十多人的伙食，还要沏茶灌水，买东
西送信，问问你自己，受得了受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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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修辞是现代汉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教材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和掌握　　汉语修辞的基本知识，提高语言文字的运
用能力和汉语修辞的鉴赏能力，在这些方面打下较为　　坚实的基础。
　　教材编写时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讲求实用。
本教材不重于修辞理论的学术性探讨，主要从人们言语交际的实际需要　　和修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出发，有针对性地讲述有关内容。
在介绍修辞的手段、方法时，力求　　突出其修辞作用，加强范例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常见的易犯的
毛病，以引起注意。
　　第二，突出当前社会生活的修辞实践。
“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类范文都　　是我们研究、学习的内容，特别是当前社会生
活中的修辞实践丰富多彩，更应该予以重视。
报　　刊、电视、广播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语言运用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加以分析介绍，力求使教
　　材具有时代感、新鲜感。
　　第三，注意内容少而精。
汉语修辞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本教材只是重点地介绍了词语的　　锤炼、句式的选择和修辞格的运
用。
语言的声音美问题十分重要，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所以　　专门列有一章，介绍有关内容。
以上这些都是语言表达中基本的东西，和人们言语交际的关系　　最为密切。
　　修辞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言语交际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待于自己不断地学习　　和
实践，本教材只是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教材编写过程中承蒙姚殿芳教授亲切指导，胡双宝编审热忱帮助，谨致诚挚的谢意。
　　限于水平，教材中错误、疏漏之处一定不少，衷心地欢迎批评指正。
　　李庆荣　　2002年9月　北京大学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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