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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修辞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2006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全书分为修辞学理论与探索、修辞史与修辞学史、修辞与文化传播、领域语言研究、语体与语言教学
、汉语现象与言语运用、名家修辞实践等七编，全书注意理论的探讨，又注意对新的修辞现象的发掘
；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分析，既有修辞本体的研究，也有对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开拓。
展现了中国修辞学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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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修辞理论与探索　　话语义同语言义的区别：话语义的具体性和临时性　　郑远汉　　“
语言义”指语言单位（词、短语、句子）固有的意义。
“话语义”是语言在使用时同现实建立联系后所表达的实际意义。
　　语言单位固有的意义从属于语言？
语义系统，各个语言单位的意义或价值是同其他语言单位的意义或价值相对立的存在。
“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
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规约性或社会性、稳定性或稳固性、一般性或概括性是语言义的重要特性。
　　话语的工具是语言，话语是使用语言的结果，因而话语义有规约性、稳定性和一般性的一面。
但是，语言不等于话语，话语同现实建立了联系，现实里的各种因素对话语义的形成都可能产生影响
。
因此，话语义还有另一面的特性，即与规约性相对的个性、与稳固性相对的临时性、与一般性相对的
特殊性或具体性。
可以说，话语义是规约性与个性、稳固性与临时性、一般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统一。
这种对立统一，决定了话语义同语言义的区别和联系。
　　语言的功能在话语里才得以实现，因此，要认识语言及其功能，必须从话语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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