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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把存在汉语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则，加以系
统的阐释，并且指明它的发展方向。
在阐释和说明中，随处引用丰富、适切的白话和文言的例子作证。
对于系统地研究修辞学，对于了解古典文学和练习现代文写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全书共分十二篇。
第一篇概括地述说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
指出修辞现象有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又指出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辞所须适合的题
旨和情境。
第二篇述说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
第三篇述说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
第四篇述说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
第五篇到第九篇都是述说积极修辞，其中第五到第八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
中的辞趣。
第十篇述说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
第十一篇述说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方面的体式。
第十二篇结语，述说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
　　初版是1932年，分上下两册，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先后印行。
以后再版重印过多次，作者也不断地有所修改。
这次重印，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根据作者生前修订的一九六二年本和一九七五年本参照校订，并作
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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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拈连  十一 移就第六篇 积极修辞二  乙类 意境上的辞格  一 比拟  二 讽喻  三 示现  四 呼告  五 夸张  六 
倒反  七 婉转  八 避讳  九 设问  十 感叹第七篇 积极修辞三  丙类 词语上的辞格  一 析字  二 藏词  三 飞白 
四 镶嵌  五 复叠  六 节缩  七 省略  八 警策  九 折绕  十 转类  十一 回文第八篇 积极修辞四  丁类 章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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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的意味  三 辞的音调  四 辞的形貌第十篇 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  一 格局无定  二 修辞现象也不是一
定不易  三 修辞现象常有上落  四 修辞现象也常有生  五 适应更是形形色色  六 变化的统一第十一篇 文
体或辞体  一 文体或辞体和文体或辞体的分类  二 简约繁丰  三 刚健柔婉  四 平淡绚烂  五 谨严疏放  六 
语文体式的繁复情况第十二篇 结语  一 从修辞学术萌芽时期说起  二 修辞文法混淆时期  三 中外修辞学
说竞争时期  四 结语一九七五年重印前言一九六二年重印前言刘版刘序初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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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则因上文有“中庸之才”也不免如何如何的包晕，所谓“荡荡”两字简直如吴曾祺所说，几乎就
是说他“蠢然无知”的意思了。
这就是因为上下文关系，所含意趣几乎同第一个“荡荡”两字美丑完全相反的实例。
　　“作史之法，有日美恶不嫌同辞”；其实史中无注，读史者对于同辞而能感得一是说美一是说恶
的意趣，那完全由于语言文字上有所谓上下包晕作用的缘故。
　　利用背景风味和上下关系是调和辞味的经常方法。
此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手段，也常常有人用。
就是采用蓄感含情的色彩鲜明的辞句。
我们平常表示亲密或厌恶的时候常常另用特殊的称呼，便是这一种手段的运用。
　　这项手段的要点，是在将我们对于对象物的感情特别提出来，使它浮在所用的辞句上。
平常我们用一辞，原也包含有对于那一辞的对象感情。
例如我们用“马”这一个辞，这辞就含有我们经由视感、听觉、嗅感，及其他感觉等等呈现到我们意
识上来的一切印象；而且同时含有我们对于马的种种感情方面的联想，如对于马的勇武的性情的爱好
，和对于马的耐劳的性情的爱好等等。
那种复杂的联想，当然随人而有质的及量的差异。
所以平常几个人同用所谓“马”这一个辞时，几个用的人所寄托的情趣的内容，可以很不相同。
倘要划定或描出自己所强感的点面，有时不能不另用一种特殊的称谓。
例如言快就称它为“千里”，言矮就称它为“果下”之类。
那便将我们对于对象所最强感的印象或情趣特别提出来，把它浮在辞面上了。
那作者对于对象物的焦点的印象或情绪，只要一看便可感得。
故用带有这种辞趣的辞的时候，作者的色彩常是异常的鲜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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