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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笔者们一直关注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前沿状况，重视学术资源的积累。
同时，笔者们也不讳言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笔者们曾给自己定下一条写作规则：谈不出自己见解的问题，尽量不向读者重述在别处可以见到的内
容。
笔者们以为，这是对读者的尊重。
    一个没有现成蓝本的理论框架的构筑，如果想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思考，并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以
自己的方式进行论证，这是一种艰难的运作。
以笔者们的理论素养完成这项运作，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笔者挑战意味，笔者们选择了这
种挑战，也是选择了这种挑战所激发的自笔者超越意向。
    本书是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压缩学术著作选题的情况下列人出版计划的，从编辑室，到出版社，再到
出版局，方方面面对笔者们的支持，令人难忘。
责任编辑万直纯先生与笔者们再次愉快的合作以及工作的高效率，让人感怀。
这份可贵的支持来自笔者们的故乡，笔者们更觉得情深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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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学纯（1953-），安徽芜湖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副院长。
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修辞学、文艺美学等。
著有《人与人的对话》、《修辞：审美与文化》、《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合著《
接受修辞学》、《广义修辞学》、《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小说语
言美学》等，发表论文160余篇。
主要论文见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
研究》等。
曾获首届“安徽文学奖”理论奖、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二、三等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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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狭义修辞学内外：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　  一　散点透视：域外修辞
学研究　  二  中国修辞学和多学科共享的理论资源　第二章　修辞功能三层面　  一　修辞作为话语建
构方式：修辞技巧　  二　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三　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
学　第三章　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表达者和接受者　  一　“修辞活动”：定义和角色分工　  二　
修辞角色的混杂、分化和转换　  三　角色“在场”和“缺席”的修辞意义第二编　表达论　第四章
　话语权和表达策略　  一　谁在言说·向谁言说·如何言说    二　话语权再分配和表达策略    三　表
达策略和修辞话语的价值重建　第五章　修辞幻象    一　修辞幻象：语言制造的幻觉    二　修辞幻象
的生成    三　修辞幻象的延伸　第六章　修辞原型    一　修辞原型：审美化的集体无意识    二　汉字
作为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一    三　汉字作为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二    四  数字作为修辞原型：个案
分析之三    五　一个世界性的修辞原型：个案分析之四第三编　接受论  第七章　解释权和接受策略    
一　解释的隐形权威和解释的自由    二　解释权和接受策略：理论与实践    三　解梦：话语模式及其
解释权　第八章　修辞接受的特征    一　修辞接受的开放性    二　修辞接受的选择性    三　修辞接受
的个体性    四　修辞接受的社会性　第九章　修辞接受：话语·文本·认知第四编　互动论为狭义修
辞学说几句话——代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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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狭义修辞学内外：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　　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研究虽然在自身发展
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关怀之路，但也有共同点，即在狭义修辞学研究中，蕴涵着广义修辞学的思想资
源。
　　一、散点透视：域外修辞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从修辞走向泛修辞，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切文
化形式和文化现象：　　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符码化、话语化，实质上是将一切修辞化。
这样，修辞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狭窄的、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或演讲，而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
批评本身：它可以是各种大众传播形式，如电视、广告、公关；它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或抽
象的文化现象，如服装、建筑、习俗。
索尼娅·福斯（Sonia Foss）和安·吉尔（Ann Gil）的《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知理论》讨论了从福柯
的作品中引申出的五种理论成分——理性行为、规则、角色、权力和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作者借助这种理论框架对迪斯尼乐园进行分析。
分析中，迪斯尼被看成是一种话语行为系统，这些话语行为清晰明了地表达了一种特定的知识或真理
。
　　熟悉狭义修辞学理论的人们最不可思议的，可能是后现代主义泛修辞观把迪斯尼游乐园的运作机
制看做一个话语行为系统。
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当代西方修辞学：
批评模式与方法》，可能让习惯于按照狭义修辞观来理解修辞的人们感到困惑，也许，“什么是修辞
”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什么不是修辞？
”不是吗——　　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的“圣战”演讲是战争修辞。
美国前线的“沙漠风暴”和后方的“沙漠安慰”，也是战争修辞。
　　总统竞选人在竞选期间亲吻女选民抱着的孩子，是行为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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