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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0年投身到著名学者胡曙中教授门下，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修辞学起，几乎快要10年了
。
不断地学习，却发现修辞学越来越繁杂，头绪越来越多，似乎无边无际，其间曾产生过想要编写一本
西方修辞学简史的念头，但因资料匮乏，也感觉时间和精力有限，便一直没有动笔。
2008年1月到5月，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资助下，曾有幸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传播系进行短期的访问
研究，该校丰富的专业藏书、知名的修辞学教授、良好的学术氛围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和John Lyne、John Poulakos等教授及该专业在读博士生的交流中，曾有一种只见树木难见森林的感
觉。
这种感觉促使编者决定要把早已出现的编书念头付诸行动。
　　回国后，在殷宁、李艳芳、周健华和王惠敏等人的协助下，把资料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编写分
工。
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第1章绪论、全书的通稿及润色由姚喜明负责；第2章、第3章由殷宁负责；第4
章、第5章由李艳芳负责；第6章的大部分由周健华负责，其中的6.2、6.4.13、6.4.14、6.4.15等由王惠敏
负责；第7章由王惠敏负责。
喻亮和吕宁参与了书稿的部分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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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描述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的概要性读物，旨在以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背景，向我国读者
介绍西方修辞学在整个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著作和重要理论。
从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古罗马公共论辩的兴盛，到中世纪修辞学的萎缩、文艺复兴时期的逐步转向
，再到启蒙时期多个支流的出现，最后在20世纪形成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交织的新修辞学，力图向读
者呈现一幅关于西方修辞学发展的较为完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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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受国家汉办及上海大学委派，担任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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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修辞与伦理　　在修辞学的发展中，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是基本上平行发展的两条支流。
从起源上说，修辞实践要早于修辞理论。
古希腊时期的诡辩派首先从事的是论辩、演讲，然后才开始进行修辞技巧的传授和修辞理论的总结。
西方古典修辞实践主要是运用语言手段，通过刻意的谋划、组织和呈现，辅以非语言手段强化效果，
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
柏拉图注意到了诡辩派在修辞活动中为达到说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因而试图区分诡辩者所践行
的伪修辞（false rhetoric）和根植于哲学的理想修辞（ideal rhetoric）或真修辞（true rhetoric）。
修辞技巧或修辞理论无所谓真假，有“真”“假”之分的应该是修辞活动的主体，或者说，是参与修
辞活动的人的动机在起作用。
修辞就像一把刀，可以用来作为抵御侵略、保护自己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强盗的杀人凶器。
因此，到了20世纪，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把伦理引入了修辞理论中。
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修辞实践：一种是以求真为善为动机的修辞，一种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
。
　　在这两种修辞中，以求真为善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根植于哲学的真修辞。
实际上，由于语言已经把人从自然中擢拔出来，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条通道，同时也成为人接触真
实自然的屏障。
因此，绝对的“真实”只是一种追求的理想，我们只可能无限接近，却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真实”。
因为意义是主观的产物，“传达给我们的事实和事件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由信息源决定的”
（Vatz，1999：228）。
“对于可及的信息，人们只能够使用极小的一部分。
因而，关键问题是，⋯⋯参与者选择什么、忽视什么以构建意义结构。
”（Edelman，1971：33）对相关事实和事件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意义不是从某个情景中发现的，而
是说话者创造的；只要人们描述一个事件或情景；他就会使用诱导性语言。
对受众而言，只有通过语言描述，事件才有意义，而“事件主要是通过描述它们的语言创造的”（同
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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