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修辞



第一节、修辞概说



一 什么是修辞

“修辞”一词有三个含义：第一，指
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和规律；第二，
指说话写作中积累调整语言的行为，
即修辞活动；第三，指以加强表达效
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
货修辞著作。



• 修辞并不玄妙。它既存在名作名篇中，它也存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优秀的修辞表达无疑能为工
作的成功和生活的快乐增添催化作用。下面几个
成功的案例就可以为我们彰显修辞的实质。

• （1）据说，罗斯福在当总统之前�曾在海
军里担任要职，一天，一位朋友向他问起海军在
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罗斯福
向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问：“你能保密
吗？”“当然能。” ‛那位朋友答道。那么，‛罗
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 罗斯福先生用暗设圈套的办法，让对方得出
否定自己要求的结论。既坚持了原则，又没让对
方难看。



二、修辞和语境



• 语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两种。情景
语境跟修辞的关系更为密切。它指语言运用中对
话与有影响的情景、请况和关系等。

• 构成情景语境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主管语境因
素，它指包括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处境、心
情等内在的说写者的自身因素，他直接制约着个
人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风格；二是客观语境因素，
它指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的时间、地点、场合、听
者等因素。主、客观因素都直接有力的给言语活
动以语境上的和紫月，从而形成修辞上的语境意
义。修辞上的语境意义复杂丰富：或增添新意，
或一语双关，或别有新意，或弦外有音，等等。



• 例如：

•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把凡与钱先生有关的
文章、书籍都找来阅读，越来越发现钱先生的魅
力和伟大，自己的学习、生活似乎也“一切向钱
看”了，渐渐地，我便萌发了写《钱钟书传》的
念头来。

• “一切向钱看”是特定语境的双关妙用，他一
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品格、学识得由
衷敬佩和研究钱学的殚精极虑；另一方面也借这
个现成的带有流俗的语句的谐音脱尘出新的表现
了不俗的意味。这就说明语境要求特定的语句，
特定的语句，特定的文章又要紧紧适应语境的需
要。



三、修辞同语音、词汇、
语法的关系



• 修辞是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
去要就语音、词汇、语法的运用的，
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之间并不是
并列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他们各
是语言学科的一个分支。



（一）修辞同语音的关系

• 修辞和语音各有研究对象，不少修辞方式
是利用语音条件体现修辞效果的，如双关、
对偶、拈连、歇后、摹声、同字、谐音、
飞白等。

• 语音在突出语义和增强音律美方面为修辞
提供条件，丰富了修辞方式的内容;修辞则
通过积极调动语音因素扩大了语音的功能。
语音修辞是修辞要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修辞同词汇的关系

• 词汇为词语的筛选锤炼、为形成
具体的修辞方式提供必要条件，几
乎所有修辞都同词汇有关



（三）词汇同语法的关系

• 修辞同语法的关系更为密切。讲究修辞要以合乎
语法为基础。话语和温航的意蕴、气势。力量、
精彩、跌宕等方面的效果往往要考局势的选用很
提哦啊正，要靠句群的有效组织来体现。语法为
修辞现象、修辞规律的体现提供表现形式，没有
句子和句群，也就没有体现修辞外在形式的语言
模式。



• 总之，修辞与语音、词汇、语法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对于修辞来说，语言三要素是
修辞的手段和基础，也是修辞要调动、加
工的语言材料；就语言三要素来说，修辞
是对他们的综合的艺术加工，是他们的高
级体现。



四、修辞的作用和学习修
辞的目的



• 修辞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格外突出：

• （一）有助于提高说话和写作能力、阅读和
欣赏能力

• （二)有助于提高语言修养和语言美的水平；

• （三）有助于社会信息更准确的畅通地传递

•



第二节、语言的锤炼



一、意义的锤炼

• 意义是词语的内容、词语的灵魂，锤炼意义是选好词语的
核心问题，意义的初恋牵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一）提高观察、认识事物的能力

• （二）要力求准确、妥帖

• 用词准确妥帖，就会产生一种质朴的美感和力量。

• （三）要力求配合得当，前后呼应，整体和谐

• 词语的合理派和可以显示具体词义的确定性，而词语的巧
妙配合更可以收到此意明确以外的效果：或增添新意，或
附加色彩，或一语双关，或弦外之音，或徒增文采。



• 词语的锤炼，古人叫做“炼字”，锤
炼的目的，在于寻求恰当的词语，使
语句的表达更加完美，即不仅要求语
言用的对，还要求词语用得好



• （四）要力求色彩鲜明
• 词语色彩是否分明直接关系用词是否确切、表达是否鲜明
有力。词语的色彩标新在三个方面，即感情色彩、语体色
彩和形象色彩。

• 1词语的感情色彩要鲜明

• 词语的感情色彩指词语反应客观事物时，或表达着选用词
语时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与感情。

• 例如：有的词本来就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 例如：文痞 文豪 说三道四



• 2词语的语体色彩要鲜明

• 词语的预提色彩差别可以从通常用语和专门用语的角度
观察，也可以从口语词语和书面词语

• 的角度观察，它们各有特点。

• 例如：原句鲁贵你看你，告诉你真话，叫你聪明点，你
反而生气了。唉，你呀

• 改句鲁贵你看你，告诉你真话，叫你聪明一点，你
倒生气了！哎，你呀！

• 将语气副词“反而”改成“倒”，不仅对白通俗、浅
显、顺畅了，也更符合说话人的省份、教养和经历。

• 3词语的形象色彩要鲜明

• “李白桃红杨柳绿，豆青麦碧菜花黄”、“白酒红人面，
黄金黑人心。”这两例可谓五彩缤纷，十足显示色彩词
的魅力。



二、声音的锤炼

• 传情达意要借助完美的语言形式，声情并茂离不开语音的
配合。

• （一）注意音节整齐均匀

• （二）注意声调平仄相同

• （三）力求韵脚和谐

• （四）讲求叠音自然

• 叠音，古时叫做“重言”或“复字”。恰当的运用谐音
词语，可以突出词语的意义，加强对事物的形象描绘，增
加音乐美感。

• 例如：田园零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双声双对声)

• 声音的锤炼，还要讲求摹声真切，讲求谐音自然巧妙，讲
求读音上口



第三节 句式的选择



• 从修辞的角度说，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义而在风
格色彩、修辞功能、表达效果方面存在细微差别
的一些句式，称作同义句式。

• 选择句式的主要依据大体是：（1）根据内容的需
要和不同句式本身表意的鲜明程度；（2）根据不
同语境，特鄙视上下文的需要；（3）根据上下文
句子的异同（4）照顾上下文的协调统一等。



一、长句和短句



• 长句是指词语多，结构复杂的句子；短句则相反，
是指词语少，结构简单的句子（包括副居中的分
句）

• 长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周密、严谨、精确、细致，
短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简介、明快、灵活。

• 就长句的结构形式来看，一般包括下列四种情况：
一是修饰语较多，二是联合成分较多，三是某一
成分结构复杂，四是分句中结构层次较多。



• 短句各成分简单而且关系鲜明，有语病也容易发
觉和改正；长句往往有一连串复杂的成分或多层
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一不留意，就会出现顾此失
彼，搭配不当或多余、残缺的现象。

• 长句如何化短？

• 把长句的附加成分抽出来，变为复句里的分句，
或者单句成句

• 把复杂的联合短语拆开，重复跟联合短语直接相
配的成分，形成排比并列句式



二、整句和散句



• 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组句子叫整句。

• 例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
视淋漓的鲜血。

• 结构不整齐，各式各样的句子交错运用的一组句
子叫散句。

• 例如：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低头树荫下坐着
一群歇晌的人，忽然从大路上老远走过来一个人，
大伙挺纳闷：是谁呢，顶着这么毒的日头赶路？



• 整句和散句各有用处，各有修辞效果。整句形式
整齐，声音和谐，其实贯通，意义鲜明。这种句
式在散文诗歌唱词中应用较广，适合于表达丰富
的感情，能给人一深刻、鲜明的印象。 散句结
构不同，所用的句式多种多样，因此压缩表达的
内容不像这个整句那么集中，但散而不乱，也比
较灵活，容易避免单调、单板，能去的生动、活
泼的效果。



三、主动句和被动句



• 如果以施事作陈述对象，就宜用主动句；

• 例如：在我们厂里，她是有名的劳动带头人；去
年大家选他为劳动模范；今年。他又作出了成绩。

• 如果以受事作陈述的对象，就宜用被动句。

• 例如：小飞家原来也住在橙子家住的大院子里，
1967年被迫搬迁到现在的房子里……这里别的一些
房屋，是另外呗干里啊的两家住的。



四、肯定句和否定句



• 对事物作出肯定判断的句子，叫肯定句。对事物
作出否定判断的句子，叫否定句。

• 否定句有单重否定句和双重否定句。单重否定句
只有一次否定。双重否定句最常见的是前后连用
两个否定词，有两个否定词。它比一般的肯定句
语气更强，更加肯定有力。

• 例如：古往今来，每一场真正的革命，都是大大
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 古往今来，没有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大大推
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五、口语句式和书面句式



• 两种句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 1口语句式结构比较简单、松散。多用短句；书面语句式
结构比较复杂、严谨，较多使用长句。

• 2口语句式要求简练，关联词语用得少些或不用了；书面
语句式因为要求严密的逻辑性，关联词语用得较多。

• 3书面语比较讲究语言规范，注意句子的加工，有时沿用
一些文言句式。

• 4口语句式大度由通俗的口语词组成，书面语句式大度有
文雅的书面与此组成。

• 总之，口语句式的修辞作用主要是简洁、活泼、自然；书
面语句式的修辞作用主要是严谨、周密、文雅。



第四节 辞格（一）



一、比喻



• 比喻就是打比方，使用本质不同又有相似点的事
物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的辞格，也叫“譬喻”。
本体和语体必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利用
它们之间某些相似点来打比方，就构成了比喻。

• 比喻的作用有三：一是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帮
人加深体味；二是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叫人便
于接受；三是是概括的东西形象化，给人鲜明的
印象。



一、比喻的基本类型

• 根据比如的构成要素（本体、喻体、喻词）的不同，比喻可以分为明
喻、暗喻、借喻三类。

• 1明喻

• 名誉的构成方式是本体、喻体都出现，中间用“像、如、似、仿佛、
犹如、有如、一般、像……似的”等一类的喻词。

• 例如：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

• 2暗喻

• 又叫“隐喻”，本体喻体也都出现，但用“是、变成、成为、等于”
等喻词。

• 例如：中国是一只沉睡者的雄狮……

• 3借喻

• 借喻不出现本体，或不在本句中出现，而是借用喻体直接代替本体。

• 例如：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
他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见你一身的污泥。



二、比喻的灵活运用

• 1没有喻词的比喻（比兴）

• 为了适应某种话语的结构，虽然办呢提、喻体都
出现，却可以不用喻词。

• 例如：泉边的花呀

• 有了春天才开放。

• 咱们贫苦牧民哪，

• 有了共产党才得解放。



• 2程度不同的比喻（强喻）

• 本体和喻体有共同的特征，为了突出本体这一特征，特别
强调喻体的程度不如或超过本体。

• 例如：白兰花略微有点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
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 3否定方式的比喻（反语）

• 本体事物不具有预提事物某方面的特性。它是以反托正，
相反相成。通过联想，从被否定的喻体事物的反面去领会
本体事物的特征。喻词常用“不是”或“不像”、

• 例如：生活可不像你做衣服，做一件不合适，扔掉再重做。



二、比拟



• 比拟的基本类型

• 比拟可以分拟人和拟物两大类

• 1拟人

• 把物当做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
感情。

• 例如：海睡熟了。大小的岛拥抱着，依偎着，也
静静地恍惚入了梦乡。星星在头上眨着慵懒的眼
睑，也像要睡了



• 2拟物

• 把“人”当做“物”来写，也就是使人具有物的情态或动
作，或把甲物当做乙物。

• 例如：那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身子长在
水里。那不是水生么？

• 时雨点红桃千树，春风吹绿柳万枝。

• 比拟与比喻的比较

• 相似点：两者都是两事物相比

• 不同点：①比喻重点在“喻”，即以乙事物“喻”甲事物，
甲乙事物一主一从；比拟的重点 在“拟”，即将甲事
物“当做”乙事物来写，甲乙两事物彼此交融，浑然一体。

• ②比喻的主体和喻体本质不同但又有相似点，比拟却
五次条件。



三、借代

• 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借同他密切相关的
名称去代替，这种辞格叫借代，也叫“换名”。
这样的换名可以引人联想，使表达收到形象突出、
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



（一）借代的基本类型

• 1特征、标志带本体

• 例如：你们这一车西瓜，也不必过秤，一百张
“大团结”，我们包圆儿了。

• 2专名代泛称

• 例如：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
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
亮”。

• 3具体代抽象

•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小米
加步枪，打垮了帝国



• 4部分代整体

• 用事物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替本体事物

• 例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 5结果代原因

• 例如：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虽然累得那么着，
林先生心里却很愉快。

• 借喻与借代的比较

• 不同点：借喻是喻中有代，借代是代而不喻；借
喻则侧重“相似性”，借代侧重“相关性”；借
喻往往可以改为明喻或暗喻，借代则不能。



四、拈连



• 利用上下文的联系，把用于甲事物的词语巧妙地
用于乙事物，这种辞格叫做拈连，又叫“顺拈”

• （一）拈连的基本类型
• 拈连可分为全式拈连和略式拈连两种。
• 1全式拈连
• 甲乙两事物都出现，拈连词语不可少。它像锁链
一样，使前后拈连在一起。

• 例如：好哇，大风，你就使劲地刮吧。你现在刮
得越大，秋后的雨水就月重组。刮吧，使劲地刮
吧，刮来个丰收的好年景，刮来个富强的好日子。

• 2略式拈连
• 甲事物省略，或甲事物中的拈连词语省略，乙事
物必须出现，借助上下文，省略的内容还是清楚
的。



五、夸张



• 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作扩大或缩小
或超前的描述，这种辞格叫夸张。

• 夸张可分为扩大、缩小、超前三类。

• 1扩大夸大

• 例如：泰山小啊天山低，顶天立地的向秀丽！

• 2缩小夸大

• 例如：可是当兵一当三四年，打仗总打了百十回
吧，身上一根汗毛也没碰断。

• 3超前夸张

• 例如：农民们都说：看见这样鲜绿的苗，就嗅出
白面包的香味儿来了。



第五节、辞格（二）



一、双关



• 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
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辞格叫双关。

• 双关的基本类型

• 就构成的条件看，双关可分为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类。

• 1谐音双关

• 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使词语或句子语义双关。

• 例如：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 “杨柳”表面上指的是杨花。柳絮，实际指的是杨开
慧、柳直旬两位烈士

• ②山顶滚石头——石打石（实打实）

• 2语义双关

• 利用词语或句子的多义性在特定语境中形成双关。更常用。

• 例如：新事业从头做起，就现象一手推平。



二、仿词



• 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的某个语素，临时仿造出
新的词语，这种辞格叫做仿词。仿词是放你形式之一，仿
拟也叫“防化”，还包括仿词和仿调。

• 仿词的基本类型

• 仿词可分为音仿和义仿两类。

• 1音仿

• 利用音同或语素仿造另一词语。

• 例如：十一月，广州还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北国名城哈尔
滨早已草木皆冰了。

• 2义仿

• 换用反义或类义语素仿造另一词语。

• 例如：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
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
是小众化。



三、反语



• 故意使用与本来意思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本意，这种辞格叫做反
语，也叫“倒反”或“反话”。

• 反语的基本类型

• 反语可分为以正当反和以反当正两类。

• 1一正当反

• 用正面的语句去表达反面的意思。

• 例如：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市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
这就是他们难得的佳肴。

• 2以反当正

• 用反面的语句去表达正面的意思。

• 例如：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点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
贼。

• 狠心贼并诶有什么恶意，相反更能表现出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深沉
的哎。

• 反语多用在揭露、批判、讽刺等方面，使文章富有战斗性；反语也用
在风趣、幽默、诙谐等方面，使语言多有变化。



四、婉曲



• 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而是借用一些与某事物相应的同义语句婉转
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种辞格叫做婉曲，也叫“婉转”。

• 婉曲的特点是“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 婉曲的基本类型

• 婉曲分为婉言和曲语两种。

• 1婉言

• 不直接说出本意，故意换一种含蓄的说法

• 例如：“你的个人问题怎么处理？”

• “个人问题”是个代名词，那意思谁都知道，大姐提起这事，我脸热
得烫……

• 用“个人问题”代替婚姻恋爱问题，含蓄得体，有分寸。

• 2曲语

• 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通过描述与本意相关的事物烘托本意。

• 例如：好一个娇女！走在公路上，小伙子看呆了，听不见汽车叫；走
在街面上，两旁买卖都停掉；坐在戏院里，观众不往台上瞧……



五、设疑



• 说话时特意把关键性的部分暂时隐下不说，以造成疑义，
随后在适当的时候补说出来，：消除疑义，使语义明了，
这种辞格叫设疑，也叫“岐疑”。

• 设疑的基本类型

• 设疑主要分为问答式和省略式

• 1、问答式

• 例如：甲：不过，就有一种兵至死我不能当。

• 已：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呀！

• 甲：彻底解决我也不当。

• 乙：什么兵？

• 甲：逃兵。



• 2省略式

• 例如：……新闻记者问他：“你很富吗，齐卡洛夫先生？”
他回答说：“是啊，很富，我有一亿七千万。”美国人听
了很惊讶：“一亿七千万！？”卢布？美元？”齐卡洛夫
很安静地会回答他们说：“一亿七千万人，他们都在为我
工作，正如我为他们工作一样。”

• 齐卡洛夫有意先将“人”这个量词省去，只说“我有一亿
七千万”，从而引发美国记者对巨额财富的惊讶垂涎；最
后一语破疑，说出“人”，也就真相大白了。



综合练习



• 一、有人说：“修辞就是咬文嚼字，修辞就是雕琢词句、卖弄文字技
巧。”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

• 二、结合实例谈谈修辞同语境的关系。

• 三、词语锤炼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为什么？

• 四、下面这些句子在声音配合上各有什么特色？

• ①您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照耀着我们伟大祖国
的河山，照耀着五洲四海，照耀着我们的万里征途。

• ②他坚强不屈地战斗，铮铮铁骨，凛凛情操，真正表现了松树的风
光。

• 五、从句式选择的角度看，下列句子是哪些类型？它们有什么修辞效
果？

• ①哪种假同一论，不合理的同一论，形式主义的同一论，乃是亡国的
同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

• ②她生得身材高大，面貌敦厚，眉目间透出股英武的俊气。



• 六、现代汉语的句式多种多样，除了讲到的五组，还有哪些？举例并说明它
们的特点。

• 七、分析下列各句中的比喻，说明各是哪种类型，它们的修辞效果如何？

• ①人需要真理，就像庄稼需要阳光和雨露才能生长、开花、结果一样。

• ②生命如果是树，那么，理想是根，勤奋是叶，毅力是叶，成功是果。

• ③再往下走几十级，瀑布就在我们上头，要抬头看了。这时候看见一副奇景，
好像天蒙蒙亮的晨光正在下急雨，千万枝银箭直射而下，天边还留着几点残
星。

• 八、举例说明拈连和比拟的区别

• 九、夸张常常借助哪些辞格加强表达效果？举例说明。

• 十、运用反语应力求明显，切忌含混。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结合实例加以
说明。

• 十一、下面的诗文都用了什么辞格？

• ①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将心两只羊。

• ②要不是咱们今天搞到这口袋小米，你们的行军锅就要挂起来当锣敲哩。

• ③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学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