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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九三二年写成、印行的，过去曾经重印过多次，一九五四年也曾经重印过一次，现在又
将重印，我趁这机会又从头校读了一遍。
对于用语，略有改动。
是否妥当，还请大家指正。
　　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
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
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
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
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为此。
大白先生的序言，也是一篇参加论争的序言，当时文化界的朋友大约都知道。
一九五四年重印时，我曾经想把这论争的部分减去，把刘大白先生的一篇序言也一并略去，因为事过
境迁，这一部分已经成为陈迹；但若如此，全书就要大动，所以终于未曾实行，还是仍原书之旧。
这次重印，也是如此。
只有希望大家注意这两个部分的分别，并且分别对待这两个部分：对于当时同保守落后的偏见论争的
部分，看看是否当时发生过一些影响；对于画清经界或者画清轮廓的部分，看看是否现在还有什么可
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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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把存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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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指明它的发展趋向。
在阐释和说明中，引用了丰富、适切的白话和文言的例证。
对于系统地研究修辞学，对于古今作品的阅读理解欣赏和练习写作，都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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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至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其中第五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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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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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望道（1891—977），浙江义乌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
192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1921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活动家。
1920年起，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
1952年至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
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六十年，涉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
在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因明学、美学、文艺学、新闻学等方面多有所成就；他学术事业的
基点和重心在中国语文的研究方面，为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主要著译成果辑录于《陈望道文集》（四卷，1979—1990）、 《陈望道语文论集》（1980）和《陈望
道修辞论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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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引言　　一　修辞二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
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
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
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
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
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
，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
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
例。
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
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
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
而以古典语为范同今后语言的范型。
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
起来的。
无论中外，都是如此。
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
。
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
是其例。
如所谓谐隐，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
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
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
（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
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
（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
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
。
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
而我们现在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
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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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近年来的好书。
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
　　——叶圣陶　　真正不顾复古派和礼拜文言者的对抗，采用由西方东方传人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写成了一部网罗万有、条例分明、有系统而又能兼顾古话文和今话文
的修辞学专书的，是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氏。
　　——[新加坡]郑子瑜　　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使我认识到：修辞学是一个宽广的
、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
　　——张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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