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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春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跟随我访学期间拿出了他的《辞采学纲要》书稿，请我提出修
改意见，并诚恳地邀我写序。
学生求老师，不好推辞，便欣然应允。
先说成春其人。
成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低调，虽然在南方工作了多年，但仍透着北方人的热情、豪爽。
深入了解之后，有两件事令我特别感动。
一是成春身为“教授、硕士生导师”，仍想着要不断地进修、提高，实在难得。
我曾跟成春开玩笑说：“你是我们教育部语用所的‘高级’访问学者！
”二是成春早在1982年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辞采学研究，1988年在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第五
届学术年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辞采”和“辞采学”的概念，之后在《学术交流》等刊物上陆续发表
了一些辞采学方面的单篇论文，199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辞采学》；其中，有些成果
曾被《新华文摘》摘发，有些成果曾获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还曾得到复旦大学宗廷虎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常敬宇先生、上海师范大学陶本一先生、渤海大学张德明先生等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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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成春，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鸡西人，中共党员。
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1984年至2002年，在鸡西大学任教；2002年至今，在温州大学任教。
曾任鸡西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合署办公）副主任、学生工作处处长、社会科学系（文法系）
主任，温州大学人文法政学院副院长、人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等职；现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修辞学、风格学、写作学。
先后公开发表论文近40篇，公开出版著作（包括教材）5部，主持市、校级教研和科研课题9项。
其中，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各1项，获市级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l项、佳作奖1
项。
早年，曾以“土士”为笔名发表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并有作品获奖。
参加工作以来，共获市、校级综合表彰17次。
其中，1992年被鸡西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0年被鸡西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学科
（专业）带头人”，2002年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入“551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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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是文章学角度。
如张寿康的《文章学概论》设立了“文章的风格”一章，王凯符、吴庚振、徐江等的《古代文章学概
论》设立了“风格”一章等。
　　五是文体学或语体学角度。
如对“文体风格”或“语体风格”问题的探讨等。
　　六是美学角度。
如王明居的《唐诗风格美新探》，阐释了“雄丽”、“悲慨”、“雄浑”、“冲淡”、“豪放”、“
沉郁”、“险怪”、“寒瘦”、“通俗”、“清峻”、“清峭”、“俊爽”、“隐僻”、“绮靡”问
题；俞汝捷的《小说24美》，阐释了“雄浑之美”、“犷悍之美”、“柔婉之美”、“悲怆之美”、
“谐谑之美”、“朴素之美”、“人俗之美”、“复合之美”、“神肖之美”、“氤氲之美”、“真
切之美”、“缜密之美”、“健举之美”、“流动之美”、“不隔之美”、“洗练之美”、“蕴藉之
美”、“映衬之美”、“逶迤之美”、“起伏之美”、“荡逸之美”、“怪异之美”、“辐射之美”
、“超拔之美”问题；郑荣馨的《语言表现风格论--语言美的探索》，阐释了“研究意义”、“形成
原因”、“类型划分”、“分类论析”、“风格赏析”、“风格例析”问题等”。
　　七是语言风格学的独立研究。
如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阐释了“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语言风格和文章风格”、“语言风
格和文风问题”、“语言风格和言语风格”、“语体风格和文体风格”、“体性风格和表现风格”、
“语言的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语言的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等问题；王焕运的《汉语风格学简
论》，阐释了“口语语体风格”、“书面体语体风格”、“表现风格”、“个人表现风格”、“民族
风格、时代风格及文风”问题；黎运汉的《汉语风格探索》阐释了“语言风格的形成”、“语言的民
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和个人风格”、“语体风格”、“表现风格”、“语言风格的模仿和创
造”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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