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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经过复旦浓浓的学术气氛熏陶的《新世纪修辞学书系》，终于从
今年起陆续交付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
在海内外友人的大力支持下，数年来我为这套丛书的奔走，现在即将结出果实，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
　　复旦大学被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摇篮，恐非偶然，一代又一代修辞学研究者的修辞学成果可以
作为佐证。
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先师陈望道先生，1920年到复旦大学任教后，即开始从事
修辞学研究：开设修辞学课程，陆续发表修辞学论著.他正式以修辞学命名的一批论文（如《修辞学在
中国之使命》等）虽发表在1924年，但早在1921年，他的《文章底美质》《作文法讲义》等与修辞学
关系很密切的论著业已发表。
1932年，他历经10多年研究结晶的《修辞学发凡》问世后，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作。
三四十年代，复旦的赵景深、郑业建、郭绍虞先生的修辞学专著和论文，曾引起全国学界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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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经过复旦浓浓的学术气氛熏陶的《新世纪修辞学书系》，终于从
今年起陆续交付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
在海内外友人的大力支持下，数年来我为这套丛书的奔走，现在即将结出果实，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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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毅，河南商城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副主编，副编审。
编辑工作之余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言语交际学研究。
曾参与撰写《言语交际学》、《中国修辞史》等著作数部，发表修辞学、言语交际学、秘书学、编辑
学等领域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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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是专门研究修辞接受的，所以采取的是以上C模式的视角，即本书把言语交际中的听读者，
或称接受者视为交际主体，也就是下面将要详细阐述的修辞接受主体。
与此相应，本书把言语交际中的说写者，或称表达者，视为交际对象，归人接受主体应当适应的“语
境”的范畴。
关于这一点，在本章第一节“语境”中已经作过详细阐述。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谈到，在信息时代，芸芸众生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听读者”，他们作为表
达者的机会比作为接受者的机会要少得多。
那么，普通人在充当修辞接受主体时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有着怎样的心理特点呢？
这些是我们分析修辞接受主体的重点。
　　二、接受主体的能力　　作为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主体之一，修辞接受主体的能力体现在许多方面
和层次上。
譬如说，作为最基本的要求，交际主体不能有使用语言方面的生理缺陷。
从事口头交际时，必须能说能听，不是聋哑人；从事书面交际时，必须能写能认，不能有文字书写或
认读方面的残障。
这些能力是一个人从事言语交际的最起码条件，没有这些能力当然也就谈不上相应的言语交际了。
但是，这些并不是修辞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不作为本书讨论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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