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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的

广义修辞学考察!

谭善明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

摘4要%作为一种话语场域"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 通

过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期刊和一个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转向构成了当代

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种态势! 文艺学界从本体论的角度"将修辞看成是(文)和(人)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的根本境

遇"从理论层面实现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与修辞哲学的统一!

关键词%广义修辞学#文艺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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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世纪中国修辞学长期在狭义层面摸索#最

终收获越来越少#)广义修辞学*的提出才打开了

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中国文论界#修辞学研

究 +"年代起就曾受到关注#那主要是在)语言学

转向*背景下的讨论' 相对而言#文论界对修辞

的理解更容易走上)广义*的路子222理论总是

对现象的提升#而在这种广义修辞学的转向中#修

辞却并不只是提升和超越#而是要返观文学和文

化(走进历史和生活#它强调的是修辞成为生命得

以绽放的机缘#它 )道出了人的审美化生存方

式*

!

' 广义修辞是 %个层面的结合#即修辞技巧(

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共同发挥作用#促成了)人*和

)文*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而这正是当

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4基于#文艺研究$的考察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作为一

种信息通过期刊传达出来' 作为一种话语场域#

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期刊

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 我们选取了文

艺学领域两种重要期刊和修辞学研究的一个专栏

作为考察对象#它们是%文艺研究& %文艺理论研

究&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修

辞学大视野*' 选取它们作为考察对象的原因

是!%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是文艺研究领

域影响最大的两种期刊#而)修辞学大视野*则是

国内广义修辞学研究的主要阵地' 从前两种期刊

出发#可以考察文艺学学科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

方式朝向了广义修辞学视域.从后一专栏出发#可

以考察文艺学学者如何主动跨越了学科边界响应

了广义修辞学的呼唤' 有必要指出#正如)广义

修辞学*专栏的作者并非都是来自语言学界#%文

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相关修辞学文章的

作者也并非都是来自文艺学界#期刊的学科类别

和在该期刊发表成果的作者的学科身份不是同一

概念#不同学科背景的作者从广义修辞学角度审

视文艺学相关理论问题#是广义修辞学介入相关

学科前沿研究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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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利用 N\[_对%文艺研究& !"""j

!"#+年发表的修辞研究相关的文章篇名进行关

键词统计"不含书评(书讯等$#得到如表 # 结果

"统计截止 !"#+年第 $期$!

表 #4#文艺研究$!"""j!"#+年发表的与修辞研究的文章篇名关键词统计表

关键词 修辞 语言 文体 言意 叙事,叙述 话语 形式 隐喻 寓言 符号 象征 结构 总计

篇数 ## 21 #2 ! #"2 6" 6$ + ! %! #" !% %22

44这一数据去除少数与修辞研究无关的文章#

再减去重复的#共有 %1# 篇' 在这一时间段内#

%文艺研究&共发表文章约 1 !"" 篇#过滤掉)作

品*)书讯*)稿约*)目录*等#学术文章大约6 *""

篇' 这样统计出来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大约占全

部文章的 +)"k' 当然很多明显是与修辞相关的

文章#由于关键词选取的原因未能进入这一统计#

如%5史记6 )重言*现象解析& "!"## 年第 * 期$(

%论5阳关三叠6的 \种叠法&"!"## 年第 1 期$(

%古代文论中的)象喻*传统& "!"#" 年第 1 期$(

%钱钟书的+连类,& "!"#" 年第 + 期$(%)陌生

化*!一种观看世界的特殊方式& " !""6 年第 $

期$等等' 这一类的文章大约有 1" 篇#并入上述

数据#修辞学相关研究文章大约共占全部文章的

$)6k'

本文前面提到#文艺学研究包含内容广泛#而

%文艺研究&视野尤为开阔#所刊发的文章从文学

到艺术#从文化到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不可谓不

庞杂而丰富#$)6k意味着平均在每期的 %" 篇文

章中就有 %篇左右是与修辞相关的文章#这不可

谓不多矣' 这表明修辞问题本身是文艺研究的重

要对象' 当修辞类文章遭主流语言学杂志冷遇的

时候#在文艺学领域却倍受关注#其原因也正在于

对修辞理解)狭义*和)广义*上的区别#文艺学界

不只是将修辞视为单纯的技巧#从不把修辞看成

)无足轻重的游戏*

!

#而是在诗学或哲学范畴中

加以对待'

在此有必要指出#广义修辞学转向强调的不

只是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它更是一种认识论#因而

无论是从修辞技巧出发还是从修辞诗学出发的研

究#都应当立足于将修辞视为人和文的生存境遇'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文艺研究&中修

辞相关文章是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以及修辞哲学

的统一#这也是广义修辞学转向题中应有之义'

篇名中出现)修辞*的 ## 篇文章相似之处即

在于将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或修辞哲学相结合#

明显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修辞的#这样的研究不

是就语言谈语言(就技巧谈技巧#而是强调将修辞

与话语策略(话语行动和话语效果相结合#深入发

掘内含于修辞之中的语言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

或意识形态功能'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

察(思考与开发&"谭学纯#!""$ 年第 #! 期$强调

整合语言学界的修辞技巧研究和文学界的修辞诗

学研究#立足当代学术语境#在学科碰撞中推动文

学修辞研究的自我调整' 该文敏锐地把握到目前

文学研究在修辞领域重新集结的现象#对文学修

辞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作者的另

一篇文章%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

能222李准5李双双小传6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

"!""+年第 *期$将语言学3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

方法(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成功对接#正是这种文

学修辞研究的先行实践' %时间的美学222论时

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张清华#!""1 年

第 2 期$一文则是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

哲学相结合#从)区段化*和)断裂式*时间修辞法

出发考察了来源于)革命*和)现代性*两种观念

的重叠纠结#以及 !"世纪 $"年代民族传统)循环

论*时间修辞的复现#文章强调正是由于时间修

辞方式的转变导致了文学叙事美学神韵的流转#

其中体现出个体生命体验方式的时代变迁' %叙

述长度和语义222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

诗学问题&"朱玲#!"#" 年第 $ 期$是修辞诗学与

修辞哲学的统一#文章指出小说长度所导致的语

义量的变化#引发小说文体质的变化#这制约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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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审美内涵#同时也映照出人们对于事件及其

发生语境的独特认知状况' %高晓声小说修辞艺

术初论&"王彬彬#!"#* 年第 + 期$立足于作家的

语言风格去探究小说修辞呈现出的美学意义'

%欲望(换喻与)小它物*222当代汉语诗的后现

代修辞与文化政治& "杨小滨#!"## 年第 ! 期$则

明显是一篇修辞哲学的文章#文章结合诗歌文本

的修辞分析#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依据#指出

$"年代以来汉语诗修辞学转化中符号秩序的内

在创伤(美学同一性幻觉的破碎和主体整一性的

崩溃' %#$%%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222论5鲁迅

杂感选集6及其周边& "黄炳月#!"#+ 年第 $ 期$

则凸显了修辞的意识形态功能' %图像,图符修

辞&"蒋原伦#!""$ 年第 #" 期$考察了图像,图符

作为一种时尚的网络表述方式在网络语言中发挥

的修辞功能#这一功能与新媒体时代人们的视觉

享受(情感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人类

的生活方式'

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而言#一切语言问题都

关涉修辞问题222尼采也认为语言本身)全然是

修辞艺术的产物*

!

#而对语言的理解也应该是广

义层面的#%文艺研究&所刊发的语言研究论文呈

现了文艺界特别是艺术界在语言问题上的真知灼

见' 21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种!第一#语言修辞技巧层面' 这一类研究讨

论技法问题#偏重于艺术实践.第二#文艺存在层

面#这一类文章偏重于理论反思#考察语言作为文

艺)存在方式*的重要意义.第三#文化和哲学层

面#主要涉及文化交流(身份认同及主体建构等问

题' 这里很明显地也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第一个层面基本是实践性的#从广义的角度理解

艺术的语言#而采用的是狭义修辞学研究方法#后

面两个层面上升到理论反思#属于广义修辞学范

围' 但是首先#它们的同时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了关于语言或修辞是)雕虫小技*的观点#正

如%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困惑& "蒋永清#!""2 年

第 * 期$所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形式不是

思想观念的传达工具#而是艺术自身的要义所在#

如何表达和表达什么的二元对立造成的语言焦虑

逼迫着中国艺术发生转折' 其次#也是至关重要

的#文艺领域特别是艺术领域对语言多维性的关

注建立在一种认识论基础上#即语言是文艺存在

的)家园*#这对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是最为

显豁的#所以#他们甚至是把语言的本体性当作一

个不需论证的前提#如%音乐在现代美学)语言转

向*中的作用& "牛宏宝#!"#! 年第 % 期$一文中

作者这样写道!美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则不仅

是美学的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而是审美活动和

艺术的存在方式问题及其语言2符号呈现问题!

一种诗性显现的言说如何可能- 当文学界和语言

学界的一些学者努力在说服人们对语言和修辞的

理解要从技巧上升到诗学和哲学的时候#艺术界

却已经反过来要求将哲学贯彻到诗学和技巧中/

这就表明上述第一点的)语言修辞技巧层*#其实

乃是语言或修辞认识论的感性形式显现"研究

)形式*和)结构*的文章对技巧的理解与此是大

体一致的$' 其它一些理论文章也大都从文艺(

主体的存在论或本体论角度来对待语言#毫无疑

问是广义层面的#如%论历史流传物的语言性&

"金元浦#!""2年第 #期$(%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

涡&"赵毅衡(陆正兰#!""$ 年第 % 期$(%私有语

言命题与内在心灵222维特根斯坦对内在论美学

的批判&"王峰#!""$ 年第 ## 期$(%哲学及艺术

语言中的)真实*与)经验*& "黄鸣#!""6 年第 2

期$(%论5蝴蝶6的思想超越与语言内省222一个

历史的和解构主义的解读&"张清华#!"#* 年第 1

期$和%喉音的管辖222谢默斯0希尼诗歌中语

言的民族身份问题&"杜心源#!"#%年第 %期$等'

还有几篇涉及语言的文章则关注语言之于文艺的

建构性及其美学意义'

在以)符号*为篇名的文章中有一半左右是

将其与文化相联系' 符号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修辞

编码#是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凝结#从篇名中出现的

)符号*一词所在的短语中就可以看出)符号*的

不同寻常!身体符号(符号权力(符号政治经济学(

符号斗争(符号认知(符号救赎11显然#理论视

野中的符号早已不只是修辞活动的)结果*#它更

是社会生活的建设者和支配者#是修辞活动得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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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基础和动力' 在狭义修辞学中被称为辞格

的)隐喻* )象征*等#从%文艺研究&发表的文章

中可以看出#它们在文艺学界则被视为文体风格

或认知方式#人们关注的是其诗性特征(审美意蕴

或哲学内涵#如)隐喻*研究的对象包括!隐喻思

维(身体隐喻(政治隐喻(文化隐喻' 而至于)叙

事,叙述*)话语*等这些本来就是修辞诗学或修

辞哲学层面的#不再赘述'

二4基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考察

我们以同样的关键词对同一时期%文艺理论

研究&发表的文章篇名进行统计#得到如表 !

结果!

表 !4#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与修辞研究的文章篇名关键词统计表

关键词 修辞 语言 文体 言意 叙事,叙述 话语 形式 隐喻 寓言 符号 象征 结构 总计

篇数 + 6* !$ % 1+ 62 !1 * 6 #% # !+ !22

44这些文章总计 !22 篇#去除重复的以及与修

辞研究关系不大的#共有 !6*篇' 这一时间段内#

%文艺理论研究&共发表学术文章大约 ! !*" 篇'

这样统计出来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大约占全部文

章的 #")#k' 未进入统计的但和修辞研究相关的

文章约有 !*篇#如%庄子)卮言*与其)言*之观念

论析&"刘书刚#!"#2 年第 # 期$(%古代文学批评

中的兵器喻笔现象222兼论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

的取喻系统& "黄敏雪#!"#+ 年第 # 期$(%通感

论&"陈宪年#!""" 年第 1 期$(%以言去言!钱钟

书文论形态的范式奥蕴&"刘阳#!""6年第 *期$(

%虚构之为以言行事!约翰0塞尔的虚构理论&

"冯庆#!"#! 年第 6 期$#等等' 加上这些文章#

%文艺理论研究&!""" 年以来发表的修辞学研究

相关文章占全部文章的 #!k#这一数据比%文艺

研究&高出约 !)1个百分点'

%文艺研究&横跨文学和艺术学 ! 个学科#而

%文艺理论研究&则更为集中地刊发文学理论领

域的文章#风格略有不同#但对修辞问题的重视程

度以及对修辞之广义理解等问题上是大体一

致的'

从总体上看#篇名中出现)修辞*的 + 篇文章

是在与话语行动(认知或意识形态的关联中看待

修辞的' 首先#修辞与话语行动#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话语实践及社会行动中考察修辞的主体建构作

用' %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222中国文学的创伤

记忆及其修复机制& "朱大可#!""2 年第 # 期$可

以看成是对文学行动的修辞研究' 该文从符号修

辞和风格修辞的角度细致分析了文学记忆如何在

特定压力下调整自己以朝向国家修辞的#文章对

)隐喻*)寓言*)反讽*等辞格的运用不局限于技

巧或文体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主体精神世界和意

识形态建构层面#强调文学行动在自觉和不自觉

中促成了国家叙事的升华' 不过文章最后还指

出#一种)新记忆运动*#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

原则#以新的修辞试图对历史真相进行祛魅和还

原222这仍然证明修辞与记忆(修辞与行动是不

可分离的' %文学叙事和语言交流222试论西方

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和思想范式&"肖锦龙#!""* 年

第 1期$对英美)修辞叙事学*的考察也关注话语

行动问题' 文章详尽论述了从布斯到费伦再到科

恩斯等三代修辞叙事学理论的发展#指出他们在

将文学叙事看成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方式这一点

上是一致的#修辞叙事因而不再像法国叙事学那

样只停留于文本建构层面#而是成为一次次的语

言行动' %修辞之恶222论奥古斯丁5忏悔录6对

修辞学的批评& "褚潇白#!"#! 年第 6 期$首先指

出奥古斯丁对修辞学批评的要点!批评人们运用

修辞学并不以共同体福祉为语言的意图#反而以

个体的私欲控制共同体#进而强调修辞与共同体(

语言与共同意识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修辞在社会

行动中的重要性'

其次#修辞与认知或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研

究对应于广义修辞学的)修辞哲学*层面#关注修

辞活动与人的意识观念的互动关系' %转义修

辞!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

义&"谭善明#!""$ 年第 * 期$主要从认知的角度

论述了转义修辞观念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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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修辞观念认为!任何话语的生成都是以审美

的方式对本义的超越(反对和颠覆#在解构一种认

知观念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认知观念#这些都是

在修辞式的艺术中完成的' %反现代性与复魅之

诗222海德格尔5艺术作品的本源6中的神话修

辞&"陈雪(刘泰然#!"#"年第 !期$也是从哲学认

知角度进行的修辞学研究#文章指出海德格尔借

助神话修辞#将)艺术*这一本源与)古希腊* )故

乡土地*两重本源结合构成了本源的三位一体#

修辞的意义在于对本真历史的召唤和开显'

%)新满洲*的修辞222以伪满洲国时期的5新满

洲6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晓丽#!"#% 年第 #

期$则剖析了)新满州*修辞制造的意识形态#并

破解了其中的帝国主义逻辑' %表现修辞的二重

性222从5裁6篇考证5文心雕龙6的写作意图&

"李包靖#!"#* 年第 1 期$超越了%文心雕龙&研

究的狭义视角#从刘勰在作品中传达的)中国文

化表现修辞*的结构特质(文化效能和儒家伦理

责任出发#揭示了作者写作意图中的道德责任感

和生命关怀' %修辞政治!)温柔敦厚*的三个义

涵222文学审美与伦理政治的有效融合& "刘锋

杰(范天阁#!"#2年第 1期$一文指出)温柔敦厚*

的文学传统不仅是儒家伦理(专制政治影响文学

的结果#也是文学审美对于儒家伦理(专制政治的

一种修辞实践#并对其修辞策略进行了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同于

艺术界将语言和修辞当作不需论证的前提#文学

界曾长期将语言和修辞视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即

使在语言论转向以后#语言和修辞的本体性似乎

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事实#狭义语言观或修辞观

在文学界的影响比艺术界要大很多' 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文艺理论研究&刊发的两篇带有分离论

色彩的研究语言的文章#都超越了自己预设的语

言工具论的前提' %艺术语言作为审美创造的媒

介功能&"张晶#!"##年第 # 期$从)物质化媒介*

的角度理解语言#从而把语言视为由内而外#因虚

致实的审美创造工具#但是在结合文学艺术的理

论和实践展开分析以后#文章最终发现!文学创作

中的艺术语言#不是静止的结构#而是具有充分的

动态功能#具有充沛的动力因素#这种活的语言是

主体世界与外在世界相契合的结果#因而是具有

生命感和整体结构的222从工具论走向了本体

论/ %论刘熙载对文学语言表达技术的研究&"徐

林祥#!"##年第 #期$的立论基础则更为传统!要

重视文学语言如何载道或表达技术的研究#这显

然与研究对象)刘熙载*的思想有关#在对技术展

开研究之后#文章最后却领悟到!语言既是文学的

载体#又是文学的本体' %工具和本体!庄子美学

的语言观&"颜翔林#!"#% 年第 * 期$指出了庄子

语言观表面上的矛盾之处#但作者指出庄子在对

语言的工具论和本体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将语言

的工具论转换为本体论#并将语言的审美和诗意

的表现力提升到极高境界' 更多的文章是从修辞

诗学的角度关注语言的诗性或审美性#如%论文

学语言的诗意逻辑& "顾祖钊#!""1 年第 # 期$(

%语境与文学语言的诗意创造& "马大康#!""% 年

第 %期$(%对可能世界的探索与呈现222语言功

能的审美归宿&"张宝贵#!""+ 年第 # 期$(%论张

爱玲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王卫英#!""+ 年第

# 期$等#还有一些关注语言哲学问题#如%)言*

与)道*222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陈伯海#!""$

年第 # 期$(%语言陌生化与生存新维度& "马大

康#!""*年第 ! 期$(%语言的知识考古学和政治

经济学222福柯和杰姆逊论语言逻辑的转换&

"朱康#!""$年第 #期$#等等'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对每个关键词一一展开

了' 大体上说#关于)形式* )结构* )叙事,叙述*

的文章基本上是和修辞诗学相关的#)言意*关系

本身就有哲学意味#)文体*则是技法与诗学或哲

学的结合#)隐喻*)寓言*等也是和文体或认知结

构相关'

三4基于(修辞学大视野)的考察

以上是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刊物从广义修辞

学角度所进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从两个方面见

证了文艺学研究的广义修辞转向!其一是对修辞

相关问题高度关注#其二是超越了狭义修辞观#而

从文学(美学(哲学等层面对修辞相关问题作出了

多维探索#修辞的工具论观念让位于文本(主体和

世界的本体论认识#修辞作为)文的生存*和)人

的生存*之根本境遇而出场' 当然#有些文章的

作者从学科分界上说是属于语言学的#他们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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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学界的延伸本身就意味着其修辞观念必然是广

义的' 反过来#由于修辞问题在文艺研究领域的

重要性#文艺学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语言学界

的修辞研究状况#从而产生了一定的互动和交流#

这对于打破学科界限(推动学术发展意义是极为

重大的' !""% 年 $ 月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行

的)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就汇

集了语言学(文艺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

不同学科的碰撞和交融中修辞学被推向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 作为广义修辞学理论主要阵地的%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修辞学大

视野*专栏也吸引了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加盟#比

如孙绍振(陈良运(赵毅衡(郑国庆(余岱宗等等'

)修辞学大视野*栏目主要发表汉语语言学

和应用语言学界以及外语语言学界的修辞文章#

自 !""%年第 1 期创立#到 !"#+ 年第 6 期已开设

*"期#共发表文章 #$$ 篇#具有文艺学身份学者

的文章 !!篇#占 ##)#k'

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包括!修辞(意识形态(

话语(叙事(审美(认知(隐喻(文体(传播等#从表

面上看可以区分为语言表达形式和语言表达内

容#但这种二分法容易再次陷入狭义修辞学的困

境' 实际上#在这些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相对一

致的文章中#传递出一种重要信息#这一信息正体

现了广义修辞学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修辞不仅是

审美(也是认知和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存续的根

本动力#语言或文本正是因其修辞本性而成为人

的存在)家园*' %现代汉诗语言三说& "陈良运#

!""1年第 #期$一文就结合海德格尔的诗意语言

观对当下诗歌)语言的荒疏*及人的生存困境提

出批判和反思' %论转义修辞在话语活动中的审

美认知作用&"谭善明#!""2 年第 % 期$剖析了人

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和构造观念#转义修

辞促成了认知世界的形成同时也在审美愉悦中不

断更新认知' %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

修辞&"余岱宗#!""*年第 % 期$和%5三国演义6!

小说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余岱宗#!""1 年第 1

期$两篇文章则强调文本层面的修辞并不是纯粹

的语言技巧#而是与特定意识形态相关联")意识

形态*一词的含义也是广义的$#从而产生了修辞

的审美)幻象*#最终影响甚至改变了人对历史和

现实的认知' 此外#)个性主义*和)艺术隐喻*这

样的提法更是事先将修辞预设为人的行动方式和

思维方式#将人生)修辞化*了'

新闻传播涉及传播的主体(受众和媒介等问

题#其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成为广义修辞学的研究

对象#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新闻传播的

修辞问题' 与狭义修辞学关注话语信息(传播路径

和传播效果等不同#广义修辞研究还注重探讨传播

活动中主体与受众状况及其观念建构问题' %新闻

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赵毅衡#!"#%年第 #期$

一文从意义与道德距离和客观距离的差别出发#区

分了不真实(不可信叙述和)不可靠*叙述#进而指

出新闻叙述中的主体具有人格上的统一性#因而不

可能是不可靠的'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跨文化大

众传播&"钟晓文#!"#1年第 6期$从传播话语的选

择与建构(传播文本文体的选择与建构和传播主体

的精神建构 %个层面对跨文化大众传播中的修辞

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传播话语对接受者文化认

知和集体记忆的建构作用' %)儒教*的跨文化认

知与传播!语义变异与幻象建构2225教务杂志6

"P=>N=(/>G>K>.'E&>E$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

"钟晓文#!"#6 年第 % 期$更是明确地剖析了认知

主体通过文本不同层面的建构#制造并传播特定的

修辞幻象'

修辞的本体性是这些文章在修辞理解上的共

同倾向#这也是文艺学界对修辞之)广义*理解的

主要层面' 这与尼采有着莫大的关系#%论古典

修辞学与尼采早期的修辞观&"谭善明#!"#! 年第

!期$描述的尼采的修辞本体论#在 !" 世纪西方

重要思想家如巴特(福柯(德里达(德曼(怀特等人

那里同样可以看到#这是修辞学复兴的重要内容'

但是尼采对真理(道德(宗教等修辞话语的批判影

响同样也是很大的' 有些文章也对修辞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突破现成话语&"孙绍振#!""% 年第 1

期$和%修辞与意识形态& "郑国庆#!""6 年第 *

期$即对修辞在话语中体现出来的稳定性(保守

性和虚假性进行批判#强调要突破现成话语的藩

篱#找到个人介入社会的方式#这也就是回到)修

辞立其诚*上'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不可

能逃离意识形态#更不可能没有修辞#关键之处仍

在于#不能让修辞成为言说的工具#而是要在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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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生命得以彰显和绽放#)意识形态靠修辞术

的瞒天过海达其目的#而修辞同样蕴含着解放思

想桎梏的力量222无论是强调修辞的本体性还是

意识形态批判#其要义都指向这一点#这也是广义

修辞观念的旨归'

四4结语

期刊记录着学术话语的变迁#其本身便是一

个巨大的信息系统' 通过上述从广义修辞学视角

对特定期刊相关信息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发

现#虽然各有其理论侧重点#这两种期刊和一个专

栏的修辞学文章有着相似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倾

向' 文艺学界对修辞学重视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

得要高#他们对修辞的理解也更加宏观和深刻'

最后再从广义修辞视角对这些期刊反映出来的文

艺学修辞研究的主要特点作简要概括!

第一#语言(修辞(形式(话语(符号(叙事等是

文艺学界修辞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它们是文和人

存在的共同)家园*.

第二#文艺学界较为轻松地从修辞工具论中

走出来#对修辞本体论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是文艺

学领域广义修辞研究转向的核心内容.

第三#从传统文学语言研究到艺术风格研究#

再到新媒体研究"如)图像修辞* )符号修辞*$#

修辞学的内在潜能逐渐显露#广义修辞研究响应

了时代的召唤.

最后#文艺学界的广义修辞转向的理论倾向

体现为!在方法论上消除了形式主义和社会历史

分析的对立#在认识论上抹平了形式和内容(现象

和本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鸿沟#这与中国古代文

论中物我同一的追求#以及西方 !"世纪文论破除

二元对立传统的呼声是一致的#并且在新世纪(新

的历史条件下#广义修辞研究带来了理论创新的

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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