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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建立

一一一《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

陈会兵

提要 《文心雕龙》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艺理论和文章创作论著作，也是

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汉语修辞的理论著作，它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汉语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是汉语修辞学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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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论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一部杰

作，对我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历来备受推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 ((文心

雕龙》总结前代经典著作的修辞理论、实践和方法，对传统的遣词、炼句、裁章、谋篇等

主要修辞内容，特别是文学语言的修辞均有精湛论述。其中《神思》、《体性》、《风霄.))、《情

采》、《烙裁》、《声律》、《章句》诸篇从修辞理论、修辞作用和效果、语言的风格、字词的

选择、章句的组织、声律的配合等方面全面具体论述了汉语修辞理论; ((丽辞》、《比兴》、

《夸饰》、《事类》等篇则总结了先秦儒家经典、诸于著作以及诗歌文赋的具体修辞手法和

实践并给予理论的提升:著作本身的语言也对我国古代的修辞方法兼收并蓄，可以说是刘

艇、修辞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修辞理论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六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自觉和"唯美"

的时代精神。通过这些理论探讨和修辞实践， ((文心雕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汉语修辞学的

理论格局，完成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空前的系统的修辞学理论构架，指导着后世诗词文赋

和各种体裁文章的语言修辞，并给汉语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启迪。本文试从修辞理论、

辞格研究、修辞实践三个方面探讨《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

一修辞理论

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十分重视语言的运用，他们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

对汉语修辞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成为汉语修辞学的发端。《尚书)): "辞尚体耍，弗惟好异";

《易经)): "辨物正言，断词则备"; ((诗经·祺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礼记·表记》

说"情欲信，辞欲巧";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颜渊)): "子贡曰: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粹犹犬

羊之捍'。"这些著作和文章本身对汉语修辞也是身体力行，成为后世文章的修辞典范。刘

跑《文心雕龙》的《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七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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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嚷括情理，矫

揉文采也。"写作文章，布局谋篇的关键在于熔意裁辞，矫正文章情理上的偏差，修剪文辞

上的毛病。"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烙裁文章情理和文辞酋先要确定三个标

准，"履端于始，贝IJ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其次要讨论宇句。J66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

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飞刘醋、对锤炼词句、剪裁篇章的精到论述对今天我们运用语

言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充分运用汉语声律来增强文章的语音美是汉语修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运用语音来增

强语言和文章的美感是魏晋六朝的时代风气。《声律》篇从声律的产生、声律与音乐的关系、

声律对文章的重要修辞作用、声律在语言中的运用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是对六朝时

期我国音韵学研究的理论总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限于论题和篇幅，兹不详述，参

见拙文<<(文心雕龙)的语言学研究)))。同时也将声律理论运用到文章创作中，语音对文章

的修辞作用不容忽视， ((神思)): "循声律以定墨 "0 ((声律)): "音以律文，其可忽哉"。"夫音

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 66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机

抒，吐纳律吕，唇吻而已飞这是说人的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是表达思想的机关:吐辞

发音要符合音律，要调节唇吻等发音器官。《声律》论述运用语音进行修辞就要声韵调配合，

刘艇、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宇而每钟，叠韵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

则声周不还，并辘铲交往，逆鳞相比"，声调的飞沉与双声叠韵必须"辘铲交往，逆鳞相比"

"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这样就能达到"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

贯珠"的语音效果。语音在语言运用还要注意两点: "异声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和与韵有显著的不同:一是求异，一是求和:两者又有相通之处:异中求和，同中求韵，

以此构成完整和谐的统一体，构成优美的声律。对当时两大不同的文体"文"与"笔"语

音在修辞上的运用也进行了比较，认为"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写作无韵之笔容易工巧，但使音调和谐(异声相从〉最困难:写作有韵之文难以精工，然

而押韵(同声相应)却很容易。刘掘还从反面指出，文章违反"声律"要求，必然导致"文

家之吃"，就会"吃文为患"。六朝声律理论的研究及运用于诗文创作，为唐代律诗的出现

打下了基础，这是语音修辞对诗文发展的重大影响，刘腮《文心雕龙》的推动功不可没。

二辞格研究

修辞格的使用是语言修辞的主要内容之一，陈望道在他的《修辞学发凡》里将这种有

意识使用的特殊修辞方式称为"积极的修辞飞一般认为，对修辞格的全面研究始于宋代陈

腹的《文则))，但是，就事实而言， ((文心雕龙》实首开辞格全面研究的先问。《丽辞》、《比

兴》、《夸饰》、《事类》等篇总结了先秦至齐梁时期儒家经典、诸于著作以及诗歌文赋具体

的积极的修辞手法和实践并给予理论的提升，只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刘酷的时代，人

们的修辞格的认识可能还相当粗疏，许多人们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在当时并没有当作辞格，

后世才确定为积极的修辞，这主要在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因而，刘础仅仅在《丽

辞》、《比兴》、《夸饰》、《事类》等篇里详细讨论了当时的一些常见修辞格，但这些讨论并

不是零散的，而是系统、全面、深入的。

《丽辞》篇论述对偶修辞格。丽者，俑也，两个结构比较一致，音律上下相对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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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醋辞。如j都将对偶句式分为四种z 宫对、事对、正对、反对，前两种是从内容上划分，

后两种对影式也有考虑，虽不及现在人们将对偶句式分为几十种精细， {日他首开提据内容

和影式给对偶句分类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先问:总结对偶的方式则有"句句相衙"J4字字相

健丹、"宪转相敢"Je确有'悬舍"等等，"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丽辞》篇还讨论了这

因种对偶句的修辞效果，认为"言对为易，事对;与难，反对为忧，正对为劣";通过举例说

明用得不好的对鹊句为"句之联枝飞一意童出，盖在活人所谓"合萃"。要求属对佐劣相配，

"务在先当飞六朝耕文盛行， <<文，1)雕龙》也多用偶旬，但他并不完全排斥单仔奇旬，认

为"必使理黯事密，联嚣其章，选用奇鸽，节以杂钮，乃其费耳"，相反，"若气无奇类，

文乏异采，碌碍丽辞，则昏赣耳目飞这也是刘辈慧、对六朝绩靡文风的匡正。

《七七兴》借助《诗经》的 u六义n 讲解比炎，"比兴"之义，历来人们认识分歧，有人

认为是"诗体气有人认为是 u诗法飞由是细按文意，我们认为在刘蜒的现念中，比与兴

在语宫的运清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比喻，所谓"比"就是"写物以附意，只是古以切事"。

比较而宫JZ比显而兴路飞比曦的作用是"婉围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丹:比喻的方式

则是"戚喻于声，或方于辙，或拟于心箩或臀于事";比畴的运南要做到"花类1i繁，以切

至为贵飞若出喻黯得不恰当期"刻鹊类霄，则无所取焉"。

《夺饰》…篇论述夸张的修辞手法。曾i道语言的运用，常常会出现"神遇难基，黯言

不能迫其极":商运用奇张的修辞手法则可以做到"形器易，壮词可以E食其真'二尽管运

甩了夺张的修辞手法，却可以描摹事物的真实情状， H辞呈巳莓，其义无害悔飞刘醋、还筒，

耍的论述了夸馈的发展，认为"白天地以降，夺惊惶存"，"大主是所录，以挂宪章"J道自宋

，夸饰始盛飞修辞运用夸饰，期"真不囱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运用弩饰能抓

住要领，读者的共鸣就会蜂据南起:夺悔运用得不好即"夺过其理" "剧名实两乖"':运用

夺饰的修辞手法基本原翼可是要做到"使夸而有节，饰雨不i涯，亦可谓之辈革也'二

《事类)): ..事费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例，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就是引用古草

古语来论证支持作者自己的观点。这一修辞芋法历来受到人们普遍的案视，所谓"明理引

乎成辞，征义本乎人事，乃圣贵之鸿谋，经籍之通矩也"， 64黑人者击，古来无槽"。"引成

辞"、"举人事"民主要作用是"明理"J6征义气其主要方法和修辞特点则有"重言"、"缀

来"、"想兴"、"节缩":经籍深寓，文采浩翰，人人都可以从中暖瑕营赛，为我所用。然商，

要恰当的引用事费，就必须要有渊搏的学识，多识古人、古事、宙语，即所谓"京学在博，

瑕事费约，校拣务精，据理续核，众羡辑辑，表里发挥"，才能做到"凡黑 18合抗，不啻自

其口出"，用典不能"引事罪谬飞否则就会"1i千载菇为瑕". <<事类》篇是古代文论和语

言运用中 u用事"的理论总结。

到辑还特别注意文字书写书法的美感作用， <<惑、芋》篇认为字形对于修辞的作用与语音

对于修辞的作用商粹主意要，即所谓"讽诵则绩在富商，搞文期能归字形矣气这是从听觉上

和视觉上追求语言的荣感。为了追求文章的芋影和书写荣，文IJ摆提出: "缀字属篇，必须拣

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童出，自调单复J' 要求文章不用诡异的字，相同偏旁部赏

的芋应尽量避免i运用，如果实在不可避免，一旬之中可扉三个联边的字(即"半事向文者勺，

要权衡童出的字(即"向学相提勺，缸是"若两字俱耍，则宁在梧犯飞这体现了划艇l影式

服从内容的正确认识，还要注意调整单复〈即"字影肥癖"，每黯多少).不能"癖字累句"，

但不能"血字积文飞字形的肥癖要相间，做到"参伍单复，磊落如珠飞只有这样才能在

66 

也



文章书写上给人以美感事受。我们知道东汉发明了结张，魏晋之际，书法大家、书、法理论

相继出现，当时的书籍主要靠手抄，为追求美感，人们必须注意书法和识字的结构。刘能

要求作家在进行写作的对馁，除了要考虑文章本身内容和彤式的美感以外，还要注意文字

书写书洼的美现，也就是要求文章写作要声音莞、榄觉荣、感觉美(内容美)，在可能的条

件 F，无…不美。这是一般研究语言文学的理诠寡不大注意的，体现了六辑"唯荣"的时

代风气和别蜒的修辞思想。拥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应用，书籍文章在文事书写上千篇一

律，后世人if]也就不再考虑文学书写书法的美感作用了。

三修辞实践

刘路是文学理诠大师，也是语言学大婷和惨辞学大师，其《文心雕龙》可谓一部语富

和修辞宝典。刘蜒的修辞原则钵现在《附会》中: tt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请志为神

明，事义为骨髓，辞果为肌肤，商为声气，然捂品藻玄黄，擒报金玉，献可替杏，以裁

藏中，斯缀思之垣数也J' 刘摆在此尽管说的是 u才童学文"，但任何人写文章整道理都是

一样，都要"附i黯会义"即练宇选询、联句成章，来表情达义。他认为写文章踪了卦须有

什毒志" (思想内容)外，还要讲究"事义" (包括"事类")、"辞来" (但摇"黯辞")、"宫

商" (声律)等方面来品评文章有无毛病，存优去劣，做茧'浩倒好处，这是掏，思作文的一般

规律。明确指出了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 <<文心雕龙》的语言运用体现了刘蝉的修辞主张。

起管《文心黯龙》是一部理始著作，但它的语育极有荣;薯，富有彭杂性e 首先就辈革部

著作的结构来看， <<文'L.'雕龙》象一座宫殿，外表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内部奇珍异宝、混

先站在彩。全书臼序一篇，总论五篇，文体论工十篇，创作论十九篇，批评论五篇，共罔构

成一个克整有机市且自足的理论体系:分开来看，五十篇论著又可分别稳立，每篇集中论

述一个问题，反映出他对整部著作布局谋篇的匠心。

全书文章句式整齐，几乎全用对偶旬，但又根据表达的需要，不完全拘据子严整的对

偶旬，读起来韶朗上口，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音乐荣。字词锤炼，意义商度浓缩，巧

妙化周前人事迹和言论，语古典蝶含蓄，内容丰富而又韵味悠长，富有说服力;有意识的

选用色影鲜明、形象突出的词语，词句的声律和谐，广泛运用现声、叠韵、叠字的词语，

合理利用汉语四声，使文章如行云流水，既有优策的视觉印象，又有悦耳的哥哥觉形象:长

句短句、肯定句否定句、主动句被动句、常式勾变式句、奇句鹊句、单句英1i]等等各种句

式交错使用，黯从表达的需要，灵活多变。常见的修辞手法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在

全书几乎锦拾皆是，婉曲、排比、对比、设问、反i可等等黯址常用的修辞手法几乎都能找

到，市且运用得情倒好处。总之， <<文也雕龙》的语宫修辞实践已经捞及到茄挝修辞的方方

韶面，是刻毒思语言学和修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实际运用， t包是语言修辞的典施著作。

《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理论、辞格研究、修辞实践已经全国建立起了提谛锋辞学的理

论体系，可能由于其囊古银今、光辉灿烂的文学批评理论如文章创作理论的成就越掩了其

语宫学和修辞学的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文心雕龙》的语言学成就和修辞学成就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上述有关汉语修辞的鸪题在文学理论家的心吕中又往往都视为艺求表璜手

法，只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文学和语言辛苦不可分， <<文

G雕龙》在建立起它的文学理论和文章也作诠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它的语言学和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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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论体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又都属于语言修辞问题，这是应该引起语言研

究者注意的。对《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时期汉语修辞的现状和

成就，了解汉语修辞的历史发展。如果没有对《文心雕龙》修辞学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样

建立起来的汉语修辞学史，将会是很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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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strucöng ofRheω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 Rhetoric Theory Studying of Wen xin diad long (文心雕龙)

Abstract Not only is wen xin diao long(文心雕龙) the first the。可 book on litera阳re and 
essay writing, but is an initial book on Chinese rhetoric 也e。可·防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has cons位ucted the rheto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It is an~ initiative book on rhetoric 
theory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rhetoric theory; studying on rhetoric means; 
practicing of rhetoric; constructing of rhetor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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