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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系著名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
权博士所著。自2002年出版至今，多次加印，一直是学术著作的常销书。
修订版相较于原版，在内容上有了相当大的变动。除了增加和更换了新材料，还在文字
上有大幅改动，既保持了初版的原创性，又体现了作者人到中年后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与
思想深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著作，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
制，兼及语言借贷中的修辞心理现象。结合心理学知识，对联想想象、注意强化、移情
作用、平衡原则、心理距离及通感联觉与修辞文本建构的关系作了阐释，涉及30多种修
辞方式。

作者简介

吴礼权，字中庸，安徽安庆人，1964年7月25日生。文学博士（中国修辞学第一位博士学
位获得者）。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全国重点学科（汉语言
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等。曾任日
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员教授、专任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
天学者”讲座教授等，上海市语文学会秘书长、副会长。
  学术研究方面，迄今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笔记小
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古典小说篇章结构修辞史
》、《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国语言哲学史》、《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表达力
》、《修辞心理学》、《现代汉语修辞学》、《委婉修辞研究》等16部。另有《阐释修
辞论》、《中国修辞学通史》、《中国修辞史》、《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中国历
代语言学家评传》、《大学修辞学》等合著8种。学术论著曾获*奖3项，省部级奖7项，
专业类全国最高奖1项，国家教育部科学研究一等奖1项。三十多岁即成为复旦大学百年*
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也是唯一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与博导。曾多次赴日本等海外高校
讲学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并受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等许多国际知名学府作学术演讲
。
吴礼权，字中庸，安徽安庆人，1964年7月25日生。文学博士（中国修辞学第一位博士学
位获得者）。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全国重点学科（汉语言



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等。曾任日
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员教授、专任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
天学者”讲座教授等，上海市语文学会秘书长、副会长。  学术研究方面，迄今已在国
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
《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古典小说篇章结构修辞史》、《中国修辞哲学史》、《中
国语言哲学史》、《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表达力》、《修辞心理学》、《现代汉
语修辞学》、《委婉修辞研究》等16部。另有《阐释修辞论》、《中国修辞学通史》、
《中国修辞史》、《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大学修辞
学》等合著8种。学术论著曾获*奖3项，省部级奖7项，专业类全国最高奖1项，国家教育
部科学研究一等奖1项。三十多岁即成为复旦大学百年*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也是唯一
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与博导。曾多次赴日本等海外高校讲学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并
受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等许多国际知名学府作学术演讲。  文学创作方面，著有长篇历
史小说《远水孤云：说客苏秦》、《冷月飘风：策士张仪》，2011年11月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与云南人民出版社以繁简体两种版本同步推出，在海峡两岸读书界与学术界产生了
强烈反响。《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南方日报》等全国各大媒体
均有大量报道，新浪、搜狐、雅虎、香港凤凰网等各大门户网站亦有报道。另有历史类
著作《假如我是楚霸王：评点项羽》，2005年由台湾著名出版机构远流出版公司隆重推
出，与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项羽对刘邦》、台湾作家陈文德的《刘邦大传
》为系列套书，是当年风靡于台湾读书界的畅销读物。另两部长篇历史小说《镜花水月
：游士孔子》、《易水悲风：刺客荆轲》，分别于2013年10月与2014年1月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暨南大学出版社以繁体与简体两个版本在海峡两岸同步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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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告口彩”型音译词与汉民族人趋吉避凶的讳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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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吴礼权主要学术论著目录后记又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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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钱钟书先生曾同我谈到：文学研究实离不开心理和修辞二学。文学主情，正需从心理学
生发；文学之美，主要体现于文字（尤其是中国古文学），则与修辞学有大关涉。故他
说，文学研究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心理、修辞二学的综合运用。礼权教授的《修辞心理
学》，便是心理、修辞二学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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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辞心理学》有许多特点与创新，一是将前人所讲的“修辞格”发展为“修辞文本
”，其内涵和包容性都大为提高。许多修辞文本不是旧的修辞格概念可范围的。这就拓
宽了修辞学的疆域。二是读来亲切有趣，特别是旁逸修辞文本那一段，和后记的一段。
三是启发性强，正如作者所说，让同学做作业，他们兴趣很大。读此书，联想古代作品
，也让人每有会心，深感受益。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现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董乃斌
钱钟书先生曾同我谈到：文学研究实离不开心理和修辞二学。文学主情，正需从心理学
生发；文学之美，主要体现于文字（尤其是中国古文学），则与修辞学有大关涉。故他
说，文学研究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心理、修辞二学的综合运用。礼权教授的《修辞心理
学》，便是心理、修辞二学相结合的典范。  《修辞心理学》有许多特点与创新，一是
将前人所讲的“修辞格”发展为“修辞文本”，其内涵和包容性都大为提高。许多修辞
文本不是旧的修辞格概念可范围的。这就拓宽了修辞学的疆域。二是读来亲切有趣，特
别是旁逸修辞文本那一段，和后记的一段。三是启发性强，正如作者所说，让同学做作
业，他们兴趣很大。读此书，联想古代作品，也让人每有会心，深感受益。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现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董乃斌
  至于《修辞心理学》一书，则是礼权博士多年来意欲建构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
辞体系而进行不懈努力而结下的最丰硕的学术成果。它是在礼权博士上述诸多有关阐释
修辞学研究的基础上并熔入了他近年来对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体会而著成，较为全面
地体现了他建构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学术思想，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阐释修辞
学——修辞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体系，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辞学）体系基
本建立起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权博士的这部《修辞心理学》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
基本建立，而且事实上已将整个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泰国南邦皇家大学名誉博士，原云南师范大学校长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骆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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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移就与移情作用【第四章第三节】

移就是语言活动中表达者在特定情境下“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
①以凸显其特殊情感情绪状态的一种修辞文本模式。
我们都知道，人是高级情感动物，可以有“寂寞”、“悲伤”、“忧愁”、“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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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等情绪表现或性状。而“木”、“石”、“庭院”、“花”、“鸟”、“虫”
、“鱼”等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则不会有诸如人的这种种情绪或性状。然而，事实上
我们却常常在人们的说写活动中看到或听到“快乐的鸟”、“悲伤的花”、“寂寞的庭
院”、“无情的石头”、“愤怒的大海”等等的写法或说法。
那么，这是何故呢？其实，这些写法或说法，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诸多比拟修辞文本
一样，都是建立在人在凝神观照时物我同一的移情作用的心理机制之上的修辞文本，即
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到的移就修辞文本。
从心理学上看，移就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多是文本建构者(表达者)在凝神观照或思索
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发生了往复回流，并在文本建构者特定的强烈情绪情感状态的主
导下使物的情趣随着我的情趣而流转，以致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遂有了人之情态性状。
这与上面我们所说的比拟修辞文本建构一样，也是移情心理作用的结果。
这种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说来，在表达上因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具有了人之生命情态
，因而文本的语言文字便别添了几多的生动性、形象性的特质，文本更具引人入胜的艺
术感染力；在接受上，由于修辞文本的建构将物我贯通交融为一体，文本的生动性、形
象性特质易于使接受者在文本解构欣赏中受到情绪感染，从而在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
本的导引下经由
文本的语言文字而产生与表达者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情心理作用，进入与表达者修辞文
本建构时凝神观照、物我同一的相同情感情绪状态，由此达到与表达者思想情感的共鸣
，并经由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取一种美的享受。
  正因为移就修辞文本在表达和接受上有上述独特的效果，所以历来钟情于这种修辞文
本的建构者也就自然很多了。如唐代诗人李白《菩萨蛮》词中，就有这种文本的建构：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
是归程？长亭连短亭。移就与移情作用【第四章第三节】
移就是语言活动中表达者在特定情境下“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
①以凸显其特殊情感情绪状态的一种修辞文本模式。
我们都知道，人是高级情感动物，可以有“寂寞”、“悲伤”、“忧愁”、“欢喜”、
“愤怒”等情绪表现或性状。而“木”、“石”、“庭院”、“花”、“鸟”、“虫”
、“鱼”等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则不会有诸如人的这种种情绪或性状。然而，事实上
我们却常常在人们的说写活动中看到或听到“快乐的鸟”、“悲伤的花”、“寂寞的庭
院”、“无情的石头”、“愤怒的大海”等等的写法或说法。
那么，这是何故呢？其实，这些写法或说法，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诸多比拟修辞文本
一样，都是建立在人在凝神观照时物我同一的移情作用的心理机制之上的修辞文本，即
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到的移就修辞文本。
从心理学上看，移就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多是文本建构者(表达者)在凝神观照或思索
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发生了往复回流，并在文本建构者特定的强烈情绪情感状态的主
导下使物的情趣随着我的情趣而流转，以致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遂有了人之情态性状。
这与上面我们所说的比拟修辞文本建构一样，也是移情心理作用的结果。
这种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说来，在表达上因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具有了人之生命情态
，因而文本的语言文字便别添了几多的生动性、形象性的特质，文本更具引人入胜的艺
术感染力；在接受上，由于修辞文本的建构将物我贯通交融为一体，文本的生动性、形



象性特质易于使接受者在文本解构欣赏中受到情绪感染，从而在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
本的导引下经由
文本的语言文字而产生与表达者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情心理作用，进入与表达者修辞文
本建构时凝神观照、物我同一的相同情感情绪状态，由此达到与表达者思想情感的共鸣
，并经由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取一种美的享受。  正因为移就修辞文本在表达和接受上
有上述独特的效果，所以历来钟情于这种修辞文本的建构者也就自然很多了。如唐代诗
人李白《菩萨蛮》词中，就有这种文本的建构：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关于这首词的作者，历来多有争议。一派认为是李白所作，并谓其是“百代词曲之祖”
；一派则认为是“晚唐人词，嫁名太白”。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下不提。就这
首词本身，它写旅人思乡之情的心理情状确是深切感人，从艺术上看，谓之“百代词曲
之祖”也未尝不可。特别是词中“寒山一带伤心碧”一句，是一个典型的移就修辞文本
，其深切感人之力尤为人们所共认。
我们都知道，“山’是无生命的非人事物，自然不可能有“寒”的感觉；“碧”(碧绿色
)是一种人的色觉，不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人，当然更谈不上有“伤心”的情感状态。然而
，在词人笔下却有“寒山”、“伤心碧”之说法，这是何故？无它，是词人在思乡之愁
绪情态下凝神观照异乡山水景物时产生了移情心理作用，我的情趣与物的情趣出现了往
复回流，并且在我的强烈思乡而穷途无归的悲伤情绪的主导下使物的情趣随着我的情趣
而流转，以致非人无知的事物遂有了“寒”、“伤心”等人的生命情态。
这一修辞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因词人赋予无知非人的“山”、“碧”以“寒”、
“伤心”等人的生命情态，将人的抽象情感写活，文本的语言文字便顿然添出许多的生
动性、形象性特质，整个修辞文本也就更具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从接受上看，由于
修辞文本建构者（词人）将物我打通，我和物的情态性状贯融一体，使接受者易于被这
种生动形象的修辞文本所感染，自然而然地在修辞文本的解读欣赏中经由文本的语言文
字而产生与词人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情心理作用，进入与词人修辞文本建构时凝神观照
、物我同一的相同情感情绪
状态——即见山而浑觉山与我惧寒，见绿而觉绿与我俱生伤心之感触，由此达到与词人
思想情感的共鸣——他乡景色使人悲，故园风物令人思，并经由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取
一种美的享受——即深切体认到“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乡美景益增愁这一人类共同的
情感痛苦体验。  李白本是旷达之士，尚且有穷途无归的思乡愁苦之情，那么他的那位
本家、多愁善感的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在《乌夜啼》一词中所倾诉的深切的思乡
之痛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李后主词云：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首词是李煜国亡被囚于北宋京师汴梁时所作，它不仅写尽了古往今来在外游子的思乡
之苦，更兼词人是个被囚的亡国之君，因此思乡之苦情中更包蕴了一般人所无法休认到
的刻骨铭心的亡国之恨，所以全词读来倍加使人感到凄凉忧伤，有无限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词之所以有如此的艺术感染力，令千古读者读而为之动容伤情，究其原因，除了词
的下片“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比喻修辞文本建构得极为成功外，还有上片“寂
寞梧桐深院”这一移就修辞文本建构的高妙。
众所周知，“梧桐”、“深院”都是非人无知的事物，不可能有“寂寞”的情感体验。



既如此，那么词人何以要写出如此“无理”之辞呢？无它，这是因为词人在亡国之恨与
思念乡国的双重痛苦情绪下凝神观照自己被囚的庭院及院中的梧桐树等景物时产生了移
情心理作用，我的情趣与物的情趣出现了往复回流，并且在我的强烈的怀乡念国的情感
情绪主导下使“深院”、“梧桐”等非人无知的事物有了人所特具的生命情态——“寂
寞”的情感体验。
这一修辞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因词人赋予非人无知的“深院”、“梧桐”以人所
特有的生命情态——“寂寞”的情感体验，遂使抽象的情感描写具体化，文本的语言文
字也由此添出了几许的生动性、形象性的特质，整个修辞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也得到了提
升；从接受上看，由于词人在建构修辞文本时将物我贯通交融为一体，物我情态浑然难
分，接受者易于受其生动形象的修辞文本所感染，自然会在文本解读欣赏中经由修辞文
本的语言文字产生与词人修辞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情心理作用，进入与词人修辞文本建
构时凝神观照、物我同一的相同情感情绪状态——即“庭院”、“梧桐”与我浑然无分
，俱感深深“寂寞”之情，由此达到与词人思想情感的共鸣——乡园之思何苦切，亡国
之痛何以堪，并经由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取一种美的享受——一种常人所无由体认的亡
国之恨、乡园之思的双重苦痛之情，即艺术欣赏中的悲剧美。
移就修辞文本的建构，不仅在诗词作品中比比皆是，即在小说创作中也是常有的。如鲁
迅先生《故事新编?铸剑》中就有这样的文本：
  ⋯⋯她严肃地说：“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天下第一。⋯⋯费了整三年的精
神，炼成两把剑。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
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
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
，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
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大欢喜的光彩，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
四射出来；他取起剑，拂试着，拂试着。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
。⋯⋯‘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就明白无论是谁，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他俏悄地
对我说，‘一到明天，我必须去献给大王。但献剑的一天，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怕我
们从此要长别了。’⋯⋯”
这里的一段文字，是眉间尺的母亲向儿子叙说其父为什么剑成人亡的原因。其中，“悲
惨的皱纹，却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一句，是我们所要论述的移就修辞文本。
我们都知道，“皱纹”不是人，它是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皮肤表面的堆积，它不可能有“
悲惨”这种情感情绪。然而在作家鲁迅笔下却有“悲惨的皱纹”的说法，很明显这是因
为作家叙事时沉浸于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命运之中，在凝神观照叙写人物命运处境时产生
了移情心理作用，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出现了往复回流，并且在我的极度悲哀的情绪主
导下使物的情趣随我的情趣而流转，于是非人无知的“皱纹”便有了人的生命情态——
“悲惨”的情绪情感表现。
这一修辞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因作家赋予无知非人的“皱纹”以人的生命情态—
—“悲惨”的情感情绪表现，使不可见的人物心理活动得以具体展示出来，修辞文本的
语言文字也由此添出了几许的生动性、形象性的特质，从而使修辞文本有了更强的艺术
感染力；从接受上看，由于作家建构的“悲惨的皱纹，却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这
一修辞文本将物我打通，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贯融一体，接受者很容易在这种生动形象
的文本的感染下经由作家建构的修辞文本的语言文字而产生与作家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



情心理作用，进入与作家文本建构时凝神观照、物我同一的相同情感情绪状态——我即
皱纹，皱纹即我，物我两难
分，俱在悲惨中，由此达到与作家思想情感的共鸣——为人物的命运担忧悲伤，并经由
修辞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一种来源于文学欣赏之中的功成而命绝的
悲情人生体验。
鲁迅所建构的上述移就修辞文本读之令人唏嘘感叹，而当代学者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所建构的移就修辞文本则读之使人击节叫绝：
  明天早上，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米，灌几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教
育机关去了。
这段文字是写赵辛楣一行人，在去三闾大学途中由于路资不够，打电报让校长高松年汇
来了一笔钱。但邮政当局却要他们找人担保。赵、李二人为此在人地生疏之处奔波多日
，求助无门，弄得精疲力尽，而且尝尽了被人冷淡的滋味。
众所周知，“花生米”、“茶”都是非人无知的事物，自然不可能有诸如“疲乏”、“
冷淡”
之类的人的感觉。但是在作家笔下却有“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茶”的写法，这是
明显的移就修辞文本模式。作家之所以建构出上述这样的修辞文本，是因为作家在叙写
赵、李二人的奔波之苦的情节时，凝神观照所叙写的赵、李二人的感受时产生了移情心
理作用，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出现了往复回流，并在我的疲乏、被冷淡的强烈情绪感受
的主导下使物的情趣随着我的情趣而流转，于是“花生米”和“茶”两种非人无知的事
物便有了人的生命情态——“疲乏”、“冷淡”的情绪感受。
这一修辞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因作家赋予“花生米”和“茶”等非人无知的事物
以人所特有的“疲乏”、“冷谈”等情绪感受之生命情态，一方面使修辞文本的语言文
字别添了生动性、形象性的特质，另一方面也于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中强调凸显出赵、
李二人身心疲乏、备感人情冷淡的情绪感受，使修辞文本具有了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从
接受上看，由于作家所建构的修辞文本是将物我打通，物的情趣与我的情趣融为一体而
不可分，这就易使接受者在文本解读欣赏中经由文本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而产生与作家
文本建构时逆向的移情心理作用，进入与作家修辞文本建构时凝神观照、物我同一的相
同情感情绪状态——即物我不分，身心麻木到不知是人感到疲乏和冷淡，还是花生米和
茶感到疲乏和冷淡的忘情状态，由此达到与作家的思想情感共鸣——人地生疏之地被人
冷淡、求助无门的无奈苦情，并经由修辞文本的解构欣赏而获得一种审美享受——一种
源于文学作品欣赏中体会到的世态炎凉的苦涩人生经验。
【其他参见吴礼权书友会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962933103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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