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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邓志勇编*的《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梳理和描绘当代西方
（美国）修辞批评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各种批评模式的核心及相关理
论，建构各种批评模式的操作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修辞话语案例进行批评分析，揭示
其修辞运作机制。本项目研究可为师生提供修辞评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促进学生修
辞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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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志勇  江西省峡江人，博士、教授，现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修辞批评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修辞学会理事、上海外文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
域有：西方修辞学、修辞批评、语体学、语言学、英语写作学研究。1997 年被评为“
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8年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12月晋升为教授。先后两次
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分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5.2
—2006.2）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12.2—20
12.7）做访问学者， 2007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迄今发表学术论文近七十余篇
，其中南大版CSSCI及北大版核心论文三十多篇，涉及修辞哲学、修辞理论及其应用、
英语写作教学研究、语言学、语体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出版学术专著三部（《英语写
作教学研究》《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的研究》《当代
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研究》），高校英语写作教材一部（《高级英语写作》），
其他编著多部。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一项、上海市教材项目一项、校级项目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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