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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复旦中文学科创立
百年 ! 修辞学科回溯

学科源流与百年演变史 !获
得考察历史与当下对话 "中
西语言文化理念碰撞轨迹的
契机 ! 并因此梳理了几代学
人为传承修辞文化 " 共建学
术风范所做的竭诚努力 #

$启林有声 % 取自成语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 # $启
林 % 谓陈望道 & 郭绍虞 &吴
文 琪 & 赵 景 深 & 张 世 禄 & 郑
业 建 诸 前 辈 学 者 开 疆 辟
壤 &历 尽 艰 辛 !烁 传 统 修 辞
学 思 想 之 美玉 !假国外修辞
理论之精石 ! 开启了现代意
义上修辞科学之学林 ! 为现
代修辞学的宏伟大业奠定了
理论根基 #

$有声 %则谓由胡裕树先
生领衔的复旦语言学科前辈
时贤传承学术薪火 &青蓝相
继 &砥 砺 奋 进 !在 修 辞 学 理
论建构 &语体学和语言风格
学体系的创立 &修辞学史的
书写 &文学语言研究诸多领
域成就斐然 # 复旦修辞学科
因 此 在 中 国 语 言 学 科 之 林
中屹然而起 !在人文学科的
多元交响曲中畅然有声 !形
成复旦特色 ! 并担当了领跑
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的历史
重任 #

$启林有声 %真切表述了
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
棘 & 艰巨而辉煌的学科创业
道路 ! 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
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

与 $启林有声 % 相辅相成的

$复旦百年修辞 %确为一个真
实的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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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复旦公学成
立 ! 至 今 已 走 过

#$%

年的辉煌历程 '

$&$'

年 !

复旦公学定名为复旦大学 !

中文学科同时创立 ' 值得注
目的是 !校史记载 (复旦修辞
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百年校史
的首页也曾书写浓墨重彩的
一笔 ' 复旦学人所进行的修
辞 研 究 活 动 更 是 跨 越 了 从
$&

世纪末至
%$

世纪初叶的
三个世纪 #

众所周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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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的 )马氏文通 *是马建忠汇通
汉语传统和拉丁语语法撰写
的第一部语法著作 ! 开启了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新纪元 +

而据记载 ! 这部著作的撰写
有 其 兄,,,复 旦 大 学 创 始
人 "马相伯校长的参与 +马相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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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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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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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答 记
者问 $关于马眉叔先生 %一文
-朱维铮 #马相伯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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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参与了 )马氏文通 *内
容的修改和体系建构的具体
工作 + 由于这部著作结合修
辞讲语法 ! 形成了对中国现
代修辞学创立发展独特的影
响力 + 有诸多研究为证 (

陈望道先生在 )修辞学
发凡 * 中将从古至今的修辞
学 术 思 想 发 展 分 为 三 个 时
期 ( 一 & $修 辞 学 术 萌 芽 时
期 % - 先 秦 至

$&

世 纪 末 . '

二 & $ 修 辞 文 法 混 淆 时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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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马氏文通 *出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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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三 & $中外修辞学
说竞争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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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老指出第二个时期即为修
辞文法不分并产生弊端的时
期 ( $从 )马氏文通 * 出版以
后 % ! $从故纸堆里去搬出以
前那些修辞古说附和或混充
文法 ! 成了一个拿修辞论的
材料混充文法的时期 + %

吕叔湘先生在 )重印 /马
氏文通 0 序 * - &语文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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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评论到 ( $作者
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
义的语法范围之内 ! 常常要
涉及修辞 + % $语法和修辞是
邻近的学科 + 把语法和修辞
分开 !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把
语法和修辞打通 ! 有利于作
文的教学 + 后者是中国的古
老传统 ! 也是晚近许多学者
所倡导 + 在这件事情上 ! )文
通 * 可 算 是 有 承 先 启 后 之
功 + %除此 !我们还搜索到有
十余篇论文均以 )马氏文通 *

的修辞思想 & 修辞理论与方
法 & 语法与修辞的结合等为
题 !专门讨论了 )马氏文通 *

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影
响 +可以说 !马相伯校长参与
)马氏文通 *的写作 !主观上
是在推动西方语法理论的中
国化 ! 客观上是对中国修辞
接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念
起到了引航导路的作用 !确
立了现代修辞学暨复旦修辞
学的历史起点 +

复
旦修辞学百年之历的
第二理据是复旦大学

创立之初 ! 修辞教学活动即
已渗透其间 +

高万云教授在 )马相伯
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 * - &当

代修辞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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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称马
相 伯 为 $修 辞 学 教 育 家 % !

$开创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
修 辞 学 教 育 与 研 究 的 新 纪
元 % ! 并设专题讨论马相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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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复旦大学之
初 ! 在修辞学教育 & 论辩修
辞 &翻译修辞方面的贡献 '特
别介绍了马相伯继承亚里斯
多德和西赛罗修辞学与逻辑
学相结合的西方研究传统 !

在复旦大学教学活动中大力
推行论辩修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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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
教学体制时还把 $演说规则 %

写进了由他制定的 )复旦公
学章程 * + 宗廷虎 &陈光磊教
授也明确表述 ( $复旦大学有
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 + 复
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
程中就有修辞学 + 后来李登
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 + %

- &复旦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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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校长着力贯彻了
他修辞学教育的现代理念 !

奠定了复旦大学修辞学教学
和学科发展的最初基础 + 惜
之 ! 马相伯校长关于修辞学
的见述散见于其哲学著作 &

文学批评 &学术演讲中 !没有
形成体系呈现于世 +

从源头上可追溯到的最
早 文 字 应 为 望 老

$&%$

年
)

月
%(

日发表于 )民国日报 *

副刊 )觉悟 *上的 )文章的美
质 * + 文章使用白话的例句 !

开白话修辞的先河 !掀开了
中 国 现 代 修 辞 学 史 册 重 要
的一页 + 其后 !望老为现代
修辞学学科体系的创立 &复
旦修辞学的奠基呕心沥血 &

勤勉躬行 + 谨以邓明以教授
)陈望道传 * -复旦大学出版

启林有声!复旦百年修辞
祝克懿

!启林有声"取自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真切表述了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棘%艰巨而辉
煌的学科创业道路#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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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人( 毕业于日本

中央大学法科( 回国后积

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

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

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

'!.-

年起在复旦大

学任教( 毕生从事进步语

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

研究(主编#辞海)%著有#修

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泓
译注何先生 )明清社

会史论 *是以
$&*'

年
的修订本为底本 +泓翻译时 !

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
文献 ! 还原于译文之中 !若
有 出 入 则 以 $译 者 注 %形 式
说明 ! 其特色是力求详尽 !

征 引 许 多 何 先 生 未 引 用 的
史料和近人研究的成果 + 何
先生认为这 $足以教导入门
者 如 何 收 集 与 运 用 史 料 % +

由 于 这 本 书 出 版 已 五 十 多
年 !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
与研究论著出版 ! 与何教授

对话 !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
或修正的文献资料 !也以 $译
者注 %形式说明 + 长达万言的
$译者注 %! 何先生说 ( $对我
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
极有参考价值 + %编排上也大
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
次序与方式 !将全书每一脚注
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 !何先
生说 ( $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
感 + %这个 )明清社会史论 *译
注本 ! 得到何先生的赞许 !应
该是比英文原版更为理想的
版本 +

何先生过世之前一直关
心这本书的出版 !他在 )/明

清社会史论 0中译本自序 *上
说道 (

徐序与崔评对我早年学

术著作价值的肯定 ! 不啻是

我近二十余年来 ! 孜孜不倦

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

支柱 "

这本 #明清社会史论 $在

我所有的著作里 !运用社会科

学理论较多 ! 也最为谨慎 !曾

引起不少学者仿效 %但此书问

世若干年后 !蓦然回首 !我对

某些社科观点 &方法与理论逐

渐感到失望与怀疑 !最主要是

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

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

和种型的坚实史料 !以致理论

华而不实 !容易趋于空诞 " 因

此我自退休以来二十余年间 !

'仅 (求诸己 !致力于考证学的

更上层楼 !欣然颇有所获 % 此

日回想 !这本旧着可称我个人

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 !而

今旧着以 '译注 (的新颜出现 !

于我个人固然可喜 !更希望对

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帮助 %

无奈由于哥伦比亚大学
出 版 社 中 文 译 本 版 权 授 权
问题的拖延 ! 非常遗憾 !何
先生生前只看到稿本 !没看
到联经平装版的 )明清社会
史 论 *出 版 !更 不 可 能 看 到

中 华 )何 炳 棣 著 作 集 *精 装
本 )明清社会史论 *的出版 +

尤其 !碍于两岸称谓的原则
问题 !北京中华书局无法从
我 们 $科 技 部 %得 到 简 体 字
版授权 + 比台湾人口多出六
七 十 倍 的 大 陆 同 胞 只 能 从
网 络 流 通 的 电 子 版 阅 读 何
先生的大著 !相信不是何先
生 &联经公司和我们学术界
愿意见到的 + 这真是一大无
奈和遗憾 +

-作者为暨南国际大学

荣誉教授 * 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讲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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