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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

!"$'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

年起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曲

论初探'&中国戏曲初考'&元明南

戏考略'&中国小说丛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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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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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史实的考证为
例 #

!"$%

年
"

月 !陈望道应

聘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

即开设文法 "修辞课程 #

!"$&

年
'

月在$时事新报%

副刊 $文学 %发表 $修辞学在中

国之使命%等!明确修辞学的性

质与任务! 划清修辞学与文法

学的界限#

(")*

年
$

月!因国民党迫

害离开复旦大学! 蛰居在上海

寓所从事 $修辞学发凡% 的写

作#

+

月在$微音%月刊发表$修

辞与修辞学%等文章!初拟现代

修辞学的理论框架#

*")$

年
&

月&

+

月'积十余

年勤求探讨( 完成 $修辞学发

凡%的写作 !以上 &下册先后在

大江书铺出版# 确定并科学地

解释了修辞学的性质&对象&任

务&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建构

了现代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

年在 $中学生 %发表

$关于修辞 %)在 $文学百题 %发

表 $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

批评的关系%等#

*"&-

年回重庆北碚复旦大

学中文系任教! 开设修辞学和

逻辑学等课程#

*",$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任命& 毛泽东主席签署任

命书任复旦大学校长#

*",,

年

在复旦大学创建 '语法 &修辞 &

逻辑研究室(!开辟了修辞学的

研究基地#

此后!无论是教学科研!还

是学术演讲! 望道先生均着力

于系统科学地阐释修辞学的新

理念&推动发展新思维# 如$修

辞学中的几个问题 % *

*".$

+"

$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

*

*".&

+"$有关修辞学研究的原

则问题%*

*".,

+等,

当然 !望老的学术贡献不
仅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科之基

业 ! 其学术体系覆盖了语法
学 $哲学 $新闻学 $写作学 $文
学 $美学 $逻辑学 $伦理学 $社
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他就像
一座擎天柱 !撑起的不仅仅是
现代修辞学这一片天空 !更是
人文学科这广袤的学术天地 %

可能由于陈望道先生的权威
影响和人文学科传统的因循 !

复旦中文系教学与研究形成
了文学语言学科交融 $古今中
西学术贯通的独特传统% 于修
辞学科亦如此% 老一辈学者或
潜修 !或博及 !纷纷在修辞学
的领域中勉力耕耘 !使复旦修
辞学生机勃发 ! 在全国形成
了独特的影响力 % 本书 &修辞
学传统 ' 专栏录入几位老先
生的代表性成果 ! 正是欲彰
显前辈学者尊崇学科传统 $

发扬光大修辞学术之伟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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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院系调整 ! 郭绍
虞先生即进入复旦中文

系 %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通才
型学者 !既是海内外著名的文
学史 $文学批评史大家 !又在
语法修辞领域享有卓著声誉 %

其修辞学的专论有未公开出
版的理论著作 &修辞学通论 '

(

*").

")有引起语言学界极大
关注 $近

.-

万字的 &汉语语法
修 辞 新 探 ' ( 商 务 印 书 馆 $

!"("

"!该作提出的 *语法修辞
结合论 +! 还引发了语言学界
的一场大讨论 %而本书录入的
论文 &修辞剖析 ' (

*"+,

"则为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 的理论
总结 !文章从历时的角度根据
*汉语特征 +推出 *中国的修
辞学有与语法学结合的可能
性 +!并述该观点曾受到杨树
达 &中国修辞学 ' *文法包赅
在修辞之中 +和吕叔湘在 &中
国文法要略 ' 讲文法结合讲
修辞倾向的启发 % 而在 &照隅
室语言文字论集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

"中 !有数篇论
文对传统修辞的特点有颇为
深入的专题讨论 % 本书录入
的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从
单 音 角 度 讨 论 了 汉 语 的 特
性 # *中国文辞上所有的种种
技巧 ! 都是语言文字本身所
特具的弹性作用 +%

吴文祺先生学识渊博 !精

通文学语言两大门类 !在文学
语言和诗律修辞的研究方面
更是独树一帜% 修辞学的代表
性成果有 &论语言化装及其
他 ' (&前线日报 '$

!")&*"*$$

"

和 &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 '

(&民国日报 '$

!"$'*$*$+

" 等 %

本书选录后者 !理论价值为对
*连绵字 +文学价值的研究 !在
文章发表之时的

*"$)

年 !如
作者所言 ! *还没有人详细地
系统地论述过 +% 而文章的形
式要恰好地表现内容 !要 *先
有了思想和情感 !然后再去找
适当的词类来表现 +! 遴选词
语特别是文言中的 *连绵字 +

是显示文学语言功力的重要
一步%

赵景深教授
*")-

年起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主攻
古典文学 !戏剧学成就斐然 %

修辞学研究方面曾撰有 &修
辞讲话 ' (北新书局 $

!"')

"一
书 % 该书五万余字 !主讲修辞
格 !体例上囿于陈望道 &修辞
学发凡 '的分类种种 !以文言
例子辅以分析 % 由于该书为
当时普及现代修辞学知识之
读物 !理论阐释篇幅不大 !尚
不独立 !故未录入 % 在此恭敬
列出此书 !谨望值此敬告 !在
复旦前辈开启的修辞学山林
中 ! 赵景深先生也曾植下秀
木一株 %

张世禄先生著作等身 !

*",$

至
*""$

四十年的教学
生涯充分体现了复旦中文系
的学科传统 #中西交融 !以西
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考察
汉语结构规律 )博古通今 !传
统小学文字 $音韵 $训诂成就
卓著 !现代汉语语音 $词汇 $

语法 $修辞也造诣深厚 %

*","

年曾出版普及性读物 &小学
语法修辞 '% 本书选录的 &关
于旧诗的格律 ' (

*"'"

" 凝聚
了张先生关于诗歌音律体制
的卓识 ! 通过押韵脚 $ 调平
仄 $讲对仗 $整字数 $定句式
等修辞手段 ! 揭示了格律诗

所运用的修辞结构规律 %

郑业建 (权中 "先生
*"&.

年即到复旦中文系任教 % 专
攻文字学 $音韵学 $训诂学 !

修辞学方面也学养深厚 % 两
部修辞学教材 &修辞学提要 '

(北平立达书局 $

!"''

" $ &修
辞学 ' (重庆正中书局 $

!"))

"

均已刊行 % &修辞学 ' 较之
&修辞学提要 ' 理论性更强 !

体系更完备 % 全书
*$

万字 !

共八章 # 一至三章论修辞学
的界说 $功用 $地位及与其他
学 科 的 关 系 ! 相 当 于 *绪
论 + % 其修辞学的理论价值也
集中体现于此 %第四至第八章
体例多为针对各种类型所作
的例证分析 % 考虑到篇幅限
制与理论价值 ! 本书收录了
目录与一至三章 %

正是陈望道 $ 郭绍虞先
生这些博涉约取 $ 理念前瞻
的学界一流耆英 ! 用他们坚
守几十年的执教理念和凝聚
一生心血的学术卓见 ! 提升
了修辞学博雅的学术境界 !

给复旦中文系创设了一种语
言教学与科研的宏大格局 %

上承下启的胡裕树先生
博学 $崇本 $严谨 % 一生孜孜
矻矻 $恪勤为学 $岁月峥嵘 %

不但在语法学 $修辞学 $对外
汉语教学等领域留下了丰富
而宝贵的理论遗产 ! 而且承
风启地 ! 数十年擎发扬光大
学科传统的大旗 ! 率语言学
科同仁共铸了复旦语言学的
辉煌 % 本书选录的 &修辞学理
论 '&修辞现象研究 ' &语体风
格研究 ' &修辞学史研究 '栏
目的

*+

篇论文 !即反映了胡
先生带领复旦语言学科学术
团队在多个分支领域的辛勤
耕耘和积极探索 % 这些论文
既会聚了博学宏赡的学者们
数 十 年 执 着 向 学 的 高 见 精
述 ! 又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在
全球视野学术语境下 ! 回望
百年深厚传统 ! 放眼现代化
美好未来 ! 跨学科多元发展
的方法意识与理论自觉 %

值
得欣慰的是 !复旦修辞
学科的建设已进入一

个传承与开拓并举 $新老学人
血脉相承 $上下倾力共建的良
性发展时期% 学科的山林已经
开启 !畅然昂扬的林声也已经
响起% 愿这本纪念文集成为薪
火传承的新起点 !积极响应新
百年学术发展的呼唤 !在未来
的学科山林中发出更为宏阔
清越的响声,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 %本书为祝克懿 (吴礼

权编选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

丛 书*修 辞 学 卷 + & 启 林 有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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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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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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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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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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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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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绍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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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苏州人%

!"$#

年代初$与茅

盾(叶圣陶等创立文学研究会%

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宋诗

话考'&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照

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等%

吴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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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海宁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学术委员$&辞海'和&汉

语大词典'副主编% 著有&辞通

续编'&新文学概要'&近百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等%

张世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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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浦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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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

东南大学中文系%著有&中国

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

&广韵研究 '&语言学原理 '

&古代汉语'等%

胡裕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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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绩溪人% 曾任&辞海'编

委兼语言文字分科主编(&汉

语大词典'编委等% 著有&现

代汉语语法探索'&汉语语法

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