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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与修辞
!

李 平

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 不是
生活在书斋里的老学究! 而是像
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他的思考
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现实穿透
力!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紧扣国
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他
的观点一针见血! 直接进入问题
的实质和要害# $然而在我看来!

王元化的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巨大
的影响!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
因!那就是文字的力量# 若从"全
人$的环视角度考察!我们会对王
元化著述的特殊性产生一种新
的%更有意味的认识#

见过王元化先生的人都有一
种印象&他的身上固然有英锐%激
烈的一面!然而更多%更典型的!

则是他沉潜%雍容的特质#他是一
个不断思考着! 不断产生问题意
识!并且为此真正体会到"快乐$

的人# 他曾解释说& "什么是乐
呢'就是达到一种忘神!你不去想
它! 它也深深贴入到你的心里边
来了# 使你的感情从各方面都迸
发出一种热情(($ 王元化先生
始终保有一种年轻% 开放的生活
态度和宽容豁达的理性精神# 虽
然是一位老者! 但是他对新事物
新思想充满了热情! 从来没有泥
古不化的偏执)他研究古典学问!

但是这种研究给人新鲜% 深刻的
现实启发) 甚至他平时的装束也
常常是轻松的款式! 头发总是梳
理得整整齐齐! 金丝边眼镜后面
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总之!他的
身上焕发着热爱生活的光芒# 他
既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 也是一
个讲究"形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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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中国美术学
院于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一场 "清
园书屋笔札展$!同时还举行了汇
集展出作品的*清园书屋笔札+一
书首发式 # 王元化先生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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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我在*"敬正$之美+!载"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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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文中
说&"这次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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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书法作品!

皆为王元化先生著作语要的抄
录!内容涉及思想%行旅%往事%谈
艺%诗作%楹联!所有墨韵均由元
化先生于当年夏秋之际挥毫书
就#此事沪上多家媒体作了报道#

许江先生在介绍文章中写道
.

,王
先生之笔札的意义首在为文与书
写的敬正# 这些文字作为语要及
其思想的载体!有书写的清纯%有
运思的节度! 蔚然而成楷正的气
象!披露一代思想者的胸襟# -这
段文字中让我眼睛一亮的! 正是
,敬正-二字# $",敬正-是元化先
生为人精神的写照! 也是他对待
学问和编辑%出版%装帧等事宜的
态度和追求# $

与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 !

如果你细阅元化先生的文章!一
定还会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重视
用语规范%辞藻典故%修辞逻辑的
作者#读他的文字!会有一种强烈
的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或者说!

能体悟到一股孟夫子的文字才具
有的那种"浩然之气$# 这里可以
试举几例&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
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
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
意味着后一代对前一代的思想成
果彻底消灭! 从而把全部思想史
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所# $

"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 以致
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采取了一种不关痛
痒的冷漠态度# 这是形成长期缺
乏公民意识的主要原因# $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
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
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
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也
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
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
避危险# $

"唯新唯洋是从的风气与
98

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关系#

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
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

援经典以自重! 而放弃自己独立
见解#沿习既久!惰性已成!个性日
丧!创造力终于斫伤尽净# $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理念
的自我综合%自我发展%自我深化
的运动过程#首先!以理念自身作
为出发点!然后理念将自己外化!

转化为自然界# 理念由自在阶段
发展为自为阶段后! 再进一步返
回自身! 终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
自我意识# $

"正像赫兹列特所说的! 约翰
逊不理解莎士比亚!因为他的理智
根本无法掌握美#这种抑扬任声的
文体!我姑以,褒贬格-名之# $

"一千多年前! 鸠摩罗什作为
一个异邦人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
虔诚传译佛典! 自称未作妄语!死
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
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 $

诸如以上这些洋溢着修辞之
美的精彩语句! 在王元化的著述
中真是不胜枚举. 尽管王元化经
常说自己不善于即席讲话! 但是
他那些往往经过反复锤炼的文
字
;

却实在是十分契合古罗马诗
人朗吉弩斯所说的 "崇高风格$&

"崇高是一种整体的力量!如同霹
雳# 只有思想庄严的人才会有语
言的宏伟# $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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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上海译
文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元化翻译的
小册子*文学风格论+!这是译者
为用作撰写*/文心雕龙0创作论+

的参考资料而译出的# 小册子收
集了德国歌德的 *自然的单纯模
仿1作风1风格+%威克纳格的*诗
学1修辞学1风格论+ 和英国柯勒
律治的 *关于风格+% 德1昆西的
*风格随笔+四篇文章# 书的篇幅
虽然不大! 但是却探讨了一系列
关于写作的风格和修辞问题!在
当时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注意# 元
化先生在此书的"跋$中!赞同歌
德将"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和
"风格$作为不同等级的艺术作品
的特征来看待!他说&"事实上!这
一问题直接涉及到美学的根本问
题! 即审美的主客观问题$!",风
格-则是主客观的和谐一致!从而
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双会之境#因
此! 歌德认为它是艺术所能企及
的最高的境界#$元化先生还引用
黑格尔的话说&"黑格尔*美学+认
为 ,作风只是艺术家的个别的因
而也是偶然的特点! 这些特点并
不是主题本身及其理想的表现所
要求的-!,作风愈特殊!它就愈退
化为一种没有灵魂因而是枯燥的
重复和矫揉造作! 再看不出艺术
家的心情和灵感了-# $王元化认
为! 介绍这些观点可以有效地提
高人们的艺术鉴赏力! 培养读者
纯正的审美趣味#

与王元化打过交道的一些出
版家都有这样的体会! 那就是王
元化对自己的著作在文字%校对%

版式%装帧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他对于文字经常一改再改! 力求
更佳#在自己晚年的精华集*思辨
录+2定本3壬辑中!王元化特意收
录了四则直接与修辞有关的文
章&*文章简繁+*古文朗读+*修辞
例一+*修辞例二+!可见作者对文
章修辞的高度重视#

在*修辞例一+中!元化先生
写道&"我没有钻研过修辞学!但
写作时为了达意的准确! 也常常
对自己的文字进行修改# 有时也
把修改的经过记录下来!例如*记
辛劳+一文!其中倒数第二段最后
一句!曾修改数次# $元化先生列
出了修改的过程444

!初稿"#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

天爱才和忌才总是纠缠在一起$

!其后"#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

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

!接着当天夜里醒来时%念及

此句仍觉不妥%遂改成"#我不知

道这究竟是天地爱才% 还是天地

忌才$ 为什么命运要将众多的苦

恼降在这样一个才气横溢的人的

身上$

!过后再读全文%读至此句仍

未惬于心%再改成"#我不知道这

是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既然

这个人被赋予了大量的才华%为

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苦恼降在

他的身上$

!再读仍觉未畅己意%至今天

清晨%卧床未起时%伏枕再改成现

在的句子"# 这究竟是天地爱才%

还是天地忌才$ 既然赋予这个人

以过人的才华% 为什么又偏偏要

将众多的不幸降在他的头上$

由此可知!元化先生对文字修
辞的重视几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

在*修辞例二+里!元化先生
回忆了自己替余秋雨修改相关文
字的经过&"余秋雨所撰 *长者+!

嘱我修订#我向他说!我的修改只
限于涉及张可和我本人言行部分
2例如!后经我改动的有秋雨记张
可嘱他学英文的谈话中 ! 用了
,必须-,应该-字样#我说!据我所
知! 她从未用过这种社论式的命
令词3#文中所记我对张可的评语

是经过我反复修改过的#$王元化
先生记录道444

秋雨记我所述原文#

张可心中无恨&从不相信斗争

哲学%只散布善良'温柔'宽恕& 跟

我受了几十年的苦%从未流露出一

点一滴的抱怨&像我们这种敏感的

文化人%只要有一个眼色中稍稍有

点不耐烦%也能立即感到%刻下深

深的伤痕%但在她的眼睛里从来没

有出现过这样的眼色&

最初! 元化先生只是在原稿
上作了一些润色和调整! 然而最
后终于修改成如下的文字&

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 我

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

态度待人% 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

用强烈的字眼说话% 总是那样温

良 '谦和 '宽厚((

!=

年漫长岁

月里% 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

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受

过屈辱后会变得敏感% 对于任何

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 一种

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 都会感应

到& 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

露& 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

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因为

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

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 只能听凭

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

凡绝尘之境&

经过修改的文字不仅更加具
体准确! 而且体现了一种非常适
合叙述对象的%得体的博雅风格#

语法%逻辑%修辞!曾是西方
古代十分重视的 "七艺$ 中属于
"文字$的三艺2另外属于"数字$

的四艺 !是算术 %几何 %音乐 %天
文3# 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是围
绕五个基本主题来组织的!那就
是 &布局 %表达 %构思 %文体和记
忆# 修辞以语词为本原!它在整
个语词体系中的位置!主要体现
在对正确表达2说服3的关注# 今
天我国大学的中文专业也依旧
有语法%修辞%逻辑课!正说明了
这类训练在写作时的重要性# 反
之! 倘若失去了这种 "文字的力
量$!思想的表达自然就会大打折
扣# 正像元化先生不是书法家!但
是写得一手隽永好字一般) 元化
先生也没有专门研究过修辞学!

但是他处处遵循为文的法度%锻
炼文字的生气和意蕴! 呈现出很
高的文章境界#

王元化先生装束的恰宜 %书
写的敬正% 文字的修辞! 与其丰
沛%深湛的思想一起!构成了一个
卓然而立的完整的智者形象# 今
天! 这样的思想家太值得我们敬
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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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选取了中国法制史名家张晋藩

教授有关法制史研究的论述
:!

篇%时间跨

度大%涵盖古今%内容包括中华法系研究'

古代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法与吏的关系%

以及立法与司法的历史经验等方面% 较为

全面地呈现了作者法制史研究的观点% 对于当前国家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作者认为# 法治建设的问

题%首先面对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我国传统法制资源&

王元化著作%思辨录&%文学风格论&

!%$&

年
'

月
(

日'是王元

化先生逝世
#%

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