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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建构了一
套科学严密的学术体系，提出一系列重
要概念。学界在修辞同情境、题旨等问
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两大分野”上仍
有争鸣，对“零度”修辞研究较为薄弱。

《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
境为第一义”“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

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
境”，从而将语境中的言语现象确定为修
辞学的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了修辞的两大分野：积极修辞与消
极修辞。

所谓积极修辞，指的是具有感受、体
验性质的辞格与辞趣。谭永祥提出积极
修辞是“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丰富
甚至超载的言语现象”，是对陈望道所作
定义的进一步理论化。

关于消极修辞，学界多有不同看
法。一方面，消极修辞研究如辞规、辞风
的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学
者认为，修辞就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其
作用总是积极的，故没有消极一说，两大
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消极修辞实与规
范语法并无二致，没有独特的角度和研
究对象，因此，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从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
加以考察，语法与消极修辞存在明显差
异，语法除了研究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现
象，也研究非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现象。
像“喝水”不能说成“水喝”，“看电影”不
能说成“喝电影”，在研究此类现象时可
完全脱离语境。而消极修辞在“修辞以
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修辞学体系
中，恰恰是不能脱离语境的，《修辞学发
凡》中关于消极修辞所举出的近30个例
句均有完整语境，所涉须为话语文章，即
是有力的例证。如《修辞学发凡》第58

页举例：
王冕……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

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

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

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

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

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

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

也不放在意下。（《儒林外史》第一回）

《修辞学发凡》认为这段文字中的
“他便”二字按照文法论原本也可以放在
“把”字之前，但会导致后句“乡下的孩子
们”笑的是他用牛车载母亲这件事，隐晦
了真意。所以应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语
境，放在“戴了高帽”之前。此处除论述
消极修辞不能脱离语境外，也论述了消
极修辞和文法（语法）的区别。

再如动词的选用，消极修辞注重动
词的凝练，以最大程度符合语境的要求，
最优化修辞效果。例如：

我的母亲早已迎出来了，接着便飞

出八岁的宏儿。”（鲁迅《故乡》）

这个“飞”字，飞出了亲人间的亲热，飞出
了侄儿的活泼可爱劲儿。若将“飞”替换
成“跑”，从规范语法的角度来看，句子能
够合法成立，但消极修辞效果尽失。这
是和规范语法研究对象的第二处差异。

那么，特点迥异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
辞如何在同一个修辞学体系中和

谐并存呢？《修辞学发凡》提出以“零度”
加以连接。

所谓“零度”并非基于“表达和意义
的对立”“修辞和规范的对立”。关于两
大分野以何种标准划分，代表性观点如
张德明提出其“逻辑基础，就是抽象思维
和形象思维”，但这会带来一些理论难题。

若据前述积极修辞的定义，不难得

出消极修辞即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缺失
的言语现象，如果抽象思维为消极修辞
基础的观点成立，会得出抽象思维不具
美感的结论。但事实上“抽象思维本身
已具备独立的审美功能，因此除了抽象
思维与形象思维共存的美感具体形态以
外，人们还会对某些事物发生完全脱离
了形象思维，仅由抽象思维所构成的美
感具体形态即纯粹的抽象美感”。

抽象思维存在于审美活动中，会给
人以美感感受，这符合“积极的修辞，却
要使人‘感受’”的观点。因此，抽象思维
也可作为积极修辞的基础，这充分说明
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来划分两大分野
并不科学。

同理，或可视“零度”为言语现象中美
感信息缺失的界限。而对美感信

息的判定与分类，可基于连续统理论来
论述。兰盖克于认知语法研究中提出
“将修辞性语言和直陈性语言放在同一
个连续统中”；吕叔湘则给予明晰定义：
“我们在对有些对象分类时并不能都做
到二分……总起来看，（这些对象）可以
形成一个连续的分类，即连续统”。在语
言研究中，言语中美感信息从负数、缺失
到增强乃至丰富甚至超载形成的是一个
渐变的连续统，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分
处同一渐变连续统的两个不同方向。

那么，如何判定界限？实际上，正是
由于言语中美感信息是一个渐变的连续
统，加上大量言语现象存在模糊性的一
面，在修辞实践中，绝对的“零度”修辞可
能很难找出。与颜色、词性的连续统类
似，“零度”修辞只是一条大体分界线。

在言语实践中，“零度”的标准是可
变的，具有相对性。因个体美学感受的
差异，“零度”具有见仁见智的主观性。
且美感信息的判定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等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零度”的标准
也会随之变化，随着美感信息的逐渐消
逝，一些修辞现象会演化成为词汇现象，
而在具体语境中临时获得美感信息的言
语现象可转化为积极修辞现象。
《修辞学发凡》所提出的一系列观

点，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联系的有机整
体，不可偏废。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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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1964）▲ 陆澹安复程小青书信底稿（1963年2月）

“自我心理学”之父阿德勒应该不会
料到，自己过世八十多年之后，在地球另
一边突然火了起来。近年来，随着日本
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的著作
《被讨厌的勇气》中译本一纸风行，人们
发现原来阿德勒是与弗洛伊德、荣格齐
名的心理学巨匠，也发现原来在理解人
类行为方面，除了弗洛伊德的因果论，还
有阿德勒的目的论。

打个不严谨的比方来解释两者区
别。比如一个人患有“社恐”（临床上称
为社交焦虑症），从因果论视角来看，这
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此人早年经历了太
多否定，对自己不够自信导致；而从目的
论视角看，这是他基于自身需要的选择，
是为了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害，以达
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前者认为当前的状
态是之前经历的必然结果，这是因果论；
后者认为当前状态由想要达成的目的决
定，这是目的论。

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因果论和目的
论的分野并非新鲜事。在历史上第一本
解释心理现象的著述《论灵魂》中，亚里
士多德指出，万物皆有一种要“实现自我
完善目的”的活力，他称之为“隐德莱
希”。按照这一观点，人的行为自然是被
自我完善的目的所牵引。之后，西方世
界对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年的“冰
河期”，当人们再次关注并深入探究心理
现象的根本原因，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
末。此时，一改两千多年前的传统，目的
论已成明日黄花，而因果论占据了心理
认识论的主流。

如果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来看，这一
趋势不难理解。基督教文明一路从中世
纪走出来，人们很容易将目的论与宗教
的僵化束缚联系在一起，视之为愚昧而
沉重的枷锁。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正是
为了打破这一枷锁，推行科学和理性。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众多学科都在消解
目的论上取得了突破。如达尔文用“自
然选择”理论宣告“自然是没有目的的”；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黑格尔
的“历史目的论”。在心理学领域更加如
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心理学
恰恰刚借实验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母
体，跻身于科学大家族。此时的目的论
像是令人生厌的旧朝遗老，拖累了现代
心理学年轻活力的形象，需要尽可能地
被因果论取而代之。

最为典型的就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
动力理论来取代亚里士多德追求自我完
善的活力说。前者认为一切心理问题皆
由童年未解决的冲突造成。坊间流传的
说法——“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好的童
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正是心理动力学
理论的体现。在他之后，行为主义对目
的论进一步赶尽杀绝，将人类的一切行为
都理解为由刺激—反应—强化构成的条
件反射，认为人与人的心理差异完全来
自个体从小被强化的历史不同。心理动
力学和行为主义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第一
和第二浪潮，奠定了心理学最初的、甚至
延续至今的主流基调，总体上都是强调
人类被自身过去的经验所塑造和驱动。

有趣的是，认识论的发展如同钟摆，
在某个方向发展到极致就产生了回归的
倾向。到了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的目
的论借着第三浪潮——存在—人本主
义，出现了回归的迹象。

1958年，作为住院医生从事临床心
理工作的年轻人欧文·亚隆体验到了内心
的挣扎：自己接受了完整的精神分析训
练，但又不完全认同该理论对人消极被动
的假设，大学期间修读的存在主义哲学总
在向他招手。恰在这时，罗洛 ·梅的著作

《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新方向》问
世，向英语世界介绍了存在主义心理学。
年轻的欧文 ·亚隆如逢甘霖，致力于将存
在主义心理学融入临床实践，最终成为极
具影响力的存在心理治疗大师。

这是心理学第三浪潮中的一股涌
流。第三浪潮通过彰显一个被世人忽视
的事实回应了前两个浪潮：人是有自由
意志和价值追求的存在，而不是过往经
历的被动产物。比如，在欧文 ·亚隆看
来，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无法
通过寻找意义感、无法利用选择的自由
来超越死亡焦虑。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即
是要帮助来访者寻找意义和目的，促使
他认识到自己此刻的自由，鼓励他使用
此刻的自由创造下一刻的意义。
“责任”“选择”“自由”“意义”构成了

存在—人本主义的标签。仅从字面上也
可判断，这一流派把先前心理学家苦心
赶走的目的论又请了回来。这个过程耐
人寻味。当年轻的亚隆探索存在主义心
理学时，“心理治疗词典中哪里有这类词
条呢？……当我检索此类文献时，医学
图书馆的计算机发出吃吃窃笑”。不过
也正如他所言，这一取向“陌生却又似曾
相识”“可能冒犯了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自
豪感……但从另一角度看，那些最智慧、
最有思想的人们已经开辟出一条悠久的
道路，我们可以安心沿着这条道路回到
过去”。

在存在—人本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
心理学中的自我建构理论进一步靠近目
的论。该理论认为不存在客观、独立、真
实的“事实”，所谓“事实”是个体基于自己

的体验和观察建构出来的，因此存在个体
间的差异。已有大量实验表明，人的记忆
并非存在保险箱里的物品那般存进和取
出都是同一件。记忆会随着新体验的加
入而被再加工、被改写，所以“那些记忆在
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这就在很大程度
上挑战了因果论的基础：既然回忆可能是
带着滤镜建构出来的，还谈什么它对后来
的影响呢？相反，甚至可以怀疑，是现在
的经历影响了回忆内容。既然如此，过去
的经历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魔咒，人们可以
选择用积极、有意义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
的过去，更加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

这并不是盲目乐观的想象。21世纪
认知神经科学对“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的发现，为人的自我建构提供
了解剖学证据。美国神经科学家赖希勒
发现，人脑处于静息状态时，由多个脑区
共同构成的默认模式会被激活。此时，
大脑主要被想象性的模拟所占据，包括
对过去的理解和叙事，以及对未来的预
期和展望。如果大脑的默认状态是想象
性的模拟，这意味着，在预测和理解人类
行为方面，未来展望取向比过去驱动取
向更为有效。

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前现代、现代再
到后现代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心理学家
对心理现象的认识像是在目的论和因果
论之间荡秋千，或者说，是在两者间螺旋
上升。不过这只是在“大颗粒度”地回顾
心理学史，其实从微观上看，每一个时代
都并存因果论和目的论两种声音，哪一
种声音会被选择和传播取决于当时的社
会语境，无所谓谁更先进。正像阿德勒
的目的论近年来才被中国的心理学爱好
者关注和欣赏，人们很难想到他竟与弗
洛伊德是同时代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
特点是倡导多元并存。在对人的认识
上，因果论和目的论都有各自发挥解释
力的语境。它们如同阴阳两极，看似对
立，实则互补而一体。（作者为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郭晓薇

“荡秋千”的心理学史

陆澹安（1894—1980）
早年以传统文人底色融入
上海中西融合的都市文化，
创报纸杂志、写侦探小说、
开电影公司、改编评弹、办
学教书。中年后转向治学，
于古典文学、金石碑版、戏
曲传奇均有研究。

近日，“澹远乐安——
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
文献展”在虹口区朱屺瞻艺
术馆举行，展览期望通过对
陆澹安的重新发掘和梳理，
再现海派文化的嬗变，注解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展期
至8月25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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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去

▲ 1930年代的“星社雅集合影”，一排左五为程小青，三排

左二为陆澹安。

▲ 陆澹安《戏小青三绝》

手稿（1964年）

在“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

献展”（后文简称“陆澹安纪念展”）

上，一封“东方的柯南道尔”程小青写

给陆澹安的信札引发了笔者兴趣。

这封信写于1964年4月19日，第一

段内容如下：

接到惠赐巨册《小说词语汇释》，
翻阅之余，既感且佩。兄阅览之博、摘
录之勤、记忆之强，而涉笔六七载，纲
举目张，条分缕析，用功如此，实为侪
辈所望尘莫及。谨领盛意，敢为老友
道贺！

从信中可以看出，程小青收到

陆澹安赠送的《小说词语汇释》（中

华书局，1964年2月一版，陆澹安编

著），写信表达道贺与感谢之情。而

华斯比兄在“孔夫子网”淘书时，曾

在一家地处苏州的旧书店网店里，

见到《小说词语汇释》的作者题签版

本，扉页上写着“小青社长兄 正疵

陆澹安赠”，落款时间为1964年4月2

日，应该就是信中所说的那本书，后

来不知何故散落出来。当时陆澹安

居上海，程小青住苏州，应是陆澹安4

月2日签名，托人将书送给程小青，

程小青收到书后，回信表达谢意，一

书、一信，前后时间正好对得上。而

程小青信札第二段写道：“日前鹃兄

自沪返，谈及兄近体安善，鼓盆之戚，

仍见稍杀”，表明二人的共同好友周

瘦鹃当时正好往返于苏州、上海两

地，并先后见过陆澹安和程小青，很

可能就是那个中间帮忙带书的人。

积极拥抱新兴事物

谈及程小青与陆澹安的交往，更

早可以追溯至1923年《侦探世界》杂

志创办时期。当时二人同为该杂志的

编辑和作者，应该有着不少工作方面

的合作和交流。程小青的“霍桑探

案”系列小说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

地位自不必多说，陆澹安在《侦探世

界》第四期的“辑余赘墨”（类似于今

天的“编辑手记”）中就称“程小青是中

国的侦探小说大家”。而实际上，陆澹

安自己创作的“李飞探案”系列也是民

国侦探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郑逸梅

就推举过当时最著名的三个本土侦探

小说系列：“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

的，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

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号。”

除侦探小说外，程、陆二人的另

一共同爱好就是电影。程小青不仅

亲自操刀将自己的《江南燕》等多部

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还投资开办过

苏州第一家电影院。陆澹安更可谓

“超级影迷”，从《澹盦日记》中我们能

看到他年轻时大量看电影的相关记

录，同时他还将《老虎党》《红手套》等

多部外国侦探电影改写成“影戏小说”

并出版。陆澹安还曾亲任电影编剧、

中华电影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后来甚

至和友人合办过一家新华电影公司。

传统文人的往还酬酢

程小青与陆澹安在当时不仅热

衷于侦探小说与电影等新兴都市文

化，将“白相”娱乐和工作事业有机统

一起来，二人还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浓厚兴趣，可谓志趣相投。如

二人同为苏州“星社”成员，范烟桥排

印的《星社社友录》中，程、陆的名字

都赫然在列。1930年代的“星社雅集

合影”，也是我们目前见到最早的程

小青与陆澹安“同框”的照片。

“星社”成立于1922年，既包含

了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群落的大

部分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

通俗文学社团之一；也带有传统文人

雅集的性质，丁慕琴、谢闲鸥、朱其

石、陶冷月、钱瘦铁等书画名家也都

是“星社”成员。就在程、陆二人中，

程小青能书善画，晚年还写过一本

《苏州园林》诗词稿，陆澹安对于书

法、诗词、弹词、金石碑版、古典小说

等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精深的

造诣。陆澹安曾为好友程小青写过

《戏小青三绝》，诗中多次拿好友名字

中的“小青”二字开玩笑——认为“小

青”合在一起是“情”字；用“小青”和

《白蛇传》中的青蛇（也名小青）作比；

或说程小青矍铄之年，再称“小青”，不

甚合适等等——透露出二人亲密无

间的关系。

而此前笔者在“茧庐”中，也曾见

到程小青所写的七律一首：

戏与吟秋兄各成嵌苏沪友侣人
名诗若干首，抄奉拙作一律
澹秋轩外赏梅花，亚字阑前逸兴赊。
炼句已安成绝唱，修辞正可撷菁华。
凌波小榭春光满，横郭青山好景遐。
洒落襟期吟侣散，碧云大片送飞霞。
诗下面列“澹安、逸梅、亚光、鍊

霞、大可、碧波、小青、襟亚、修梅、吟

秋”，即程小青将自己与好友陆澹安、

郑逸梅、胡亚光、周鍊霞、朱大可、徐

碧波、平襟亚、汤修梅、蒋吟秋等人的

名字嵌于诗中，其中陆澹安正藏于

“澹秋轩外赏梅花”和“炼句已安成绝

唱”两句。二人之间的往还酬酢与相

互惦念由此可见一斑。

珍贵的书信“底稿”

收集和阅读名人信札，恼人的

地方经常在于我们只能看到来信，

而看不到回信，因为这一来一往两

封信一般并不在一处，而是分别保

留在收信双方的手中。但此次陆澹

安纪念展上，在呈现陆澹安与友人

的书信往来时，却经常成对予以展

示。据陆澹安长孙陆康先生介绍，

陆澹安有抄录信札留底的习惯。这

就为我们这些后来读者提供了一个

看到完整书信交往过程的机会。如

此次展上就有一封陆澹安写给程小

青的书信底稿，时间是1963年2月，

内容如下：

小青我兄文席：
一别又兼旬矣，春回唯百吉是

颂。前由逸梅兄转到大作，以事集不
暇奉和，率成俚句一律，聊申祝忱，至
祈哂正。拙作《水浒研究》市上竟不可
得，中华亦无存书，弟处仅留一册，又
为姚吉光携去，一俟送还，即当寄呈
教正不误。率上，即颂

春厘
通过这封信我们了解到，程小青

当时刚刚通过郑逸梅送给陆澹安一

些诗作，陆澹安也写诗唱和。同时程

小青还向陆澹安求一套《水浒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陆澹安

著，署笔名“何心”），但陆澹安手边一

时也没有存书，要等姚吉光还书之后

才能再送给程小青。而这里提到的

姚吉光是沪上著名漫画家，曾参与创

办《福尔摩斯》小报。

虽然陆澹安的这封“去信”和本

文开篇所引程小青的“来信”并非同

一时间的往来，但从这两封都写于

1960年代的信中不难看出，程小青与

陆澹安这一时期虽分居苏、沪两地，

但书信往来频繁，并且经常相赠自己

的著作，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陪伴与

交流。

“同好”“同事”与“同道”

展上另一幅程小青与陆澹安的

合影，即是1964年5月16日，为庆祝

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三位好友的

七十寿辰所摄合影。而这幅合照正

好又呼应了本文开篇所引程小青给

陆澹安书信中的内容：“碧弟函告，沪

上老友拟为鹃、梅、冷三兄七秩称

觞。弟曾征求鹃、桥、吟三兄同意，

届时当联袂去沪，共谋欢聚。”程小

青信中提到，徐碧波曾写信给程小

青，说上海的朋友们打算为周瘦鹃、

郑逸梅、陶冷月（三人都生于1895

年）共同庆祝七十大寿，而程小青也

问了周瘦鹃、范烟桥、蒋吟秋三位住

在苏州的好友的意见，大家决定到时

一起去上海欢聚，于是才有了这第二

张合影。

进一步想来，除了同样生于1895

年的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之外，程

小青生于1893年，陆澹安生于1894

年，这群好友其实都是年龄相当的同

时代人。在1962年，也就是程小青

七十大寿时，陆澹安也专门写过一首

七律为好友祝寿，他在诗中特别称赞

了程小青的书画技艺，同时也褒扬了

程的儿女。而正是由于程、陆二人有

着大量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对

于都市新媒体（报纸、杂志、电影）的

积极拥抱，或是对于传统文化（诗词

书画）的巨大热情——才构成了他们

彼此间成为终生“同好”“同事”乃至

“同道”的重要基础。

从1930年代的“星社雅集合影”

到1964年5月16日的“七秩大庆”合

照，两幅跨越三十年的照片，见证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友谊长

存。而从更早在《侦探世界》杂志一

起共事，到晚年虽分居两地却书信往

来、诗歌唱和不断，借着“陆澹安纪念

展”中展出的信札、照片与诗歌手稿，

我们能看到陆澹安与程小青跨越了

半个世纪的深厚友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 战玉冰

——从陆澹安赠予程小青的《小说词语汇释》说起

两位侦探小说家的半世纪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