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的荣耀——记《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诞生 

赵小元 

复旦语言研究者通力合作撰写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不久前由吉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为五卷精装本，总计

212万言，是迄今为止有关汉语修辞学历史研究最全面最深入的学术专著，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书目。学界前辈郑

子瑜高级研究员、周振甫编审和胡裕树教授为该书顾问。郑同时兼任主编。该书全面工作主要由分任正副主编的著名修

辞学家宗廷虎和陈光磊教授负责。陈光磊、王俊衡、宗廷虎、李金苓、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吴礼权、邓

明以等十位学者参与撰稿。因为撰稿者几乎都是复旦人，而郑子瑜先生l986年已受聘为复旦顾问教授,该书的出版被认

为是复旦的荣耀。 

最近数月关于《通史》的书评接连不断。香港《文汇报》上一篇题为《通史的灵魂在于“通”》的文章夸赞该书

“起点高学术品位也高”,"多宏论伟辞,真知灼见".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第一部汉语修辞学通史》一文称誉其

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大里程碑".修辞学前辈倪宝元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修辞研究——喜读〈中国修辞学通史〉》评

论中认为,《通史》的出版"是修辞学界的大事,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大事"。美学大师蒋孔阳和著名语言学家濮之珍在《贯

通古今 蔚为大观》的书评中指出,《通史》的出版不仅"将对中国修辞学今后的进-步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对拓展和

丰富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且"对于20世纪世界文化学术史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可贵的创获"。 

修辞学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诞生在我校并不奇怪。复旦夙有良好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讲授过修辞.后来

的李登辉校长也开过修辞课.1920年陈望道到复旦任教,主讲修辞学,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修辞学发凡》，建构起科学的

修辞学体系,从此复旦的修辞研究一直位居全国之首.早些年,在陈望道先生影响下,郑权中、赵景深、郭绍虞、吴文祺、

张世禄等教授都参与过修辞研究并达到很高水平.现在,陈望道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挑起了大梁.他们为复旦的修辞研究创

造了新的辉煌.海内外同仁都知道，华东修辞学会秘书处在复旦,我国唯一的修辞学杂志——《修辞学习》编辑部在复

旦,我国修辞学博士生最早的培养点在复旦,我国修辞学是高奖项——"陈望道修辞学奖"颁发点在复旦。主编们一致指

出.撰写《通史》是为了实现望通老师的遗愿,该书的完成得益于《发凡》的启发和指导.最近,他们将在复旦学报上介绍

《通史》产生经过,并就该书与陈望道先生及《发凡》的关系作详细说明. 

  前校长谢希德曾表示,希望把复旦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修辞学研究基地(见郑子瑜先生受聘仪式上的讲话).复旦的

语言研究者一直在为落实上述目标而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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