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站自2005年开始，过刊仍然提供下载，新刊在半年内将不提供下载， 欢迎订阅

   Publishing Science    首页 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出版科学》2004年第一期  

 
目 录 

卷首语

· 新闻出版业法制意识要跨越式发展 / 王
建辉

专论·特约稿

· 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 袁 
亮

编辑学·编辑工作

· 谈新词语辞典 / 巢 峰

· 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
(上) / 林穗芳

· 试论编辑创造性劳动的特征 / 贾 岩

· 从传播信息到生产智慧 / □ 蔡玉麟

· 多出精品 多出人才 / 宗 边

· 小众化报刊发展的契合点、切入点、立
足点 / 徐慧萍 罗丁湘

出版学·出版工作

· 关于出版人才与编辑出版教育问题的讨
论 / 主持：肖东发 整理：杨 虎

· 书业连锁经营业态选择与业态组合 / 杨
红卫

· 信息化与出版管理创新 / 黄主梅

· 会计信息失真四 论 / 孟双玉

· 武汉出版社编校语文知识竞赛试卷(选
登) / 

· 《编辑独语》出版 / 边集

· 武汉出版社编校语文知识竞赛试卷（参
考答案） /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 开发电子音像教材的联合出版之路 / 陈
冬新

书苑掇英

· 谈谈英文标点dash与hyphen / 黎秋萍 
金丽莉

· 校出率和差错率的正确运用 / 黄克鲁

· 企业文化和出版社的管理 / 吴晓佳

· 《环境艺术新视野丛书》编后 / 石锦华

· 战略，不能忽视的管理问题 / 陆红亚

· 总编室工作人员的素质 / 赵颖弘

· 抓好队伍建设 拓展发行渠道 / 李太平

编辑史·出版史

· 大姐黄宝珣与耕耘出版社 / 王仿子

· 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 / 范 军

编辑随笔

· 九十年启示录 / 郁 进

· 策划心声 / 唐 瑾

 

修辞贵在相宜 

柳 燕 

  对稿件进行润饰加工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借用这

首诗来说明修辞贵在相宜的道理是再恰当不过了。相宜，指不论是薄施粉黛的“淡妆”，

还是流丹溢彩的“浓抹”，不管是俚语村言，还是华章丽句，皆如西子湖的水光山色，晴

也好，雨亦奇，和谐自然，光彩照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谈到修辞时说：“修辞

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

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这个‘各有所宜’。”   

  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

义，不应是仅仅语词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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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

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所谓“适应题旨情境”，就是说讲话作文必须依据说写的内

容、目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因素来恰当地选用词语、句式和辞格。任何语言材料、句

式表达、修辞方式一经离开表达的“题旨情境”，也就无从讨论其价值，也无从评价其优

劣。在复杂的语言世界里，从来没有一个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表达方式。词语的选择、句

式的调整、辞格的运用无一不以适宜具体的题旨情境为本，正如沈德潜先生在《说诗晬

语》中讲的那样：“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

陈字见新，朴字见色。”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亦言：“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

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这些都深刻地揭示出一切修辞活动都

是以适应具体的题旨语境为先决条件的，语境对于我们使用语言有着强大的约束力量，善

于适应或者利用语境是语言艺术化的奥妙之一。就拿一个“爬”字的修改和运用来说吧。

  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爬，爬，爬了，他要找 

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徐迟《哥特巴赫猜想》原

稿） 

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

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徐迟《哥特巴赫猜想》修改稿）“爬”和“攀登”这两个动词虽然都可以表现科学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但是“攀登”可以更好地表现出动作向上的趋向，从而更细致、更准

确地表现向科学高峰一步一步前进的艰苦；而且它带有书面语体的风格，比之口语色彩浓

厚的“爬”字显得更庄重严肃一些，更符合文章的题旨情境。 

  但是否用“攀登”总是要比用“爬”字高出一筹呢？也不尽然。比如杜鹏程《保卫延

安》中几处“爬”字的运用：春天爬上了树梢。 

  司令员向外看，黑暗已经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黎明爬上了窗子。赵劲脸色严峻，那

由心里涌上来的难过爬上了嘴角。 

  这几处“爬”字都运用得相当精彩。它把静态的事物写活了。 

  再如王安石《夜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

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又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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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个“绿”不仅和“到”’“过”“入”

“满”等字一样，能显示出动态，而且更赋予春风以神奇造化的功能。作者从春风吹过以

后产生的奇妙效果入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可知可感的视觉形象——和

风拂煦，百草丛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诗人鉴于第一次变法的失败，对于这次重新入

相，内心不免有重重的顾虑，但能够奉召回京，表明神宗对他推行新法的认可，又是高兴

的，他也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矛盾

而喜悦的复杂心情，用“绿”字来表达，最微妙、最恰当。这再次说明，词语本身没有绝

对的好坏，选用的词语与题旨情境相宜，就能变普通为生动，由平易显神妙。所以，编辑

对稿件进行润饰加工应该以高度地切合原文的题旨情境为前提。否则，编辑煞费心力的润

饰加工，就像是在一件完好无损的衣服上缀上一块补丁，无论补丁有多么漂亮，因为它不

能很好地和衣服融为一体，对于衣服的整体美而言只能是一种破坏，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鲁迅很善于根据题旨情境的要求选择适宜的语句表达思想。比如同样叙述偷东西这件

事，《孔乙己》《阿Q正传》《社戏》三篇作品中的描写迥然不同。孔乙己便涨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

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

来：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鲁迅《孔乙己》）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 

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鲁迅《阿Q正传》）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 

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

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鲁迅《社戏》） 

  孔乙己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虽穷困潦倒、被人踩在脚下，却仍自视清高，明明偷了别

人的书，却不愿公开承认，“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

句自我解嘲的话出自一位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迂腐文人之口，是很恰当的。阿Q没有文

化，是一个被封建势力摧残、迫害的小人物。当他偷萝卜被人当场抓住时，他不会像孔乙

己那样去玩弄字眼，但他的性格也决定他绝不会束手就擒，乖乖认罪，“你能叫得他答应

你么”，这种赖皮的话正显露出他典型的“阿Q精神”。双喜、阿发这一群小孩子丝毫不

回避“偷”字，而且阿发以他家地里的豆子大为由，坦诚地邀请小伙伴们到自己地里偷豆

子。这样的话只有质朴、天真、率直的农家孩子才能讲得出来。以上三处生动的描写，都

和文章的题旨情境 

及人物的整体形象暗合，为凸现主题、刻画人物增添了有力的一笔。 

  总之，词语、句式、辞格都不是随便乱用的，修辞必须与具体的题旨情境相适宜。题

旨情境相当于为修辞限定了一个大环境，选用的植株适应这个环境条件，植株会生机盎

然，充满灵气，从而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如果选用的植株不适合这个环境条件，植株就

会萎缩沉闷、死气沉沉，而且会割裂、破坏整体的美感。植株本无好坏之分，关键是看周

围的环境是否适应它生长；词语、句子、辞格也无优劣之别，重要的在于它是否适宜具体

存在的题旨情境。因此，“相宜”可以说是修辞的灵魂，离开了它，修辞就成了一种没有

任何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这从根本上背离了修辞的宗旨，也绝对不可能达到修辞的目

的。有鉴于此，编辑在审读稿件时，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书稿之中，切身体会书稿的题旨

情境，在对书稿有了一个整体客观的认识之后，再从微观上着笔润色修饰，这样才能锦上

添花，进一步提高件的质量。否则的话，修改只能是“妄改”，乖违题旨情境的修改润饰

无异于“南辕北辙”，不可能达到修改润饰的目的。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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