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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汉 口 语 中有 一种较为常用但 尚未列入修辞行列的语言手段— 我们且称之
为返实并试 图为其立格

。

返实格具有比较 固定的否定— 肯定句式
,

其立格的客观基础是事物

及概念间客观存在的蕴涵 关系和语言本身具有的区别特征
,

心 理基础是人们对准确意义的共

识和对言语交际可接受性的期待
。

同时
,

本文也考察 了返实格 的分类
,

并与相近辞格进行 了辨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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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言语交际中
,

人们常常需要表明对人物行为

状态的态度
,

抒发好恶爱憎褒贬的感情
。

为使态度鲜明
,

感情强烈
,

说话人往往有意无意使用一些强有力的修辞

手段
,

以求获得相应的表达效果
。

与书面语言相比
,

口语

表达更为灵活多变
,

言语材料的收集难度更大
。

因此
,

近

年来虽有修辞学者 (如谭永祥 )致力于 口语修辞的研究
,

但口语修辞仍然是修辞研究的薄弱环节
,

是一片
“

巫待开

发的园地
’
l)[ 〕 (第 22 2 页 )

。

就 口语交际而言
,

排比
、

双重否

定等句法层面修辞的恰当使用能收到很好的语用效果
,

比喻
、

夸张等词汇层面的修辞手段的使用也常常有助于

创造幽默而轻松的交谈气氛
,

使口语交际顺利进行
。

本文

探讨的是汉英口语交际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否定用

法
,

旨在从辞格的角度对其进行立格
。

一
、

现象与定义

试比较下面两种否定句
:

( 1 ) I t i
s n , t c o ld i n G

u a n g z h o u in w i n t e r ; it 15 w
a r 。
·

(广州冬天不冷
,

倒是暖和
。

)

( 2 ) I t i s n , t 。 o dl i
n

H
a r b i n in w in t e r ; i t 1

5

fr
e e z i n g

.

(哈尔滨冬天不是冷
,

而是冻得死人
。

)

不难看出
,

上面两句表层句法结构完全相同
,

但说话

人意义
、

听话人接受心理以及表达效果都有明显差异
。

第

二 例 中 的 否 定 有 别 于 一 般 否 定 句

。

这 种 否 定 虽 然 引 起 国

内 外 一 些 语 用 学 者 的 注 意

,

但 并 未 受 到 修 辞 研 究 者 的 注

意

,

能 否 将 它 作 为 一 种 修 辞 格 这 一 点 并 未 取 得 一 致

。

例
(2 ) 中前半部所使 用的否定 H or

n

称 之 为

“

元 语 否

定

” (m e t a l in g u
i
s t ie n e g a t i o n )

、 “

外 部 否 定
” ( e x t e r n a l n e g a -

it
o n )

,

被 否 定 的 部 分

。 ol d ( 冷 ) 和 随 后 予 以 肯 定 的 部 分

fr ee iz n g (冻 结 成 冰 的
,

寒 冷 的 )具 有 蕴 涵 关 系
,

是 上 下 义 关

系 中 的 一 种

,

被 称 为 荷 氏 关 系

。

沈 家 煊 广 泛 研 究 汉 语 的 这

种 否 定 句 后

,

认 为 它 否 定 的 不 是 真 值 条 件

,

而 是 适 宜 条

件

,

是 对 表 达 方 式 的

“

不 适 宜 (不 适 量 ) ”
所 进 行 的 修 正

。

而

这 种 否 定 句 都 是

“

引 述 性 的 否 定

”
和
“

辩 解 式 的 否 定

” ,

是

一 种

“

否 定 由 适 量 准 则 得 出 的 隐 含 义

”

的
“

语 用 否 定
”
。

徐

盛 桓 称 之 为

“

标 记 性 的 否 定

’ ,

( m a r
k

e
d

n e g a t io n
·

)
,

并 称 这

种 否 定 句 为

“

含 意 否 定 句

”
。

徐 认 为

,

它 是 一 种 语 言 表 达 /

运用 的技巧
,

是 一 种 语 言 策 略

。

笔 者 认 为

,

上 述 第 二 例 表

收 稿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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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这 种 语 言 策 略 是 汉 英
口

语 交 际 中 比 较 常 用 的 手 段

,

应

当 列 入 口
语 修 辞 格 之 列

。

首 先

,

从 形 式 上 看

,

都 由 两 个 分 句 构 成

,

且 前 一 个 分

句 为 否 定 形 式

,

后 一 个 分 句 为 肯 定 形 式

。

徐 盛 桓 称 前 句 为

“

本 句

” ,

后 句 为

“

义 句

” 。

其 次

,

从 内 容 上 看

,

两 个 分 句 独 立

时 表 达 的 是 相 反 的 命 题

,

形 成 表 面 语 义 的 前 后 矛 盾

。

第

三

,

后 一 分 句 肯 定 的 部 分 和 前 一 分 句 否 定 的 部 分 有 共 同

的 语 义 特 征

。

它 们 可 以 是 词 性

、

句 法 功 能 相 同 且 属 于 同 一

个 语 义 丛 的 词 语

,

即 符 合 所 谓

“

荷 氏 关 系

”

的 词 语

,

也 可 以

是 意 义 内 容 相 近 的 摹 状 词 (罗素 《数 学 哲 学 》术 语 )
,

且 后

者 蕴 涵 前 者
( l o v e

比 l ik e

喜 爱 程 度 更 深

, “

能 屈 能 伸

”
较 之

“
顶 天 立 地
”

更 胜 一 筹
)
。

第 四

,

从 整 体 意 义 上 看

,

前 一 个 分

句 也 应 当 理 解 为 肯 定

,

后 一 个 分 句 作 进 一 步 肯 定

。

再 看 两

例

:

某 外 教 对 于 某 专 业 女 生 不 惜 健 康 片 面 追 求 身 段 苗 条

的 风 气 颇 不 以 为 然

。

某 日 外 教 正 进 课 室

,

恰 逢 两 位 男 生 评

论 一 位 正 实 施 减 肥 计 划 的 女 生 与 半 年 前 比 已 减 至

“

合 乎

苗 条 标 准

” 。

外 教 熟 知

“

合 乎 苗 条 标 准

”

的 含 义

,

半 开 玩 笑

地 说

。

( 3 )
“
Sh e 15 n o t s l i m ; s h e

1
5 s k e t c

hy
.

” (她 不 是 苗 条
;

她 是 骨 瘦 如 柴

。

)

又 如
,

争 吵 中 难 免 出 言 不 逊 甚 至 语 出 伤 人

。

指 责 对 方

挑 起 争 端 可 谓 司 空 见 惯

,

泼 妇 骂 街 也 时 有 耳 闻

。

(4 ) — 打你活该
,

谁 叫 你 骂 人 的
?

— 我骂的不是人
;
我 骂 的 是 狗

!

这 两 例 和 前 面 两 例 稍 有 不 同
。

女 生 以 苗 条 为 美

,

而 瘦

是 苗 条 的 主 要 特 征

。

例
( 3) 中外教 先否 定男生 谓女 生之

“

苗 条

” s( il m )
,

亦 即 否 定 女 生 的

“

瘦

” ,

继 而 又 说 她 瘦 削 得

只 剩 骨 头 架 子
( s k e t

ch y )
,

正 是 实 事 求 是

,

道 出 了 他 对 片 面

追 求 苗 条 的 行 为 及 后 果 之 态 度

。

此 语 无 责 备 之 意 却 让 人

反 省

,

符 合 他 的 身 份

。

听 话 人 自 然 心 领 神 会

。

例 (4 )中的答

话人先 否定被骂者是
“

人
” ,

进 而 更 将 其 等 同 于

“

狗
” ,

进 一

步 否 定 其 为

“

人

” 。

在 汉 语 言 文 化 里

, “

狗

”

被 视 为 低 践 动

物

,

指 人 为 狗 是 降 低 听 话 人 的 人 格

,

伤 人 于 口

。

这 两 个 例

子 的 共 同 之 处 和 前 面 两 例 一 样

,

只 不 过 在 第 四 点 上 刚 好

相 反

。

从 整 体 意 义 上 看

,

前 一 个 分 句 应 当 理 解 为 否 定

,

后

一 个 分 句 作 近 一 步 否 定

。

一 种 语 言 现 象 或 策 略 能 否 成 为 修 辞 格

,

不 仅 要 看 其

表 现 形 式

,

还 要 看 运 用 这 种 语 言 现 象 或 策 略 所 产 生 的 语

用 效 果

。

上 述 这 种 辞 面 语 义 矛 盾

、

以 否 定 衬 肯 定

、

最 终 返 回 说

话 人 本 意 使 其 得 到 进 一 步 肯 定 或 否 定

,

并 使 说 话 人 得 以

更 好 表 明 态 度 和 抒 发 感 情 的 修 辞 方 法 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返

实 格

。

在 日 常 非 正 式
口
语 交 际 场 合 中

,

这 种 方 法 有 较 广 泛

的 运 用

。

二

、

返 实 格 的 立 格 基 础

言 语 交 际 活 动 必 然 涉 及 特 定 的 交 际 条 件 及 范 围

,

已

知 的 条 件 和 范 围 构 成 言 语 行 为 的 前 提

。

说 话 人 在 通 常 情

况 下 说 出 的 话 语 与 前 提 范 围 相 符

,

而 使 用 返 实 时

,

言 语 形

式 故 意 悖 于 已
知 的 前 提 范 围

。 “

修 辞 立 其 诚

。
”
这 种 故 意 的

悖 论 为 什 么 又 能 够 使 听 话 人 准 确 无 误 地 把 握 说 话 人 的 真

意 呢 ? 这 是 因 为
,

返 实 的 心 理 基 础 是

“

实

” 。

人 们 在 日 常 交

际 中 对 意 义 是 否 准 确 通 常 能 达 成 共 识 并 且 尽 量 满 足 交 际

对 象 对 言 语 交 际 可 接 受 性 的 期 待

。

在 运 用 返 实 格 时

,

准 确

性 表 现 为 后 一 分 句 对 意 义 内 容 的 进 一 步 肯 定
(或 否定 )

,

这 是 说 话 人 真 情 所 寄

,

实 指 所 在

。

前 一 分 句 实 际 上 表

“

虚

” ,

为 后 面 跳 跃 性 抑 或 扬 提 供 引 起 巨 大 反 差 的 映 衬

。

返

实 辞 格 中 的

“

虚

”

的 目 的 不 在 于 制 造 悬 念 而 在 于 巧 妙 铺

陈

, “

实

”

的 目 的 不 在 于 哗 众 取 宠 而 在 于 准 确 恰 当

。

虚 以 衬

实

,

虚 以 显 实

,

将 一 对 矛 盾 有 机 地 统 一 起 来

。

返 实 的 客 观 基 础 是 事 物 实 际 存 在 的 方 式 和 表 现 形

式

。

听 话 人 求

“

实

’ ,

与 说 话 人 述

“

实
”
正 相 符

。

由 于 这 种 辞 格

多 用 于 口 语 交 际

,

为 避 免 误 解

,

说 话 人 常 常 以 副 语 言 辅

助

,

通 过 控 制 语 音 的 长 短 轻 重

、

节 奏 的 舒 缓 紧 凑 及 语 调 上

的 抑 扬 顿 挫

,

或 者 伴 以 体 态 语 言 进 行 修 饰 或 补 充

。

上 面 说

过

,

返 实 格 两 个 分 句 中 构 成 包 含 关 系 的 部 分 有 共 同 的 语

义 特 征

,

且 后 者 在 程 度 上 超 出 前 者

。

两 者 有 意 义 上 的 蕴 含

关 系

,

由 于 该 语 言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

这 种 蕴 含 关

系 对 于 使 用 该 语 言 的 人 而 言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不 会 造 成 误

解

。

在 返 实 格 的 运 用 中

,

前 者 表 虚

,

后 者 表 实

,

相 反 相 承

。

表 虚 和 表 实 部 分 在 汉 英 句 法 实 现 上 也 有 限 制 性 特

征

。

如 果 包 含 关 系 中 表 虚 部 分
(前 者 )使 用了表程度 的修

饰语
,

则 表 实 部 分
(后 者 )必须 使用程 度更 高的修饰 语

。

在

汉 语 中

,

除 表 否 定 的 反 间 句 外

,

表 虚 部 分 的 否 定 意 义 以

“

不 是
… ” 表 示

,

如 果 去 掉

“

不 是
”
的

“

是
”

字

,

则 不 构 成 返 实

格

,

而 且 显 得 突 兀

,

牵 强 矛 盾

。

同 样

,

英 语 对 这 种 否 定 词 亦

有 限 制

,

如 可 以 说

:

H
e

i
s n , t t a zz

—
h e

i
。 v e

yr r a zz
.

( b u t
不 能 出 现

, t a ll

和
v e r y t a ll 须重 读 ) 和

H e is n ’ t t a zz
,

b
u t v e

勺
t a z z

.

( b u t
后 不 能 加 h

e 15
, t a ll

和
v e r y t a ll 须重 读 ) 但 不 能 说

芳
H

e is n ’ t t a ll
,

b u t h e 15 v e r y t a l l
.

返 实 格
中

用 于
表

虚 的 否 定
部 分

也 可 用
表

否 定 的 反 问
句

式

代 替

,

如

:

“

这 哪 是 鸡 蛋 ? 这 简 直是 鹅 蛋 ! ” (极 言 鸡 蛋 之 大 )

总 体 说 来
,

返 实 作 为 一 种
口

语 修 辞 格 具 有 下 列 特 征

:

从 言 语 行 为 看

,

具 有 鲜 明 的

“

故 意 性
” ,

即 说 话 人 根 据 当

前 的 目 的 和 需 要 选 择 合 适 的 表 达 方 式

;
从 言 语 形 式 看

,

具

有 结 构 的 规 律 性

,

即 固 定 的

“

先 否 定 后 肯 定
”

结 构 模 式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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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达 方 式 看

,

具 有 表 意 的 准 确 性

,

即 返 实 是 为 了 表 达 的 确

切
;
从 表 达 效 果 看

,

具 有 独 特 的 感 染 力 — 听话人由惊到奇。
使 用 返 实 修 辞 格 时

,

说 话 人 通 常 利 用 听 话 人 的 思 维

定 势

,

先 反 其 道 而 行

,

待 峰 回 路 转

,

又 跃 在 前 方

,

令 听 话 人

最 终 准 确 无 误 地 理 解 说 话 人 所 实 指 的

,

即 想 要 表 明 的 态

度 或 想 要 抒 发 的 真 实 感 情

。

前 半 部 语 意 与 听 话 人 所 期 望

的 大 相 径 庭

,

甚 至 截 然 相 反

,

虽 然 目 的 不 在 于 制 造 悬 念

,

但 实 际 上 大 大 出 乎 听 话 人 意 料 之 外

,

增 加 了 听 话 人 的 注

意 力

,

在 听 话 人 心 理 造 成 一 种 不 理 解

,

为 后 半 部 扭 虚 转

实

、

道 出 令 听 话 人 心 服
口
服 的 真 情 而 积 蓄 气 势

。

说 话 人 说

出 貌 似 不 合 逻 辑

,

实 则 情 理 更 真 的 话 语

,

能 收 到 逻 辑 所 不

能 产 生 的 跌 宕 的 效 果

。

在 创 造 意 境

,

渲 染 气 氛 上

,

往 往 给

人 一 种 新 奇 幽 默 的 感 受

。

上 面 两 例 中

,

说 话 人 通 过 使 用 一 种 貌 似 矛 盾

,

实 则 相

容 的 表 达

,

造 成 听 话 人 心 理 上 由 惊 到 奇 的 强 烈 反 差

,

收 到

极 佳 的 表 达 效 果

。

三

、

分 类

返 实 修 辞 格 按 照 其 意 义 的 肯 定 与 否 定 可 分 为 两 式

,

一 种 是 先 扬 后 抑 式 返 实 (可 称为一 式 )
,

一 种 是 先 抑 后 扬

式 返 实
( 可 称 为二 式 )

。

本 文 前 面 所 举 四 例 中

,

前 两 个 属 于

一 式

,

后 两 个 属 于 二 式

。

现 分 别 举 几 个 笔 者 录 下 的 实 例 加

以 辨 析

。

某 君 对 武 侠 小 说 深 恶 痛 绝

,

认 为 不 少 青 少 年 之 所 以

想 入 非 非 甚 至

“

走 火 入 魔

” ,

皆 因 沉 溺 于 武 侠 小 说 不 能 自

拔

。

不 幸 的 是

,

其 妻 极 嗜 武 侠 小 说

,

每 每 如 痴 如 醉

,

且 毫 无

节 制

。

两 人 矛 盾 愈 来 愈 深

,

终 致 夫 妻 反 目

。

这 位 妻 子 一 天

又 与 女 伴 讲 起 她 与 丈 夫 的 分 歧

,

女 伴 劝 告 说

, “

那 种 东 西

还 是 少 看 为 好

,

不 要 总 惹 他 生 气

。 ” “

我 不 是 要 惹 他 生 气
;

我 要 把 他 活 活 气 死 ! ”
“

活 活 气 死

”

大 概 不 至 于

,

那 位 妻 子

不 过 是 极 言 矛 盾 之 深 已 不 可 调 和

。

就 听 话 人 而 言

,

当 听 到

“

我 不 是 要 惹 他 生 气

” (说话 人扬 ) 时
,

以 为 其 关 系 尚 可 补

救

,

当 听 到

“
我 要 把 他 活 活 气 死

” (说话 人抑 )时
,

心 中 必 定

惊 乍 于 那 位 妻 子 如 此 的 恩 断 义 绝

。

一 位 美 国 游 客 在 观 光 回 城 的 路 上 向 导 游 小 姐 讲 述 他

年 轻 时 给 旧 金 山 一 家 洁 具 公 司 当 推 销 员 发 生 的 一 件 事

。

他 敲 开 一 家 大 门

,

里 面 走 出 一 个 蒙 着 面 纱 的 女 人

。

当 他 说

出 来 意

,

并 拿 出 一 瓶 洗 面 奶 时

,

那 位 妇 女 一 把 扯 下 面 纱

。

“
s h

e w a : n o t a n g 即
; s h e w a s

fu 八
o u s

. ”

游 客 对 导 游 小 姐

说

。

原 来 那 位 妇 女
3 天 前 买 了 一 瓶 和 他 推 销 的 同 样 品 牌

的 洗 面 奶
,

结 果 用 后 起 了 满 脸 疙 瘩

,

见 不 得 人

,

只 好 用 面

纱 罩 住

。

游 客 的 话 道 出 了 那 位 妇 女 怒 不 可 遏 的 情 状

:

不

是 一 般 的 气 愤
(扬 )

,

而 是 万 分 愤 怒 (抑 )
。

后 一 分 句 才 是 游

客 更 为 恰 如 其 分 的 描 述 — 非用
f盯 io us (暴 怒 ) 一 词 不 足

以表 达 那位 感 觉 上 当受 骗 的妇 女 的怒 火 中烧
。

有 一 件 事 笔 者 记 忆 犹 新

。
1 9 9 2

年 冬 天 的 下 午
,

我 到 当

时 在 武 汉 大 学 任 教 的 一 对 美 国 夫 妇 家 作 客

。

在 他 们 住 所

的 阳 台 上 看 外 面 的 湖 水 时

,

我 说 了 一 句

: “ I’ m a
f ar 记 it is

g o
in g t o s n o

w
.
”

女 主 人 接 了 一 句

, “
Y

e a h
,

1 th i n k 5 0 ,

t o o
.

”
男 主 人 跟 着 也 说 了 一 句

, “
1 d o n , t t h i n k 5 0 ; 1 b e l ie v e

50
.

”

男 主 人 用 的 先 抑 后 扬

,

表 明 他 对

“
会 下 雪

”
的 确 信 不

疑

。

熟 悉 电 影
《英 雄 儿 女 》 的 观 众 可 能 都 忘 不 了 这 么 一 个

镜 头
:

主 人 公 王 成 负 伤 住 进 战 地 医 院

,

但 前 线 战 斗 激 烈

。

战 士 们 轻 伤 不 下 火 线

,

于 是 王 成 从 医 院 溜 回 营 地

,

向 团 长

请 求 归 队

。

团 长 不 允

,

王 成 便 软 磨 硬 泡

,

团 长 走 到 哪 里 他

跟 到 哪 里

,

一 路 上 对 团 长 嘻 皮 笑 脸

。

最 后 团 长 停 下 来

,

审

视 着 归 队 心 切 的 王 成

。

王 成 见 团 长 似 乎 心 动

,

便 满 心 喜

悦

,

对 团 长

“
嘿 嘿
”

笑 了 两 声

。

团 长 也 会 意 似 地 回 了 他 两 声

“
嘿 嘿
” 。

看 到 这 里

,

不 用 说 王 成

,

就 连 观 众 都 以 为 团 长 同

意 他 归 队 了

。

忽 然

,

在 一 刹 那 间

,

团 长 脸 上 的 笑 容 没 了

,

换

上 的 是 一 副 严 肃 冷 峻 的 面 孔

。

不 用 说

,

还 是 不 同 意

。

观 众

看 到 这 里 都 禁 不 住 大 笑 起 来

,

原 因 是 演 员 的 表 演 创 造 了

一 种 先 扬 后 抑 欲 抑 先 扬 的 戏 剧 效 果

。

表 演 诉 诸 视 觉

,

话 语

诉 诸 听 觉

。

但 表 演 所 产 生 的 视 觉 心 理 效 果 与 话 语 产 生 的

听 觉 心 理 效 果 却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判 断 语 气 的

“

先 扬 后 抑
”

或

“

先 抑 后 扬
”

可 有 以 下 标

准

:

语 义 对 话 语 所 指 对 象 有 利 有 益 或 有 褒

,

则 为 先 抑 后

扬

;
反 之

,

对 所 指 对 象 有 害 有 损 或 有 贬

,

则 为 先 扬 后 抑

。

例

如

:

I t
’ 5 n o t a bi t d i关if

c u l t ; it
’ 5 e x t r e m e

ly d i fj 王
c :` l t

.

( (试

题 ) 不 是 有 点 难
,

是 特 别 难

。

从 考 场 走 出 来 的 学 生 对 试 题

难 度 的 评 价

,

先 扬 后 抑 )

1 d o n o t t h in k t h a t w in
n i n g 1

5 th e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r

t h in g ; 1 t h in k w in
n
i n g 1

5 th e o n
ly t h i n g

.

(在 我看来取胜

不是什 么最重要 的事情
,

我 认 为 取 胜 是 唯 一 重 要 的 事 情

。

B il l V
e e e k 语

,

先 抑 后 扬 )

他家不是很穷
;
他 家 穷 得 不 能 再 穷

。

(一 名 工 人 对 下

乡时 住 过 的 一 户 农 家 的 印象— 先扬后抑
)

你的 烟 不 是 难 戒
;

你 这 样 戒 法

,

是 绝 对 戒 不 掉 的

。

(妻

子数落丈夫屡戒屡抽— 先扬后抑
)

四
、

返 实 与 几 种 相 近 辞 格 的 比 较

返 实 格 作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辞 格 可 以 同 矛 盾 格

、

抑 扬 格

和 映 衬 格 区 别 开 来

。

(1 )矛盾格是说 话人 用主 观臆 想与 客观实 际之 间 的

矛盾来 说理 或表 达更 深沉 更 强烈 的感 情 的一 种修 辞手

法
。

运 用 矛 盾 格 的 客 观 基 础 是 事 物 间 相 反 相 成 的 辩 正 统

一 关 系

。

矛 盾 格 表 面 看 来 也 荒 谬 绝 伦

,

却 真 切 反 映 了 事 物



1 20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科 学 版 ) 第4 5卷

的内在联 系
。

如

:

“

抽 刀 断 水 水 更 流

,

举 杯 销 愁 愁 更 愁

。 ” (李 白《宣 州 谢

眺 楼 饯 别 校 书 叔 云 }))

t h e s o u n
d

o f s il e n c e (寂 静 的 声 音
。

英 文 歌 曲 名
)

置 之 死地 而 后生
。

运 用 返 实 格 的 客 观 基 础 是 说 话 人 所 指 对 象 存 在 的 具

体 表 现

,

用 来 说 理 或 抒 情 更 为 接 近 事 物 的 本 质 或 还 事 物

以 本 来 面 目

。

如

:

他 不 像 跑 来 的
,
他 像 飞 来 的

。

(言 速度 之快 )

M
a x d o e s n , t h a v e t h r e e e h ild r e n

—
In d e e d

,

h e h a s

fo ur
.

(迈克斯 的孩 子不是三个
,

而 是 四 个

。

)

( 2) 撇言 (也称抑 扬 )是 一种故意将 次要事物贬抑
,

借

以 提 高 主 要 事 物 的 修 辞 手 法

。

它 常 用 于 两 者 相 比

,

说 话 人

有 所 取 舍

。

如

:

“

劝 君 莫 惜 金 缕 衣

,

劝 君 惜 取 少 年 时

。 ” (杜秋娘 《金 缕

衣 )))

“

生 不 用 封 万 户 侯

,

但 愿 一 识 韩 荆 州

。 ” (李 白 《与 韩 荆

州 书 》)

返 实 则 不 同
,

它 不 是 对 两 物 进 行 比 较

,

不 存 在 取 舍

。

它 利 用 的 是 包 含 关 系 中 隐 藏 的 确 切 性

,

追 求 的 是 表 这 的

准 确 和 尽 量 接 近 真 实

。

如

:

I
,

m n o t b a
d

, n o ; I
’
m r o t t e n

.

(我 不 是 坏
,

我 是 坏 透

了

。

电 影

“
s

e e n t o
f

a

w
o m a n , ,

中 男 主 人 公 台 词 )

( 3) 映衬是 揭出互相反 对的事物来 相映相衬 的辞格
。

这 种 辞 格 将 相 反 的 两 件 事 物 彼 此 相 形

,

使 所 说 的 一 面 分

外 鲜 明

,

或 所 说 的 两 面 交 相 映 发

。

清 人 毛 宗 岗 说

, “

文 有 正

衬 与 反 衬

,

写 鲁 肃 老 实 以 衬 孔 明 之 乖 巧

,

其 反 衬 也

。

写 周

瑜 乖 巧 以 衬 孔 明 为 加 倍 乖 巧

,

其 正 衬 也

。
”

但 返 实 之

“

衬

”

乃

“

虑 衬

” ,

说 话 人 欲 实 先 虚

,

虚 晃 一 招

。

如

:

他 不 是 撬 门 人 室 的 小 偷
;
他 是 持 枪 抢 劫 的 大 盗

。

I
,

m n o t g o in g t o b e a t h im ; I
’

m g o
i
n g t o 龙 112 h im

.

(我

不 是 要 揍 他
,

我 是 要 杀 了 他

。

表 敌 视 态 度
)

1 d
o n o t l i k e

C O L T (交 际 式 教 学 法 的 英 文 缩 写 ) ;
I

lo ve it
.

(我不是喜欢交 际教学法
,

我 是 热 爱 交 际 教 学 法

。

第 二 届 交 际 式 英 语 教 学 法 研 讨 会 上 以 一 位 发 言 人 如 是

说
)

这不是坐牢的罪行
;
这 是 掉 脑 袋 的 罪 行

。

(言 行 为 后

果 之 严 重 程 度 )

返 实 不 同 于 递 进
,

递 进 的 建 格 基 础 是 逻 辑 关 系

,

是 意

义 而 不 是 结 构 形 式

。

返 实 则 以 形 式 上

“

先 否 定 后 肯 定
”
及

表 面 意 义 的 前 后 矛 盾 为 其 显 著 特 点

。

此 外

,

返 实 更 不 同 于 一 般 文 字 游 戏

,

如 歇 后 语

“

孔 夫

子 搬 家 尽 是 书
(尽是输 )
” ,

或 数 字 游 戏

,

如 说 人 对 某 事

“

七

窍 通 了 六 窍

,

一 窍 不 通

。 ”

五

、

结 束 语

说 话 人 通 常 并 不 是 想 说 什 么 就 说 什 么

,

也 不 是 想 怎

么 说 就 怎 么 说

,

而 是 要 考 虑 听 话 人 的 接 受 心 理

。

使 用 返 实

格 正 是 利 用 了 听 话 人 的 接 受 心 理

,

从 而 巧 妙 抒 发 真 情 实

感

。

用 以 说 理 入 木 三 分

,

用 以 评 论 切 中 要 害

,

用 以 褒 扬 恰

如 其 分

,

用 以 贬 抑 痛 快 淋 漓

。

有 这 么 一 则 轶 事

,

说 一 个 能

吟 会 赋 的 才 子 被 一 个 财 主 婆 请 去 为 其 祝 寿 捧 场

。

这 位 才

子 素 来 鄙 视 胸 无 点 墨 而 又 故 作 高 雅 之 徒

,

但 碍 于 情 面

,

别

人 诚 心 相 请 却 之 不 恭

。

宴 席 之 上 众 人 执 意 请 他 吟 诗 贺 寿

,

他 便 吟 出 一 句

:

“

这 个 婆 娘 不 是 人

。 ”

此 语 一 出

,

满 座 皆 惊

,

众 人 面 面 相 觑

。

称 寿 星 为

“

婆 娘

”

已

是 不 敬

,

怎 敢 骂 她

“

不 是 人
”
? 如 此 傲 慢 无 礼

,

岂 不 是 跟 人

过 不 去

,

也 给 自
己 惹 麻 烦

? 财 主 一 家 脸 面 上难 堪
,

尴 尬 场

面 如 何 收 拾
? 众 人 惊 魂 未 定

,

他 又 念 出 一 句

:

“

九 天 仙 女 下 凡 尘

。 ”

众 人 听 了

,

转 忧 为 喜

。

吃 人 家 的 嘴 软

,

恭 维 几 句 理 当 应 该

。

财 主 全 家 脸 上 多 云 转 晴

,

财 主 婆 更 是 眉 飞 色 舞

,

众 人 称 道

“

好 诗 好 诗

” ,

各 自 放 下 心 来

。

且 听 他 下 文

:

“

三 个 儿 子 都 做 贼

。 ”

三 个 儿 子 都 做 贼
? 一 波 才 平

,

一 波 又 起

。

人 家 三 个 儿 子 各

有 职 位

,

虽 可 能 行 贿 受 贿
(国 之贼 也 )

,

怎 可 在

“

贼 窝

”

骂

“

贼

” ?
真 是 胆 大 包 天

,

看 你 如 何 收 场
?

“

偷 来 仙 桃 献 母 亲

。
”

儿 子 做 贼 原 来 是 偷 来 仙 桃 孝 敬 母 亲

,

真 是 孝 心 难 得
!
有 子

如 此 孝 道
,

必 定 前 世 积 德 今 世 回 报

。

一 惊 诧

,

一 释 然

,

听 话

人 几 番 紧 张 几 番 放 松

,

情 绪 大 起 大 落

,

最 后 终 归 平 静

。

这

种 修 辞 效 果 令 人 拍 案 叫 绝

。

是 贬 还 是 褒
? 是 诚 心 祝 寿 还是

存 心 辱 骂 ?
爆 炸 登 场

,

从 容 下 台

,

正 是 嬉 笑 怒 骂

,

皆 成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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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仅 是 语 辞 的 修 饰

,

更 不 应 是

离 开 情 意 的 修 饰

。 ”

语 言 的 使 用 讲 求 自 然

,

修 辞 格 的 运 用

不 是 刻 意 追 求 得 到 的

,

真 情 实 感 是 自 然 流 露 而 不 需 刻 意

雕 饰

。

只 有 适 应 题 旨

、

语 体 和 语 境

,

使 用 修 辞 格 才 能 获 得

好 的 效 果

。

滥 用 辞 格 只 会 事 与 愿 违 弄 巧 成 拙

。

同 样

,

返 实

格 的 运 用 也 只 有 适 应 题 旨

、

语 体 和 语 境 才 能 收 到 理 想 的

修 辞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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