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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里的“修辞”是指有效地运用语言文字完成特定的言语表达目的的行为，包括口头形式的各
种话语活动，也包括书面层面的词句调整与篇章结构安排等话语现象。
作者据此对相应文献作了尽可能穷尽性的调查与归纳，对儒家文献中所反映的修辞思想作了更有广度
和深度的概括，得出了系统性的思想脉络,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普通修辞思想，二是缘于儒家独特的
价值观念而提出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修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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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礼&middot;春官宗伯&middot;大师》）郑玄也给予了更详细的说明：&ldquo;兴，见今之美
，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rdquo;在另一个地方郑玄又说：&ldquo;兴者，以善物喻善事。
&rdquo;（《周礼&middot;春官宗伯&middot;大司乐》）后人也多以此作为对诗&ldquo;六义&rdquo;
之&ldquo;兴&rdquo;的经典解释。
　　笔者认为，二郑的解释道出了&ldquo;兴&rdquo;的基本属性：假托事理于他物；劝喻。
但没有厘清其根本，也无法与前述他们对&ldquo;比&rdquo;的定义相区别。
从题材与功能来看，&ldquo;兴&rdquo;也并非皆&ldquo;取善&rdquo;，取恶以刺的也很多。
　　此后，孔安国在注《论语&middot;阳货》中&ldquo;诗，可以兴&rdquo;时说：&ldquo;兴，引譬连
类也。
&rdquo;（见《论语集解》何晏引）　　后刘勰则有了更具体的描述：&ldquo;兴者，起
也&hellip;&hellip;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起情故兴体以立&hellip;&hellip;兴则环譬以托讽。
&rdquo;并举例分析道：&ldquo;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rdquo;（《文心雕龙，比兴》）　　这一解释较前人稍微具体，且道出了&ldquo;起&rdquo;的原因
即&ldquo;起情&rdquo;，也点到了方法和目的即&ldquo;环譬以托讽&rdquo;，还有了具体的列举。
但依然未能指出其本质特征，更未能详细缕析。
对例证的分析表明，作者将&ldquo;兴&rdquo;局限在了&ldquo;比喻&rdquo;的范围内。
　　到了唐代，孔颖达在注疏《毛传》时也作了说明：&ldquo;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启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rdquo;（《毛诗正义》）　　这一说法，承继了刘勰的&ldquo;兴&rdquo;具&ldquo;起&rdquo;之作用
及&ldquo;托喻&rdquo;的观点，并能概括地指出具体表现，即&ldquo;举草木乌兽以见意&rdquo;，但缺
点依然，且《诗经》中以&ldquo;草木鸟兽见意&rdquo;也不都属于&ldquo;兴&rdquo;，并难以
与&ldquo;比&rdquo;相区别。
　　到了宋代，李仲蒙也有相近的看法：&ldquo;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rdquo;②　　郑樵谈得较多：&ldquo;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
也。
&rdquo;③郑樵的论述提出了&ldquo;此&rdquo;与&ldquo;彼&rdquo;两个方面，是很正确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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