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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老舍作品语言艺术》收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发表的关于鲁迅作品语言艺术方面的文章十
五篇，关于老舍作品语言艺术方面的文章三篇。
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学习》、
《修辞学习》、《汉语学习》等刊物上以及北京语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的年会论文集上。
文章发表的时间不同、刊物不同，因而文章的体例也有些不同。
现在辑录在一起，仍保持原来的样子，不作变动。
　　关于鲁迅作品语言艺术的十五篇文章，对鲁迅的小说、杂文的语言都作了探讨，对词语的选用和
锤炼、句子的锤炼以至标点的选用都作了研究。
研究词语选用锤炼的文章多一些，谈了实词，也谈了虚词，虚词中又具体谈了副词、助词&ldquo;
了&rdquo;、助词&ldquo;的&rdquo;。
句子锤炼的文章少。
有些文章还对鲁迅手稿的改动和鲁迅将单篇文章编成文集时语言上的改动作了研究。
总起来说，这十五篇文章从几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鲁迅语言。
　　《鲁迅、老舍作品语言艺术》收录的两篇关于《骆驼祥子》语言的文章，对老舍的代表作《骆驼
祥子》的用词造句特点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骆驼样子）的词语选用》一文对《骆驼祥子》选用词语的特点以及选用得精彩的词语都做了具体
的分析。
《（骆驼祥子）多样化的句式及其表达效果》一文把《骆驼祥子》一书中使用的较为特殊的句式都一
一挑选了出来，并对这些句式的结构特点和表达效果做了具体分析。
其中有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是语法学论著未曾提到过的。
　　老舍是小说家，小说主要是塑造人物形象。
《老舍关于人物的比喻》一文便是对老舍小说中用以描写人物的比喻做了研究。
分析了这些比喻的特点。
　　鲁迅、老舍都是语言大师，他们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运用语言的范例。
研究他们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使我们很具体地向鲁迅、老舍学习运用语言的技巧，提高我们使用语
言的能力。
这些研究还丰富了修辞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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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准确地运用语言&mdash;&mdash;学习鲁迅手稿得到的启示　　鲁迅手稿是鲁迅先生遗留给我
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手稿留下了鲁迅先生苦心删改的痕迹，只要把删改前的未定稿与删改后的定稿进行分析、研究，并加
以比较，就会获得不少教益。
现在仅就语言的准确性这一问题，谈谈鲁迅手稿给我们的启示。
　　一、深人体会词和语含义的细微不同而准确地运用语言万千的词和语由于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含义
，才发挥了词语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作用，因此掌握词语的含义是掌握词语和运用词语所必需做到的
。
鲁迅手稿中有这样一个例子：&ldquo;我想，立&lsquo;静穆&rsquo;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
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
&rdquo;（《&ldquo;题未定&rdquo;草》）&ldquo;极境&rdquo;在未定稿中是&ldquo;绝境&rdquo;。
&ldquo;绝&rdquo;作为一个词，有&ldquo;极&rdquo;、&ldquo;最&rdquo;的意思，但作为词素与&ldquo;
境&rdquo;结合成一个词时，一般理解为走不通、没出路的地方，用在这里是不确切的。
鲁迅在下文中的一句话，恰好说明了这两个词义的不同。
鲁迅写道：&ldquo;凡论文艺，虚想了一个&lsquo;极境&rsquo;，是要陷入绝境，的&rdquo;。
&ldquo;极境&rdquo;、&ldquo;绝境&rdquo;基本含义就不同。
只有对词、语的复杂、细致的含义深入准确地理解了，才能在具体场合准确地运用，才能使语言具有
高度的准确性。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是]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是]确已出了抢案。
（《忽然想到&middot;九》）　　未定稿用了两个&ldquo;确是&rdquo;，定稿时，前一个&ldquo;确
是&rdquo;改为&ldquo;确曾&rdquo;，后一个&ldquo;确是&rdquo;改为&ldquo;确已&rdquo;。
&ldquo;确是&rdquo;、&ldquo;确曾&rdquo;、&ldquo;确已&rdquo;这三个偏正词组的基本含义相同，都
是对事物或情况的确切的断定，但是它们的含义有细微的不同。
&ldquo;确是&rdquo;只是对事物、情况一般的断定。
&ldquo;确曾&rdquo;、&ldquo;确已&rdquo;还含有表示时间的意思。
这两个词语也有细微的区别。
&ldquo;确曾&rdquo;是&ldquo;的确曾经&rdquo;的意思，&ldquo;确已&rdquo;是&ldquo;的确已
经&rdquo;的意思。
&ldquo;确曾&rdquo;指的时间距现在较远，&ldquo;确已&rdquo;指的时间距现在较近。
用&ldquo;确曾&rdquo;来写早先发生的阿Q上城偷东西的事，用&ldquo;确已&rdquo;来写后来发生的未
庄出了抢案的事，不只是消极地避免了都用&ldquo;确是&rdquo;时字面上的重复，而且表现了语言的
高度准确性。
由于用了这两个词语，还有力地揭露了某些人把这两件前后发生的不相关的事硬联系在一起而诬陷
阿Q的卑劣行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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