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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辞学具有双重性，第一是理论的，第二也是实用的。
聂焱教授的这本书，是一部理论修辞学著作，也是一本实用修辞学著作。
作者大大地扩展了同义手段的视野，给语言的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这有利于民族文化素
质的提高。
言语表达能力是人的文化教养的重要组织部分。
民族的交际能力是民族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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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焱，1948年生，宁夏隆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会员。

高中毕业后当农民，当工人，而立之年上大学。
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现代汉语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现代汉语语法简明教程
》(民族出版社2001)、《语言学论集》(韩国首尔新星出版社2002)，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
国文联出版社2004)、《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参编著作多部。
多次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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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类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辅助性非语言交际，它以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上的旗帜、红绿灯、花
卉、电报代码、数学符号、化学公式等为交际工具。
　　第二类是与语言同时出现的伴随性非语言交际，它以伴随有声语言进行交际的眼神、神态动作、
距离等为交际工具。
　　虽然，非语言交际在人类交际中的重要性远远不能和语言交际相比，但作为人类交际的一种表现
形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和存在的价值。
非语言交际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过程，也是社会交往的必然产物。
二、修辞活动在以语言为工具进行的交际活动——语言交际活动中，人们要根据交际目的、内容、交
际对象、语境等，将语言材料组成相应的言语形式——话语，以获得理想的表达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为着寻求最佳的组合形式所进行的说写活动，就是修辞活动。
　　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总是要追求最佳的交际效果，于是，交际主体在运用语言时，总不会是消
极的，而是有意或无意地调动各种语言因素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为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而对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进行精心选择，这样的选择过程，便是修辞过程，这
个过程就成了修辞活动。
因此，修辞活动其实是交际活动的表达者一方为提高交际效果而进行的对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进行精
心选择的活动。
由于交际是动态的，所以修辞活动也是动态的。
修辞活动总是具体的、复杂多变的，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它千差万别，但又是有规律可
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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