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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内容概要

《修辞认识》为作者佐藤信夫代表作之一，是另一代表作《修辞感觉》的续本，1981年由讲谈社出版
了单行本，1992年由讲谈社学术文库收录出版后至2013年间共21次印刷发行。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以
来被当作辩论术和诗学的技巧规范沿袭到近代欧洲，《修辞认识》立足于当代语言哲学对这种传统理
解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通过各种具体例句，将修辞的各种形式——默说、转喻、反义互饰、反讽、暗
示等都置于语言的人性根基中，表述为人的各种生存方式和发现性认识的各种造型，开启了当代修辞
学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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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作者简介

佐藤信夫，1932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国学院大学。著作有《符号的人》《修
辞学·符号及其他》《修辞的信息》等，译著有基洛的《文体论》《符号学》、巴鲁托的《方法模型
的体系》、穆南的《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讲谈社学术文库收录有其《修辞认识》《修辞学的符号论
》《做作的修辞学》《修辞学的语义论》等著作。1993年辞世。本书《修辞感觉》为其代表作之一，
影响巨大，出版于1978年，1992年由讲谈社学术文库收录，至2013年再版达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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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书籍目录

前言 作为认识形式的修辞的“格”
第一章 默说或中断
第二章 踌躇
第三章 转喻或侧写
第四章 对比
第五章 反义互饰和悖论
第六章 讽喻
第七章 反讽
第八章 暗示引用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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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精彩短评

1、难以卒读，被翻译糟践的好书。上册似乎还好，怀疑是否同一个译者。
2、万万没想到一本修辞学的书能够如此深刻，年度力荐！
3、糟糕的翻译也挡不住原作者强大的思想性，这个时候好希望自己懂日语噢~
4、四星未满。略有失望。
5、待整理一份写作清单。
6、一本修辞哲学书，如何将难以名状的事物加以造型？（也许只为了游戏）。
修辞即是对平均态的偏离，如何获得新思想，新措辞？需要亲近远离的人群。
7、寻找生命的意义      大三下学期开始自练文笔看的，对于我的文学框架有影响和促进。
8、2016第125本，1、传统的修辞学作为一门技术，因为无法灵活使用，逐渐遭到抛弃 2、传统修辞学
不灵活的原因：还原论的倾向，将各种修辞现象逐一分解为名字现象一一对应的技术手册 3、简单来
说，作者针对传统修辞学元思维思考，提取【感觉共性】，将修辞现象从新组合为八类 4、默说或中
断、踌躇、转喻或侧写、对比、反义互饰和悖论、讽喻、反讽、暗示引用 5、这种元分类书籍，必须
要记录分类依据和案例才能储存为长期记忆

9、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10、作为一本修辞学的书，竟然可以如此通俗易懂！只是个别例子涉及日语及日本文化比较难懂之外
，真的非常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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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精彩书评

1、一句话概括：站在当代语言哲学的视角，审视修辞学。读后感：“思考终究不是全由逻辑管辖，
语言也不能由语法而彻底穷尽。即，我们内心的思考和我们的语言措辞汇合之处所成立的认识及其表
现，绝不是可以由逻辑和语法充分支配的。”语言，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修辞，语言中的寻常事物。
这些日常生活不以为意之物，细究起来可以这么有趣、有用，有时候让人有一种醒悟之感。语言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因为它能够揭示我们内心的概念系统。概念系统关乎我们的思维能力，管辖着
我们日常的运作，构建着我们的个人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乃至细枝末节，无所不包。然而，概念系统
不是我们平时能够意识到的，我们每天所做的大部分琐事按照某些方式或多或少在自动思维和行动，
这些方式并非显而易见。为了搞清楚概念系统的运作，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研究语言。之所以
有这么一条途径，是因为，既然交流基于我们用以思考和行动的同一个概念系统，那么语言就是探明
这个系统是什么样子的重要证据来源。上世纪初由索绪尔和海德格尔引领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至今
影响依旧。人们意识到，我们是依靠着语言才能生存下来的生物，没有语言就没有存在。站在当代语
言哲学的视角，审视修辞学并有一番全新见解，便是《修辞认识》一书。传统修辞学，是一门着重于
提高措辞说服力和魅力的技术性学科。不过，在作者看来，传统修辞学除了表面这层意义，还隐藏着
另一种旨趣—“发现性认识的造型”（《修辞感觉》）。用这种新的目光，我们可以意识到古老修辞
学不曾察觉到的意义，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人和语言的关系。佐藤为了挖掘这种旨趣，精心挑选了八个
辞格，从他那种新型认识论的角度加以解释。在中译本的译者序里，对这八个辞格有很好的导读和解
析（译者解析地很优美，光看导读就有种醒悟之感），下面就不赘述了。下面谈谈作者的新型认识论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必然，新型认识论在哲学上归属于经验主义（《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不同
于以往的客观主义。这里的经验主义指的是什么？简单来讲，即认为世界是由人的外部和内部共同决
定的，两者都是组成世界逻辑链不可缺少的一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生物学角度讲，人是如何成
为人的？有很多人都认为是基因决定了人，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后天环境造就了人。事实上，基因决定
不了人，环境也决定不了人，而是两者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人。如果我们把基因替换成人固有的观念
（meme），后天环境替换成文本内容，传统的修辞学，在客观主义的影响下，忽略了这种互动创造
的过程。而作者的新型认识论注重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从而将语言互动创造的本质挖掘出来
。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细挖语言互动创造的本质。用还原论的思想看待我们的认知
，它是由我们大脑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联系决定的，神经元通过突触互相联系，新发展的神经元联系
建构于旧有的联系之上，因而，可以证明所有抽象的语言都是建构于具象的语言之上（《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在《修辞认识》第三章中，作者谈及转喻，为什么“手腕上，阿孝的头更加沉重了”
会比“阿孝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更好？因为，“转喻表现的文章远比假设的直白的表现来的更加直
接”。用联系强度更强的具象神经联系去激活建构于其上的较弱的抽象神经联系，神经元的反应更加
迅速与强大。在神经元这个层次上认识语言，就能很清楚地发现语言互动创造本质的来由，因为神经
元先天存在一部分，后天又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神经元，先天后天都是产生整体神经元逻辑链
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从上面的角度理解语言，或许能更加清晰的了解，语言之所以是如此这般的原因
。语言是奇妙的，好好了解一下语言学，的确会让人受益匪浅。 读《修辞认识》，又读出了一番醒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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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认识》

章节试读

1、《修辞认识》的笔记-第106页

        如果我们问“梯子是什么”，可能多半会回答“是为了往高处攀登的工具”。我们来查阅一下手
头通用的国语辞典，结果基本上也是像这样定义的。但是，太古以来，由于人们登梯子的总次数和下
梯子的总次数几乎完全相等（否则树上或屋顶上岂不是堆满了人吗⋯⋯），所以也许应该合理地定义
为：“上去后再下来，或相反的工具。”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梯子之所是“爬梯”而不是
“降梯”——这种在意义上没有形成对称的形式，也是因为“梯子”的概念是一束（？）人的立场或
视点。

坡路有区别上下的名称，而梯子却没有——这个事实，尽管是司空见惯无足挂齿的事，但从这一无关
紧要的现象中，我们也可以思考并非小事的语义学的重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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