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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国南教授最近修订了自己 1999 年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汉修辞

格对比研究》，现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约我为他这本专著写序。

我虽对修辞学欠深入钻研，但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把我作为读者的肤浅

感受奉上。

我与李先生国南教授“神交”于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那时彼此没有见过

面，但我在刊物上常常会读到他发表的有关英语用法的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代外语》编辑部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从福建华侨大学前来参会的李国南教授。我们两人互

通姓名之后，就像是老朋友那样亲切地交谈起来。此后，我们各自忙于教学，

并没有经常联系，但我在刊物上不断地读到他写的有关英语修辞和英汉修辞比

较的文章。在世纪之交的 2000 年，我突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大作《英汉修辞

格对比研究》。此前，我从国南教授发表的文章中就知道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了

修辞学，而且特别喜欢从事英汉修辞策略的对比研究，因此我当时细读他寄来

的这部著作后，深信那是他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

李先生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谈的是修辞格的问题，涉及语言的表达。

汉语的“修辞格”和英语的 figures of speech，都是指一些非常规的、形象化

的表达方式（expressions or words that are used with a figurative rather than literal 

meaning），即所谓的修辞手段。修辞格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

的修辞学十分重视修辞格，有一些修辞学著作谈论的全是修辞格的内容，讲修

辞的表达手段。无论是汉语的修辞格，还是英语的 figures of speech，都和语用

学的研究领域有关，因为语用学讲究语言的使用，涉及话语的表达方法、表达

方式和表达手段，而这些课题正好都是语用和修辞格或 figures of speech 重合的

研究对象。

増订前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留给我的印象是全书结构工整，条分缕

析，例证丰富；其中不乏精彩章节，见解独到，饶有兴味。在这部著述里，作

　4.3.3 析词与离合词 ……………………………………………… 451

　4.3.4 汉英对比与翻译 …………………………………………… 452

4.4　叠字 …………………………………………………………… 453

　4.4.1 定义及其例证 ……………………………………………… 453

　4.4.2 修辞功能 …………………………………………………… 453

　4.4.3 叠字与汉语特征 …………………………………………… 455

　4.4.4 汉英对比与翻译 …………………………………………… 456

4.5　列锦 …………………………………………………………… 458

　4.5.1 定义及其例证 ……………………………………………… 458

　4.5.2 修辞功能 …………………………………………………… 460

　4.5.3 心理基础 …………………………………………………… 461

　4.5.4 汉英对比与翻译 …………………………………………… 462

4.6　其他 …………………………………………………………… 464

　4.6.1 反切 ………………………………………………………… 464

　4.6.2 析字 ………………………………………………………… 466

　4.6.3 字代 ………………………………………………………… 467

　4.6.4 断取 ………………………………………………………… 469

　4.6.5 拟姓 ………………………………………………………… 470

主要参考文献 ………………………………………………………… 473

附录一：对比修辞学：关于对比框架的构想 …………………… 484

附录二：试论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的基础、目的及其方法 …… 497

英语术语索引 ………………………………………………………… 517

汉语术语索引 ………………………………………………………… 524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1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2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3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4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5
	SJ00038075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CTP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