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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汉 语 模 糊 修 辞 探 寻

吴家珍

提要 我国 当代社会 的变革与发展
,

引起言语交际 中的一些变化
,

表现出求

新
、

求简
,

实用的趋势
.

模糊修辞与之密切相关
。

本文侧重联系当代汉语多姿多彩

的修辞现象
,

对模糊修辞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 归纳
,

认为 当代汉语修辞 的变化发

展是与 目前改革开放 的社会特 点联系在一起的
,

应该把当代汉 语模糊修辞现象

放到 改革开放 的社会背景下
,

从社会的沿袭
、

复杂的社会心 态
、

社会的需求以及

社会 审美观念 的变化方面去考察研究
。

论文还分析 了当代汉语模糊修辞与联想

的关系
,

联想是模糊修辞的心理基础
.

此外
,

还从语 义的角度
,

归纳了 当代汉语模

糊修辞的多种表现形式
.

这些修辞形式不仅多见于文艺语体
,

而且广泛运用在公

关
、

文秘
、

外贸
、

旅游
、

商业 等工作 中
,

能够直接为 当前的市场经济服务
,

具有重要

的实用价值
。

前一阶段
,

我国修辞学界曾对模糊修

辞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

笔者也撰

文就模糊语言与模糊修辞的关系
、

汉语模

糊修辞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关 系
、

模糊修辞

与准确性的关系等发表了一些看法¹
。

笔

者想在这些看法的基础上
,

侧重联系当代

汉语多姿多彩的言语活动
,

对当代模糊修

辞
,

进行不同侧面的分析和研究
,

力求对其

社会特点
、

心理基础
,

表现形式以及运用
,

做一些有益的考察和归纳工作
。º

汉语修辞的变化
、

发展是与社会因素

密切相关的
。

所谓社会因素也就是指当时

社会的政治
、

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

在汉语修辞学的研究中
,

这种社会因素的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如汉语修辞学中
,

不仅

包括语音修辞
、

词语修辞
、

句法修辞
、

篇章

修辞
、

修辞格
,

还要研究字形修辞
,

即形趣
。

汉字形貌修辞就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
。

我国广西地区有一少数民族壮族
。

从这个

少数民族名字的字形演变中引起我们的思

考
。

解放前
,

这个 民族受到歧视
,

写为
“

撞

族
” ,

左边的偏旁为 万
,

带有蔑视
、

污辱的意

味
。

解放以后
,

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

各民族之间是团结
、

平等的
,

则将左边

的偏旁改为人 (憧 )
,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

很多人把
“

憧
”

字读为
“

童
” ,

念得不对
。

后改

为
“

壮族
” , “

壮
”

字既通俗易读
,

意义也很

好
。

这一事例鲜 明地反映了社会对修辞的

影响
。

汉语模糊修辞活动
,

不是始于今 日
,

但

是当代运用的频率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

适

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

因而引起人们的注

意
。

例如在当代的报刊杂志上经常可以见

到这样的修辞现象
:



< 1 > 深秋
。

月夜
。

公园幽静的小径
.

沙叶新《她和 他)文汇报一9 8 5年4月1 日

这是一篇微型小说的开头
.

独语句式

的连用
,

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总体轮廓
。

由于

是独语句
,

没有陈述的部分
,

因此这三者组

合在一起
,

就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
.

例如公

园小径的方向是怎样的
;是深夜

,

还是刚刚

入夜
;是 圆月

,

还是残月⋯⋯ 总之
,

在明确

总体轮廓的前提下
,

还 留有一些模糊不定

的因素
,

而这些模糊因素对语言的表达是

有积极作用的
,

可以启发想象
,

创造或渲染

意境
,

使表意巧妙含蓄
。

又如
:

< 2 > 或上天南 (天 津
、

南京)
,

或下海

北 (上海
、

北京 )
,

绝 不 去新西 兰 (新疆
、

西

藏
,

兰州)

姜俐敏《天 之骄子 》《清明》1 9 8 5年第 2期

例< 2> 借用简缩和同音的方法
,

有意

增加不够确定的因素
,

从而暗示了 自己的

真实意愿
。

上面两例 都属 于当代模糊修辞的现

象
.

不过
,

这里要补充的是
:

不能认为所有

的不确定因素都可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
。

因此有人把它分成积极模糊修辞和消极模

糊修辞两种
,

本文所要讨论的都属于积极

模糊修辞的范畴
。

如前所述
,

对当代汉语模糊修辞现象

进行科学的分析
,

二定要认真考察当前改

革开放社会的影响
。

首先应具有社会大系

统的观念
,

把当代汉语模糊修辞现象放在

改革开放的大社会背景下去观察
,

可 以通

过比较分析
、

归纳整理
、

统计分析
、

层次分

析以及网络分析的方法
,

从不同的角度进

行综 合考察研究
,

这是因为当代汉语模糊

修辞魅力产生的原因
,

往往是多方面的
,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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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孤立
、

静止地分析
,

应该对言语现象所

织成的网络—
上下

、

前后
、

左右
,

都加 以

详细审视
,

只有这样
,

才能科学地揭示其规

律性
.

下面主要从社会的沿袭
、

复杂的社会

心态
、

社会的需求
,

社会审美观念变化等方

面进行分析
。

社会的沿袭与复杂的社会心态
。

当代

社会是在昨 日历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悠

长的历史是有阶段的
,

但不能截然分开
。

在
“

当代
”

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
,

岁月无情

地刻印下过去的痕迹
,

人们还不同程度地

负荷着
“

文革
”

所遗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负

担 ; 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
,

人们又经历了许

多意想不到的
“

荣辱沉浮
” 。

市场经济的冲

击
、

观念的转变
、

从封闭向开放带来的种种

变化
,

引起人们心灵的强烈震荡
:

有在新事

物前的迷惘
、

深思 ; 也有振翅欲飞的进取与

搏击
。

这种 由于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复杂 心

态
,

也必然表现在言语交际之中
, “

言为心

声
” ,

言语是心态的外露部分
,

人们的主观

愿望
,

必须要通过语言进行传播
、

交流
、

复

杂的社会心态对当代模糊修辞显然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
。

社会的需求与审美观 念的变化
。

进入

改革开放的社会
,

增强了各种事物间的横

向联系
,

再也不是封闭的个人奋斗
,

而是广

泛地开展交流活动
。

信息的快速传递
,

在科

技
、

商业
、

外贸活动中
,

都有着举足轻重 的

作用
,

公共关系的学问 已经渗入到生活中

的每一个角落
。

这种密切相关的社会联系
,

已经使修辞艺术 (包括当代模糊修辞艺术 )

成为完成各项活动以及处理人际关系时必

不可少的手段
。

随着上述情况的变化
,

社会的审美观

念 也随之改变
. “

求新
、

求简
、

实用
”

是 当

代汉语 修辞中人们追求 的最佳效 果
。

例

如
:



< 3 > 标题 《普通话共北京话 》

《语文知识 》1 9 8 7年 9月

< 4 > 标题《优化落选护 弱者》

《健康之友 》1 9 8 9年第 1期

< 5 > 标 题 《荒诞
。

荒诞 ? 荒诞 工荒诞

(大众 电影》1 9 8 6 年第1 0 期

上述的标题
.

从审美观念来看
,

具有两

个特点
:

一是
“

新
” ,

新奇可以给读者带来强

烈的信息刺激
.

激发好奇心
。

视觉方面的变

化带来心 理上的兴奋
,

从而更好起到标题

的
“

引导
”

作 用
,

吸引读者看下去
; 二是简

洁
。

少用文字
,

恰当地运用一些符号
,

可以

给读者留下联想的余地
。

联想是模糊修辞的心理基础
,

它是由

此及彼的一种思维活动
,

它能够越过时空
、

已知
、

未知的界限
,

为作者开拓思路
,

同时

它也能启发读者的想象能 力
,

将信息的传

递者与接受者在思维的链条上
,

联 系在一

起
,

共同创造良好的言语效果
。

需要说明的

是
:

模糊修辞的心理基础是联想
,

但联想并

非一定就会产生模糊修辞的效果
。

从联想

的方式来看
,

当代汉语模糊修辞现象往往

与双关联想
、

对 比联 想
、

范围联想
、

变异联

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双关联想
。

这是指由一事物想到与之

语音
、

语义有一定联系的另一事物
,

是 由一

个语句同时关 涉到两 种事物而引起的联

想
。

这种双关联想往往借助于音义条件造

成表层与深层意义的联系与差异
,

带来模

糊的美感
。

下面是电影剧本《铁道卫士 》中的一段

对话
:

< 6 > 马小 飞望着高健
,

伪善地一 笑
,

赞许 而又 拉拢地说
: “

我看你颇有魄力
,

好

好干 吧
,

我亏不 了你 ! ”

高健
: “

多谢特派员的器重
,

为了我们

的事业
,

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
。 ”

“

为了我 们的事业
,

赴汤蹈火在所不

辞
”

这是一语双关
。

高健是我方地下工作人

员
。

他表面上是在上司马小飞面前
“

表明心

迹
” ,

另一方面是在抒发 自己对人民忠贞不

渝的感情
。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

这种涉及

两个方面的联想
,

表现 了人物崇高的精神

世界与机智勇敢的性格
。

又如
:

< 7 > 本地话常常把普通话 的第 一声

念成第 三声
,

把第 二声反念成第一声
,

阴错

阳差
,

一 不小心就跑调
。

王 安忆《B 角》

“

阴错阳差
”

在这里关联两种事物
,

一

方面是虚指差错
,

另一方面却是实说在声

调阴平
、

阳平上发生错误
。

一表一里
,

一虚

一实
。

这种双关联想产生了灵巧俏皮的表

意效果
。

对 比联想
。

这里指在截然相反的比照

中产生的联想
。

例如
:

< 8 > 有的人活着
,

他 已经死 了 ;

有的人死 了
,

他还 活着
。

减克家《有的人》

作者选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进行比

较
:

有的人虽然躯体还活着
,

但是精神
、

灵

魂早 已腐烂 ; 而另外一种人虽然已经离开

人世
,

但是他的崇高品德却永远活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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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中
。

在一些看似矛盾的
“

模糊
”

之中
,

却

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

给读者带来咀嚼

的余地
、

具有哲理意味的思索
。

通过对比联

想
,

思想升华
,

达到更高的境界
,

包孕着丰

富深远的含义
。

也可以对一种事物从两个方面的对照

中进行联想
。

如
:

< 11 > 音符一个个象花开 了
,

象星星

亮了
,

象满山野杨梅红了
,

又甜又酸又涩
。

韩少功《风吹哨呐声》

< 9 > 挫折也有两 重性
,

它可 以把人置

于死地
,

也可 以使人置于死地 而后生
。

理由《高山与平原》

在挫折的面前
,

将其两种不同的结果

进行联想比较
:

一是由于挫折而彻底倒下 ;

二是在挫折的基础上
,

总结教训
,

奋起而再

生
。

这种对 比联想能够揭示事物之间的辩

证关系
,

从宏观上去认识世界
、

认识 自己
。

变异联想
。

这是指悖于一般逻辑和语

法常规的联想活动
,

常见的是感觉变异
。

通

过变异联想而形成的模糊言语形式
,

往往

具有新鲜
、

奇特
,

飘逸的修辞效果
。

英国语言学家 G
.

N
.

里奇曾把修辞格

粗略地划分为横组合辞格和纵聚合辞格两

种类型
。

他认为
: “

总体而论
,

纵聚合辞格的

修辞效果是通过实现 (fo r e g r o u n d in g )手法

取得的
,

即采用超常搭配的词语
,

突破语言

结构的惯用框架
,

求得 出乎意料的新奇效

果
。

纵聚合辞格能够体现语言的变化美
.

耐

人 寻味
。 ”» 笔者 以为 他所 说的纵聚 合辞

格
,

包 括夸张
、

比喻
、

比拟
、

移就
、

反语
、

拈

连
、

双关等辞格
,

它们都属于模糊修辞链中

的成员
,

是经过变异联想而产生的修辞格

式
。

例如
:

按照一般的规律
, “

掌声
”

不可能飞
,

“

音符
”

也不会使人产生味觉的感受
—

甜

味
、

酸味
、

涩味
。

它们悖于逻辑常规
,

产生于

变异联想
。

从辞格的角度去分析
,

例 < 10 >

是运用了辞格 比拟 ; 例 < n > 则是符合了

比喻的格式
。

但是
,

它们具有共同之处—
变异之中具有模糊的美感

,

它们在无形中

为接受者提供了再创造的条件
,

丰富了言

语的内涵与情味
。

范围联想
。

这是指由于事物范围的大
、

小或相同产生的联想活动
。

范围联想可以

使衣达的内容更加宽泛
,

增加言语的模糊

度
,

从而使得语言含蓄幽默
。

这方面的修辞

佳 例早已有之
。

例如杭州西湖灵隐寺旁的

飞来峰和冷泉亭有一副对联
:

泉自几 时冷起

泉 自冷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峰从 飞 处飞来

这副对联借助同一范围的联想
,

有意

似答未答
,

增加语言幽远的神韵和情趣
。

再看《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上周恩来总理答记者问 》中的一段对话
:

又 问
:
我的第二个 问题 是代表妇女新

闻社提出的
。

你作为一个六十二岁的人
,

看

来 气色异常好
,

你如何注意 自己的健康 ? 是

否经 常运动 ? 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

周总理
:
谢谢你

。

我是一个东方人
,

我

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 1。> 礼 堂里响起了一阵海涛喧嚣般

的掌声
。

掌声从 人们 心底发 出
,

由四 面八方

向台上飞 去
。

张抗抗《淡淡 的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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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没有具体地回答自己的生活方

式
,

而是 由
“

我
”

联想到
“

东方人
” ,

扩大范

围
,

让对方在这宽泛的范围中去思考
。

似答

而未答
,

严谨而得体
。



在当代汉语修辞现象中
,

模糊修辞只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

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去总结归纳
,

我以 为语义是一

个较好的视角
。 “

语言理论的模糊本质是以

语 义为基础 的
,

语义 比句 法结构更 为重

要
。 ’,

¹ 从语 义方面来看
,

可 以归纳 为下面

几种形式
:

1
.

选用模糊词语

汉语同其他语言一样
,

具有模糊性
。

这

是由于人类在认识活动中
,

是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的
,

因此那种模糊和不确定的认识

形式必然会存在
,

这种认识上的相对性
、

模

糊性当然也会表现在语言上
。

另外
,

人类生

活中也需要模糊词语
,

因为交际中有时 只

需要说明大致 的轮 廓和总体印象就可 以

了
。

汉语模糊词语如
:

黄昏
、

黎明
、

老年
、

中

年等
。

我们在言语活动中
,

有意选用模糊词

语
,

可以增强表达效果
。

例如
:

花朵的生命太短暂
,

短暂得令人哀伤
。

象树 ?

而树又 不会思想
。

那 么
,

象大地吧 ?

滋育着万物生长
。

象
,

又不象
,

当大地冰封雪盖
,

爱情之树 仍叶茂枝壮
。

雁 翼《爱的
,

思索》

作者围绕
“

爱情
”

提出了三个思考的问

题
:

象花 ?象树 ?象大地 ? 得 出的答案是肯

定
,

又否定 ; 象
,

又不象
。

就在这矛盾的对照

之中
,

通过正反模糊修辞形式
,

巧妙地歌颂

爱情的永恒
、

崇高与坚贞
。

又如
:

< 12 > 晨曦揭 开 了清水塘 的妙帷
,

茶

花给清水塘披上了彩衣
。

王 知十《清水塘》

“

晨曦
”

是指早晨的阳光
,

没有在时间

和亮度上的严格定义
,

是模糊词语
。 “

晨曦
”

与上下词语的组合
,

可以增添庄重的色彩

和清新柔美的朦胧感
。

2
.

正反模糊修辞形式

有意把辞面对立
、

矛盾
,

或具有映照性

质的词语句子组合在一起
,

产生模糊言语

现象
,

从而使表达鲜明
、

新颖
。

它常用 未表

达深刻的哲理
,

反映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
。

例如
:

< 13> 爱情象花朵吗 ?

< 14 > 我扑向落地玻璃窗前
,

嗬 !好一

个壮丽 的海 !既古老又时髦
,

既陈旧又崭新

的广州全淹没在灯海里了
。

关夕芝《家庭教师 日记 》
,

《小说选刊》19 8 7 年第6期

例中的
“

既古老又时髦
,

既陈旧 又 崭

新
” .

似乎前后是矛盾的
,

但是就在这个看

似矛盾的组合中
,

反映了古城新貌
,

过去的

广州陈旧而古老
,

今天已经呈现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

在这种模糊的美感之中
,

寓含

着辩证的思考
。

3
.

相似模糊修辞形式

这是指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来描

写事物
,

说明道理
。

因为甲事物和乙事物是

不同的事物
,

所以其中必定包含着模糊的

因素
。

例如
:

< 卜 > 这 早 梅花
,

有红梅
、

白梅
、

绿梅
,

还 有木 砂梅
,

一树 一树的
.

每一树梅花都是

一树 L寺
。

杨朔《茶花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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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艳丽的梅花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

作者把它和诗联系起来
,

但是二者毕竟是

完全不同的事物
,

在联系之中包含着模糊

的因素
。

为了表现新时期的大发展
、

大变动
、

大

改革的特点
,

不少作者在写作中
,

比过去要

求有更加广阔的容量
,

更加丰富的内涵
,

更

加深邃的意境
,

寻求相似点的空灵而新奇
,

因此读者在理 解其含义时
,

常常不是一 目

了然
,

而是存在
“

一定的距离
” ,

给人们一个
“

想象的弹性 空间
” ,

在许多方面给 人们以

联想和启发
,

带来一种难以言尽
,

但又了然

于心的美的享受
。

例如
:

这是指在特定的言语环境 中
,

利用多

义或同音的条件
,

故意使语句同时关联表

里的两层意思
,

形成一定的模糊度
,

但其表

意是明确的
,

即里层意思是其真意或重点
。

例如
:

< 16 > 老邓深 沉地说
: “

也许你说得

对
,

可我戒不 了
。

我常想
:

抽吧
,

也许她会还

从冥间走来管管我
,

这办法还真灵
,

她有时

驾着烟雾秋来
。

有时是唠叨
、

规劝
,

有 时是

送烟
,

点火
。

我一摸到这烟斗
,

眼前就浮现

出她的身影
,

我怕戒 了烟
,

这种 幻觉会水 远

消失二 ” ”

老邓 不 沉声 了
.

出神地凝望着袅 袅的

烟雾
,

我也不知 不觉地欣赏起烟雾来
。

这烟

雾像仙女 的霓裳
,

似蓬莱 的仙霭
,

美丽 极

了
。

叶大春优烟瘾》《小说选刊》1 9 8 7年第7期

< 1 7 > ⋯⋯ 轻 易不 开大 门
,

职 工上下

班 全 走旁边的小 门
,

汽车走后门
。

冷 占国老

为这件事骂街
: “

就朝这 一条
,

机械厂 也搞

不好
,

不走大门
.

净走旁门歪道 ! ”

蒋子 龙《拜年》

“

旁门歪道
”

在这里的表层意思是 指
:

由于 不开大门
,

厂里的职工和汽车只得走

旁门
,

实际 h 是指厂里的风气不正
。

这样
“

表里不一
” ,

在模糊中孕含着准确
,

表意巧

妙
。

这种表里模糊修辞形式
,

在当前的公

关活动中
,

可以收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

它可

以调整人际关系
,

缓和矛盾
.

是一种 良好的

润滑剂
。

5
.

宽泛模糊修辞形式

这是由于交际目的
、

具体语境的要求
,

不能直说其事
,

因此故意选用一些意义宽

泛的词语
、

句子
,

使意思表达得分寸得当
,

委婉妥贴
。

例如
:

《烟瘾 》表面是写戒烟之事
。

其实是抒

发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

作者选 用的是空灵

的喻体—
“

仙女的霓裳
” 、 “

蓬莱的仙霭
”

.

这些都是 人们根本不可能 见到的事物
,

读

者凭借着各 自的想象去体味其中飘逸
、

轻

灵
、

美好的韵味和情境
,

可以 有绚丽的 色

彩
、

神奇的幻境
、

不尽钓情丝
、

无边的悔恨

⋯⋯这些都交织在一起
,

忽隐忽现
,

组成各

式各样的画面
.

任人体味
。

4
.

表里模糊修辞形式

4 6

< 18 > 那 大嫂看着手中的车票
,

眼里

含着热泪说
: “

大兄弟
,

你叫什 么名字 ?是哪

个亘 位约? ”

雷修笑了笑
.

心想这 大嫂真有意思
.

大

概 还想还钱呢
,

就说
: “

大嫂
.

别问了
,

我 叫

解放 军
.

就住在中国
。 ”

陈广 生 等“人 民的勤务 员》

雷锋知道对方的意图后
,

故意回答得

笼统凌糊
,

没仃告知确切地址
.

使对方难以

找寻
。

6
.

跳跃膜糊修辞形式

这 是指运用全占构或意义上的跳跃 形



式
,

增加言语模糊度
。

常见的是独语句式的

连用
。

另外一种是指在语段 中出现意义跳

跃的现象
:

前者多为实指
,

后者为意义的虚

化与升华
。

例如
:

这是指通过更换感受角度
,

增强模糊

的美感
。

常见的言语形式是
:

用人的某种感

官对事物的感受
,

换用其他感官的感受表

现出来
。

例如
:

< 1 9 > 小 冬子偎近 爸爸
: “

爸 爸
,

这些

年
,

你给我的红星
,

我一 直放在身上
。 ”

潘行义
: “
后来

,

你吴大叔 又 帮你把红

星戴到 了军 帽上
,

是不是 ? ”

吴修竹
: “
不

,

是他 自己把这颗 红 星 戴

到 了心 头上 ! 这 些年
,

闪闪的红 星 照 耀 着

他
,

孩子 可从来没有后退 一步啊
” !

电影 又学剧本《闪闪的红 星 》

< 21 > 我走进北京的市场
,

过客的耳

语 象桂花飘香
。

刘征《北京的市场》

“

过客的耳语
, ,

本应从听觉方 面来 描

写
,

但是作者却换成嗅觉
—

“

桂花飘香
” 。

在那种沁人心脾
、

甜丝丝的感受中
,

既可以

想象为耳语 内容的幸福甜美
,

同时也可以

理解为耳语声音的清甜动人
。

变异中形成

了
“

模糊的弹性空间
。 ”

“

戴
”

的意义由实到虚
,

前者用其本义
,

后者则是说潘冬子 已经把革命放在心上
,

自觉地在艰苦环境中锻炼
。

这种意义的跳

跃
,

既有画面的呈现
,

又 有情感的升华
,

拓

宽了联想的天地
。

7
.

省略模糊修辞形式

这是指在言语活动中
,

故意省去一 般

常规中应该说清的意义
。

从辞面
_ .

看
,

似语

意未尽
,

表意模糊
,

实际上丰富
一

表 意内

涵
,

便于传达细致
、

复杂的思想感
一 。

例如
:

< 2 0 > ⋯ ⋯ 但忽然得到 一个可 靠的消

息
,

说柔石丸其池二 十三 人
,

已于二 月七 日

夜或八 日晨
,

在龙华 警备 司令邵被枪毙了
,

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

原 来郊 此 !.
· ·

⋯

鲁迅 《为了忘却 的记 念》

鲁迅先生听到柔石等革命者惨遭杀害

的消息后
,

异常激愤
。

作者选 用省略 形式

⋯⋯
,

在模糊之中
,

以少胜多
,

精炼地表达

了满腔悲愤的心情
。

8
.

移觉模糊修辞形式

当代汉语模糊修辞手段
,

并非只是在

理论范围内探讨的问题
,

它具有广泛的实

践意义
。

这主要表现它不但出现在文艺语

体中
,

也运用于 市场经济的各种信息传递

中
。

例如 采购
、

销售
、

洽谈
、

广告
、

服务
、

管理

等
.

都与模糊修辞手段有关
。

当前
,

广告语言艺术颇具特色
,

有些是

借助于模糊修辞手段
,

例如一幅宣传鞋油

的商业广告是
:

第一流产品
,

为足下增光
“

为足下增光
”

同时关联着两种意思
:

一 是指鞋油质量很好
,

擦用之后
,

脚下增加

不少光彩 ;二是指
“

为您增添风采
” 。 “

足下
”

是朋友间的敬称
。

兼顾两意
,

左右逢源
,

表

意灵巧
。

这两种不同意义 之间的差异与联

系
.

能够增加文字传递信息的容量
。

外事方面的文件中
,

也常用模糊修辞

手段
,

例如外交事务中所说的
“

不受欢迎的

人
”

是指驱逐出境
,

不接受其为外交人员的

意思
。

这里
,

选用了意义宽泛的词语
,

带有

4 7



模糊的色彩
,

使表意委婉含蓄一些
。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公文语体
。

为了达

到准确的目的
,

公文语体中
,

也选用模糊修

辞手段
,

例如
:

< 22 >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

区
。

在特别行政 区 内实行 的制度按照具体

情况由全 国人民代表 大会 以法律规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 法》

是模糊词语
,

运用准确得体
,

因为特别行政

区的建立牵涉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

措词应

该留有余地
。

总之
,

当代汉语模糊修辞手段
,

在当前

改革开放的社会中
,

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

范围
,

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在今夭钓

许多
“

走红
”

的职业中
,

例如公关
、

文秘
、

外

贸
、

旅游等
,

它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

具有

不可忽视的实用意义
。

(责任编辑 马鸿盛 )

例中的
“

在必要时
” 、 “

按照具体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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