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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

2021 年是先师陈望道先生

(以下简称“望老”)诞辰 130 周

年。我又一次打开1957、1961至

1966 年聆听他讲课的笔记本。

60多年来,虽然历经沧桑,我也多

次搬家,但这本羊皮封面的笔记

本,一直珍藏至今。这不是普通

的笔记本,是望老于新中国建立

后修辞学研究第二次高峰的真实

记载,其中既有对《修辞学发凡》

(以下简称《发凡》)的总结,更有在

《发凡》基础上的创新和重大发

展,两者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他博

大精深的修辞学思想。陈望道修

辞学思想不断引领着我国修辞学

新开拓,也是我修辞学研究数十

年的指路明灯。

1961 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

系毕业前夕,校党委主持工作的

副书记王零同志约见我说:“陈望

道校长要新闻系挑选一名毕业生

到他创建的语言研究室跟他学修

辞,挑中了你。你是共产党员,交

给你一个任务。国家号召要抢救

老专家学术遗产。望老是著名修

辞学家,70岁啦,他的学术遗产急

需有人继承。你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千方百计把他的学术思想学

到手,并发扬光大。”语言研究室

设在望老府邸底楼。望老身兼十

数职,工作异常繁忙,还坚持利用

业余时间研究文法修辞,经常对

我们讲他探索的新见解。我为自

己能聆听望老教诲,耳濡目染他

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万分庆幸。望

老的言教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多年听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望老1962年在复旦大学纪

念《发凡》出版 30 周年座谈会上

讲话中的一段话:“写作《发凡》

时,我曾努力想运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作指导。我接受马克思主义

是在‘五四’之前,……如果说这

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

语言研究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

吴文祺先生也曾说:“《发凡》虽然

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但马

克思主义的原则、规律、观点却贯

穿其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发凡》是望老历经十多年艰

苦努力写成的名著,被学术界誉

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

1956 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

望老时也说:“陈先生,我最近读

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听

说你在研究文法,希望研究下

去。目前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

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倪海

曙《春风夏雨四十年》)

进研究室后我多次精读《发

凡》,逐渐理解其中精髓。我曾统

计:《发凡》共引用古今中外几百

个作者 800 多篇(本)诗文或专书

中的典型例句,从中概括修辞手

法的客观规律。它运用马克思主

义对立统一观点将修辞现象分为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类。它

的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说,既

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又符合事物

与事物相联系的观点。它还立专

章论述了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

等。这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指导撰写的修辞学专著。只

不过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它不能

公开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只

能转化成自己的语言阐述,实际

上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全书,实

在难得!

望老在讲课中有一个鲜明的

特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

对修辞学基本理论进一步作了深

刻论述。例如他对修辞学的研究

对象——修辞现象下了科学的定

义,发掘出修辞现象具有艺术现

象的某些特点,即易变性。深刻

揭示:“易变，是修辞的重要特点

之一。”再如，对修辞学性质研究

作了新开拓,指出“修辞学介于语

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

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研究

修辞要具备多门学科的知识。”这

一看法将以往修辞学研究从只着

眼于语言学内部的框框中解脱出

来,开辟了研究的新路径。又如，

对修辞适应题旨情境说,在《发

凡》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入的论

述。这也是对内容与形式关系论

析的进一步深化。望老的众多新

见解为我国修辞学的开拓创新指

明了方向。

望老还多次强调学术研究应

该具有创新理念、创新道路与创

新方法。创新理念如,他谆谆教

导:修辞学研究要“立大志攻坚”,

“研究工作要有创造性。你们是

创造财富的,不是专门继承的,要

对祖国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他把

学术研究比喻为接力赛跑,主张

“不是从别人的出发点起步,而是

从别人的到达点起步。这样才会

越跑越远,越往前走水平越高。”

他提出的创新道路是：以马克思

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中国语

文事实为研究对象，批判地继承

我国语言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外

国语言学成果，立足于中国的今

天，为当前中国实际服务。也就

是指立场要站稳，方法要能网罗

古今中外。这就是他提倡的“古

今中外法”,在我国修辞学史上也

是创举,弥足珍贵。

语言研究室后来将望老建国

后的校内外演讲比较成系统地整

理成文,连同望老从 1921 年至

1965年发表的文章,汇编成《陈望

道修辞论集》,1985年由安徽教育

出版社出版。1983 年我被任命

为研究室主任兼修辞组组长,参

与主持该书编辑工作,这就更要

经常翻阅这本听课笔记。只可惜

那些年望老在讲课中谈文法的比

例较多,谈论修辞未成系统的均

未收入书内。后来我将它们汇编

成《望老谈修辞》语录 72 条 6 大

类,置之案头,经常品读。

望老一生坚持学习马列主义

著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举

两例:如倪海曙先生1964 年去拜

访望老时,他正在复习唯物辩证

法的几个基本范畴,为外出讲学

做准备。倪先生见此不禁笑起

来,心想:搞了一辈子方法论,还要

复习吗?望老说:“年纪大啦,脑力

差,读书应该更勤一点。"这时望

老74岁。又如:1975年我去探望

望老时,只见他正在书房阅读列

宁的《哲学笔记》,书的空白处划

了许多红、蓝杠杠,写了很多字，

这都是他阅读后的体会、批注。

那年望老85岁,健康大不如前,还

在坚持学习马列。后来听说望老

是在为修改《发凡》作准备。可惜

两年后他竟逝世了，这一愿望未

能实现。

自 1977 年望老仙逝后至今

的40多年里,我一直坚持以宣传、

弘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为宗旨,

遵循望老的教诲，作了两方面努

力：一是撰写学习陈望道修辞学

思想心得体会的文章59篇，其中

很大一部分从多方面论述望老修

辞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运用马克

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如《修辞学

与对立统一规律》、《边缘学科的

特殊理论营养——论修辞学的哲

学基础及其他理论来源》、《探索

修辞的美——<修辞学发凡>与

美学》、《试论新中国成立后陈望

道修辞学研究的重大发展》等。

二是我与陈光磊先生组织团

队集中攻治长期乏人问津的两个

不同分支学科:“中国修辞学史”与

“中国修辞史”,着重梳理我国修辞

评论和修辞现象数千年来的演变

轨迹,分别探索它们在不同的社会

文化背景下,是如何适应不同题旨

情境而发展变化的。开拓新领域

经常会遇到艰难险阻,我也常会打

开这本笔记本,这时，望老的音容

笑貌、谆谆教诲会清晰出现,给我

以力量和智慧。

文/宗廷虎（中文系退休教授）

陈望道先生提出的“创新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中国语文事实为

研究对象,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批判地吸取外国语言学研究成果。同时,要立足于

中国的今天,为当前中国实际服务。这也就是: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







望老引导我进入修辞学研究领域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七十年的广播台，永远有新鲜感

“可能走在校园里，你突然听

到了符合此刻心境的广播，喜出

望外；又可能是你听到天气预报

有雨，回到寝室顺便提醒室友记

得带伞出门。”2019届校广播台

台长徐振炀认为，这些意料之外

的惊喜与感动，构成了广播台的

人文意义。

校广播台首次开播于1951

年3月，时任校文娱宣传组长的

52届工商管理系校友陈济民和

团队积极筹备，复旦人有了自己

的广播台。

1994年以前，广播台在十号

楼，录音工作也还是通过卡带录

音完成。现在，广播台于邯郸校

区零号楼和创新创业学院均设有

办公地点，声音覆盖邯郸、枫林校

区。节目内容更为广泛，除了每

日定时播音外，还结合视频、图

文、摄影、设计等新媒体策划形

式，记录着复旦故事。

这些声音盛宴的创作者们，

既见证了新与旧的交替，也经历

了初入大学时的漂泊与成长。年

复一年，永远是适应新角色、新生

活的成长过程。

10月30日，第八届广新赛决

赛拉下帷幕。层层选拔决出的

12名决赛选手经过三轮比拼，21

级材料科学直博生刘咏婧捧得桂

冠，庄彤琳、陈暄增分获亚军、季

军。“对于拿起话筒这一刻，我

永远都有一种新鲜感。”一位参赛

选手这样介绍自己，这也是赛事

主办方、广播台许多成员的心声。

始于2007年的“广新赛”全

称为“复旦大学校园‘广播新人’

大赛”，是一项面对非专业播音爱

好者的双年制赛事。部分广新赛

选手会加入广播台工作。在办公

点之一的零号楼里，有一面历年

台员签名墙，上面有历届台员名

字。在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

近年来新台员入台的“仪式”。这

面墙是台友会成立时留下的。校

广播台指导老师王玥清楚地记

得，在组建台友会时，台友群里一

呼百应，就连满头白发，走路倚着

拐杖的播音老师都回来看看新变

化，与年轻台员们交流。

在历届台友骨干微信群里，

152个成员会互道早晚安，爷爷

奶奶辈的老骨干经常转发广播台

取得的成绩，对年轻人从不吝啬

鼓励与掌声。人在国外的老成员

们，依旧会收藏广播台的公众号

歌单。

70岁的广播台也面临着一

些挑战。为不影响同学自习，禁

止在教学区广播；基建工程建设

时放音设备被临时拆除；播报内

容在手机能看到……徐振炀以把

地面广播做到“尽量完善”为目

标，不断思考广播台对校园的不

可替代性。为此，广播台调整了

每天两次放音的时间，以避免打

扰同学午休。本学期起，中午的

播送内容进一步精炼，以每日新

闻和实用信息推送的形式让放音

时长缩短、放送质量提高。一周

五次的节目也根据同学们的意见

进行了更新。同时，广播台与也

在积极寻找新的传播方式，公众

号、网易云、喜马拉雅运营目前都

在他们探索的范围内。

习惯在骑车、走路时听广播

的现任广播台长高铭凯说：“新

媒体时代变得急不可耐，随时都

有新鲜而速朽的刺激，也就再没

有什么值得去怀念，但或许节奏

舒缓的音频会更纯粹真诚一

些。”

文/杨伊静柏柯羽杨雨轩马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