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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谈及修辞学，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修辞简单地视为对作品的雕饰。这种看法认为 

修辞的最大价值就是恰当地表情达意或描绘事物。实际上，这仅仅是修辞在用词技巧方面的运用。 

作为一门有着古老历史的学科，修辞 白人类语言产生伊始就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可以 

说，修辞性的语言建构了人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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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修辞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期的智术师就是以传授演讲的语言技巧为业， 

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报酬。对这种修辞学，柏拉图同其老师苏格拉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修辞术不仅不会使人 

们向善，反而会阻碍人们的上升。修辞学是通过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说服或实现特定的目的，因此“修辞术 

(学)是有用的”̈ ，它的出现总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古希腊公民通过对修辞的学习，在政治事务中使自己的 

观点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进而影响政治决策。但对柏托图而言，那些以传授修辞为业的智者学派是他首要批 

判的对象。柏拉图为了引领人们不断地向上，在现实世界的上空营造出一个纯粹独立的理式世界，它是人们 

生活的目标，是人们上升的动力，对人们的意义就如同太阳对万物一样，虽然不能够达到，却能够指引人们对 

真善美的追寻，在追寻的过程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批判了以民众 

权力为基础的传统希腊政治和与之相对应的修辞学，哲学与修辞学俨然成为两个对立面。 

其实，柏拉图要反对的并不是修辞术，真正反对的是传授修辞术的智术师和学习修辞术的平庸大众。智 

术师为了能够获得报酬而游走于各个城邦，只关注修辞术对 自身带来的利益，不去考虑修辞术造成的影响；平 

庸的大众对政治事务不了解，在参与政治决策时带有盲目性，学习了修辞术的大众会让城邦的决策变得混乱。 

因此，在《斐德若》中，柏拉图致力于建构一种正确的政治修辞观：修辞学主要是设计言语的表达，“一般是用 

文辞来影响人心的” 。柏拉图看重的是使用修辞术过程中的目的和功用，就如同一把 匕首，在不同人手中 

会有不同的效果，在恶贯满盈者手里是凶器，在善良淳朴的人手里是抵御野兽攻击的防身工具。“在言辞方 

面，脱离了真理，就没有，而且也永不能有真正的技艺” 。柏拉图在修辞术之上设立了“真理”(理式)，修辞 

成为人们对真理追寻的一种工具，修辞在真理的指引下变得合情合理，人们通过修辞来追寻理式。在政治哲 

学中，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批判带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偏见，“辩证法是通向美德的道路，而诡辩术(修辞学)是通 

向非道德的途径” 。由于柏拉图的这种观点，修辞与认知、真理产生了距离。在柏拉图的理式世界以及此 

后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的作用下，人们越发地认为对知识 、真理的把握可以变得通透，人们不仅可以发现 

真理、认识真理，还能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由此，修辞学在理性的压制下只能苟延残喘，退缩至语言学的角 

落，仅仅作为技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

、修辞与认知的载体——语言 

随着 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注意到在人与世界的交互中语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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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对世界的认知并非像人们构想的那样畅通无碍：语言在方便人们对世界把握的同时 

又因其自身的抽象性、修辞性的特点使人对世界的认知变得复杂化。当代的修辞理论的研究重点主要从语言 

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哲学层面展开。其特点分别为： 

第一 ，语言层面的静态研究。所谓静态研究，更加看重语言表达的技巧，通过对文章词句的分析，总结产 

生这种效果的目的和手段。“合适”“得体”是其最高原则。 

第二，社会实践层面的动态研究。这一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修辞的策略，修辞在此被视为一种行为而不 

是一种状态。修辞的目的性被放置到首要的地位，研究更注重修辞表达的效果。 

第三，哲学层面的研究。随着对语言研究的深入，修辞问题不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成为了人们的认知问 

题。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会被它束缚 ，被困在语言的牢笼中，是修辞而不是真理确立了我们言说及其行动 

的方向。 

在哲学层面的研究中，人们开始发现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修辞固定之后的产物，修辞性的观点在强论证 

的作用下逐渐褪去审美的外衣。当这种观点成为人们的共同认知之后，它就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真理。“那 

么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义和修饰的人 

际关系，它们在长时间的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 

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做硬币而只被当 

做金属的硬币”l5j。真理原本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些认知通过不断地论证强化，最 

终被认作指导我们实践的真理范式。真理不是天然地存在于事物中并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恰恰相反，真理是 

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换言之，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 

在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语言参与了这项活动。语言所具有的修辞特性，使我们所把握、认知的事物 

变成修辞性的事物。语言对事物的描述并不是特定的、固定不变的，在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中，语言并不像人 

们意想的那样可以完美表述事物的本质，大多数时候是言难尽意：语言是将主体感觉显现出来的形象化表述， 

这些感觉无不以自我为主体来对世界进行把握。语言作为人们认知事物的媒介，通过对事物进行抽象剥离， 

去除一些非必要的因素，试图保留所谓的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使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变得简单、清晰。同时，语 

言的抽象性使它不可能将事物的全部都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进行表述时势必会遮盖事物的其他方面。由于语 

言的介入，我们所认知的事物不再是纯然的事物，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还是人 

化了的一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说，语言在方便人们对事物认知、把握的同时，使人与事物的距离变得愈加疏远 

了。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有机会在论辩中通过强论证使其论点变得具有说服力，进而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 

概念，甚至是真理。 

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与真理的质疑相呼应：“一、无物存在；二、如果有物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三、即使 

它可以被认识，也不能被传达”l6 J。真实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人们所感知到的事物、所认知到的事 

物，因此“无物存在”；即便真的有物存在，我们所认识到的物与物的本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在把握世界 

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以人的这一独特视角来对世界进行解读。人们认识事物，只能是从人这一视角来观察体 

验 ，而这对全面认识事物来说无疑具有局限性，这也是即便物存在也无法被认识的原因；纵使物存在，可以被 

认识，它也很难被传达出来。人们通过修辞性的语言认识事物，这始终与原本的事物存在着差距，能指和所指 

呈现不对等的张力矛盾。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仅仅是符号，符号与它代表的事物是不等同的。索绪尔的语言学 

研究表明，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有知识也不能够被传达。高尔吉亚确信不存在任何可靠的 

知识，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真理。而所谓的“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 j。 

尼采说，一切语言皆为修辞，不存在纯然的不含修辞的语言，所谓的纯粹的语言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向往。 

语言自身所具有的修辞特性在强论证的作用下逐渐弱化，认知(或是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固定之后的产物。 

换而言之，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因此，我们认知的载体——语言是修辞性的。 

二、修辞与认知的对象——世界 

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罗塔戈拉的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一语道 

破天机，它强调个人感觉或意见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从现实和实践出发，以自身为尺度，对事物进行判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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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都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进而构建出自然 、社会的形象。“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的是 

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而非着眼于观念或事实是什么。“人在无知中就把 自己当做权衡世界一切事物的标 

准”，因对事物的不熟悉，“凭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了一切事物” 。 

以“人”作为世界万物的尺度，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法则，彰显了人们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揭示了人是 

如何把握繁复错杂的世界的。人们在对世界的把握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主体情感融注于对世界的认 

知之中，这使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变成了人化的世界。在语言最初形成之际，人们将主体情感投注于自然，投注 

于世界，以己观物、以己感物。如“山头”“山腰”等，就是将人身体的部位移植于“山”的上面所产生的词汇， 

这些词汇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建构，而这些认知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观念。 

面对不断生成、变化的世界，人们总想寻求一种目标、一个方向，让自己在变化中得到依附，以此得到自我 

的安慰，逃避变化的痛苦。于是，人创造出了理式，创造出了上帝，创造出了真理⋯⋯在绝对性的指引下 ，人们 

能够在变化不定的世界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人将语言作为认知世界的载体。由于语言的修辞特性，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不仅是人化的世界，更是一个 

修辞的世界。人生活在修辞的世界中，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语言和存在有着同一性，通过对 

世界的描绘而成为人们所认知的世界。因此，人们认知的对象——世界，是一个修辞的世界。 

三、结语 

随着 2O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人们不再把修辞仅仅视为语言表达的技巧，对语言的修辞特性开始有了新的 

关注。人作为修辞与认知的主体，通过语言这一修辞与认知的载体，来认知和把握世界。修辞参与了人们对 

世界的认知。人们处于修辞的世界中，固定下来的修辞认知经过一系列的强论证之后成为固定的概念，变成 

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最让人们视而不见的固定认知就是褪去修辞外衣的“真理”：意见在经过强论证之后 

成为公认的认知(或是真理)，进而影响人们的观念行为。语言具有修辞的特性，通过语言认知的世界也因此 

有了修辞的特点。修辞性的语言在人们内心最深处打下了烙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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