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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份与修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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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身份与修辞活动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修辞活动是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进行的

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传递“情”或“意”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这种行为必备4个基本要素:“谁在

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身份作为“‘我’是谁”的问题,贯穿于整个修辞活动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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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语言产生就有修辞活动。因为每一个

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表达收到

尽可能好的效果。修辞主体为了圆满传递“情”或
“意”,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会有意识地调整或适用

语辞。这种调整或适用语辞的主观努力,便是修

辞活动。修辞活动作为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

进行的双向互动话语交流行为,必备4个基本要

素:“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可

见,身份作为“‘我’是谁”的问题,作为人们在社会

环境中自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贯穿于整个修辞

活动的始末。

一、 言语活动的修辞本质

1.“修辞”内涵的界定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把古往

今来人们对“修辞”内涵的解说概括为广狭二义:
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

是修饰文辞;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
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那么,到
底是文辞还是语辞? 陈望道先生指出,仅限于文

辞只不过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

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

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

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

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

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

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因此“必当坦白承

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

纸上的文辞”[1]2。到底是修饰还是调整? 陈望道

先生进一步指出,专注于修饰“也只是偏重文辞,
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
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

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

力”,“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
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

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

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

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

文字的修饰”[1]3。
可见,“修”当为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为语辞

解。修辞就是修辞主体在与修辞受体互动的基础

上,根据题旨情境调整或适用语辞,形成各种修辞

手段,以尽可能圆满实现交际目标的一种人际话

语交流行为。

2.修辞性是言语活动的本质属性

从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内涵的界定,可清晰

看出,修辞作为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实

现交际目标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是言语交际活

动中任何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言语交际者都潜

意识或有意识去遵循和追求的。因为,人类一切

言语交际活动的背后都有动机的参与。而交际者

作为深具主观能动性的有意识主体,具有追求交

际效果尽可能优化的本能意识。所以,每一个具

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总会希望自己的表达收到



尽可能好的效果。可见,修辞作为人类理解环境

的一种潜能,作为人类对语言应用效果的一种本

能追求,是和语言同步发展起来的。
同时,语言的作用也不仅仅只是传递信息,而

是为了人们彼此之间更好、更有效地沟通。因此,
不管是有意识的言语交际活动,还是无意识或潜

意识的言语交际活动,都关乎到修辞。古人云,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言语交际活动中,如果不能清晰地表达,不注重修

辞,就不可能让对方知道、了解,当然更不用说传

播久远、影响广泛。又云,“子贡曰:出言陈辞,身
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

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

辞,安所用之? 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

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
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
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

善”。(《说苑·善说》)出言陈辞,不仅关系到自身

的得失,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人们注重修

其辞,注重调整或适用语辞,不仅可以推重自身,
保全性命,还可以得到君主的重视,甚至能安定整

个国家。可见,言语交际是使同一社团成员之间

达成“共同理解”并凝聚在一起的根本途径,修辞

性是言语活动的本质属性。正常行为体之间的言

语交际活动都为修辞活动。

二、 身份和修辞活动

什么是身份? 哲学意义上的身份是指使事物

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角色身份理论”认为,身份

就是个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身份理

论”和“自我归类理论”认为,身份是个体对群体的

一种认同倾向,是个人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比

较,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为导向而进行的自我归

类。可见,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还更多地

受到自我与他者互动所处环境和互动进程的影

响。它既是行为体自我认知的表征,也是社会的

产物,是自我认知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与他人互动

交流的结果。此外,身份不仅要解决“我是谁”“他
是谁”这样的个体身份问题,还要解决“我们是谁”
“他们是谁”这样的社会身份问题。所谓个体身份

是行为体根据自身独特属性,如个体的能力、态
度、立场、价值观、情感、判断和人格特质等;团体

的经营管理理念、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奋斗目标

等,对自我的定位是“我”和“非我”的归类。所谓

社会身份,指的是行为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

比较,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为导向进行的自我认

同,是“我们”和“他们”的归类。尤其需要着重指

出的是,建构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不仅具有多重

性、动态性,还具有建构性的本质特征。正如钱超

英指出,“对人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

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通过其在社会环境中不

断和他身外的或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

些经验选择、转化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

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

变的过程”[2]。而话语,尤其是话语的策略性运

用,即修辞话语,对身份的建构要比其他形式更凸

显、更直接、更便捷、更经济,也更具有感染力和凝

聚力。

1.身份的准确认知是修辞活动的前提与

起点

修辞活动作为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进行

的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传递“情”或
“意”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其必备4个基本要素:
“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其中,
“谁在说”和“对谁说”对“说什么”,以及“怎么说”
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比如:

例1 和李书记谈话以什么名义? 公民? 工

人? 下级? 他儿子的战友? 不,要以共产党员的

名义![3]

例1中,修辞主体赵小民,在发现厂里存在一

些问题后,打算同修辞受体厂党委李书记进行一

番交谈。由于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存在多重

身份关系,所以,在谈话之前,作为修辞主体的他,
必须首先确定好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沟

通。因为,只有把身份确定好了,才能明确到底该

说什么、怎么说。否则,修辞活动便失去了方向。
日常交际活动中,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内容,由

于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身份的不同,“怎么说”也
可能很不相同。比如:

例2 子兴道:“……谁知自娶了这位奶奶之

后,倒上下无人不称颂他的夫人,琏爷倒退了一舍

之地, 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

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例3 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姥,告诉不

得你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

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

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

说他不过。
例2和例3的谈论对象和内容几乎完全相

同,但“怎么说”却大不相同。例2在遣词上,使用

了“无人”“称颂”“夫人”“一舍之地”“极标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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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爽利”“心机”“极深细”“竟是”“万不及一”等
这些比较典雅的词语。在造句方面,使用了一个

结构较工整、缜密的长句,如下划线部分所示。而

例3在遣词上,则使用了“凤姑娘”“年纪”“行事”
“出挑的美人一样”“模样儿”“少说些”“一万个心

眼子”“赌口齿”“说他不过”等这些比较俚俗词语。
在造句方面,以短句、散句为主,如下划线部分所

示。在言语风格上,例2比较典雅,而例3则较为

俚俗。这种在遣词用句和言语风格上典雅与俚俗

的差别,跟两例中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身份的不

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2是修辞主体“都中

古董行中贸易”的商人冷子兴和修辞受体知识分

子贾雨村之间的对话,因而,说话难免有些文绉绉

的。而例3是修辞主体贾府佣人周瑞家的和修辞

受体贾府远房农村亲戚刘姥姥之间的对话,所以,
讲起话来免不了充满俚俗口吻。

《论语·乡党》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
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
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面对不同身份的人,
孔子的话语表现是不一样的。可见,身份作为社

会关系网络中“我”是谁及其所处位置的标志,无
时无刻不参与到修辞活动中去。毫不夸张地说,
身份是修辞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参与者。作为修

辞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

受体身份及彼此间身份关系、身份距离的准确认

知,对修辞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一

旦认知不当,将会严重影响交际效果,甚至会带来

倾覆性的不良后果。比如:
例4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

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终于在温州举行。当

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

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

另一句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现代

快报》,2011 07 27)
例4中,下划线部分的措辞,如果出现在一般

聊天的场合,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在这里却引起

了群情激愤,转瞬之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发言

人本人及整个铁路部门都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之中。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关键原

因就在于,作为说话人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

平,没有准确认识自身及听话人提问记者的身份。
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政府部门铁道部

立场和观点的代表者,人们期待听到的是他所代

表的政府部门的权威性言论,而不是一己不成熟

的私见。同时,提问记者在这里也不再是一个普

通的个人,而化身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所以,
说话人王勇平在回答中所说的“这只能说是生命

的奇迹”这样内容的话语,是极其不符合其作为政

府部门代表的身份的。相应地,在这样的语境下,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中使用的“你”和
“我”,也已不是对提问记者和他自身的称谓,而成

了对群众代表和铁道部的称谓,成了老百姓和政

府的称谓。于是,“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
样极不符合双方身份的话语,使得老百姓和政府

之间一致的身份关系顿时转化成一种对立的身份

关系,令民众一片唏嘘,愤慨不已。
可见,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以及

双方之间身份关系、身份距离的准确认知,是整个

修辞活动的前提和起点。否则,“说什么”“怎么

说”便失去了方向。

2.身份及身份关系的构筑是圆满实现修辞

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和手段

以Aristotle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把修

辞看作一种劝说(persuasion)的技巧和艺术。以

KennethBurke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则认为

修辞是通过言语在其他行为人身上形成态度或诱

导行动,其目的在于实现认同(identification)。
不管是“劝说”还是“认同”,修辞作为一种能够通

过言说操控人类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力量,修辞主

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身份形象,以及双方之

间身份关系与身份距离的恰当、得体凸显、展现、
塑造与建构,是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构

成和手段。因为身份作为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自

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与其情感、态度密不可分,
并进而强烈影响到行为体的判断和行为。言语交

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身份、身份形象,及其

与修辞受体间身份关系的择优凸显、展现、塑造和

建构,是使修辞受体建立起对其话语内容的可信

性和好感、善意,继而顺利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关键桥梁与通道。比如:
例5 a.我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与来自

堪萨斯州的白人母亲的儿子。

b.我曾就读于某些美国最好的学校,也曾在

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过。

c.我已经用无可争议的明确言词,严正批评

了莱特牧师造成如此争议的不当言论。

d.由此,莱特牧师的评论不仅仅 错误,而且

挑起分歧。在一个我们需要合作如一的时候挑起

分歧;在一个我们需要联合一起以解决一串巨大

问题的时候加强种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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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为了接续前人的漫漫征途,一个追求更正

义、更平等、更自由、更具关怀且更繁荣的美国之

旅途。我选择在历史上的此时此刻参选总统,因

为我深深相信除非我们共同努力,否则无法解决

我们此刻面临的各项挑战;除非我们为建立一个

更完善的联邦而了解到:我们虽然怀着不同的故

事,但拥有相同的期待;我们可能外表不同且来自

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向往朝同一方向迈进,朝向

一个让我们子子孙孙更美好的未来。

f.但这正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联邦就是从

此茁壮。而正如这么多世世代代的人们,自一小

群爱国者于两百二十一年前在费城签署那份文件

后所了解到的,那就是追求更完美的起点。

g.“WethePeople,inordertoformamore
perfectunion.”(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就是

为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巴拉克·奥巴马《一

个更完美的联邦》)
在历来存在种族冲突和歧视的美国,作为一

名政治家,奥巴马的黑人身份备受关注,成为评论

家和政治家调侃和攻击的对象与焦点。尤其是当

奥巴马皈依的圣三位一体联合基督教教会的牧师

莱特,在布道时发表的对白人极为仇视的种族主

义言论被人拍下并被媒体公开,造成全美极大的

震撼时,奥巴马选情一度落后告急。为了缓解身

份危机,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作为修辞主

体的奥巴马,在演讲中,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诉
诸人格”,进行自我良好身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

建构。因此,奥巴马在大方承认其黑人种族身份

的基础上,如例5中的a所示,又通过调整或适用

语辞,积极进行自我良好身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

建构,有力构筑出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良好

品质,且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秉持正义公正的黑人

政治家身份形象,从而诱导和激发广大修辞受体

的积极情感反应,进而重新获得人们对其话语的

信服,对其行为的支持。具体说来,在例5的b~
g中,修辞主体奥巴马通过以下几方面表述成功

唤起修辞受体的支持:①通过“最好”这样的显性

正面评价性词语来修饰“学校”,表明其受过良好

教育的身份经历;②通过“批评”这个表负面立场

的标记动词和“不当”“错误”“挑起分歧”“加强种

族紧张”等负面评价性词语,加上“无可争议”“明
确”“严正”等增强语势词汇的修饰,有力表达了对

莱特事件的负面社会评判,同时也表明了自身的

立场、态度和远见卓识;③通过“更正义”“更平等”
“更自由”“更具关怀且更繁荣”“更美好”“更完美”
等这些正面评价性词语,既表达了其对美好未来

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又表达了其对未来美国社会

的正面社会评判,以帮助构筑其作为一个有着远

大理想抱负和秉持正义公正的政治家身份形象;

④通过“正是”“就是”等高量值表情态词语,传达

了其对相关判断的果断性和断言性,有助于展现

和建构其坚定信念、坚强自信和高瞻远瞩的政治

家身份形象;⑤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的
频繁使用,把自身和广大修辞受体都包括在内,以
此表明其是站在与广大修辞受体同一立场上的,
既有助于塑造和建构其与广大修辞受体的同一立

场身份,又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修辞主体的权势身

份,有助于把其塑造和建构成一个与广大修辞受

体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普通公民”身份形象;⑥
通过引用美国宪法的法源《独立宣言》中的原话,
如g所示,既凸显和体现了其对这一国家精神和

理念的深深认同立场,也有助于通过此项受到广

泛认可的建国纲领的诉诸,有力寻求、塑造和建构

起其与广大修辞受体之间的“群内成员关系”,即
同为建国纲领的认同者和坚守者,以有力唤起广

大修辞受体的共鸣、好感与支持。可见,修辞主体

对自身良好身份形象及其与修辞受体间积极正面

身份关系的策略性凸显、展现、塑造和建构,既是

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也是圆满实

现修辞目标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有力增强话语的

感染力和说服力,有效诱导和激发修辞受体的积

极情感反应,从而为修辞目标的圆满实现奠定坚

实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修辞活动的最终目的指向修辞受体,是对修

辞受体进行规劝或形成态度、诱发行动。因此,修
辞活动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修辞受体。对此,

Aristotle提出了“情感诉求”,即设法将修辞受体

带入某一情感状态之中,诉诸他们的感情,以产生

说服的效力。在他看来,情感并不是影响人们做

决定的非理性障碍,而是对不同情境和论辩模式

的理性回应。刘亚猛也指出,“当人们处于不同情

绪时,比如说感到悲哀或欢欣,友善或敌意,他们

对同一件事作出的判断并不一样”,那么,“在修辞

互动过程中想办法调节受众的情感,使之处于最

易于接受说服的状态,因此是达到修辞目的的最

有效手段之一”[4]。而身份作为行为体在社会环

境中自然而必然的本能需求,对修辞受体身份的

恰当定位和建构,无疑是触发其积极情感状态的

一个重要动因和手段。比如:
例6 1848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

她的表哥阿尔伯特公爵结了婚。和女王同岁的阿

尔伯特公爵比较喜欢读书,不大爱社交,对政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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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关心。
有一次,女王敲门找阿尔伯特。
“谁?”里面问道。
“英国女王。”女王回答到。
门没有开。敲了几次后,女王突然感觉到了

什么,又敲了几下,用温柔的语气说:“我是你的妻

子,阿尔伯特。”
这时,门开了。(尚劝余《西方人物的故事》)
例6中,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王和修辞受体

阿尔伯特公爵之间存在多重身份关系:从血缘身

份来看,一个是表妹,一个是表哥;从政治身份来

看,一个是女王,一个是臣民;从婚姻身份来看,一
个是妻子,一个是丈夫。当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

王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女王”的同时,也就把作

为修辞受体的阿尔伯特公爵的身份定位为一位臣

民。而这种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身份定位,显然

严重影响了修辞受体的情感状态,于是,“门没有

开”。而当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王意识到修辞受

体的情感反应,有意识地凸显、激活了其多重身份

中“妻子”的身份属性时,也就凸显、激活了修辞受

体阿尔伯特公爵的“丈夫”身份。而这才是当前语

境下修辞受体在两人多重身份关系中所乐意接受

的身份关系,触发了其积极的情感反应,于是“门
开了”。可见,对修辞受体身份的恰当定位、凸显、
激活和建构,可诱导和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

反应,从而为修辞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坚实的情

感基础。
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在人际交往互动中,人

们“见到‘自己人’会感到亲切,与‘自己人’打交道

会觉得方便和放心,信息流通在‘自己人’之间也

会远比普通人之间传播得快……凡此种种,其实

都是‘自己人效应’在起作用”[5]100。这种“自己人

效应”,在人际交往互动中发挥着强大的肯定而积

极的效用,“通常会使人们做出正面的、肯定的反

应和评价,如友好的态度、合作的精神、愿意亲近

的姿态等等”[5]101。因此,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修
辞主体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塑造和建构双方“自
己人”身份立场和关系,也能有效触发修辞受体的

积极情感反应,以有助于修辞目标的顺利实现。
比如:

例7 (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要记住,我们

是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吕叔湘《现代

汉语八百词》)
例7中,由于话语内容为训导、告诫性的,相

对来说比较消极,容易引发修辞受体的抵触乃至

反感。为了顺利实现修辞目标,作为修辞主体的

老师,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一词的使用,
把自身也包括在内,有力传达和展现了其是站在

与修辞受体同一立场上的,是“自己人”,大大拉近

了彼此间的身份距离,从而能够有效诱导和激发

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为修辞目标的圆满实

现奠定良好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总之,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修

辞受体身份、身份形象,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与身

份距离的择优凸显、激活、塑造和建构,既是实现

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又是实现修辞目标的

重要资源和手段。

3.身份信息是修辞话语蕴藏的一个重要

内涵

身份之于修辞活动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

可以从话语中推断出相关的重要身份信息。这也

是人们对修辞话语进行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

例8 a.葛天谈老公刘翔退役:我会祝福他

他会很好的(新华网,2015 05 20)

b.我 会 祝 福 他 他 一 定 会 很 好 的(光 明 网,

2015 05 21)

c.葛天回答得很客套:我会祝福他(山西新闻

网,2015 05 21)

d.被问及刘翔退役 葛天称:我会祝福他(《襄

阳晚报》,2015 05 21)
例8中,说话人原本作为刘翔的妻子,当被问

及刘翔退役一事时,葛天的这句回答立即成了各

大新闻报纸和新闻网站的标题。为什么选择这句

话作为标题以吸引受众眼球呢? 就在于人们从这

句话中听出了其中蕴藏的关键身份信息。虽然此

前外界对刘翔和葛天的婚姻状况有诸多猜测,但
是这句回答使这诸多猜测浮出水面,爆发而起。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飞人”刘翔的妻子,葛天的这

句回答,如a~d下划线部分所示,不管是有意还

是潜意识,确实非常不符合其与当事人的夫妻身

份,正如很多新闻报纸和新闻网站所评价的“如
同路人甲一样”“客套的一个回答”。于是,人们从

这句回答中,猜测出她和刘翔的婚姻一定出了问

题,甚至可能已经离婚。而人们从这句话语读出

的身份信息,也很快在之后的一个月被证实。可

见,说话人的“说什么”和“怎么说”中其实蕴藏着

重要的身份信息,不容忽视。身份与话语在每一

个社会举动、社会事件和社会群体中紧密相联。

4.良好身份形象及身份关系的建构本身也

是修辞活动的目标之一

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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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身份形象,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及身份距离

的恰当、得体凸显、展现、塑造与建构,不仅是实现

修辞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构成和手段,本身也是

修辞活动最终要实现的修辞目标之一。
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不仅仅要尽可能

圆满地传递“情”或“意”,真正的成功还在于展示、
构筑其良好的身份形象,或保持、巩固、建构其与

修辞受体间的积极正面身份关系。就每个人来

说,终其一生所追求的,也不过是在与周围人的互

动中,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来对自身的身份形象

进行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构筑,以给他们留

下独特的身份形象之印象,或者通过调整或适用

语辞,来调整和改善周边的人际关系,保持、巩固

和建构彼此之间的积极正面身份关系。
综上所述,身份不仅是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

自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而且具有交际属性,贯穿

于整个修辞活动的始末。任何修辞活动都离不开

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没有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

的参与和互动,修辞活动就无从谈起。因此,修辞

主体、修辞受体的身份及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身
份距离,不仅是开启修辞活动不可忽略的一个重

要要素,更是整个修辞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圆满

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不可小视的关键资源和重要

组成部分。(当然,修辞活动中有时还涉及第三方

行为体身份的修辞认知、展现、塑造和建构问题。)
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及双方间身份关

系与身份距离的恰当、得体认知、展现、塑造和建

构,既是修辞活动的前提、起点,又是圆满实现修

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手段,也是修辞话语蕴藏

的重要内涵及修辞活动最终要实现的修辞目标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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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andRhetorical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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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notationandtheinterrelationshipsofidentityandrhetoricalactivities were
analyzed.Itisconsideredthatrhetoricalactivityistheadjustmentorapplicationofrhetoricbetween
therhetoricalsubjectandtherhetoricalsubjectinordertotransmitthecommunicationof“affection”
or“intension”asmuchaspossible.Thisbehaviormusthavefourbasicelements:“whoissaying”,
“whattosay”,“howtosay”and“towhom”.Identityasaquestionof“whoamI”runsthroughthe
wholerhetorical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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