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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河在著作中既体现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
,

又 从读者的实际出发
,

不在定义方面作深入辨释
,

而

重视语言实际运用 ; 既入木三分地分析复杂的语言 对于语言运用中一些常见的现象
,

或者容易出问题

事实
,

又深入浅出地说明使用语言的规律和原则
,

的地方
,

则多下功夫
,

力求使读者理解透彻
,

运用

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
,

这些都是语言学家面临的迫 熟练
。

对于一些特殊的
、

个别的现象
,

或是不大出

切问题
。

由于根元
、

苏培实
、

徐枢
、

饶长溶四人合 问题的地方
,

则一带而过
,

留下余地
.

这些都体现

著的 《 实用语法修辞 》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 93 ) 了作者明确的写作目的
:
实用

。

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

可以说
“
以 第三

,

分析细致精当
,

立论辩证稳妥
。

该书具

表达为纲
,

着重于语言使用
”
是贯穿全书的鲜明特 体入微的分析渗透着作者对语言事实的深刻理解

。

点
。

如
“
正反连说

”
一节中

,

作者对
“
正反两面词的一

该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
新

” .

四位作者都是 面性用法
”
出现的四种情况及便用时应注意的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编辑研究人员
,

治学态度严谨
,

都作了详赡的说明
。

即便在常见的比较中也见出精

书中许多观点都直接来自作者多年的深入研究
,

新 微之处
,

如
“
二

”
和

“
两

”
的区别

。

作者既分析什

颖独到
。

即便是对当前研究成果的积极吸收
,

鉴别 么是好与不好
,

还说明怎样才能达到好
,

而不偏执

取舍之间也体现了作者清醒的学术观点和明确的编 一面
,

忽视其他
。

如关于如何用好外语词语
,

作者

写宗旨
。

丰富的语言材料使观点阐述更加明了
。

作 提出的适用条件主要是
:

有必要
,

用得准确
,

容易

者不但选取了大量的正面用例
,

而且选取了大量的 理解
。

对如何使用方言词语
、

文言词语等
,

也都有

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用例
,

更为可贵的是选取了不少 公允之论
,

实在而又辩证
.

似好似不好的用例
。

所有的用例都取自 第一 手 材 40 年代的 《 中国文法要略 》 注重语言表达
,

主

料
,

无因袭重复之感
.

全书的结构框架与目前通行 要是正面阐述语言规律
。

建国初期的 《 语法修辞讲

的各类著作
、

教材有很大不同
,

每一章节内容的安 话 》 将语法修辞知识的应用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

它

排
、

标题的拟定都颇具匠心
。

如修 辞 一 章
,

包括 重在指出毛病
,

匡谬正俗
,

廓清混乱
.

《 实用语法
“
简洁与苟简

” “
准确与含胡

” “
普通话与方言

”
修辞 》 分析正确的表达重在阐述规律

,

分析不正确
“
文言词语与生造词语

” “
外语词语

” “
目的与原 表达的则重在说明问题

,

全书坚持信达雅的综合标

因
” “

正反连说
” “

整齐与错落
” “

真实与失真
”

准
.

虽不能说该书做到了尽善尽美
,

但作为一种新

等
,

充满新意
。

的富有成效的尝试
,

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

其次
,

联系实际
,

突出重点
,

注意分析疑点和 厚爱的
.

难点
,

培养读者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和能力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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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操作
.

二
、

对佣和对联

对偶和对联的界说
,

是不成问题的 问 题
.

本

来
,

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
,

教材在讲对

偶 时
,

有
“
上联

” 、 “
下联

”
之词

,

而 且 P 273 讲
“
串对

”
时又说

“
串对

”
这种形式

“
也 叫

`
流 水

对
, ” 。

P 27 4 又讲
: “
对偶是汉语所 独 有 的 辞

格
,

富有中国作风
、

中国气派
,

早为广大群众所喜

闻乐见
,

广泛使用
。 ”

不知教材的观点是以为二者

有区别呢
,

还是没有
,

或者说它认为对偶与对联是

一回事? 教材对此未置 一 辞
。

因此
,

有人就说
:

对

偶就是对联
。

我对此的回答是
:

N O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对偶是辞格
,

是一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

的技巧
、

方式 ; 对联却是 一种文体
,

是运用对偶手

段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体
,

专门用来点缀
、

妆

扮某种场面
,

增添其气氛
。

第二
,

对偶可运用于各种文体
,

对联只是其适

用的广大范围中的一种文体
。

第三
,

对偶与比喻
、

比拟一样
,

是我国传统的

修辞方式
,

在先秦就有
,

它历史悠久 ; 对联出现较

晚
,

大致在明初才广泛流传
。

在课堂上
,

再辅之以例句
,

很清楚
.

于是
,

众觉豁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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