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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革命家。他的文学作品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中有的被选作越南中学文

学课程外国文学中的作家及作品选讲。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是鲁迅文学创作上

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本论文题为“从语言对比角度研究分析鲁迅作品《阿 Q

正传》、《故乡》、《明天》中的修辞手法”主要采取考察统计法、分析法和

对比法等侧重于这三个作品的修辞手法进行考察与分析，阐明其特点。论文共

分三章，第一章，题为“研究综述及相关理论依据”。在这一章主要对鲁迅的

身世与创作事业及其《阿 Q 正传》、《故乡》、《明天》等作品做出简要的介

绍，同时对相关研究及相关理论进行总结、概括化，作为此项研究的理论依

据。第二章主要针对这三个作品中的修辞手法特点进行考察统计、分析和对

比，同时初步联系到越南同一时代的南高作品修辞手法的运用。结果发现，鲁

迅这三个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较为丰富，包括标点符号、词语、句式等

方面的修辞。其中，引号、省略号、破折号的运用较多，效果很明显。此外，

比喻、反说、排比、引用文言和典故、重复、夸张、对比、顶真等 12 种修辞手

法也很受重视。这一切都有助于作品思想内容的体现。然而每一个具体的作品

中的运用情况，出现频率也是大小不同。其中，《阿 Q 正传》所运用的修辞手

法最多，也最为全面。鲁迅作品中所采取的修辞手法还含有幽默性，起到讽刺

的作用，有助于传递作品的思想内容，成为作品的艺术手法之一。在一定的程

度上，我们也联系到越南南高作品的修辞运用情况，发现两者是大同小异的。

第三章在总结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探讨越南汉语教

学应该如何运用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进行汉语修辞教学和中国现代文学

教学。文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教学方法、学习策略和教材编写三方面学的意

见和建议。 

关键词：鲁迅，《阿 Q 正传》，《故乡》，《明天》，修辞运用，语言对比 

 

        

      



 

IV 

 

目录 

绪论 ............................................................................................................................................ 1 

1. 选题理由............................................................................................................................. 1 

2. 研究目的............................................................................................................................. 2 

3 . 研究任务 ............................................................................................................................ 3 

4. 研究方法............................................................................................................................. 3 

5. 研究对象及范围：............................................................................................................. 3 

6. 论文结构: ........................................................................................................................... 4 

第一章          研究综述及相关理论依据 .................................................................................. 5 

1.1 相关研究综述 .................................................................................................................. 5 

1.1.1 中国学者对修辞以及文学作品中修辞手法的研究综述 ........................................ 5 

1.1.2 越南学者的相关研究综述 ........................................................................................ 7 

1.2. 相关理论简介 ................................................................................................................. 9 

1.2.1 修辞概说 .................................................................................................................... 9 

1.2.2 鲁迅身世与创作事业简介 ...................................................................................... 17 

1.2.2.2 鲁迅身世及其创作简介 ....................................................................................... 19 

1.2.3   对比语言学理论简介 ............................................................................................ 20 

小结 ..........  ........................................................................................................................................... 22 

第二章    鲁迅《阿 Q正传》、《故乡》、《明天》作品中的修辞手法分析 ................................... 23 

2.1   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修辞手法简介 ............................................................................... 23 

2.2. 对鲁迅《阿 Q 正传》、《故乡》、《明天》中的修辞手法考察 ......................................... 24 

2.2.1 考察说明 .................................................................................................................. 24 

2.2.2 考察结果及分析 ...................................................................................................... 24 



 

V 

 

2.3.鲁迅三部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运用特点分析 ................................................................ 33 

2.3.1《阿Ｑ正传》中的修辞手法分析 ............................................................................... 33 

2.3.2《故乡》中的修辞手法分析 ....................................................................................... 44 

2.3.3 《明天》中的修辞手法分析 ...................................................................................... 50 

2.4.鲁迅三部作品中修辞手法运用特点上的异同 ............................................................ 57 

2.4.1 相同之处 .................................................................................................................. 57 

2.4.2 不同之处 .................................................................................................................. 59 

小结 .........  ................................................................................................................................ 60 

第三章  研究结果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 62 

3.1. 第二语言教学相关理论简介 ....................................................................................... 62 

3.1.1 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简介 ...................................................................... 62 

3.1.2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 62 

3.1.3 兴趣在教学中的作用及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 ...................................................... 63 

3.2. 鲁迅文学作品中修辞手法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 65 

3.2.1 研究结果对越南汉语教材设计及利用教材进行教学的启发 .............................. 65 

3.2.2 研究结果对越南汉语教学的启发 .......................................................................... 66 

小结 .........  ................................................................................................................................ 72 

结语 .........  ................................................................................................................................ 73 

参考文献 .  ................................................................................................................................ 75 

一、中文参考文献 .............................................................................................................. 75 

二、 越南语参考文献 ......................................................................................................... 77 

附录 .........  ................................................................................................................................ 78 

一、《阿 Q 正传》中的修辞手法统计表 ............................................................................... 78 

二、《故乡》中的修辞手法统计表 ........................................................................................ 79 



 

VI 

 

三、《明天》中的修辞手法统计表 ....................................................................................... 80 

 

 

 

 

 

 



 

1 

绪论 

1. 选题理由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

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

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

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

者，他以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著称于世并走向了世界文学舞台。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

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

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

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

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作品收入语文课本最多时曾达 31 篇。涉及面

广而影响遍及海外的文学巨匠鲁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

思想和社会评论、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

学与学术翻译作品等。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短篇作品

《狂人日记》更多，它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首发于《新青年》月

刊。文中讽刺了中国封建礼教和中国人的陋俗，最终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

《呐喊》中。中篇作品《阿 Q 正传》更多，它描写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

真正的改革，并透过农村中贫穷雇农阿 Q 的艺术形象，影射人性的劣根性，如

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等。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土壤相接。陆地边界长达 1650 公里，多条天然通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两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学产生了兴趣。

中越文化相近，历史相同，包括风俗习俗、文化、文学。越南各级学校文学教

材中选用鲁迅的作品，所以鲁迅的作品对越南学生有广泛的影响。鲁迅在中国

近代文学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的《阿 Q 正传》、《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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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他在本文中针砭时弊，文风独特，极具代表性。鲁迅小说《阿 Q 正

传》、《故乡》、《明天》的译本与鲁迅原文的修辞进行对比，研究中越语言

的修辞差异。《故乡》中作者用 比喻修辞手法， 例如：“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

时记的故乡， 我记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美得多。”作者用比喻来对比我

的故乡过去与现在不一样，有变得多，我记得它很美。 

修辞是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孔子曰：“非文辞不为

功，慎辞哉！”，强调修辞的重用性。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 即“智”，这是从君子道德修养方面语言交际

时必须注意修辞。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语”，刘勰也论证过交际时修辞的重

要作用。他认为，经过修辞的“出言之善”，“则千里应之”，没有经过修辞

的“出言之恶”。刘勰总结了历史上一些没有经过修辞的言语而遭性命之祸教

训时说：“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乎祸入，语失身亡”。 

鲁迅作品中从语言运用上看，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修辞的运用。各种修辞

手法的巧妙运用使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鲜美，人物塑造的形象性更强，留在读者

的印象更深。研究界可以从多角度对鲁迅的作品进行研究。然而，从语言学中

的修辞运用角度对鲁迅的作品进行研究也是非常有趣味的视角。本人作为汉语

专业硕士研究生，早就对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作品中的语言运用特点特别感兴

趣。本人认为，深入探讨鲁迅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运用实在是一举两得，一方面

可以深刻地了解到鲁迅在文学创作上语言运用的才华，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修辞

手法的性质及作用，另一方面还能进一步了解到他作品的深刻社会意义及艺术

形象。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本人拟定选择《从语言对比角度研究分析鲁迅作品

《阿 Q 正传》、《故乡》、《明天》中的修辞手法》作为自己的汉语专业硕士

学位论文课题。 

2. 研究目的 
鲁迅文学对越南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越文化、历史、风俗、习俗

有着较多的相同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阐明鲁迅作品中常用的修辞特

点、类型及意义，从而进一步肯定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是鲁迅在文学创作中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