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MASTERPIECES REVIEW
《名作欣赏》2024年第26期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执笔为刀，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抨击时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令那

个时代的反动势力胆寒，也为几十年后的我们在品读作品时留下了深深的震撼。他的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语言

之集大成者，辞格种类异彩纷呈，鲁迅对语言的锤炼达到了传神的地步。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典型语句为研究

对象，分析其中的辞格类型，归纳艺术语言的功用，挖掘背后的语言艺术魅力。

一、鲁迅作品的辞格类型分析

艺术语言在形式上不一定追求语法、逻辑的准确，而是指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及寻常逻辑的新形

式的语言，表现在对语法的偏离性、辞面和辞里的不吻合性、词的动态的使用性和对客体描写的变形性。辞格，

是指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技巧和策略，辞格中的比喻、比拟、移就、反语、顶真、回环等就是艺术语言。

（一）比喻

比喻又叫“譬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句子中甲事物和乙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构成比喻修辞的基础，

用甲事物突出表达乙事物，具有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的作用。鲁迅作品中明喻最多，暗喻和借喻较少。

1. 明喻

明喻由本体、喻体和喻词构成，在明喻中，喻词一般是“如”“若”“似”“好像”“宛如”等。

（1）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

标致极了。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2）回望戏台在灯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住了。

 ——《呐喊·社戏》

例（1）本体是清朝留学生的“辫子”，喻体是“小姑娘的发髻”，喻词是“宛如”。比喻颇具匠心，作者寓

憎于喻，以冷嘲热讽的笔触形象而准确地描绘出清朝留学生东施效颦、不思报国的丑态，流露出作者极度厌

恶的情绪。究其原因，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处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此时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鄙夷

轻视的态度，所以作者眼中看到的那些所谓“清国留学生”们盘着辫子跳舞，就为获得外国人认可，他们骨

子里愚昧落后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造成了滑稽可笑的场面。例（2）本体是“戏台”，喻体是“仙山楼阁”，喻

词是“像”，生动形象地写出戏台在月色下的宁静、朦胧之美和“我”轻松愉悦的心情，贴切而传神，这神秘而

难忘的社戏给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留下了难忘印象。

2. 暗喻

暗喻指本体、喻体和喻词都出现，喻词用“是”“等同”等。

（3）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野草·雪》

例（3）用“江南的雪”比作“极健壮的处子的皮肤”，不仅写出了江南的雪生命力旺盛，同时也体现江南

的雪洋溢着青春与活力，表明作者对江南的雪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3. 借喻

借喻，本体和喻词一般都不出现，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鲁迅作品中的借喻可联系社会现实和作者的

鲁迅作品中的辞格类型及艺术语言功用初探
⊙马良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   650108］

摘 要：鲁迅作品里运用的语言变异机制繁多，单看表面意思，完全不能领会其精神，只有深思细读，才能读懂文
章，读透鲁迅。本文对比喻、比拟、反语、移就、回环等五种辞格类型进行分析，并从人物塑造传神、民族情味浓烈、
时代特征显著三个方面归纳鲁迅作品中艺术语言的功用，感受字字珠玑、发人深省的文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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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理解句子的真正含义。

（4）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

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呐喊·故乡》

例（4）句未出现本体和喻词，把“厚障壁”作

为喻体，相比于直接描述“我”与闰土间的隔阂，“厚

障壁”更能直观地描绘我们所产生的感情距离。

（二）比拟

根据联想把甲事物化为乙事物，分为拟人和拟

物两种，拟人指把物赋予人的情态，拟物指把人赋

予物的外形、动作等，或把甲事物拟作乙事物。比

拟使得静态无感情的事物具有活灵活现、神形兼备

的作用，或是将人的某一细节或动作放大，有画龙

点睛的作用。

1. 拟人

拟人指把物当人来写，让物拥有人的思想、情

感、性格、行为等。鲁迅的作品中运用拟人辞格居

多，一般将自然景物写成具有人的情感、思维等模

式，渲染悲凉气氛，为接下来发生的悲剧情节做铺

垫，或烘托作品中人物的伤痛之情。 

（5）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雨里挣扎出来，

连空气都疲乏着。 ——《彷徨·伤逝》  

（6）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

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

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

 ——《朝花夕拾·狗·猫·鼠》

例（5）中“挣扎”“疲乏”等词，将“太阳”“空气”

等景物拟人化。这是小说中涓生在子君死后的一

天上午的环境描写，在涓生的手记中以具有充沛情

感的文学语言烘托他内心的痛苦以及后悔自责之

感，侧面表明在旧时代仅有爱情自由精神和反封建

决心是不够的，社会大环境下的封建势力和经济压

力等现实性因素在一点点消磨着二人的爱情，由此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已成定局。例（6）将“隐鼠”

拟人化，在年少时的作者眼里，隐鼠走路的步伐威

风得如同名人名教授，写出作者对隐鼠的喜爱。作

者认为隐鼠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也表达作者对弱小

者的怜悯和同情。

2. 拟物

拟物是把人当作物来写，或把此物当作彼物来

描写，使被描写对象具有物的特点，从而增强语言

的表现力。鲁迅作品中有很多运用拟物辞格的例

子，也体现其以犀利的语言针砭时弊的独特风格。

（7）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

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

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

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

点小圈子。 ——《彷徨·在酒楼上》

例（7）中“飞”本是“蜂子”“蝇子”的动作，句

中却用“飞”指吕纬甫，“蜂子”“蝇子”被什么一吓，

最后回到了原点，而吕纬甫同样也回到了原点。这

句话是吕纬甫对自己失败人生的自嘲，他曾是激情

高昂的热血青年，却在经历挫折后一蹶不振，向现

实妥协。引人深思的是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身上

的变化，却无力改变，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在面对

强大社会阻力时的无奈和颓然。

（三）反语

反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用与作者

意图相反的词或句表达，有否定、讽刺之意。反语

有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形式，突出言外之意，

语气更强烈。

（8）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

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

的伟大啊！……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被

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例（8）句中“文明人”“伟绩”“武功”是反语

的艺术语言，鲁迅以鲜明的态度表明对请愿学生

“百折不回的气概”和对“中国女子的勇毅”十分敬

佩，同时，在“文明人”后出现了“枪弹的攒射”，“武

功”前面出现了“惩创学生”，在此情境下，“文明人”

就是野蛮人，“伟绩”和“武功”就是滔天罪行。

（四）移就

移就，又名“转借”“移用”，指把描写甲事物的

词语移来描写乙事物，有移人于物、移物于人、移物

于物三种表现形式，加强语句表达效果，给人以想

象空间，增添文章诗意。

（9）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

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

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彷徨·祝福》

（10）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

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

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

的灵前。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例（9）句是移就中的“移人于物”，“无聊”一

词形容人的心绪，此时用来形容“书房”，写出“我”

在四叔家书房里极其无聊之感，此时书房好似有人

的情绪，给“我”以百无聊赖之感。例（10）句是“移

物于人”，“浓黑”一词本用来形容客观事物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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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却用来形容主观情感“悲凉”，以视觉的强烈冲

击极尽宣泄情感，深切刻画旧社会的黑暗，深化文

章意蕴。

（五）回环 

回环是把词、短语、句子组合成循环往复的语

言形式，用以揭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或道理，运

用回环修辞的句子整齐匀称，具有强调作用。

（11）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

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

不住问。

“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彷徨·伤逝》  

例（11）中“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运用回

环修辞，这是子君在失去宠物狗阿随后脸色变得极

其难看的表现，在二人的婚姻生活日渐归为平淡时，

阿随一直是子君的精神寄托，当她唯一的念想也失

去后，“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体现出子君哀莫

大于心死的悲凉，回环手法的运用将她的心如死灰

状剖析到了极致。

二、艺术语言的功用

（一）人物塑造传神

一字之差会造成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效果，艺

术语言的功用不仅取决于作者，同时也与读者对艺

术语言的理解和欣赏功底有着莫大关系，艺术语言

的产生需要创造，对它的理解和欣赏更需要创造性

思维。

（12）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

开了他的右半身。 ——《呐喊·社戏》

（13）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

正起劲。 ——《呐喊·阿Q正传》

例（12）（13）句运用转品修辞，“胖”“白”本

是形容词，句中活用为动词，这是艺术语言语法变

异的一种。“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不仅写出胖绅士

体型肥大的特点，同时也把他挤进人群的动作活灵

活现地表现出来，“白”字的反常使用同样如此，传

神地把洋先生的神志、形象漫画似的勾勒出来。

（二）民族情味浓烈

鲁迅作为民国时代最伟大乃至对后世影响最

为深远的文学家之一，其锻造语言的能力无出其

右，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动物，更多时候动物代表

的是某一类人，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同一动物的

情感有所不同，在艺术语言的使用上也体现出浓烈

的民族情味。

（14）从帝国主义的眼睛里看来，惟有他们是

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

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

本国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

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儿，——

不，宠犬。

——《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提到犬，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些趋炎附势的谄

媚之徒，例（14）中鲁迅用犬比喻资产阶级的帮凶

和帝国主义信徒，使得文章主旨深刻，表达淋漓尽

致。但西方国家认为狗代表朋友和快乐的人，因此

不同国家和民族对狗的不同解读，在艺术语言的使

用上也体现出差异化的态度倾向。

（三）时代特征显著

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掺杂着时代的因素，部分文

章以当时的大事件为背景展开故事，况且鲁迅写文

的初衷是使国人摆脱愚昧。《狂人日记》就是那个

“吃人”社会的最好写照，文章以狂人的视角叙述，

别人都认为他是“疯子”，所有人都计划吃他的肉，

是接着“疯”下去，还是恢复“正常”，加入“吃人”

的行列中，这是狂人面临的挑战，也充分表明了那

个年代爱国青年、仁人志士举步维艰的境况。

三、结语

本文仅从辞格类型和艺术语言的功用两方面

加以分析，纵观其作品，鲁迅对于辞格、平仄、句式

构成、语音、表达方式等写作技巧的运用何其多，直

至今天他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选入中小学教材中，

这或许就是他的作品数十年如一日都有经久不衰

生命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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