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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文 阐述了 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及其表现形态 ， 剖析了全球修辞 、 全球

修辞学的 内 涵 ， 分析了 其提 出 的现实和理论依据以及文化背景 ， 阐 释了全球修辞学的 目 标及

其建构策略 。 作者认为 ， 全球修辞是指修辞实践的全球化 ， 它意味着
一

种全球社会秩序 ，

一

种普世法则 ，

一

种全球秩序建构的手段和途径 ， 即通过非武力 的修辞手段建构全球秩序 ， 通

过理性对话处理人类所面临共同发展 问题 ， 化解各种国 际争端和冲突 ， 统一全球意志 ， 实现

人类共同利益 ， 建构大同世界 。 它既是
一

种人类共 同意志凝聚和灵魂管理的手段与方式 ， 同

时也是
一

种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形态 。 全球修辞学为世界学术秩序提供了
一

种新的可能 ， 为

世界修辞学研究提供了
一种碰撞 、 融合的新视野 。 各国学者应具有全球视野 ， 普世情怀 ， 应

具有海纳百川 的气度 ， 要勇于突破各 自 的学术传统 ， 实现与其他文化背景中学术传统的平等

交流 、 碰撞与融合 。 全球修辞学理论体系 的建构 ， 既需要多维学科视野 ， 也需要建立全球性

的学术组织 ， 奠定新的全球学术交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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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各国修辞学研究的深入 ， 国际学术交流也 日益频繁 ， 国 际修辞学呈现出 融

合趋势 。

“

全球修辞
”

、

“全球修辞学 ” 逐渐进入修辞学范畴 ， 并有浓缩当前和未来修辞学研

究趋势的可能 。 什么 是
“

全球修辞
”

、

“

全球修辞学
”

？ 它们的 内涵是什么 ？ 有哪些表现形态 ？

如何进行研究 ？
“

全球修辞
”

、

“

全球修辞学
”

未来应如何发展 ？ 这是值得各国学者研究的 问

题 。 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 。

一

、 全球化 ： 国 际修辞学研究的新趋势

修辞学领域的
“

全球化
”

是
一

个新概念 ， 它提 出 的基础是全球化的深入、 新媒介技术的

普及和国 际修辞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 特别是 日益密切和频繁的国 际学术交流 。
下面 ， 让我们

来简单回顾
一

下近些年 国际修辞学学术交流的新趋势 。

新世纪之前 ， 各大洲之间 的修辞学国际学术交流隔闳 明显 ， 特别是亚洲 、 非洲与欧洲之

间 的学术交流 ， 非常少 。 就中 国修辞学 的国际交流来说 ， 年是一个重要起点 。 当年

月 ， 笔者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修辞学系的艾伦 葛络斯 （ 教授来华访问 并出

席了 中国修辞学会在广州 召开的年会 ， 这应该是正式访问 中 国修辞学界的第一位西方修辞学

者 。 年 月 ， 国 际修辞学史学会前会长 、 美国南加州大学修辞学教授劳伦斯 葛林

①陈汝东 ， 男 ， 中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会长 、 全球传媒

伦理与法制联合会会长 。

②当然 ， 在此之前 ，
也有西方学者来华 ，

比如加拿大 的高辛 勇等 ， 但是并非直接与 中 国修辞学界进行

交流 。



( L a w r e n c e  D .  G r e e n ) , 先生应邀来华出 席学术会议 ， 他做了 题为 全球修辞学史研究
”

的

学术报告 。 在演讲中 ， 他简述了 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 、 英国 、 法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 、 荷

兰 、 德 国 、 丹麦 、 芬兰 、 冰岛 、 挪威 、 瑞典 、 波兰 、 立陶宛 、 俄罗斯 、 保加利亚 、 韩国 、 曰

本等国 的修辞学研究情况 。 这可能是修辞学者首次如此全面地阐述世界修辞学研究 的状况 。

此后 ， 美 国 、 英国 、 加拿大 、 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俄罗斯 、 丹麦瑞典 、 墨西哥 、 埃及 、

马来西亚以及 日 本 、 韩 国等国 的许多著名学者先后应邀访问 中国修辞学界 ， 比如戴安娜 德

豪赛 邦妮 、 迈克尔 莱夫 、 施文娟 、 洛朗 白傲诺 、 露西娅 蒙德福斯科、 大卫 弗兰克 、 柯

安竹 、 田圣琪 、 朴禹诛等 。 年 月 ， 国际修辞学史学会正式邀请中 国 学者出 席其第

届年会 ， 此后各 国修辞学会先后多次邀请 中国学者出 席其学术年会 。 这些大大促进了 国 际修

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

年之后 ， 亚洲的修辞学国际学术交流迈上了
一

个新台阶 。 当年 月 在中国香港召

开的世界汉语修辞学第二届年会上 ， 来 自 非洲的修辞学学者菲利普 赛拉兹出 现在了 学术报

告席上 。 年 月 和 月 ， 在中国 北京大学召开的 国际语言传播学论坛和在 日本札幌大

学召开的 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 ， 汇聚了 来 自 亚洲 、 非洲 、 欧洲 、 美洲的学者 。 笔者与美

国俄勒冈大学罗 伯特 柯拉克荣誉学院院长大卫 弗兰克 （ 教授、 保加利亚索

非亚大学恪卡 亚历 山卓娃 教授 ， 先后阐述了修辞学在全球化中的

重要作用 ， 即通过修辞改善国 际沟通与合作 ， 解决 国际冲突 ， 实现人类和平发展的愿望 。 在

札幌会议上
， 我们提出 ，

“

各 国学者应从各 自 的学科背景出 发 ， 以各 自 的 国别文化建设为基

础 ， 共同探讨和建构人类文化发展传播的普遍修辞新秩序 ， 创造人类文化发展 、 繁荣的新时

代 。

”

国 际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修辞学全球化的
一个重要标志 。

一

方面是成立了 许多跨

洲国际学术组织 ， 比如国际修辞学史学会 、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 、 欧洲修辞学会等。 其中 ， 国

际修辞学史学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 主动邀请许多亚洲修辞学学者参与 ， 使这个 以修

辞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进
一

步焕发了生命力 。 更令人瞩 目 的是 ， 年成立于

法国 的世界汉语修辞学学会 ， 截至 目前 ， 该学会吸纳了 数十个国家的修辞学学者 ， 先后 已经

召开 了三届学术年会和 四次国 际学术会议 ， 并成立了 国 际修辞传播学会 、 国际语言传播学会

等国际学术组织 ， 出席者 已遍及亚洲 、 非洲 、 欧洲 、 美洲和大洋洲 ， 实现了 修辞学研究真正

的全球化 。 正在筹备成立中 的世界修辞学 （或全球修辞学会 ） 更是修辞学研究全球化的例证 。

此外 ，

一

些国家的修辞学会的 学术活动更加开放 ， 逐渐国 际化 ， 比如 中 国修辞学会 、 美国 修

辞学会 、 韩国修辞学会等等 。

学术成果出 版与共享上的 国际化 ， 也是修辞学研究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 随着互联 网的普

及 ， 文献传播的全球化态势也 日 趋明显 。 首先是图书 出版和流通的全球化 ， 亚马逊等全球化

的 图书销售网络 ， 使图书文献的获取更为便利 。 其次 ， 各国 、 各大学电子书和论文数据库不

断丰富 。 目 前已 经出版的期刊或丛书 ， 比如 《修辞学 》 、 《 国际修辞学研究 》 、 《 非洲修辞学年

鉴 》 等 ， 都刊登世界各国学者的学术成果 ， 实现了 学术成果共享上的全球化 。 以上表明 ， 国

际修辞学研究和交流真正实现 了 全球学术信息共享 使 国际修辞学发展逐步实现或正在实现

全球化 。

此外 ， 国际修辞学研究上的学科融合也是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之一

。 近些年 ， 修辞

学研究逐渐和语言学 、 哲学、 文学以及社会学、 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 、 融合 ， 特别是与新

① 美国 劳伦斯 葛林 （ 著 ， 陈汝东译 ， 《江汉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② 《首届 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京举行》
，

《新华 网 》 年 月 日 。

③ 《第二届 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 论坛在 日 本札幌 召开 》
，

《人民网 》 年 月 日 。



闻学 、 传播学进行交叉和融合 。 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方面 ， 更重要的是学者学术背景 、 学

缘和知识结构上的交叉与融合 。 学科跨界成为推动全球修辞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 ， 大大推

动 了修辞学学科空间 的拓展 ， 激发了 新兴交叉学科 的诞生 。

二 、 全球修辞学 ：

一

种新的学术视野

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必将激发出新的修辞观 ， 它将使人们从人类共 同利益和全球秩

序角度对修辞 的性质 、 功 能进行新 的阐释 。 全球视野中 的修辞 ， 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劝服方

式 、

一种知识生产和真理发现的手段和途径 ， 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 它将成为

一种全球秩序 、

一

种普世法则 。

在修辞学史上 ， 人类对修辞的阐释就像夜空中 的繁星 。 有修饰观 、 美辞观 、 说服观 、 言

语行为观 、 传播行为 观 、 认知行为观等等 ， 不
一

而足 。 这其中也有历史与现代 、 东方与 西方

的碰撞 。 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体系中 ， 说服是修辞的核心功能
；
此外 ， 修辞还被作为知识生

产和真理发现的手段和途径 。 这在 世纪的认知修辞学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 在西方的三大

传统学科语法、 逻辑 、 修辞中 ， 只有修辞学是可以产生知识的 。 而在东方 ， 古典修辞学的核

心思想却与此大相径庭 ， 其强调的是伦理道德 ， 是
“

仁
”

和
“

礼
”

， 也就是人的内 在修养和

社会秩序 。 虽然东西方的修辞学学者在各 自 的学术思想阐释中并没有达成
一

致 ， 但是 ， 事实

却证明 ， 这两种文明范畴 ， 是互补的 ， 尽管它们泾渭分明 。 知识、 真理观体现了社会个体的

思想意志 ， 而社会秩序观则体现了宏观的人文意志 。 在全球视野下 ， 人类的修辞观正面临着

融合 出 新 。

我们认为 ， 修辞不仅是说服 、 论辩 、 发现真理 ， 同时也是
“

是一

种人类传播秩序和社会

秩序 ， 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建构 、 社会事务处理、 公共政策制定 的方式和方法 ， 是
一

种社

会公平 、 公正的制度体系 ， 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 ，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
”

，

一

种
“

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样类
”

。 由此引 发出的思考是 ： 全球修辞是
一

种全球社会秩序

吗 ？ 它在当今的全球数字传播时代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显然 ， 回答是肯定的 。 在全球化时代 ， 全球修辞意味着
一

种全球社会秩序 ， 全球秩序建

构的手段和途径 ， 即通过非武力的 修辞手段建构全球秩序 ， 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国 际争端和冲

突 ， 统
一

全球意志 ， 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 建构大 同世界 ， 在此意义上 ， 全球修辞也是
一

种全

球性的 国际法则 ， 具有普世性 。 从广泛的修辞范畴来看 ， 战争和武力其实也是一种符号行为 ，

是
一

种
“

修辞
”

， 或者说通过非修辞手段而 实现修辞回 归 的手段 。 在隔阂 、 分歧 、 冲突和矛

盾不可调和时 ， 也就是说不可通过调整思想和意志 的言说修辞来达到意志上的统
一

时 ， 人类

就诉诸武力和战争 ， 即通过调整四肢的方式来实现意志的调控。 其结果是使非理性 的
一

方回

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

劳伦斯 葛林教授指出 ，

“

在有些国家 修辞学是被作为 维系国 家统
一

的途径来研究的 。 在

有些国家 ， 修辞学是被作为 构成政府基础的方法来研究的 。 在有些国家 ， 它赞美
一

个社会的

过去 ， 或者推进一个社会的未来 。

…
…但是 ， 在西方范围 以外，

‘

修辞学
’

正在被许多 国家

奉为文化拯救和通 向美好未来的灯塔 。

“

我们认为 葛林此处所说的
“维系国家统

一

的途径
”

、

“

构成政府基础的方法
”

和
“ 文化拯救和通向 美好未来的灯塔

”

， 应该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文

明 。

①陈汝东 《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 月 ， 第 页 。

② 美国 劳伦斯 葛林 （ 著 ， 陈汝东译 ，
《江汉大学学报 》 年第 期 。



全球修辞的 国内 事务意义 ， 就是把修辞作为
一

种社会秩序 ， 通过理性的修辞手段 ， 凝聚

和体现公共意志 ， 建构社会权力和权利体系 ， 制定全社会的公共政策 ， 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

公正 。 它意味着社会事务必须建立在理性的论辩基础上
， 而不是建立在权力 和权势基础上 。

每个社会成员 都享有平等的言论权利 ， 其公共修辞的内 容都可 以被公平地纳入社会秩序范

畴 ， 无须通过其他途径和手段实现。 这也意味着全社会拥有 了 统一

的价值体系 。 这需要政治 、

法律和道德上的保障 ， 需要理性 的言说者或传播者 ， 同 时也需要
一个理性的受众社会 。

如果说全球修辞意味着一种全球社会秩序 ，

一种普世法则
； 那么

， 全球修辞学 ， 则为修

辞学研究的学术秩序提供了
一

种新的可能 ，

一

种世界学术研究碰撞、 融合的 新视野 。 近年来 ，

我们
一

直致力于国 际修辞学研究秩序的 建构 ， 先后提出 了 公共修辞 、 国家修辞等学术范畴 ，

并引发了 许多共鸣 。 大卫 弗兰克曾 指出 ：

“

首先 ， 我们可 以对本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进行

系统 的研究 ， 以 揭示它们之间的异 同 ， 最终的 目 标是建构
一

个基于修辞而不是战争的 国际秩

序 。

… …其次 ， 比较修辞学的终极 目 的是建构世界大同的修辞学 ， 使本土修辞学与各国 、 各

地区乃至全球修辞学群星璀璨 ， 同耀 日 月 ， 通过修辞消除 国际冲突 ， 促进世界人民的相互理

解与和平共处 。

… …

同理 ，

一

个修辞学者也应有双重担当 ， 其研究既属于他的祖国 ， 同时也

属于世界 。

”

他 同时认为 ，

“

中国也具有像古希腊一样悠久的修辞学传统 ， 也有论辩 、 说服、

演说传统 。 在世界共融环境下 ， 了 解中 国修辞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将有助于增进东西

方的学术交流 ， 有助于促进大同世界的建构 。

” ②

我们认为 ， 中国古代修辞学思想的核心是
“

言仁 ”
， 即用言说 、 劝服的方式促进人类理

解和关爱 。 在 当今世界 ， 修辞应成为避免和替代暴力和 战争的和平手段 ， 给不同文 明提供通

过道德沟通处理重大 问题 的机会和途径 。 目 前 ，

“

修辞 问题不仅是中国 问题 ， 也是世界问

题 ， 它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 全世界的修辞学者都应投身和加强对全球修辞秩序和修辞

制度的比较研究 ， 以催生出
一

种能通过修辞来促进世界和平和正义 、 解决全球普遍 问题的传

播秩序 ， 从而避免战争和武力 。

”

三 、 全球修辞学的建构

在政治 、 经济、 环境和通讯 、 传播全球化的今天 ， 人类的学术文化研究再囿于东西南

北等任何一方或一

个国家 ， 都已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可取的 。 民族、 文化 、 宗教之 间的藩篱 、

意识形态的 隔阂 ， 必须也必然被突破 。 修辞学研究也是如此 。 世界修辞学者应具有全球视野 ，

具有普世的情怀 ， 具有海纳百川 的气度 。 中 国古语云 ：

“

泰山 不让土壤 ， 故能成其大 ， 河海

不择细流 ， 故能就其深 。

”

这应该成为
一

种国 际学术法则 。 全球修辞学研究应实现不 同文

化 、 文明上的平等 ， 没有歧视 ， 没有偏见 ， 无论是东方 、 西方 、 南方 ， 还是北方 ， 应一

视同

仁 。

北京大学有一

种学术理念 ， 叫做
“

学术 自 由 ， 兼容并包
”

。 我们想 ， 这可以用于全球

修辞学研究 。

“

时至今 日 ， 西方一些学者一

直认为 东方或中东没有修辞传统 。

……没有证据

①大卫 弗兰克 《问 题的修辞和修辞学 的问 题
： 建构全球修辞学》 ， 《江淮论坛》 年第 期 。

②陈汝东 国家修辞
”

成为学术焦 点
——首届国 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
《 中国社

会科学报》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③大卫 弗兰克 、 惠东坡 《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
，

《北京大学校园网 》

年 月 日 。

④ 《第二届 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 日本札幌召 开 》 ， 《人民网 》 年 月 日 。

⑤李斯 《谏逐客书 》 。



表明存在独立于西方的修辞意识 。

…… 作为西方的
一

种意象 ， 东方文化缺乏论辩色彩 ， 情感 ，

直觉和神秘主义是其最重要的文化价值 。

……亚洲在西方修辞学史中基本不被提及 ， 即使出

现 ， 也被当作是无修辞的存在 。

”

显然 ， 这是
一

种学术霸权 ， 是
一

种学术文化上的 固执 、

傲慢与偏见 。 历史证明 ， 西方学者的 西方 以外没有修辞 ， 没有修辞学
”

的观点 已不攻 自破 。

随着亚洲文 明的重新崛起和世界对其修辞学历史的再认识 、 再发现 ， 特别是经过东亚、 南非

以及欧洲 、 美洲国际修辞学者的共同努力 ， 国际修辞学研究已经形成 了
一个能具有广泛包容

性的国 际学术大家庭 。

但是 ， 全球修辞学的进
一

步整合发展 ， 仍然将会继续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国别 、 民族、

宗教和区域文化上的碰撞 。 年 月 初 ，

“ 世纪的修辞学互动论坛
”

在英国牛津大学

召开 。 来 自 英 、 美 、 中 、 加 、 德 、 意 以及丹麦 、 澳大利亚等国 的 位修辞学学者与会 。 会

上各国学者就 世纪的修辞学研究提出 了 各 自 的设想 ， 但是 ， 其核心依然是 以西方修辞学

尤其是古典修辞学为视点 。 其中 ， 西方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伦敦大学教授布莱恩 维克斯爵士

就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做了 演讲 。 在应邀对其演讲进行点评时 ， 笔者指出 ：

“

对人类古典修辞

学思想 的阐发应兼顾多元文化背景 ， 应有东西 、 南北视野 ， 既关注古希腊 、 古罗马 的修辞学

传统 ，
还应关照东方的修辞学传统 ， 关注非洲的修辞学传统 ， 特别是东方的儒家修辞学传统 。

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应从古希腊走出来 ， 走向 英国 、 德国 ……

， 走 向 亚洲 ， 走向 全球 ； 修

辞学者应胸怀 当下的全球修辞现实 ， 既要从古典文献中 汲取营养 ， 同时还应着眼未来的理论

创新 。

”

对此 ， 大卫 弗兰克教授指 出 ，

“

西方学者需要从古典传统和现代表达两个层面去

认识和发现中 国修辞学 。

”

全球视野下的国 际修辞学研究 ’ 不仅需要对修辞 、 修辞学范畴进行重新认识和 阐释 ， 还

需要对全球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目 的 、 范围 、 理论体系进行新视角下的审视 。 全球的研究材

料 ， 将不再是囿于
一

个国家 、

一

个民族 ， 而是要从全球范围选取 。 全球网络传播使修辞研究

对象的全球化成为可能 。 全球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不应再局限于
一

种语言 、

一

种文化 ，

而是多 种语言 、 多元文化 。 当然 ， 除此之外 ， 还需要多 维学科视野 ， 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学术

组织 ， 奠定新的全球学术交流机制 。

修辞的全球化 ， 无疑是国际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传播全球化的 结果 ， 而国际修辞学研究

的全球化 ， 则是学术交流 日趋融合的结果 ， 同时也是各国修辞学者不断努力 的结晶 。 修辞学

研究的全球化为修辞 、 修辞学范畴 的重新阐释和创造提供了 新的契机 ， 也为各国学者的进
一

步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 创造了 新的空间 。

一

个崭新的修辞学学术研究的格局正期待更多国际

学者的加入 ， 它预示了人类全球修辞学光辉灿烂 的前景 ， 同时 也预示了 人类通过和平手段

——全球修辞 ， 实现人类和平 的美好未来 。

①大卫 弗兰克 《 问题的修辞和修辞学的 问题 ： 建构全球修辞学》 ， 《江淮论坛》 年第 期 。

②大卫 弗兰克 、 惠东坡 《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
，

《北京大学校 园网 》

年 月 日 。

③大卫 弗兰克 、 惠东坡 《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 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 ， 《北京大学校园网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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