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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写文章，代词的使用很值得研究。代词用准了，表达效果好；代词用得不
当，即使语义上没问题，也可能造成交际双方的隔阂。我们先看这样一例： 
 
  ①小陈的妻子小陆出门没伞，顺手拿了小陈妈平时用的一把。等她回来，小陈妈
正在找伞，见了小陆埋怨说：“让我好找，你拿了也得说一声。”小陆没吭声，小陈
一旁随口说：“妈，是小陆不好，不过用用也坏不了，今天我们再去买一把后备着就
得了。”小陈妈一听就掉下了眼泪，还骂小陈没良心。 
 
  小陈这里用 “我们”代称自己小两口，语义上没错，他妈听来却觉得儿子把自
己当成了外人，自己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不如媳妇了。小陈挨骂是在情理之中，可见
这个“我们”表达效果很不好。那么，怎样用代词，才能提高表达效果呢？要用好代
词，文章得做在代词词面义和它实际指称对象的关系上。我们分“言此意彼”、“言
此意此”和“‘Ο’形式”三种类型讨论。 
 
  一． 言此意彼。这是有意使代词词面义与实际指称对象不相符的一种形式，其
修辞功用是表含蓄、表强调、表幽默。例释如下： 
  1．表含蓄。如： 
   ②如果和谐自然充实多彩是你向往的家之气氛，协调是你喜欢的家庭生活艺
术，也许你愿意结识她：28岁，1.60米，本科。 
   ③决定运用语言特点系列差异的非语言因素是哪些呢？我们认为，主要是
指…… 
   ④“我们都想知道怎样去选个好医生，对不？那我们既是想从我们的医生那里
获得最佳服务，我们是否都该知道怎样做个好病人呀？” 
  例②以“她”代“我”——征婚者本人。将“我”置于第三人称位置，既显出介
绍的客观，又体现出东方女性的含蓄美。例③选自黎运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语体
修辞学》一书，句中的“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我认为”。科学论著中作者常常把
复数第一人称当作单数第一人称用，借以表示谦虚。例④是美国医药协会健康教育组
组长W•W•包尔博士一次演讲的两句语录。句中的“我们”实指演讲的听众“你们”。
老用“你们”演讲者的口吻就成了以行家自居向听众说教的口吻了。变“你们”为
“我们”可避免说教，缩短双方心理距离。以上三例都是有意模糊指称对象，各有言
外之意，修辞效果都显得含蓄蕴藉。 
  2． 表强调。请看下列两例： 
   ⑤王子哈姆莱特的父亲被自己的亲弟弟——哈姆莱特的叔父害死了，哈姆莱特
的母亲反倒委身于仇人——叔父成了哈姆莱特的继父。一次母亲责备儿子对继父不
敬，说：“你把你的父亲大大地得罪了！”哈姆莱特立即反驳：“你把我的父亲大大
地得罪了！” 
   ⑥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
……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例⑤是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一段情节。就句子而论，母子所指“父亲”是
同一的，但一旦将人物置于情节背景中，“你的”和“我的”就很有讲究了。哈姆莱
特一字之易强调了自己不承认现有的父子关系，强烈表达了自己对亲生父亲的爱戴，
对母亲在父王尸骨未寒之际就委身于仇人的愤懑。例⑥摘自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
的人》，作者巧妙地用第二人称代词“你”，把读者嵌入图画之中，使读者产生投入
感，维持热情不辍的注意，客观上强调了内容。而这里的“你”实际泛称所有的朋
友。演讲中这种手法也常运用，它可以使听众处于自我感知的状态，加深对演讲内容
的理解。这两例代词言此意彼，修辞效果是强调。 
  3． 表幽默。有意使指称对象错位，显得机智幽默。我们看一则外国笑话： 
   ⑦三个斜视的囚犯站在一个斜视的法官面前。法官怒目注视着第一个囚犯，厉
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伊莱•克兰茨。”第二个囚犯抢答。 



    “我不是跟你说话！”法官怒斥。 
    “我什么也没说呀！”第三个囚犯大声嚷道。 
  这则笑话有意利用了“斜视”这一生理原因，使法官指称的“你”和囚犯理解的
“你”错位，构成幽默的格调。 
 
  二． 言此意此。这一类与“言此意彼”式不同处是代词词面义与实指义对象相
符，用了代词后，修辞效果明显提高，指称对象或强化或弱化。分说如下： 
  1． 强化指称。如： 
   ⑧婵娟指着宋玉说：“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没有
骨气的文人！” 
这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中的一句台词。“你这”原作“你是”，演出后郭沫若
觉得“你是”听起来不够味，当时扮演钓者的张逸生建议改“是”为“这”，这一改
非常恰当。“你是”是一般判断句，改“是”为“这”则变一般判断为直指，蕴含了
丰富的潜台词，起了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无怪乎郭老赞赏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了。 
  2． 弱化指称。我们摄取发生在某商店柜台前的一个场景来说明： 
   ⑨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要买一个乳罩，她站在柜台边，看看乳罩，又看看身边
众多的顾客，一言不发地看着售货员。一位售货员见此情景走过去拿出商品轻声地
说：“是买这个（乳罩）吗？”少女轻轻点点头，买后迅速地离开了柜台。 
  此例售货员根据少女心理特点，很巧妙地用了“这个”委婉地指代商品，淡化了
指称对象，艺术地发挥了代词的指示功能。 
  淡化称代对象的另一手法是借助语音要素，和一些伴随性非语言因素，分散听者
的注意力。如谈话中讲到“我”时，“我”字轻读，语气不渲染，目光柔和，表情自
然，这样可免自我标榜之嫌。 
 
  三．“Ο”形式。所谓“‘Ο’形式”，指可用代词的地方有意不用。有两种类型，
一是省略，二是以实词入句，即代词的“返源”。例释如下： 
   ⑩我对我们厂的员工最近做过一次调查统计，（我）发现有40％的员工对企业
有不满情绪，（我）认为这些不满情绪来自奖金的分配方面，（我）建议…… 
  此例转自孙莲芬等《公关语言艺术》一书，括号中的“我”都宜承前省略，若一
口一个“我”，就给人有意突出自己自我炫耀的印象了。采用省略式“О”形式淡化称
代对象，可给人以平实感，句子也显得简洁有力。 
  故事的叙述语言有时不用代词，特别是开头往往不说“这个同学”“这个小朋
友”，而说“小冬冬，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蹒跚着走出门来”。这种“返源”式“О”形
式的采用则强化了指称对象，形象突现，给人以质感。 
  以上分析了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修辞运用的三种基本类型，尚属举例性质，远没
有穷尽代词修辞术全部。但它告诉我们，言语交际特别是口语修辞中，代词的运用大
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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