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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肯尼思·伯克修辞学中认同理论的应用受到学者关注，伯克认为认同分为形式认同和内容认同，其中内

容认同又是基于形式认同，因此，形式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应用形式认同下的辞格认同分析

中国典籍《韩非子》如何实现与受众的认同，具体而言，将以其中的层递格为例阐述其作用。以层递为

例的分析表明，《韩非子》中的修辞者通过形式认同可最终实现与古代以及现代受众的内容认同；另外，

本文也展示了运用伯克认同理论跨时空分析中国典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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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in Kenneth Burke’s A Rhetoric of Motives (1969) has 
been concerned by scholars. Burke believes that identification is divided into formal identification 
and content identification, among which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former. Thus, the importance of 
formal identification is self-evident. The form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Chinese classic Han Feizi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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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embodied in its figure iden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will analyze how the Chinese classic 
Han Feizi achieves i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udience by using the figure identification. To be spe-
cific, the climax in Han Feizi will be analyz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hetorician in Han Feizi 
can finally realize the content identification with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audiences through the 
formal identific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Burke's identifica-
tion theory to analyze Chinese classics across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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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同”(Identification，也被译为“同一”)是伯克修辞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它贯穿于其整个

理论架构。这一概念也被视为当代新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之间的关键差异点(袁影，2016：106) [1]。伯克

强调，通过修辞策略的运用，说话者可以与听众在情感、观念或价值上建立联系，实现“同一”，从而

影响听众的态度和行为。这种“同一”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言辞的巧妙运用，还涉及到非语言因素，如形

象、姿态、声调等。通过深入分析和实践运用，伯克展示了“认同”在修辞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内容认同和形式认同两大部分组成了肯尼思·伯克的认同理论，内容认同是指说话者利用听话者本

身已存在或已认同的某些观念作为对话中的杠杆，以促使他们转变听话者内心其他不同的看法，最终实

现想要的认同(Burke, 1969: 55-56) [2]，而形式认同是通过形式的认同来获得或加强内容上的认同(袁影，

蒋严，2013：78) [3]，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容易地说服受众。再具体而言，内容认同可细分为三种类型：

同情认同，它基于相同的态度以及价值观等；对立认同，它强调原本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情形下达到认同；

以及模糊认同，它是指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认同。而形式认同则包含四种形式：辞格认同，强调修辞手法

的运用；规约形式，期待传统或惯例的表达方式；重复形式，通过不同形式的重复来强调某些观点；以

及递进形式，往往是指逻辑上递进引导受众接受某一观点。 
随着修辞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伯克的认同理论，也将其运用在各种文本以及场景的分析

之中(孙盛，2021 [4]；陈建萍，2020 [5]；Walsh, Lynda, 2019 [6]；Mangold Eli & Goehring Charles, 2018 [7])。
近年来，形式认同备受关注，袁影和蒋严(2013) [3]认为内容的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形式的认同来获得或加

强。形式认同中的辞格认同更是学者的研究热点(袁影，2015) [8]，辞格认同在形式上具有更高的识别度，

辞格的使用也为内容认同做了铺垫。因此，对辞格认同在文言文中应用的讨论是将认同理论用于分析我

国典籍的第一步，本文将借助《韩非子》中层递修辞格的使用说明辞格认同在中国典籍中应用分析的可

能，为日后学者的进一步讨论抛砖引玉。 

2. 认同理论 

(一) 内容认同 
内容认同是作者或言者(也可称为“修辞者”)最终要与受众实现观点“同一”，内容认同的实现基本

要靠形式认同，即让受众先接受形式进而接受内容。本文将从内容认同的三个分类来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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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认同中的“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是指修辞者与受众在态度、思想、价值观等方

面相似或相同(袁影、蒋严，2013：77) [3]。甲与乙或许在诸多方面并不完全吻合，但只要他们有着共同

的兴趣和追求，他们便能在某个领域达到共识。更进一步，即使甲和乙的志趣大相径庭，但只要甲能够

设想或深信他们彼此有着相同的理念和目标，他依然能够与乙建立起认同的关系。在伯克的理念里，此

种认同与“规劝”最为接近，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认同(袁影，2015：42) [8]。 
内容认同中的“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主要是指在拥有共同敌人之后，原本对立的双

方需要面对并合力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取得相互的认同。例如，在 21 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国和欧

洲联盟这两个在贸易政策上长期存在分歧的经济体，因为共同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而选择搁置争

议，携手合作。他们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金融改革措施，以稳定全球经济，最终帮助各

自的经济体走出了困境。这个例子展示了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即使原本存在分歧的各方也能通过合作取

得相互的认同。 
内容认同中的“模糊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是一种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实现的认同。

修辞者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模糊认同：一种是通过言语实现模糊认同，有经验的修辞者使用诸如“咱

们”“所有人”“大家”“我们”等具有认同作用的词汇来实现认同；另一种是采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

来实现此类认同，这就意味着修辞者和受众要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才能运用，比如演讲或说话时，说话者

通过本身形象、过程中的姿态以及语调传达一定的信息，最终实现模糊认同。袁影和蒋严(2013: 78) [3]
补充道，在模糊认同的过程中，所谓的无意识主要指的是受众一方，他们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正在接受

某种形式的认同。而相比之下，修辞方——特别是那些经验丰富的修辞者，他们通常会有目的地运用这

些策略，以寻求受众的模糊认同。 
(二) 形式认同 
形式认同是指作者或言者通过文字篇章或言语段落的表面形式实现与受众的认同。形式认同在认同

理论中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容认同要仰仗形式认同，或者内容认同至少能经由形式认同而加

强。本文仍旧采取从形式认同的四个分类来进行说明的方式。 
首先，形式认同中的“辞格认同”是不容忽视的，辞格认同是指形式上借助各种修辞格(Tropes and 

Figures)来实现或试图实现修辞者与受众的认同。各种修辞格的认同作用曾被伯克评价为：在吸引听众参

与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形式层面的认同建立起与听众的连接，这种连接随后引发了他们对作为信念的核

心命题的深入认同(Burke, 1969: 59) [2]。其中，各种修辞格就包括对照(Antithesis)、层递(Climax)和重复

(Repetition)等。 
“规约形式”(Conventional Form)是形式认同的第二大类，是指“在遇到一部作品前对某种形式的期

待”(鞠玉梅，2011：84) [9]。在这里，“某种形式”可以指的是某一文学类别的整体结构，如散文、诗

歌、小说、演讲或学术论文等各自特有的常规形式。同时，它也可以指的是某一文学类别中的局部或标

志性特征，比如倒叙，这一叙述手法在侦探小说中常常作为吸引读者和构建悬念的重要元素。作者通过

先展示结果或关键线索，再逐步揭示事件的经过，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猜测和推理，增强了读者的

参与感和阅读体验。一般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时也会不自觉地期待倒叙手法。 
形式认同中的“重复形式”(Repetitive Form)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多次呈现某一特征(袁影，2015：42) 

[8]，以便在文本中强化该特征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1。这种修辞手法可以运用在各种文本中，包括文学作

品、广告、演讲等，通过反复强调某一特征来引导受众的注意力，达到增强表达效果的目的。当然，上

述概念中不同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各种叙事方式，那么某一特征就可被认为是某一想要传达的想法。 

 

 

1这里的重复与修辞格中的重复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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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递进形式”(Progressive Form)是一种引导受众逐步期待和接受某一结局或事态发展的

修辞手法 2。它通常表现为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如从大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式递进，或从量变到质

变的逐渐累积式递进。这种形式通过层层推进、逐步深化的方式，帮助受众逐步建立对某一观点或结论

的认同和理解(邓志勇，2011：51) [10]。 

3. 辞格认同 

对于辞格认同，袁影和蒋严(2013: 78) [3]曾总结到：辞格或者说各种修辞形式的认同作用，就正如伯

克最先在《动机修辞学》中提及的，在吸引听众参与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形式层面的认同建立起与听众

的连接，这种连接随后引发了他们对作为信念的核心命题的深入认同。正如上文提到的，经典的能够实

现辞格认同的辞格有：对照(Antithesis)、层递(Climax)、重复(Repetition)等。 
经上述讨论可知，辞格认同是形式认同的一种，最终目的是使受众与修辞者达到“同一”，进而被

说服。具体而言，辞格认同是通过各种修辞格实现形式认同的，包括但不限于层递、排比、对照。这些

修辞格实现认同时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形式上要有三层及以上，这样受众才能更轻易地与修辞者实现认同。 
那么，辞格认同既然属于形式认同，在分析时自然要从形式入手；另外，还需要注意到这种认同的

实现与修辞格自身效果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分析此种认同时就要兼顾每种修辞格自身的特点。最终，

从这两方面入手，本文将分析《韩非子》中层递格在实现受众与作者认同时的作用。 

4. 《韩非子》中的辞格认同——以层递为切入口 

(一)《韩非子》中的典型层递 
层递是汉语传统的修辞格之一，又被称作“渐层”、“递进”。根据事物的逻辑关系，用三个或三个

以上结构相似的短语、句子、段落，表达事物在数量、程度、范围上依序层层递增或递减的一种修辞手法。 
根据定义可知，层递可分为递增(升)和递减(降)两类。 
递增(升)式：指层递中顺序，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浅到深，由低到高；层层递增。 
递减(降)式：指层递中顺序，由大到小，由重到轻，由深到浅，由高到低；层层递减。 
据此定义，搜寻《韩非子》[11]中的典型层递 3： 

1) 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初见秦第一》 

2)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备内第十七》 

3) 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

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解老第二十》 

4) 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解老第二十》 

5)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解

老第二十》 

6) 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

也。《喻老第二十一》 

7) 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用人第二十七》 

8) 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适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说疑第四十四》 

9) 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诡使第四十五》 

 

 

2注意与修辞格中的层递进行区分，二者隐含循序渐进的思维逻辑。 
3根据定义可知，层递为表达上渐弱或渐强的一种手法，笔者认为不管是内容上、形式上，还是情感上的渐弱或渐强，都算作此修

辞手法的范围。另外，典型层递还需要满足三层及以上，即三句以上，由此找出下文中的十处典型层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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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心度第

五十四》 

(二) 层递的作用分析 
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层递是根据事物的逻辑关系，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似的短语、句子、段落，

表达事物在数量、程度、范围上依序层层递增或递减的一种修辞手法。 
因此文章运用层递能使受众的情感不断随其递进；从认同的层面讲，受众更能从程度弱/小的表达中

得到同感，进而对程度往上递增的语句也渐渐生出同感 4。正如肯尼思·伯克所主张的那样，修辞者需要

借助某些受众接受的观点，使其成为一个支点，以推动受众改变另外一些观点。层递修辞格就是借助形

式上的优势，具体而言，层递先采取程度弱/小的言语，这样受众个人更容易感同身受，然后再慢慢地往

上递增程度，受众情感也慢慢跟随上升，这样对于程度强/大的语言就产生出了较强的同感。 
例如，上一部分中提到的典型层递“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千，千可以对万，

万可以克天下矣。《初见秦第一》”由一人到十人到百人再到千人万人，在说服的气势上不断增强，从

一人奋死对抗十人的感同身受再到万人攻克天下，这样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此种说法。再比如，“徭役

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备内第十七》”要说明“德在

上”，它由“徭役少”开始层层递进，“徭役少”是个人角度容易感知的，然后再扩大到“民安”，再

到较不熟悉的“下无重权”和“权势灭”，最终达到自己的说服目的“德在上”。 
由此可见，中国典籍《韩非子》层递格的形式认同分析基本就是如此思路：其一是，由小及大，由

近及远，这样可以使受众慢慢接受观点；又一是，由大及小，由远及近，这样又可以先给受众以冲击，

使其更易接受后续观点。不论哪一方向，都是强调慢慢递进这一过程。《韩非子》多处正是通过诸如层

递辞格这样的形式认同，更好地实现了古文作者与古代以及现代读者对于相关内容的认同。 

5. 总结 

本文首先对肯尼思·伯克的“认同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从内容认同与形式认同两大方面深入剖

析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其中，特别关注了形式认同中的辞格认同，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随后，文章

选取了中国古代典籍《韩非子》中的层递辞格作为具体案例，详细探讨了辞格认同在古文中的体现及其

重要作用。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认为辞格认同强调修辞活动是受众与修辞者共同参与的过程，当修辞者为书籍

作者时，这种活动不会受时间和地域的影响。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将认同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著作的

分析，试图揭示其中的认同机制。 
通过以中国典籍《韩非子》中层递辞格为例的分析，本文初步验证了认同理论在分析中国典籍时的

适用性。然而，由于本文所依据的文本有限，且仅从形式认同下层递格这一类辞格出发，因此研究存在

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认同理论的应用范围，将其应用于更多中国典籍的分析，也可以

从其他类型的认同或修辞格入手，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典籍中的认同机制。 
总之，中国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与挖掘。本文只是在这一

领域做出的一次初步尝试，期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关注并深化这一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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