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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 

一、前言  

就寫作而言，修辭是必要的。又由於中國語文的特殊性，使得修辭成為一門

高深卻又極為實用的學問 

但是「修辭」不等於「咬文嚼字」，一味地堆砌詞藻、成語並不等於好的修辭。

好的修辭應能在文句通暢之餘，更加凸顯主旨，增加文章的藝術性。 

修辭的目的除了增加文句的藝術性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使聽眾容易明瞭，

所以在使用修辭技巧時，與「對象」關係密切。修辭的目的，以精確表達意思為

首要，其次則是活潑文意，使讀者興味盎然。 

   

二、運功坊  

功法（一）、類疊 

（一）定義 

同一個字、詞、語句，接二連三、重複出現的修辭方式，稱為「類疊」，

其形式可分為疊字、類字、疊句、類句四類。它的作用在加強文章的語氣和感

情，並增加語言的節奏感和旋律美。 

（二）舉例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 

1. 可分為：疊字、疊詞、疊句等。 

2. 疊字：「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木蘭詩） 

3. 疊詞：「多少西瓜，多少圓渾的希望！」（余光中＼車過枋寮） 

4. 疊句：「來了！來了！從山坡上輕輕地爬下來了！」（楊喚＼夏夜） 

 

試畫出下列句子中的類疊修辭： 

1.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佚名木蘭詩 

2.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醜

奴兒 

3.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論語 雍也篇 

4. 尋尋覓覓，泠泠清清，悽悽慘慘戚戚。～李清照聲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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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二）、譬喻 

（一）定義： 

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

說話作文時，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的，就叫做「譬

喻」。 

 譬喻修辭法通常是由「喻體」、「喻詞」、「喻依」配合而成的： 

喻體：是事物的主體，也就是所要描寫的對象。 

喻詞：是連接喻體和喻依的詞。例如：好像、如同、正如、若、彷彿、好似等。 

喻依：是用來打比方的人、事、物。 

譬喻修辭法一般可分為明喻、暗喻(隱喻)、略喻、借喻四種。 

(一)明喻：喻體＋喻詞＋喻依。 

句子中的喻詞用「像、如同、好比、若、彷彿」等詞的譬喻，叫做「明喻」。

例： 

1.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養著兩丸黑水銀。（劉

鶚明湖居聽書） 

2.君子之交淡如水。 

(二)暗喻(隱喻)：喻體＋喻詞＋喻依。 

句子中的喻詞用「是、為、乃、成了…」來表示「好像是…」、「好像為…」

的譬喻，叫做「暗喻」(隱喻)。 例： 

1.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失了蹤影。（徐志摩偶然） 

2. 菜花耀眼的黃，是染坊裡所調和的色彩，成片潑濺出來的結果。（陳幸蕙

碧沉西瓜） 

(三)略喻：喻體＋喻依。 

省略了喻詞的譬喻，叫做「略喻」。例： 

1. 十八姑娘一朵花。（原意為：十八歲的姑娘像一朵花一樣美麗。省略了喻

詞「像」。） 

2. 菊，花之隱逸者也。（原意為：菊花，就像是花中的隱士。省略了喻詞「像」。） 

(四)借喻：喻依。 

省略了喻體和喻詞的譬喻，叫做「借喻」。這種句子沒有明顯指出被比喻的對

象，必須靠上下文來判斷。 如：指著同學的背影說上一句：「瘦皮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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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他像一隻瘦皮猴一樣瘦。但說話時直接省略了喻體「他」、喻詞「像」，

而只說出喻依「瘦皮猴」，就是借喻法。）  例： 

   1.  (你做事沒有恆心，就如漁夫)「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2.  (君子忠於亂世，就如)「松柏不凋於歲寒」。 

注意：有些句子也用「譬如、好像」等喻詞、但只是表示舉例或不確定，

不能算譬喻。 例： 

1.這ㄧ片天地，好像都是我的。 

  2.為什麼立功者偏不居功？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 

（二）舉例 

1. 大自然有時很像戲劇。 

2. 網路上的知識像海洋一樣廣闊無邊。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 

4. 路是無聲的語言，無形的文字。（艾雯＼路） 

 

 

試判讀下列的句子，使用的是哪一種譬喻法，將正確的答案，填入

空格中  

1.（c ）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著，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

仰看天空的行雲。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2.（a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 憶江南） 

3.（ a）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賀知章 詠柳） 

4.（ b）時間，愛情的試金石。(呼嘯 家園戀) 

5.（d ）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我絕不偏心。 

6.（ b）他們是肝膽相照，推心置腹的真朋友。 

參考選項 

﹙ａ﹚明喻﹙ｂ﹚ 隱喻﹙ｃ﹚ 略喻﹙ｄ﹚ 借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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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三）、轉化 

（一）定義 

描述人、事、物時，以另一種屬性來描寫，轉變其原來的性質，稱為「轉

化」。其中呈現人的思想情感或表情動作，稱為「擬人」；呈現物的特性或具體

形象，稱為「擬物」。 

又稱為比擬、擬化、假擬，是運用聯想把甲事物當作乙事物來描寫的修辭

方式。轉化又分為擬人、擬物、化抽象為具體等三種。 

1. 擬人：當街燈亮起來向村莊道過晚安，夏天的夜就輕輕地來了。（楊喚

＼夏夜） 

2. 擬物：一大張河床孵出多少圓渾的希望！（余光中＼車過枋寮） 

3. 化抽象為具體：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朱

自清＼匆匆） 

（二）舉例 

1.只有夜風還醒著，從竹林裡跑出來，跟著提燈的螢火蟲，在美麗的夏夜裡

愉快地旅行。（楊喚<夏夜>） 

2.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陳之藩<謝天

>） 

 

 

 

試分析下列轉化修辭的用法： 

1. 太陽的臉紅起來了。(朱自清 春) ──(擬人化) 

2. 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 ──(擬人化) 

3. 自從我把書桌從前面的房間移到後面之後，才幾天，我就發覺我的

頭    腦裡裝了許多新的時鐘。(陳黎 聲音鐘) ── (擬物化) 

4. 就像阿公和阿媽，為阿爸「織就」了一生綿長而細密的「呵護」。(吳

晟 負荷) ──(形象化) 

5. 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 「偷

嘗」了不少。(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 ──(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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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四）、摹寫 

（一）定義 

透過感官，將對於各種事物的感受，具體的加以描述形容，稱作「摹寫」。

它可使讀者產生鮮明的印象，引起共鳴。一般分為視覺摹寫、聽覺摹寫、味覺

摹寫、嗅覺摹寫、觸覺摹寫。 

運用摹寫時，最好是作綜合性的摹擬，而非單就某一感官加以描摹。而且

若能結合其他修辭（如：擬人、譬喻、誇飾、……），也可使文字更靈活、意

象更鮮明。 

（二）舉例 

1.視覺摹寫：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

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       （劉鶚<大明湖>） 

2.聽覺摹寫：黎明時，窗外是一片鳥囀，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

啼的烏鴉 。那一片聲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聲長叫，包括著六、

七個音階；有的只是一個聲音，圓潤而不覺其單調；有時是獨奏，有時是

合唱，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          （梁實秋<鳥>） 

3.嗅覺摹寫：風裡帶來些新翻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朱

自清<春>） 

4.味覺摹寫：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余光中<車過枋寮>） 

 

 

試分析下列各句為何種摹寫？ 

1. 沒有月光的晚上，這條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

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視覺） 

2. 碼頭上的三姑六婆們，老是說不完的廢話，深更半夜還吱吱喳喳。

～（聽覺） 

3. 霧水和著松脂氣息，涼涼、香香的空氣，一下進入我的心田之中，

精神為之一振。～（嗅覺） 

4. 北平尋常提到江蘇菜，總想著是甜甜的、膩膩的。～（味覺） 

5. 山路上的野草濕鹿鹿的，滿沾著昨夜的露水，石頭也像剛從河溝撈

起來似的。～（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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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五）、引用 

（一）定義 

語文中，引用別人的話語，或詩詞、俗諺、典故等的修辭方式。使用這種

修辭法，目的在利用一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和對大眾約定俗成意見的尊重，以

加強自己言論的說服力，也可以使語文精鍊。 

1.可分為明引、暗引兩類。 

明引：指明所引文句出處。例如：「故邵子云：『一生之計在於勤』。言雖近，

而旨則遠矣。」（李文炤＼勤訓） 

暗引：不指明出處，融入語文中者。例如：人的生活不可過的過分安逸，否

則就會「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了！ 

2.原則：（1）引用內容要精確。 

（2）必須訴諸合理的權威。  

  （二）舉例 

1.鳥的身軀都是玲瓏飽滿的，細瘦而不乾癟，豐腴而不臃腫，真是減一分則

太瘦，增一分則太肥那樣地穠纖合度。（梁實秋<鳥>） 

2.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3.梅花尼有一首小詩，是最能表示這種「青鳥」，也就是「真寶」只在家中

就可獲得：「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

頭已十分。」（陳火泉<青鳥就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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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是亂世中的不治之症 時而春望時而秋興 時而寒顫時而悲吟 

花的傷痛從蕊開始 淚 濺溼不了 淚中的火  

恨 習慣無言 而且不是 別的任何暗喻或手勢所能表達  

鳥雀啁啾只不過是一隻蟲子驚叫的回聲  

驚叫其實無濟於事 心鎖早已灌了鉛 

 以上是詩人洛夫的一首「隱題詩」，內容是化用了杜甫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請找出其中所引之詩句，填入下列表格： 

 原詩 引詩 

花的傷痛從蕊開始，淚／濺溼不了／淚中的火   感時花濺淚 

恨，習慣無言而且不是／別的任何暗喻或手勢所能表達／

鳥雀啁啾只不過是一隻蟲子驚叫的回聲 

 恨別鳥驚心 

 

 

功法（六）、排比 

（一）定義 

用二句（含）以上結構相似的句法，接二連三地表達同範圍、同性質的修

辭法。使用排比修辭可以加深作者的情感或思想，加強文章氣勢的效果，並使

文章富有節奏感。 

（二）舉例 

1.蝴蝶和蜜蜂們帶著花朵的蜜糖回家了，羊隊和牛群告別了田野回家了，火

紅的太陽也滾著火輪子回家了。（楊喚<夏夜>） 

2.牛群在原野上狂奔，羊群在哀哀慘叫，樹木在盡力縮矮，哪個敢把手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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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頭伸得最長，定立時被劈殺。（陳冠學<西北雨>） 

3.有的曳著長長的尾巴，有的翹著尖尖的長喙，有的是胸襟上帶著一塊照眼

的顏色，有的是飛起來的時候才閃露一下斑斕的花彩。（梁實秋<鳥>） 

4.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 

5.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

霍霍向豬羊。（佚名<木蘭詩>） 

 

 

 

找出流行歌詞中的排比句，填入表格中 

 歌詞 排比 

原來  作詞：張思爾、林秋離 作曲：林俊傑  

街燈絆住我眼前 下一步  

拉長的影子 嘲弄的回顧  

電話亭仍留著你的話  

一句話掉一滴淚  

今晚的我會是如何入睡  

原來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沒有情緒  

原來最殘忍的畫面可以甜言蜜語  

我 不懂得如何更愛你  

影子諷刺地跟著我難分難離  

原來最孤單的是我還是那麼想你  

原來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對自己  

你 收的乾淨  

我也會 不留一點痕跡 

1. 拉長的影子 嘲

弄的回顧 

2. 原來最疼痛的

表情竟是沒有

情緒  

原來最殘忍的

畫面可以甜言

蜜語 

3. 原來最孤單的

是我還是那麼

想你  

原來最悲哀的

是我不能面對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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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七）、雙關 

（一）定義 

利用詞語的多義或同音的條件，使一個字詞或語句同時兼有兩種意義，就

稱為「雙關」。善用雙關，可使情感的表達更含蓄、語意更幽默。常用雙關可

分為字音雙關、詞義雙關。 

字音雙關：指一個字除了它本身代表的意義外，又兼含另一個音同或音似的字

義。 

詞義雙關：用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句話，兼顧兩種不同情景。 

可分為諧音雙關（最廣為運用）、諧義雙關等。 

※字音雙關、詞義雙關的區別 

字音雙關 字變音同或音似 

詞義雙關 義變詞不變 

（二）舉例 

1.字音雙關：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胡適<母

親的教誨>） 

2.詞義雙關：中華隊大敗荷蘭隊，報上稱說：「請吃『荷包蛋』」。 

 

 

請說明下列各句，採用何種雙關修辭？ 

1.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字音雙關） 

2. 被指為與黑金掛鉤的候選人，連忙召開記者會替自己辯「白」。～（詞

義雙關） 

3. 經理提出男職員全部輪值夜班的草案，果然引起「公」憤。（詞義雙關） 

4.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米廣告 （詞義雙關） 

5. 曲線窈宨非夢事─瘦身廣告 （字音雙關） 

6. 輕輕鬆鬆話加長  ─電信廣告 （字音雙關） 

7. 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乾淨  ─刮鬍刀廣告（詞義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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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八）、設問 

（一）定義 

何謂設問：講話行文時，有意將敘述語句改成問句，目的在使人思考，加

深印象。而為了提起下文引起別人注意而提出問題，接著自己作答或者只問不

答的修辭方式。 

可分為：提問、激問、疑問三種。 

1. 提問：在提出問句後，接著便說出答案句。 

例如：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論語＼八佾篇） 

2. 激問：答案就在問題的反面。 

例如：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彭端淑＼為學一首示子姪） 

3. 疑問：只有問題，而無答案。 

例如：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二）舉例 

1. 祖父每年在風裡雨裡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裡飯裡的自苦，他們明明知

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陳之

藩<謝天>）～疑問 

2.小屋點綴了山，什麼來點綴小屋呢？那是樹。（李樂薇<我的空中樓閣>）

～提問 

3. 我心裡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

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朱自清<背影>）～激問 

4. 如果他能從這扇門望見日出的美景，你又何必要求他走向那扇窗去聆聽

鳥鳴呢？（宋晶宜<雅量>）～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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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依上述的句型描述，分析下列各例句的設問題型: (A) 疑問 (B) 激問(C) 提

問 

1. 你有沒有像張德培一樣，將他年輕的火花「迸射」出來? (劉墉 英雄出少年)

～（Ａ） 

2. 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吳敬梓 王冕的少年時代) ～

（Ｂ） 

3. 你聽說過:「強摘的果子不甜。」這句話嗎?(琹涵 酸橘子)～（Ａ）  

4. 獨自佇立在海灘，心中感觸何止萬千? (韓韓 我們只有那一片沙)～（Ｂ） 

5. 若問人世間最易得、最管用、最可人的東西是什麼?我要說，那就是藉口。(亮

軒 藉口) ～（Ｃ） 

6. 想牧神，多毛又多鬚，在哪一株甘蔗下午睡?(余光中 車過枋寮) ～（Ａ） 

7.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白居易 慈烏夜啼) ～（Ａ） 

8.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 ～（Ａ） 

9. 看花兒跌落時是否摔疼了?檢查小草又長高幾分?～（Ａ）  

10.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劉義

慶 世說新語）～ （Ｃ） 

 

 

功法（九）、誇飾 

（一）定義 

以語出驚人的誇大方式對事物作描述，使讀者對於所說明的事物能印象深

刻，在使用時宜出於情感的真實流露，避免使人誤以為真。 

從誇飾的方式而言，分為以下：  

1. 擴大誇飾（積極）。例如：那種沁涼暢快的感覺，足以將豔陽溶化掉。（古

蒙仁＼吃冰的滋味） 

2. 縮小誇飾（消極）。例如：我更長于永恆（擴大），小于一粒微塵。（鄭

愁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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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前誇飾。我前一秒才見到你在車站，怎麼下一秒你就已經回到家了？ 

★小叮嚀：從誇飾渲染的方向來看，有的渲染的方向是往上擴增的，也有向下縮

減的，所以有擴升（放大）誇飾和縮降（縮小） 

   一、擴升（放大）誇飾：把所要描寫事物的特性，放大再放大。 

   例：1. 多喝克寧，你會長得像大樹一樣高喔！（奶粉廣告）  

       2.雀斑就跟餅上的芝麻那麼多。（月光餅） 

 二、縮降（縮小）誇飾：把所要描寫事物的特性，縮小再縮小。 

例：1.天底下最寂寞的人。（心囚） 

      2.教室裡靜悄悄的，連一根針掉下來的聲音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二）舉例 

1.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   

2.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吳敬梓<王冕的少

年時代>） 

3.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吳均<與宋元思書>） 

 

 

 

試指出下列的句子，使用的是哪一種的誇飾法？ 

 A1.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白居易 賦得古原草送別）  

  C  2.女大十八變，變張觀音面。（琦君 月光餅） 

   E 3.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羅隱 蜜蜂） 

  E  4.春宵一刻值千金。（蘇軾 春宵） 

   E 5.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杜牧 江南春） 

   C 6.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 春日） 

 參考選項 

Ａ空間的誇飾  B時間的誇飾  C物象的誇飾  D人情的誇飾  E數量的誇飾  F

速度的誇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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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對偶 

（一）定義 

對偶中上下兩句，或一句中的兩個詞語，詞性相同、字數相等、結構相似，

有時還講究平仄相對的一種修辭法。 

 ※ 對偶的種類（對偶可從「平仄對仗上」分類；也可依「句型的不同」分類。） 

 一、從平仄對仗上分類： 

   （一）平仄未相對的稱為「寬對」，一般古詩中的對句多屬寬對。 

   （二）平仄相對的叫「嚴對」，如律詩的第二聯（頷聯）、第三聯（頸聯）必 

用嚴對。 

二、依句型的不同分類： 

   （一）句中對：又叫「當句對」，指同一句中，上下兩個語詞相對仗。 

   例： 

      1. 風平 浪靜。 (「風平」對「浪靜」) 

      2. 白雲 蒼狗。(「白雲」對「蒼狗」) 

 （二）單句對：上下兩個句子互相對仗。亦即詞性相同、字數相等、結

構相似，嚴格的還要求平仄相對。例： 

      1.「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王之渙登鸛雀樓） 

      2.「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木蘭詩）       

（三）隔句對：又叫「雙句對」、「扇對」、「扇面對」，以四句為一單位，有兩組

對偶。第一、三句對仗；第二、四句對仗。   

例 ： 1.「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吳均與宋元思書）  

      2.「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天下可笑之人。」（彌勒

殿聯） 

（四）鼎足對：三句間彼此相對。    

例：  1.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2.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 

（五）長偶對：又叫「長對」，與隔句對的結構其實相同，只不過長偶對是超過

四句的對仗。（至少六句以上，六句中有三組對偶。） 

  例：「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顧憲成無錫東林書院楹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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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例 

1.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佚名<木蘭詩>） 

2.甘食褕衣（李文炤<勤訓>） 

3.過了下午，「乍暖還寒」，「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就更加豐富了。（陳黎<聲

音鐘>） 

 

◎小叮嚀： 

（一）對偶與排比有什麼不同？ 

答：對偶嚴格要求對句中的字數相同、結構相同、句法相似、甚至平仄相對、詞

性相同或意義相關。而排比則不拘；在句樹上對偶為兩句，排比則為二句或以上。 

（二）對偶與映襯有什麼不同？ 

答：對偶著重在語言結構的相對，映襯則重視語言結構裡意義的對比。 

請看以下表解----- 

對偶 映襯 

正對 上下句意義相同。 對襯 兩件事、兩觀點。 

反對 上下句意義相反 反襯 一件事相反觀點。 

串對 上下句意義相連。 雙襯 一件事，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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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句子後，寫出句中具有對偶關係的字詞。 

  原句 對偶 

1.此時風平浪靜，天和海是同樣顏色。（吳

宏一 故園心） 

 風平－浪靜 

2.白雲蒼狗，故交舊知，天各一方，生死

未卜。（丁穎 南窗小札） 

 白雲－蒼狗、故交－舊知 

3.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 漢江

臨眺）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4.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李

商隱 二月二日） 

 花鬚－柳眼、紫蝶－黃蜂 

 

功法（十一）、映襯 

（一）定義：將兩種相反或相對的詞彙或句子，擺在一起，相互比較對照，突

顯主題。在語文中，把不同的，特別是相反的觀念或事實，對列起來，

兩相比較，使其意義更明顯。 

例如：「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

自己。」（陳之藩＼謝天） 

「敗草裡的鮮花」（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可分為： 

正襯－兩件事物相關相似，互相襯托。 

反襯－一件事物，兩種對立的觀點或矛盾辭語的描述。 

對襯－－兩件事相反觀點的映襯 

（二）舉例 

1.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陳之藩<謝天>） 

2.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周敦頤<

愛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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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感覺興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閒，卻是那鳥的苦悶。（梁實秋<鳥>） 

4.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剩

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羅貫中<空城計>） 

 

 

試找出下列各句中使用映襯修辭的部分？ 

1. 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於小人。歐陽修縱囚論～（信義－刑戮；君子－

小人） 

2. 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出師表～（親－遠；賢臣－小人） 

3. 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胡適社會的不朽論～（小我－大我；

有死－永遠不死） 

4. 我不能改變身分證上的年齡，但可以改變看起來的年齡。─保養品廣告 

～（不能改變－可以改變；身分證上的年齡－看起來的年齡） 

5.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手錶廣告 ～（不在乎－只在乎；

天長地久－曾經擁有） 

6. 它傻瓜，你聰明  ─軟片廣告 ～（傻瓜－聰明） 

7. 把掌聲獻給無聲的奉獻者  ─冷氣機廣告～（掌聲－無聲） 

8. 沒有感覺，就是最好的感覺  ─生理清潔用品～（沒有感覺－最好的感

覺） 

 

十二、借代 

（一）定義 

在說話或寫作時，放棄本來的詞語，而找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關係的人、事、

物詞語來替代即是借代修辭。此所謂的關係通常是指特徵標誌、所在所屬、作

者產地、資料工具、部分全體、特定普通、具體抽象、原因結果等。 

借代修辭能讓原本平凡的文句變得更特別，令人有新穎之感受，甚至能表

現出原本事物的特色，使之更具體。 

 

◎借代與譬喻之別--譬喻是兩種不同類的事物有相似點，借代則是兩者之間雖

無類似點，但通常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如部份全體、特徵或標記、產地與產物

等等。   

（二）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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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唯「陛下」察之（司馬遷<張釋之執法>）──以陛下借代為皇帝。 

【說明】陛是古代宮殿的最高階，天子坐以聽政之處，古代人臣欲上奏時，

得站在此階之下，故以此借代為君王。 

2.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劉禹錫<陋室銘>）──以絲竹借

代為音樂；案牘借代為文書 

【說明】絲是弦樂器，竹是管樂器，故借代為音樂（以事物的資料或工具借

代為事物）。案是桌子，牘則是書寫的木片，故借代為公文文書。（以

事物的資料或工具借代為事物） 

3.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以帆借代為船 

【說明】以船上的帆借代船的全體。（以部分借代全體） 

4.酣「觴」賦詩，以樂其志（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觴借代為酒 

【說明】觴本義為酒杯，在此借代為酒。（以事物的資料或工具借代為事物） 

5.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以清淺借代為康河 

【說明】康河的河水是清淺的，所以用清淺借代為康河（以抽象借代具體） 

◎借代 VS 象徵 

象徵：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事物，不直接予以說明，而透過某種意象

的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叫做「象徵」。 

例如：琴涵在「酸橘子」一文中，以「酸橘子」象徵「青少年未成熟的愛情觀」。 

 

 

寫出下列「」中所借代之物 

1. 「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陶潛桃花源記（老人、小孩） 

2.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氣歌并序（史冊） 

3.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禮記檀弓選（武器、國家） 

4. 私家收拾，半付「祝融」。～連橫台灣通史序（火災） 

5.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蘇軾赤壁賦（船） 

6.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范仲淹岳陽樓記（魚） 

7. 大人送「孫中山」，我送妳元本山，祝妳美麗如山 。～海苔廣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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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十三）、層遞 

（一）定義 

所要敘述的事物有兩個以上，而這些事物有有大小輕重等比例，而起比例，

以「漸次遞進」或「漸次遞退」的方式，逐層排列，稱為「層遞」。 

◎層遞的作用 

層遞的作用在使語意環環緊扣，步步深入，形成一種「漸層美」。用 

來說理，可以使道理闡發得一層比一層深入，增強語言的說服力；用 

來抒情，可以使情感表達得一步比一步強烈，增強語言的感染力。 

 ◎層遞的類別： 

 一、遞升－按由小到大、由小到多、由低到高、由淺到深、由窄到寬等次序排

列的，叫做「遞升」，又稱「階升」。例：  

   1.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

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張潮幽夢影）  

   2.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  

 二、遞降－與遞升相反，按由大到小、由多到少、由高到低、由深 

到淺、由寬到窄等次序排列的，叫做「遞降」，又稱「階降」。例： 

    1.從此以後，越唱越低，越低越細，那聲音漸漸地就聽不見了。(劉鶚明湖

居聽書) 

    2.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二）舉例 

1.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

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佚名<木

蘭詩>） 

【說明】以「爺孃」作為出發點，距離漸次拉遠到「黃河邊」、「黑山頭」，

到此已然具備「層遞」的形式與效果。但是這段文字並不只是寫出

「距離父母越來越遠」而已，我們可以從「早上才告別此處，晚上

便已到達另一處」的類疊句式，讀出部隊推進迅速，彰顯軍情緊急

；再從「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的類疊句式，體會到「距離

越遠，思念更深」的情感。 

2.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

一生之計在於勤。」言雖近而旨則遠矣。（李文炤<勤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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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章中為了強調「勤」的重要，特地引用古人名言來支持自己的論

點；從寫作技巧來看，這才是這段話運用修辭的重點：引用得適切

，才會產生正面增強的效果。所以古人名言本身，從「一日」、「

一歲」到「一生」，除了以層遞的形式突顯出文章所需的「勤勞很

重要」的論點之外，也兼具了「形式優美」與「言簡意賅」的特色

。 

3.大禹之聖，且惜寸陰；陶侃之賢，且惜分陰；又況賢聖不若彼者乎？ 

（李文炤<勤訓>） 

【說明】這是一個兼具「漸次遞進」與「漸次遞退」的例子。 

（1）「大禹」（聖人）→「陶侃」（賢人）→「比不上古聖先賢的人

」（凡夫俗子）這是「資質」的「漸次遞退」。 

（2）「惜寸陰」→「惜分陰」→更要珍惜比「分陰」更細小的光陰

。這是「惜時」的「漸次遞進」。這裡第三個分句「又況賢聖

不若彼者乎」，與前面兩組分句的直述不同，改以「設問」來

變換句式，避免單調，更進而強化論說的氣勢，這也是學習層

遞修辭，應該掌握到的觀念與技巧。 

4.但是運動的精義，還不只此。它更有道德的意義，這意義就是在運動場上

養成人生的正大態度、政治的光明修養，以陶鑄優良的民族性。這就是我

所謂「運動家的風度」。（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 

【說明】這是論述層面的「漸次遞進」。從自己的人生，到政治社會，最後

擴及整個民族的良窳。跟上一例一樣，三個分句的遞進次序井然，

而第三個分句與前面兩個分句的句式不同，當文意從小我論述到大

我的最高層面時，第三個分句剛好做一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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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試身手 

 

 

 

 

試判讀下列的句子，使用的是哪一種層遞的修辭，將正確的答案，填

入空格中。 

（ｅ）1.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

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漢 樂府﹚ 

（ｈ）2.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 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顧

愷之 四時詠﹚ 

（ａ）3.人有沉默是金的時候，有沉默不是金的時候，更有沉默會招

來災禍的時候，不可不察！﹙謝鵬雄 誰敢不說話﹚ 

（ｇ）4.話多不如話少，話多不如話好﹙俗諺﹚ 

（ａ）5.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 

（ｅ）6.你問淡水河到底有多長？河有多長，彷彿就牽動著感情有多

長。河有多長，似乎就也注定著夢想有多長！ ﹙劉還月 你問淡水河

到底有多長﹚  

 參考選項 

ａ深淺  ｂ高低 ｃ大小 ｄ輕重 ｅ遠近  

ｆ長短  ｇ多少  ｈ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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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十四）、倒反 

（一）定義 

言辭本身和作者內心真正的想法相反。言詞的「反意」與內心的「真意」

或事情的「真相」對照之下，能發揮幽默、嘲諷、反省等作用，重在自我檢討

或使對方能深切反省，並能瞭解隱藏在文字背後的真意。 

（二）舉例 

1.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朱自

清<背影>） 

2.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朱自清<背影>） 

【說明】例 1.2表面上說自己聰明，其實是想表達自己那時實在太愚昧。 

3.籠裡的鳥更不用說，常年地關在柵欄裡，飲啄倒是方便，冬天還有遮風的

棉罩，十分地「優待」。（梁實秋<鳥>）  

【說明】表面上說是優待，其實是在寫人類限制鳥類自由的虐待行為。 

◎小叮嚀：倒反、映襯的區別 

倒反法是強調言語表面和作者內心真意「相反」的修辭法。 

映襯法則是把相反觀念或事實兩相比較，並非和作者內心真意相反。 

 

◎ 轉化與譬喻的區別 

    轉化與譬喻有些相似，「譬喻」就兩件不同事物的「相似點」著筆，是

觀念「內容」的修整；「轉化」就兩件不同事物的「可變處」著筆，是

觀念「形態」的改變。如：「愛情就像鳥兒飛走了」──這是就愛情離

開與鳥兒飛走間的相似點著筆，是譬喻法；而「愛情的鳥兒飛走了。」

──就愛情與鳥兒的可變處著筆，是轉化法。 

 

◎ 層遞、排比的聯繫和區別 

 （1）構成特點：它們的構成一般都是三個以上的語句，結構整齊、氣勢通貫。 

 （2）語意內容：「層遞」的內容要逐層排列，各層意思之間的表現是步步深入，

是階梯式的。 

     「排比」的內容沒有層遞性，各項之間則是平列關係，是流水式的。 

 （3）字數結構：「排比」要求字數相當，結構相似。「層遞」則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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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偶、映襯、排比、層遞的區別 

   對偶、映襯、排比、層遞，彼此形貌相近，猶如孿生兄弟，然而細加審視，

各有不同 的特徵，分別在章句上各顯精采。以「金錢」 

   分別造句如下： 

（1） 對偶：「錢財如糞土，仁義值金錢。」 

（2） 映襯：「金錢是個可怕的主人，但也是極佳的僕人。」 

（3） 排比：「錢財如糞土，名位若浮雲，仁義值金錢。」 

（4） 層遞：「有錢不如有閒，有閒不如有情有義。」 

 

 

 

試找出使用倒反修辭的句子： 

A. 這類散文，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驚人的。 

B. 魚都很小，不及一隻食指之大，在清水卵石間緩緩移動 

C. 太陽已冷，星月已冷，太平洋的浪被砲火煮開也都冷了 

D. 「就為等你這孝順的好兒子。」娘的聲音很不自然。 

E. 臉好油，油到簡直可以煎蛋了。 

 

答案：A、D 

 

 

 

 

功法（十五）、感嘆 

（一）定義 

感歎: 當遇到令自己歡喜、憤怒、悲傷、驚訝、快樂，或是厭惡的人、事、物，

在寫作時，以表露情感的呼聲，來強調內心情感的修辭法，就叫做感嘆。這種修

辭法多用於感情強烈，必須一吐為快的時候，不可硬性添加，否則會失去感人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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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舉例 

1. 感傷  

例：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朱自清 背影）  

例：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朱自清 背影）  

2. 驚訝  

例：唉呀！天底下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呢！  

例：唉唷！你怎麼會收取不正當的財物呢！  

3. 憤怒  

例：嘿！你簡直是自尋死路啊！  

例：哼！我死也不會做你的走狗！別做白日夢了！  

例：呸！真是胡說八道！  

4. 讚美  

例：啊！真是夠義氣的好朋友！  

例：美麗的夏夜呀!涼爽的夏夜呀!(楊喚 夏夜) 

 

 

 

 

請從「參考選項」中選出下列感歎句中所表達的情緒：（感嘆練習） 

1. 請讓我也能留下一些令人珍惜、令人驚嘆的東西來吧!(席慕蓉貝

殼)  

2. 是捨不得拿去和別人交換的寶貝啊! (席慕蓉貝殼)  

3.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陶潛五柳先生傳)  

4. 我已不虛此生!(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  

5.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  

6. 書中天地何其寬廣!  

7. 煩欸!-你說夠了沒有。  

8. 哇!沒有見過行徑這麼奇特的颱風!  

9. 啊!多麼奇異的感受!  

10.這次地鐵事故又是恐怖組織幹的好事，真是可惡!  

    參考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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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滿足(B)讚歎(C)厭惡(D)悲傷(E)驚訝(F)憤怒(G)期待 

 

 

 

 

三、知己知彼: 歷屆基測試題 

 1. (B)「昨天摔一跤，今天掉錢包，什麼好事全讓我碰上了！」這句話裡的「好

事」，其實是指「倒楣事」，這是一種「倒反」的修辭法。下列何者也

使用相同的修辭法？(9801) 

(A)他雖然家財萬貫卻一毛不拔，大家都叫他「富甲一方的鐵公雞」 

(B)即使經理打個噴嚏，課長都認為是天籟，如此奉承，真是超凡入聖 

(C)溫暖的家庭就像暴風雨中的避風港，破碎的家庭卻像避風港中的暴風雨 

(D)小胖說：「只要努力再努力，即使我這胖胖的身軀也可擠進成功的窄門。」 

解析：（Ａ）借代（Ｃ）映襯（Ｄ）諧義雙關 

 

2.(A)「孤帆遠影碧山盡」句中以「帆」來代稱船，這樣的修辭法叫做「借代」。

下列句子「」中的語詞，何者也屬於這種修辭法？(9702) 

(A)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B)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C)「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D)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解析： 修辭法分析，「借代」是借用相關的事物來代替所要表達事物的修辭。 

(A)「軒冕」借指官位爵祿或顯貴的人。 

3.(C)「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   。   ，   。   ，

萬里送行舟。」這是李白的〈渡荊門送別〉，依律詩中間兩聯必須對仗、偶

數句必須押韻的格律，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排序？(9702) 

(A)月下飛天鏡／江入大荒流／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 

(B)江入大荒流／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月下飛天鏡 

(C)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 

(D)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江入大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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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押韻的判斷與「對仗」修辭的認識，「對仗」需平仄相反、詞性相對。本

詩押韻字為「遊、流、樓、舟」，「山隨平野盡」與「江入大荒流」對仗，

「月下飛天鏡」與「雲生結海樓」對仗。本詩是李白描繪祖國壯麗河山著

名的詩篇之一。 

4.(A)為了讓文句更加活潑生動，可以使用「諧音借義」，如「禿子打傘──無法

無天」的「法」是「髮」的諧音。下列歇後語，何者用法相同？(9702) 

(A)馬棚裡伸腿──出題 

(B)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C)麻繩拴豆腐──甭提了 

(D)閻王出告示──鬼話連篇 

解析： (A)出題(蹄)諧音。(B) (C) (D)是意義雙關 

 

5.(B)「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句中以人的動作──「不語」來描

述「花」，是將花擬作人的修辭技巧。下列何者也使用了這種技巧？(9701) 

(A)你說我像詩意的雨點，輕輕地飄上你的紅靨 

(B)我失眠，唯一能在黑暗中撫養我長大的夢拋棄了我 

(C)古人從遙遠的陰暗中走出，走成一部稀世珍貴的石刻史書 

(D)蒼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尋尋覓覓常相守是我的腳步 

解析：（Ａ）形象化（Ｃ）擬物化（Ｄ）形象化 

 

6. (C)「像牙醫的螺旋電器，直挫進靈魂的深處」，句中以螺旋電器鑽牙的實際

經驗來描繪心靈深切的痛楚，下列何者也使用了這種以實擬虛的技巧？

(9802) 

  (A)西天的殘月彷彿一片薄冰，慢慢地溶化在雲霧裡 

  (B)整個村子都入睡了，沉浸在他們與世無爭的夢中 

  (C)他的批評像一把利劍，無情地刺穿我脆弱的尊嚴 

 (D)那串含苞待放的蓓蕾，怯生生的在瓶中陷於沉思 

 

7. （Ａ）「沒沒無蚊的奉獻」這則電蚊香廣告用語，是借用「沒沒無聞」的諧

音來引起消費者注意，下列何者也使用同樣的表達方式？（9402） 

(A)近扇近美──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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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別讓你的權利睡著了──消基會 

(C)說來說去，說不出我的手掌心──手機 

(D)今日吃選票，明日吃鈔票──政黨選舉文宣。 

解析：（A）近扇近美為「盡善盡美」的諧音運用。 

 

8.（C）下列詩句，何者含有懷古傷今的情懷？(9601) 

  (A)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B)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C)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D)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解析：（ｃ）選項描寫：曾經是如花女侍滿宮殿的旖旎風光，如今落得只剩鷓鴣

在殘破的宮殿飛舞，有懷古傷今的感慨。 

 

9. （Ａ）「對偶」的作用在使文章形式工整，音調和諧。下列選項。何者是「四

時可愛唯春日」的對句？(9402) 

(A)一事能狂便少年 

(B)五陵無樹起秋風 

(C)九華帳裡夢魂驚 

(D)萬里歸心對月明 

解析：「四時可愛為春日」的詞構為：數字（四）＋名（時）＋形（可愛）＋繫

（為）＋名（春日） 

平仄：│─││─ ─│ 

按照「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原則，選（A）為佳。 

 

10. (B)下列文句所用的描述筆法，何者含有最濃厚的主觀想像成分？(9901) 

  (A)放眼望去，老舊的城牆磚縫裡，蔓生許多藤蘿與雜草 

  (B)寂寞街燈的星芒，化作展翅的天使，迎接著夜歸的我 

  (C)溪邊一棵苦楝樹上，一隻畫眉正引吭高唱，鳴聲響遍四野 

  (D)高腳玻璃杯托住一球細勻結實的冰淇淋，透著鮮嫩的色 

解析：（Ｂ）選項，將光芒擬人化，為主觀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