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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5B_E5_90_8

C_E6_AD_A5_E8_AF_BE_c65_106570.htm 反复是作者在文章

中为了强调某个意思、突出某种感情、加深读者印象而有意

重复某些词语或句子的一种修辞方法。在鲁迅先生的不朽名

篇《记念刘和珍君》中，作者为了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

遇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揭露反动军阀的凶残

卑劣及其走狗文 人的阴险无耻，激励人们牢记这次惨案，继

续战斗，就有意识地运用了这种“反复”的修辞手法。 (一) 

①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

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②我们还在这样的世

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③离三月十八日

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

东西的必要了。  以上加点的三句话分别出现于文章的一、二

两节中，表成一组明显的反复句。作者为什么要在这短短的

两节运用这些字面上几乎完全相同的句子呢? 我们不妨联系上

下文来看一看，第一句很显然是承接程君的请求而言的。“

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而且在生活的艰难中又

“毅然预定了《莽原》的全年”，这说明刘和珍有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的坚强意志，也说明刘和珍不仅是作者的学生，

更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战友。现在她“为了中国而死了”，作

者自然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哀思的悼念。

这也正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句是针对这“似

人非人的世界”而言的，作者要“写一点东西”揭去“许多

东西的人相”，让人们清醒地知道，“所住的并非人间”，



使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早日到尽头，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也是作者为生者而写的最大心愿；第三句是针对“忘却的救

世主快要降临”而言的，即针对“庸人”们而言的。作者要

提醒人们，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烈士的鲜血。 可见，这三

句话虽然在字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反复的运用中，其意义

却在逐层加深，最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写本文的主旨；悼念

烈士、揭露敌人、激励生者。 (二)来源：www.examda.com ①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 ②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来源

：www.examda.com ③呜呼，我说不出话。 为了悼念烈士，揭

露敌人，激励生者，作才反复强调“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然而“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

吸视听”，“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

忍闻”面对反动军阀的凶残卑劣及其走狗文人的阴险无耻，

作者“已经出离愤怒了”。分别出现于文章第一、四、七节

中的①②③这三句意义相近的话语，正是作者内心对敌人愤

懑之极的表现。这三句话，在句式上虽各有不同，但在语气

上却一句比一句强烈，既层层深入地表现了作者悲愤的情绪

，同时又使文章在结构上显得严谨周密一脉贯通。 (三)来源

：www.examda.com ①强拖出校之后⋯⋯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

联合起来⋯⋯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②待到偏安

于宗帽胡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③况且始

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④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

己的尸骸为证。 ⑤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以在微漠

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蔼的旧影。 从《记念刘和珍君》的写作

目的来看，它显然不是一般的纪念文章，也不详写刘和珍的



生平，便作为写人的记叙文，为了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作

者也刻意对人物进行了刻画描写。本文对刘和珍的外貌描写

，抓住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特征，并在全文中

多达五次强调这个特征。这样反复渲染其外貌特征的作用有

三个： 一、突出刘和珍和蔼、亲切、乐观、坚毅的性格特点

。 二、表达作者对于刘和珍之死的痛惜之情。 三、加强揭露

、控诉敌人的力量。来源：www.examda.com 在这里，反复无

疑在表现人物形象和揭示中心思想方面起到了强调、突出的

作用。 通观《记念刘和珍君》全文，可谓强烈的悲愤一以贯

之，正如许广平所说，这篇文章“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

写出了心坎里的同声一哭”，而这强烈的一字一泪的悲愤之

情，不也正体现在文章中的反复语句中吗?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