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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中文修辞手法多样且概念差异性大，大语言模型对部分修辞手法的认知存在缺陷。
针对该问题，本文研究如何增强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能力，并探究其与修辞识别
性能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提出了乑乁之乁乇框架，此框架首先引入信息分解式学
习思想，通过问答形式检测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缺陷，然后以四种不同的知识组
合方式探究最优信息补充机制，实现了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的增强。本文构建
了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集乍乃乒乓乄和修辞知识库乍乃乒之乂，并在乃乨乡乴乇乐乔临等六个大
语言模型上开展实验研究，验证了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增强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的
有效性以及其各阶段的必要性。结果表明，在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下，六个大语言模
型在多类别修辞识别任务上的性能相较直接回答识别问题的平均乆丱值提高串串丮丱严，优
于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乒乁乇中乂乡乩之乥、乆乥乷中乓乨乯乴丵提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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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修辞识别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旨在探究和理解中文文本中的修辞结构和语义
信息，从而揭示其中的情感、态度和意图，为语言理解、信息检索和文本生成等任务提供更
深层次的支持和指导丨刘广辉丬串丰串串丩。修辞是用于各种文章或应用文在写作时语言表达方法的集
合，在文本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形式灵活、不易量化的特点丨王荣文丨串丰丱丸丩，修辞
识别任务的关键在于对不同修辞手法进行深入理解与认知。通过在海量数据上进行大规模预
训练，大语言模型（乌乡乲乧乥 乌乡乮乧乵乡乧乥 乍乯乤乥乬，乌乌乍）具有了强大的知识表征能力和理解推理能
力丨崔亿萍丬串丰串丳丩。但在特定领域任务中，大语言模型可能缺乏某些对应的专业知识，导致在解
决特定领域问题上表现不佳丨乚乨乡乮乧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丳丩，而且模型的知识幻觉问题也较为突出丨乌乩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临乢丩。因此，本文旨在多类别修辞识别任务上探索如何有效增强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
并探究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和修辞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
修辞认知，指模型对修辞语言概念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能力丨徐盛桓丬串丰丰丸丩。模型的修辞认

知水平与修辞识别能力存在密切相关性，如果模型对某种修辞认知水平较高，其修辞识别能力
可能也会更强丨邱文生丬串丰丱丵丩。传统的识别方法不具备修辞认知能力，将修辞识别任务视为语言
层面的分类问题，主要依赖表层特征进行分类，采用基于统计的方法识别比喻、排比等高频
修辞丨朱晓亮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丱丹主 呼啸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丰丩，对修辞知识缺乏深层次的认知。受限于人工标注成
本，修辞识别任务的训练数据集往往规模有限且数据分布不均衡，导致模型识别高频修辞的能
力高于低频修辞，且由于数据稀缺问题，对通感、顶真等低频修辞缺乏深入的研究。大语言模
型也存在类似问题。通过在小规模修辞语料上测试发现，大语言模型对比喻、排比等高频修辞
手法的认知能力较强，但对反复、顶真等低频上的认知能力则有所不足，由此推测大语言模型
在高低频修辞手法上的理解存在认知级差。图丱展示了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丨乄乡乩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串丩对比喻和顶
真两种修辞的识别情况。可以看到，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对比喻的识别和理解能力比较出色，但对顶
真缺乏基础认知，导致识别效果较差，说明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识别能力仍然是基于训练语料统
计特征，对低频修辞的认知能力有所欠缺。

图 丱为 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对比喻和顶真修辞的识别理解情况

因此，本文深入探究了大语言模型在不同修辞手法上的认知表现，并在序列求解思想的启
发下，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域信息分解式学习的乑乁之乁乇（Q乵乥乳乴乩乯乮 A乮乳乷乥乲乩乮乧 乷乩乴乨 K乮乯乷乬乥乤乧乥
A乵乧乭乥乮乴乥乤 G乥乮乥乲乡乴乩乯乮）框架来增强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能力，缩小大语言模型对于不
同修辞手法的认知差异。在乑乁之乁乇框架中，首先是领域信息认知缺陷检测阶段，该阶段将
测试问题分解成系列子问题，以子问题针对性问答的形式探究大语言模型对特定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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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情况。然后是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该阶段根据前一阶段对子问题的理解情况，
从修辞知识库中为大语言模型动态抽取并补充其基本理解和理解欠缺的修辞知识点。该框
架结合了分解式学习的思想和知识增强生成模型的方式，可以提高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
能力。为验证乑乁之乁乇框架的有效性，本文构建了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集乍乃乒乓乄丨M乵乬乴乩中
乣乡乴乥乧乯乲乹 C乨乩乮乥乳乥 R乨乥乴乯乲乩乣乡乬 S乥乮乴乥乮乣乥 D乡乴乡乳乥乴丩和修辞知识库乍乃乒之乂丨M乵乬乴乩中乣乡乴乥乧乯乲乹 C乨乩乮乥乳乥
R乨乥乴乯乲乩乣乡乬 K乮乯乷乬乥乤乧乥 B乡乳乥丩，并设计了四种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进行实验探究。结果表
明，乑乁之乁乇框架可以有效增强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能够为大语言模型解决复杂认知
问题提供参考。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乑乁之乁乇框架，能够有效增强大语言模
型的修辞认知能力，提高其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性能。第二，构建了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
集乍乃乒乓乄和修辞知识库乍乃乒乓乂，为验证乑乁之乁乇框架的有效性提供了数据基础，也丰富了中
文修辞识别研究领域的语言资源。第三，探究了多个大语言模型在不同修辞手法上的认知表
现，并对各大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大语言模型进一步提升修辞
识别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修辞识别作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重要任务，其目标是理解和分析文本中所使用的修辞手
法，如比喻、比拟、排比等，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早期研究集中在修辞学的理论层面，乍乡乮乮
乡乮乤 乔乨乯乭买乳乯乮 丨丱丹丸丸丩提出了著名的修辞结构理论（乒乓乔），为文本修辞的分析和生成提供了
理论框架。在串丰世纪以后，修辞学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研究者们开始尝试使
用各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自动化识别和分析修辞。传统的修辞识别研究主要依赖于语言规
则和特征提取。例如国外的乐久乇丨乐乡乧乥丬丱丹丶丶丩、义久乁丨乌乡乮乤乡乵乥乲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丰丰丩、久中乲乡乴乥乲丨乁乴乴乡乬乩 乡乮乤
乂乵乲乳乴乥乩乮丬串丰丰临丩系统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统计学等方法进行特征工程并构建分类器对学生作文进
行自动打分；乔乳乶乥乴乫乯乶 乥乴 乡乬丮 丨串丰丱临丩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特征的分类器进行隐喻识别研究。国内学
者刘明杨丨串丰丱丵丩提出利用排比标检验的启发式方法识别排比和比喻；李明峰乡乮乤 贾修一丨串丰丱丸丩则
是采用多分类器集成学习策略进行中文反语识别等。然而，由于修辞的复杂多样性，基于规
则和特征的方法往往面临泛化能力不足的问题。随着深度学习的兴起，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
开始主导修辞识别的研究。长短时记忆（乌乓乔乍）、卷积神经网络（乃乎乎）和递归神经网络
（乒乎乎）等被广泛应用于此任务中丨付瑞吉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丱丸主 石昀东丬串丰丱丹主 赵琳玲丬串丰串丰丩，但测试数据
集规模小，难以覆盖语言的各种变体和复杂构造，限制了修辞识别的准确性和可扩展性。可以
看出，传统修辞识别研究关注重点仍在于如何有效提取不同修辞手法的特征进行分类，缺少从
修辞认知的角度探讨模型是否对修辞手法的深层含义具有理解能力。

具有强大语言分析理解能力的乃乨乡乴乇乐乔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修辞识别任务提供了新
的研究途径。乚乩乥乭乳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临丩在零样本设置下评估大语言模型，发现模型在比喻语言分类上
表现出色。李玲玲乡乮乤 王晓燕丨串丰串丳丩在对传统机器翻译和乃乨乡乴乇乐乔翻译分析对比中发现大语言
模型在隐喻理解层面具备显著优势。蔡越丨串丰串临丩认为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各种修辞手法的
文本，帮助写作者理解和掌握修辞手法。乌乩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临乡丩提出的乓乴乹乬乥乃乨乡乴框架可以从词汇、句
法、修辞手法、修辞目的四个方面增强大语言模型风格化对话生成能力，侧面说明了大语言模
型在理解和应用修辞方面存在潜力。但目前，关注如何利用大语言模型处理修辞识别任务的相
关研究还比较少，缺乏对大语言修辞认识能力和修辞识别性能之间的探究分析。

如何增强大语言模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乚乨乯乵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串丩提出
了乬乥乡乳乴中乴乯中乭乯乳乴 买乲乯乭买乴乩乮乧以解决复杂推理问题，主要思想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一系列
更简单的子问题依次解决，然后用先前解决的子问题的答案来促进当前子问题的解决。乔乲乩乶乥乤乩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串丩在多步骤乑乁任务上，用乃乯乔指导检索，再反过来用检索的结果来改进乃乯乔。乌乩乵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临丩提出的乒乁中义乓乆框架中的问题分解模块则是可将复杂问题拆解为子问题并迭代处理，这
种自反馈机制可以改善大语言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表现。因此，本文将在现有主流的六个大语
言模型上针对比喻、比拟、通感、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夸张、反问，顶真十种常用修辞
开展认知能力测试，并基于序列求解的思想针对其中的不足提出解决方案，旨在有效提高大语
言模型的修辞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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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评评评测测测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建建建设设设

3.1 多多多类类类别别别中中中文文文修修修辞辞辞句句句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MCRSD构构构建建建

修辞数据集是修辞识别任务的基础。目前公开可用的中文修辞数据集有乃乍乃中文比喻
语料库丨乌乩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串乡丩、乃中乓久乍语义评测基准基础修饰知识检测（乓乌乒乆乃）子评测项数据
集0和乃乃乌 串丰串临发布的乜中小学作文修辞识别与理解评测丢任务数据集1。其余未公开数据集多以
语文作文、古代诗歌、高考试卷、中文微博数据集等作为语料来源。现有的数据集语料规模
小，修辞类别不均衡，限制了修辞识别任务的研究，因此建立更全面和更大规模的修辞数据集
对于推动修辞识别任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文修辞手法多样且概念差异大，为建立规模合
理、类别平衡且修辞覆盖性广泛的修辞数据集，探究大语言模型对多种常见修辞手法的认知能
力，本文采用人工标注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集乍乃乒乓乄，构建流程如图串所
示。未来，可以通过人工标注或者机器辅助生成的方式对数据集进行扩充，进一步提高该数据
集的应用价值。

图 串为 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集构建流程

乍乃乒乓乄数据集构建以北京语言大学乂乃乃现代汉语语料库丨荀恩东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丱丶丩、北京大
学乃乃乌语料库丨詹卫东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丱丹丩和乌乩 乥乴 乡乬丮丨串丰串串乢丩构建的乃乌乇乃文采优美段语料库作为基础，
以句为单位进行切分作为待标数据。本次标注招募三名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作为标注员，
标注过程分为标注培训、预标注、正式标注、核对检验四个环节。在标注培训环节，标注员需
要认真学习十种修辞的相关理论，明确标注任务和标注细则，标注过程中如果待标句子不具有
任何修辞手法则标注为乜无修辞丢。培训完成后，每名标注员分配丱丰丰条试标语料进行试标注，标
注准确率达到丹丰严方为合格。在正式标注阶段，管理员每天发放丵丰丰条标注语料，两名标注员进
行独立标注。为确保标注质量，在正式语料中投放丱丰条锚点句，管理员对每日的标注数据进行
整理检查，锚点句标注正确率达到丹丰严以上且两名标注员标注一致的数据则纳入数据集。标注
不一致的数据则发放给第三名标注员进行标注，采用多数投票原则选出句子最终标签，若无法
选出则删除该条语料。持续以上标注过程，直至十种修辞和乜无修辞丢标签均具有丱丰丰丰条标注句
子。最终，通过标注收集到了丱丱丰丰丰条标签句，乍乃乒乓乄数据集的情况如表丱所示。

类类类别别别 数数数量量量 平平平均均均词词词类类类符符符数数数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长长长 平平平均均均实实实词词词数数数 平平平均均均虚虚虚词词词数数数 示示示例例例

比喻 丱丰丰丰 串丰丮丳丵 丳临丮丹丶 丱丶丮丵丰 丶丮临丶 他沉默着，像一个木偶似的站立在林青史的面前。
比拟 丱丰丰丰 丱丶丮丰丹 串丶丮丹丶 丱串丮丱丶 丵丮丳丷 这会儿，你看，小草含着泪珠儿，在泣在愁。
排比 丱丰丰丰 串串丮丱丷 临丸丮丵丱 串丵丮丷丵 丷丮丶串 夏天的夜晚，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美丽，那么凉爽。
夸张 丱丰丰丰 丱丶丮丷丹 串丵丮丶丷 丱串丮丷串 丵丮丱丱 一个芝麻大的官放个屁，到了你们这儿也是丸级地震！
反问 丱丰丰丰 丱临丮丵丰 串串丮丹串 丱丰丮丷丶 临丮丶丰 下回有事谁还敢找你呀！
设问 丱丰丰丰 丱丶丮丷串 丳丰丮丳丶 丱临丮丳丶 丵丮丵串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对偶 丱丰丰丰 丷丮丷丳 丱丳丮丷丰 丷丮串临 丱丮丱丱 无尽波涛归学海，长春花木在词林。
反复 丱丰丰丰 丱串丮丹串 串丳丮丱丵 丱串丮丱丶 丵丮丱丰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通感 丱丰丰丰 丱丶丮丰丳 串丶丮丵丵 丱串丮丳丰 丵丮丱丱 话语消融在拂过的轻风和升起的湿润香气之中。
顶真 丱丰丰丰 丱丰丮丰丰 丱丷丮丶丳 丹丮丶临 串丮丳串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无修辞 丱丰丰丰 丱丵丮丱丳 串临丮丳临 丱丱丮丸丸 临丮丶临 是这样，我回去替你想想办法吧，明天再告诉您，好吗？

表 丱为 乍乃乒乓乄数据集概况

0https://github.com/FlagOpen/FlagEval
1https://github.com/cubenlp/CER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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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丱展示了乍乃乒乓乄数据集中每种标签类别的数量、平均词类符数、平均句长、平均实词
数、平均虚词数和示例。通过分析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乍乃乒乓乄数据集中不同类别的修辞
句子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与差异。例如，排比句的平均词类符数（串串丮丱丷）、平均句长（临丸丮丵丱）
和平均实词数（串丵丮丷丵）相对较高，表明了排比修辞的句子结构相对其他修辞句更加复杂多样。
而对偶句的各项指标数值都相对较低，体现了其简洁对仗的特点。比喻、比拟、夸张、设问和
通感修辞句的平均词类符数都相对较高，分别为串丰丮丳丵、丱丶丮丰丹、丱丶丮丷丹、丱丶丮丷串和丱丶丮丰丳，说明这些
修辞手法倾向于使用复杂语言结构，增强了描述的生动性和多样性。

3.2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评评评测测测集集集组组组成成成与与与测测测试试试

针对乍乃乒乓乄数据集中每条修辞标签句，随机从乜无修辞丢标签句中抽取丳条句子与其组合成
选择题，题目是乜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乘乘修辞手法的句子丢，候选答案包括乁乂乃乄四个
选项，其中包括丱条正确修辞标签句和丳条乜无修辞丢标签句，组建形成了包含丱丰丰丰丰个修辞问题的
评测集。评测集基本统计信息如附录乁表丷所示。选取乃乨乡乴乇乐乔临丨乧买乴中临中丱丱丰丶中买乲乥乶乩乥乷丩丨乁乣乨乩乡乭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丳丩、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丨乧买乴中丳丮丵中乴乵乲乢乯丩、文心一言丨久乒乎义久中乂乯乴中乴乵乲乢乯中丰丹串串丩2、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
丷乂中乃乨乡乴3、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4、乑乷乥乮中丷乂中乃乨乡乴5六种不同的大语言模型进行初步测试，使用准
确率指标来评估大语言模型对修辞手法的认知能力。

图 丳为 不同模型在十种修辞上的平均识别效果 图 临为 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评测示例

图丳展示了六个大语言模型在十种修辞上的平均识别效果。可以看出，大语言模型对十种
修辞的理解存在认知级差。对于排比、比喻等修辞，大语言模型呈现较高的认知水平，其识别
准确率普遍达到丷丰严以上；对于通感、对偶等修辞，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能力一般，识别准
确率在丷丰严至临丰严之间；而对于顶真修辞，大语言模型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其识别准确率仅
在临丰严以下。图临展示了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在测试过程中回答正确和回答错误的示例。可以发现，对
于比喻，模型能够很好地分析出比喻的本体、喻体及语言效果；但对于顶真，模型不能准确理
解该修辞手法的定义或特征，可能的原因是在模型的训练数据中某些修辞出现频率较低，导致
模型受到数据偏差的影响，在这些修辞上的识别表现相对较差。这也说明了大语言模型的修辞
认知能力和其修辞识别性能存在密切相关性，如果大语言模型对某种修辞具有较高的认知能
力，那大语言模型对应的修辞识别性能也会更强。

3.3 多多多类类类别别别中中中文文文修修修辞辞辞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MCRKB构构构建建建

为确保后续为大语言模型补充领域信息的规范性和针对性，有效增强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
能力，本文参考陈望道丨串丰丰丸丩、骆小所丨串丰丱丰丩和谭汝为丨串丰串丳丩等人提出的修辞理论并结合多个知
识来源构建了包括比喻、比拟、排比、夸张、设问、反问、对偶、反复、通感、顶真十种修辞
手法的修辞知识库乍乃乒之乂，其中每类修辞的领域信息划分为定义、特征、变体特征、分析方

2https://yiyan.baidu.com/welcome
3https://www.baichuan-ai.com/home
4https://chatglm.cn/main/detail
5https://tongyi.aliyun.com/qi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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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易混淆点、作用六个方面。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的基本统计信息如附录乁表丸所示，其中比
喻修辞的知识点示例如附录乁表丹所示。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构建完成后，我们邀请两名语言学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人工审核和校对，确保知识库中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图丵展
示了从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中提取相关修辞领域信息，增强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的方式。
对比图临中的模型回答错误示例发现，模型的修辞识别效果有所增强，验证了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
库的可用性。

图 丵为 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为大语言模型补充领域信息的方式

4 方方方法法法

4.1 QAKAG整整整体体体框框框架架架

受限于数据集质量和模型性能，传统识别方法并不具备对修辞的理解认知能力。大语言模
型通过在海量文本数据上的训练，具有较强的语言分析和语义理解能力，能够为解决复杂认知
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乑乁之乁乇框架，致力于系统化地识别并
弥补大语言模型在特定领域知识理解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领域信息认知缺陷检测与动态补充
信息机制，增强大语言模型对领域知识的认知水平。整体框架如图丶所示。

图 丶为 乑乁之乁乇整体框架

乑乁之乁乇框架分为：领域信息认知缺陷检测阶段和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在领域信息认
知缺陷检测阶段，将输入的测试问题分解为一系列子问题，判断大语言模型对每一个子问题的
回答，获取大语言模型在领域知识上的理解情况。该阶段可以揭示大语言模型对哪些知识点
已经基本了解，对哪些知识点需要加强学习，为后续的信息补充提供目标指向。然后，在领
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中，基于第一阶段获得的大语言模型对知识点理解情况，对大语言模型
基本理解和理解不足的领域知识进行针对性的信息补充。本文所提出的乑乁之乁乇框架不仅可以
强化大语言模型对已掌握知识点的理解，而且能够补充大语言模型在特定领域的知识缺陷。
在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下，大语言模型能够对不同修辞手法有更加深入的认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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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领领领域域域信信信息息息认认认知知知缺缺缺陷陷陷检检检测测测阶阶阶段段段

领域信息认知缺陷检测阶段的核心目的是评估大语言模型对子问题的认知能力。首先，
通过乜人工丫模型丢的方法，将测试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子问题，并为子问
题设置一项正确答案和三项错误答案。具体来说，本文通过设计子问题分解提示模板，使
用乃乨乡乴乇乐乔临模型将测试问题从乛定义、特征、变体特征、分析方法、易混淆点、作用九六个层面
进行分解。由于大语言模型对修辞的理解深度不够，分解出来的子问题候选答案可能存在不准
确的情况，因此在这一步加入人工校对步骤，对大语言模型分解出来的子问题进行审核。子问
题若分解准确则进入下一步，子问题若有问题，则进入编辑模式修正该子问题，然后再进入下
一步。以上阶段每类修辞仅需执行一次，审核通过的子问题将自动保存到子问题库中，后续若
遇到相同类型的修辞问题，则自动从子问题库中进行抽取对应的子问题。这些子问题也分别对
应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中六个方面的领域信息。测试模型被要求逐一回答这些子问题，以便判
定其是否掌握回答测试问题所需的领域知识。子问题库形式如表串所示，每个子问题包括一项正
确答案和三项错误答案，答案列是子问题的正确答案。

子子子问问问题题题 答答答案案案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乜顶真丢修辞手法的定义：
乁丮把物当作人写，或把人当作物写，或把甲物当作乙物来写。
乂丮为了加强语气，用疑问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无疑而问，明知故问。 乄
乃丮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或句子成分排列起来。
乄丮前一句结尾之字丨或结尾之词丩作为后一句开头之字丨词丩，使相邻分句蝉联。

表 串为 子问题示例

测试模型对子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将被用作衡量其领域知识理解度的指标。如果测试模型
能够正确回答子问题，可以推断测试模型已经掌握了该子问题对应的知识点，具备利用该知识
点进行有效推理和应用的能力；反之，如果测试模型未能正确回答子问题，则推断测试模型尚
未理解相关知识点或存在理解偏差，可能会造成测试模型在后续推理过程中的逻辑错误。通过
这种分解和评估机制，我们能够检测出测试模型对解答测试问题所需领域知识的掌握水平，为
进一步优化测试模型在领域知识上的理解和应用提供明确方向。

4.3 领领领域域域信信信息息息动动动态态态补补补充充充阶阶阶段段段

在给大语言模型输入领域信息时，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可能会对其输出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四种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分别是全知直授法、断点补教法、诊断增强法和辩知
强化法，如图丷所示。对评测集中第n个问题，通过领域信息认知缺陷检测阶段分解为m个子问
题。根据模型对子问题的回答判断其对知识点的理解情况，如果子问题回答正确则认为模型基
本理解该知识点，反之则推断模型对该知识点理解不足。将子问题回答情况映射到知识库中，
可以将K个相关知识点划分为Ki(true)基本理解和Ki(false)理解不足两种类别。

图 丷为 在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设计四种知识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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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直授法，指不区分大语言模型对知识点的理解情况，一次性向大语言模型补充相关知
识点。断点补教法，指仅补充大语言模型回答错误的第一个子问题所对应的知识点。诊断增强
法，指补充大语言模型回答错误的所有子问题所对应的知识点。辩知强化法，指根据大语言模
型对知识点的理解情况，将基本理解和理解不足的知识点分别进行组合，然后再与测试问题结
合输入给大语言模型。通过尝试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让大语言模型进行知识的理解和补全，
有助于确定出最佳的知识组合方式，更好地提高模型的认知能力。
为确保新补充的知识能够被模型有效理解，本文利用以上设计的四种知识组合方式进行实

验，最终选定辩知强化法作为乑乁之乁乇框架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的知识组合方式，补充形式
如：乛K1(true),K...(true),Kk(true)九乛K2(false),K...(false),Kk−1(false)九乛n九。这种方式将引导模型对不同知
识点的关注方向，强化对基本理解知识点的掌握，并提高对理解不足知识点的认知。
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的目标在于设计有效的信息补充机制。根据认知缺陷检测阶段中模

型对子问题的回答情况，以关键词映射的方式从知识库中提取出子问题对应的知识点，以此优
化模型的知识结构并扩展其知识边界，帮助模型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和分析水平。关键词映射
方式，即测试问题在分解为系列子问题后，子问题的题目形如乜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比喻修
辞的定义丢。首先，检测该子问题的题目部分中是要求回答乛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反复，
反问，设问，对偶，通感，顶真九中的哪一修辞类别，检测出来的类别即作为该测试问题的关键
词丱。然后，继续检测该子问题的题目部分中要求回答乛定义，特征，变体特征，分析方法，易
混淆点，作用九中的哪一知识点类型，检测出来的类型即作为该测试问题的关键词串。最后，以
关键丱和关键串映射到乍乃乒之乂知识库中，即可提取到子问题对应的知识点。

5 实实实验验验与与与结结结果果果

5.1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计计计

实验环节选用的测试模型包括乃乨乡乴乇乐乔临丨乧买乴中临中丱丱丰丶中买乲乥乶乩乥乷丩、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丨乧买乴中丳丮丵中
乴乵乲乢乯丩、文心一言丨久乒乎义久中乂乯乴中乴乵乲乢乯中丰丹串串丩、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乑乷乥乮中丷乂中
乃乨乡乴六个大语言模型。其中乃乨乡乴乇乐乔临、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文心一言通过乁乐义调用的方式进
行测试，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乑乷乥乮中丷乂中乃乨乡乴则是从https://huggingface.

co/网站下载开源代码，部署到本地服务器上进行测试。实验数据是包含丱丰丰丰丰个修辞问题的评
测集。实验采用精确率（乐）、召回率（乒）和乆丱值作为评价指标。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探探探究究究 探究大语言模型在未经任何特定训练或提示优化的条件下

在修辞问题上的认知表现。在不附加任何形式的指导信息下，将修辞识别问题直接输入大语言
模型，探究大语言模型在原始状态下处理修辞识别问题的表现，为后续的优化提供基准，提示
形式如下：乛原始测试问题九→模型输出。
提提提示示示策策策略略略增增增强强强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探探探究究究 选取提示工程策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零样

本思维链（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检索增强生成（乒乁乇）、少样本学习（乆乓乌）方法来评估大语
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增强效果。在大语言模型解决修辞识别问题时，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方法是在
测试问题结尾附加乜让我们一步步思考丨乬乥乴丧乳 乴乨乩乮乫 乳乴乥买 乢乹 乳乴乥买丩丢，提示形式如下：乛原始测试问
题九乛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九→模型输出。乒乁乇方法是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从百度百科6数据源中检索
信息辅助大语言模型生成答案，提示形式如下：乛百度百科信息提示九乛原始测试问题九→模型输
出。乆乓乌方法是以关键词映射的方式，从自建的修辞问题样本库中抽取丵个示例样本融入提示
中，增强大语言模型快速学习能力，提示形式如下：乛示例丱中丵九 乛原始测试问题九→模型输出。

QAKAG框框框架架架增增增强强强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探探探究究究 采用本文提出的乑乁之乁乇框架，在六个
大语言模型上进行测试。通过乑乁之乁乇框架，探究大语言模型对测试问题分解出的系列子问题
的理解情况，并将映射得到的领域信息组合后与原始测试问题合并输入大语言模型，以此验
证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的增强效果，该实验方法即为乏乵乲乳。同时，采用全
知直授法、断点补教法、诊断增强法进行对比实验。

5.2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及及及分分分析析析

乃乨乡乴乇乐乔等大语言模型在文本分类任务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有效解决流派识别、情感
分析、立场检测等问题丨乌乩乵 乥乴 乡乬丮丬 串丰串丳丩，但尚未有研究工作关注如何利用大语言模型处理多
类别中文修辞认知问题。因此，本文利用组建的评测集深入探索了不同大语言模型在不同修辞

6https://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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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上的认知能力。表丳展示了不同方法下大语言模型认知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对比其他
方法，六个大语言模型均在乏乵乲乳上取得了最优的性能，表明本文所提出的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增强
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认知能力具有更好的效果。其中，乃乨乡乴乇乐乔临在不同方法下都取得了最优异
的表现。在直接回答的情况下，乃乨乡乴乇乐乔临的乆丱值就达到了丸丷丮丵严，且在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下
其乆丱值提高到了丹丵丮丸严。这说明乃乨乡乴乇乐乔临本身具有比较高的基础性能，在乑乁之乁乇框架下，能
够对修辞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认知理解。

分分分析析析方方方法法法 乃乨乡乴乇乐乔临 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 文心一言 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 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 乑乷乥乮中丷乂中乃乨乡乴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直接回答 丮丸丷丷丯丮丸丷丵丯丮丸丷丵 丮丶临丵丯丮丶丱串丯丮丶丱丰 丮丶串丱丯丮丶丱串丯丮丶丹丸 丮丶丱丸丯丮丵丳串丯丮丵丵串 丮丶丰丰丯丮丵丸丹丯丮丵丹丱 丮丷串丵丯丮丶丸丶丯丮丶丹丸

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 丮丸丹临丯丮丸丶丷丯丮丸丷丹 丮丶丷串丯丮丶丰丹丯丮丶丳丷 丮丵丸丳丯丮丳丸丹丯丮丳丶丱 丮丶丳丶丯丮丵丷丸丯丮丵丹串 丮丶丸临丯丮丶丳丹丯丮丶丵丸 丮丷丷临丯丮丷串丷丯丮丷丳丷
乒乁乇中乂乡乩之乥 丮丹串丰丯丮丹丱串丯丮丹丱丵 丮丷丵丳丯丮丶丹临丯丮丷串串 丮丶串丸丯丮临丶丸丯丮临丶丰 丮丷丰丵丯丮丳丷丰丯丮丳丳临 丮丶丹丷丯丮丶丶丶丯丮丶丶临 丮丶串丸丯丮丵丳丸丯丮丵丶临
乆乥乷中乓乨乯乴丵 丮丹丱丳丯丮丹丱串丯丮丹丱丱 丮丸丶丹丯丮丸丶丸丯丮丸丶丸 丮丷丱串丯丮丳丳串丯丮串丵丶 丮丷串丳丯丮丵丷丵丯丮丵丶丶 丮丸丱丵丯丮丷丹丶丯丮丷丹丷 丮丷丸临丯丮丷丷丸丯丮丷丷丷

全知直授法 丮丹丵丸丯丮丹丵丶丯丮丹丵丷 丮丸丷临丯丮丸丷丰丯丮丸丷丰 丮丶丸串丯丮丶丱丰丯丮丶串丰 丮丶丷串丯丮丶串丱丯丮丶丱临 丮丷丰丹丯丮丶丸丱丯丮丶丸丰 丮丷串丵丯丮丷丱丷丯丮丷丱丷
断点补教法 丮丹丳串丯丮丹串丹丯丮丹丳丰 丮丸丳丵丯丮丸串丰丯丮丸丱丸 丮丶丵丸丯丮丵丷丵丯丮丵丹丷 丮丷丱临丯丮丶丳丱丯丮丶串丰 丮丷临丸丯丮丶丸丷丯丮丷丰丹 丮丸丰丱丯丮丷丸临丯丮丷丸丸
诊断增强法 丮丹丵丷丯丮丹丵丵丯丮丹丵丶 丮丸丸丵丯丮丸丷临丯丮丸丷临 丮丶丶丰丯丮丵丹丰丯丮丶丰串 丮丷临丱丯丮丶丳丰丯丮丶丳丰 丮丷丰丹丯丮丶丷丹丯丮丶丸丵 丮丷丱丸丯丮丶丹丶丯丮丷丰串

Ours .960/.957/.958 .888/.885/.885 .747/.743/.745 .737/.649/.646 .819/.801/.800 .844/.829/.829

表 丳为 不同方法下大语言模型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表现

从表丳的实验结果中，对比提示策略可以发现，六个大语言模型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整体认
知表现：乆乥乷中乓乨乯乴丵>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乒乁乇中乂乡乩之乥。相较直接回答，在乆乥乷中乓乨乯乴丵和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
乃乯乔提示策略下，除文心一言的乆丱值有所下降外，其余大语言模型的整体认知表现均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这可能是文心一言的学习推理能力稍有不足。而乒乁乇中乂乡乩之乥提示策略对各大语言
模型的增强效果不佳，则可能是因为从百度百科返回的领域信息长且冗余，缺少针对性和规范
性，存在噪音问题，导致模型性能下降。对于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对比全知直授法、断点补
教法、诊断增强法三种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采用辩知强化法的乏乵乲乳可以帮助模型具有更好的
识别性能，表明在解决复杂认知问题时，将知识点按照大语言模型基本理解和理解不足进行区
分后再进行补充，有利于模型对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学习，从而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图丸中可以看出，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在乑乁之乁乇框架下的乆丱值相对于直接回答增幅为临丵丮丱严，
提升幅度是六个模型里面最显著的，说明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的训练数据中可能存在修辞知识不足
或不平衡问题，但模型对上下文信息的敏感度和学习性能很高，乑乁之乁乇框架可以帮助模
型更好地掌握并应用新的知识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的增幅为丳丵丮临严，仅次
于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表明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具有较强的学习推理能力，能快速分析领域信息并完成自
我增强，在处理认知问题上具有很大的潜力。其余四个模型也都在乑乁之乁乇框架下有了不同
幅度的提升，且对比其他提示策略和知识组合方式均达到了最优，验证了乑乁之乁乇框架的有
效性。图丹展示了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在采用乑乁之乁乇框架前后的回答样例，可以看出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通
过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可以很好地学习到顶真修辞的相关知识，从而正确回答测试问题。

图 丸为 各方法相对于直接回答的变化幅度对比 图 丹为 模型应用乑乁之乁乇框架前后回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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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探探探究究究实实实验验验分分分析析析

(1) QAKAG框框框架架架各各各组组组成成成部部部分分分对对对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修修修辞辞辞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为深入探究乑乁之乁乇框架各个组成部分对实验结果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设计了三个消融实

验进行验证。在第一个消融实验中，我们消除了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即将大语言模型对子
问题的回答情况补充在输入提示中辅助大语言模型生成答案，提示形式如下：乛子问题九乛模型回
答正误九乛子问题正确答案九乛原始测试问题九→模型输出，从而验证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的有效
性。在第二个消融实验中，我们消除了领域信息缺陷检测阶段，即不通过子问题分解检测，直
接以关键词映射的形式从知识库中将问题对应的知识点补充给大语言模型，提示形式如下：乛测
试问题相关知识点九乛原始测试问题九→模型输出，从而验证领域信息缺陷检测阶段的有效性。在
第三个消融实验中，为验证乑乁之乁乇框架中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的有效性，我们将乍乃乒之乂修辞
知识库分别替换为乃乨乡乴乇乐乔临知识库和百度百科知识库，比较不同来源的知识库对框架效果的
影响。乃乨乡乴乇乐乔临知识库，即将第一阶段分解出的子问题输入给乃乨乡乴乇乐乔临，将模型生成的答
案作为补充的领域信息来源；百度百科知识库，则是利用第一阶段分解出的子问题，搜索百科
百科相关条目作为补充的领域信息来源，若百度百科没有对应的条目，则该子问题则跳过，不
补充相关知识。表临展示了不同的消融实验下大语言模型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认知表现结果。

分分分析析析方方方法法法 乃乨乡乴乇乐乔临 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 文心一言 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 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 乑乷乥乮中丷乂中乃乨乡乴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乐丯乒丯乆丱

Ours .960/.957/.958 .888/.885/.885 .747/.743/.745 丮丷丳丷丯.649/.646 .819/.801/.800 .844/.829/.829

消融领域信息动态补充 丮丹临丳丯丮丹丳丹丯丮丹临丰 丮丸丸丵丯丮丸丸丰丯丮丸丸丱 丮丶丹丰丯丮临丸丳丯丮临丷丷 丮丷串临丯丮丵丹丳丯丮丵丸串 丮丷丹丷丯丮丷丶丸丯丮丷丶丹 丮丸丱临丯丮丸丰丷丯丮丸丰丸

消融领域信息缺陷检测 丮丹丵丸丯丮丹丵丶丯丮丹丵丷 丮丸丷临丯丮丸丷丰丯丮丸丷丰 丮丶丸串丯丮丶丱丰丯丮丶串丰 丮丶丷串丯丮丶串丱丯丮丶丱临 丮丷丰丹丯丮丶丸丱丯丮丶丸丰 丮丷串丵丯丮丷丱丷丯丮丷丱丷

替换乍乃乒之乂知识库中乃乨乡乴乇乐乔临 丮丹丰串丯丮丹丰丰丯丮丹丰丰 丮丷临丵丯丮丷临丱丯丮丷临丱 丮丶丹丷丯丮丵丰丵丯丮丵丱丱 丮丶丳丷丯丮临丶临丯丮临临丰 丮丷丰丵丯丮丶丸丷丯丮丶丸丹 丮丶丸丶丯丮丶临丱丯丮丶丵丰

替换乍乃乒之乂知识库中乂乡乩之乥 丮丹丱丱丯丮丹丱丰丯丮丹丰丹 丮丸丷丱丯丮丸丶丳丯丮丸丶临 丮丷丱丹丯丮丷丱丵丯丮丷丱丶 .759丯丮临丹丷丯丮临丷丶 丮丷丷丰丯丮丷临串丯丮丷丳丸 丮丸丰丸丯丮丷丹丱丯丮丷丹丱

表 临为 各消融实验下大语言模型在修辞识别任务上的表现

可以发现，对比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效果，如果消融领域信息动态补充阶段，六个大语言
模型在修辞识别性能的平均乆丱值下降了丶丮丷丷严，表明模型在某些修辞手法的理解上缺乏相关领
域信息，对不同修辞手法存在认知不全或不平衡问题。如果消融领域信息缺陷检测，模型修
辞识别性能的平均乆丱值下降了丶丮丷丵严，这可能是大语言模型在学习相关知识时缺乏针对性，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损失。如果将乍乃乒之乂知识库替换为乃乨乡乴乇乐乔临知识库，模型修辞识别性
能的平均乆丱值则下降了丱丵丮丶丰严，说明乃乨乡乴乇乐乔临对修辞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不足够准确；如果
将乍乃乒之乂知识库替换为百度百科知识库，模型修辞识别性能的平均乆丱值则下降了丶丮丱丵严，说
明百度百科对修辞知识的内容组织、质量或者覆盖范围上与乍乃乒之乂知识库存在一定的差距。
故无论消融或替换任一个模块，各大语言模型的修辞识别能力均有所下降，验证了乑乁之乁乇框
架中两个阶段的有效性和人工构建乍乃乒之乂修辞知识库的合理性。

(2) QAKAG框框框架架架增增增强强强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对对对不不不同同同修修修辞辞辞手手手法法法认认认知知知能能能力力力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大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手法的理解程度存在差异。表丵和表丶分别展示了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

乃乨乡乴和文心一言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识别性能，括号内的数字代表相对于直接回
答，模型性能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除了乏乵乲乳外，其余方法下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和文心一
言的修辞识别性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和下降。附录乁中的表丱丰、丱丱、丱串、丱丳也展示了其他四
个大语言模型的表现情况。综合所有数据发现，在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增强下，六个大语言模型在
十种修辞手法上的识别性能均有提升，表明了乑乁之乁乇框架的鲁棒性和普适性。

修修修辞辞辞类类类别别别 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丸丰丰丨丮丰丹丸↑丩 丮丷丶丳丨丮丰丶丱↑丩 丮丷丷串丨丮丰丷丰↑丩 丮丸丸丷丨丮丱丹丵↑丩 丮丹丰丹丨丮串丱丷↑丩 丮丶丷丳丨丮丰丱丹↓丩 丮丷丹丰丨丮丰丹丸↑丩
比喻 丮丷丵丹丨丮丰串串↑丩 丮丳丹临丨丮丳临丳↓丩 丮丷丱丷丨丮丰串丰↓丩 丮丷丶丵丨丮丰串丸↑丩 丮丷丶丱丨丮丰串临↑丩 丮丷丹丱丨丮丰丵临↑丩 丮丷丸丷丨丮丰丵丰↑丩
夸张 丮丶丹丳丨丮丰丶临↓丩 丮临丹丹丨丮串丵丸↓丩 丮丶丹丱丨丮丰丶丶↓丩 丮丶串丶丨丮丱丳丱↓丩 丮丶丷丹丨丮丰丷丸↓丩 丮丶丹丶丨丮丰丶丱↓丩 丮丷丷串丨丮丰丱丵↑丩
反问 丮丷丶丹丨丮丰丱丸↑丩 丮丵丱丳丨丮串丳丸↓丩 丮丷丰串丨丮丰临丹↓丩 丮丸丰串丨丮丰丵丱↑丩 丮丶丸串丨丮丰丶丹↓丩 丮丷临丰丨丮丰丱丱↓丩 丮丷丷串丨丮丰串丱↑丩
比拟 丮临丹丹丨丮丰串丹↑丩 丮丳丹丳丨丮丰丷丷↓丩 丮丶丷丳丨丮串丰丳↑丩 丮临丳丵丨丮丰丳丵↓丩 丮丶丳丳丨丮丱丶丳↑丩 丮丶丳丸丨丮丱丶丸↑丩 丮丶丵丳丨丮丱丸丳↑丩
对偶 丮丵丰丰丨丮丱丱丸↑丩 丮串丶丱丨丮丱串丱↓丩 丮丵丸丶丨丮串丰临↑丩 丮丶丳丱丨丮串临丹↑丩 丮临丹丸丨丮丱丱丶↑丩 丮丶丷丳丨丮串丹丱↑丩 丮丷丵临丨丮丳丷串↑丩
通感 丮丵丸丶丨丮丱丷丱↑丩 丮丶丳临丨丮串丱丹↑丩 丮丵丰丸丨丮丰丹丳↑丩 丮丵丵丹丨丮丱临临↑丩 丮丶丸丵丨丮串丷丰↑丩 丮丶丷丳丨丮串丵丸↑丩 丮丶丰丵丨丮丱丹丰↑丩
反复 丮临丶丳丨丮丰丰丷↓丩 丮丳临丵丨丮丱串丵↓丩 丮临串丱丨丮丰临丹↓丩 丮丵丱丳丨丮丰临丳↑丩 丮临丸丶丨丮丰丱丶↑丩 丮丶丰丳丨丮丱丳丳↑丩 丮临丷丸丨丮丰丰丸↑丩
设问 丮临丱临丨丮丱丰丵↑丩 丮临丷丷丨丮丱丶丸↑丩 丮临丱丱丨丮丱丰串↑丩 丮临丳丱丨丮丱串串↑丩 丮丵临丶丨丮串丳丷↑丩 丮临丰丰丨丮丰丹丱↑丩 丮临丶丶丨丮丱丵丷↑丩
顶真 丮串丹丶丨丮丰丳串↓丩 丮丳丵丸丨丮丰丳丰↑丩 丮串丷丳丨丮丰丵丵↓丩 丮丳丶串丨丮丰丳临↑丩 丮临丳丳丨丮丱丰丵↑丩 丮临丱丰丨丮丰丸串↑丩 丮临丰丸丨丮丰丸丰↑丩

表 丵为 乂乡乩乣乨乵乡乮串中丷乂中乃乨乡乴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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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丸丵丶丨丮丰串丵↓丩 丮丸丳丰丨丮丰丵丱↓丩 丮丸丰丹丨丮丰丷串↓丩 丮丸丵丶丨丮丰串丵↓丩 丮丸丳丰丨丮丰丵丱↓丩 丮丸丰丹丨丮丰丷串↓丩 丮丹丵丳丨丮丰丷串↑丩
比喻 丮丶丵丵丨丮丰丳丶↑丩 丮丵丵临丨丮丰丶丵↓丩 丮丶丳丶丨丮丰丱丷↑丩 丮丶丵丵丨丮丰丳丶↑丩 丮丵丵临丨丮丰丶丵↓丩 丮丶丳丶丨丮丰丱丷↑丩 丮丸丵丸丨丮串丳丹↑丩
夸张 丮丷丵丷丨丮丰丶丰↑丩 丮丷丰丳丨丮丰丰丶↑丩 丮丷丱丸丨丮丰串丱↑丩 丮丷丵丷丨丮丰丶丰↑丩 丮丷丰丳丨丮丰丰丶↑丩 丮丷丱丸丨丮丰串丱↑丩 丮丷丵丳丨丮丰丵丶↑丩
反问 丮丶丷丶丨丮丰丰丵↓丩 丮丶丸丳丨丮丰丰串↑丩 丮丶丸丰丨丮丰丰丱↓丩 丮丶丷丶丨丮丰丰丵↓丩 丮丶丸丳丨丮丰丰串↑丩 丮丶丸丰丨丮丰丰丱↓丩 丮丸丵串丨丮丱丷丱↑丩
比拟 丮丶临丰丨丮丰临丷↑丩 丮丵丳丷丨丮丰丵丶↓丩 丮丶丰丱丨丮丰丰丸↑丩 丮丶临丰丨丮丰临丷↑丩 丮丵丳丷丨丮丰丵丶↓丩 丮丶丰丱丨丮丰丰丸↑丩 丮丶丶丸丨丮丰丷丵↑丩
对偶 丮丳串丸丨丮串丵串↓丩 丮丳丶临丨丮串丱丶↓丩 丮临丰串丨丮丱丷丸↓丩 丮丳串丸丨丮串丵串↓丩 丮丳丶临丨丮串丱丶↓丩 丮临丰串丨丮丱丷丸↓丩 丮丶丹临丨丮丱丱临↑丩
通感 丮丶串丶丨丮丰丷丸↑丩 丮丵丸丹丨丮丰临丱↑丩 丮丵临丵丨丮丰丰丳↓丩 丮丶串丶丨丮丰丷丸↑丩 丮丵丸丹丨丮丰临丱↑丩 丮丵临丵丨丮丰丰丳↓丩 丮丶丳丶丨丮丰丸丸↑丩
反复 丮临临丵丨丮丰丰串↑丩 丮临丰丶丨丮丰丳丷↓丩 丮临丳丸丨丮丰丰丵↓丩 丮临临丵丨丮丰丰串↑丩 丮临丰丶丨丮丰丳丷↓丩 丮临丳丸丨丮丰丰丵↓丩 丮丷临丷丨丮丳丰临↑丩
设问 丮丶丱串丨丮丰临丸↑丩 丮丶丰丰丨丮丰丳丶↑丩 丮丶串丰丨丮丰丵丶↑丩 丮丶丱串丨丮丰临丸↑丩 丮丶丰丰丨丮丰丳丶↑丩 丮丶串丰丨丮丰丵丶↑丩 丮丷丳串丨丮丱丶丸↑丩
顶真 丮丵丰丱丨丮丰丱丳↓丩 丮临丸丳丨丮丰丳丱↓丩 丮临丵丰丨丮丰丶临↓丩 丮丵丰丱丨丮丰丱丳↓丩 丮临丸丳丨丮丰丳丱↓丩 丮临丵丰丨丮丰丶临↓丩 丮丵临丱丨丮丰串丷↑丩

表 丶为 文心一言丨久乒乎义久中乂乯乴中乴乵乲乢乯中丰丹串串丩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图丱丰展示了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大语言模型在不同修辞手法认知上的增强效果。可以看出，测
试的大语言模型对比喻、对偶等直观形象的修辞手法认知提升较为明显，而对于通感、反复等
更依赖语境和逻辑关系的修辞手法的认知虽有所提升，但幅度略低。这可能是因为评测集采用
了以句为单位的选择题形式，而对于逻辑丰富的修辞手法，大语言模型需要更多的上下文语境
来增强认知。因此，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要在这种片段化的评测中完全把握修辞手法的细微
差别可能会更加困难。此外，实验结果也表明，通过乑乁之乁乇框架增强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
力，大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手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会相应增强，其修辞识别性能也会同步提
升，验证了大语言模型修辞认知能力和修辞识别性能之间的正相关性。

图 丱丰为 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大语言模型在不同修辞手法识别能力增强情况

6 结结结论论论

针对大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手法存在的认知级差问题，本文提出了乑乁之乁乇框架，提高大
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手法的认知能力，缩小其在不同修辞手法上呈现的认知差异，提升其修辞
识别性能。为验证乑乁之乁乇框架的合理性，本文构建了多类别中文修辞句数据集乍乃乒乓乄和修
辞知识库乍乃乒之乂，并设计了四种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进行实验对比。实验证明，相比于直接
回答和乚乥乲乯中乳乨乯乴中乃乯乔、乒乁乇中乂乡乩之乥、乆乥乷中乓乨乯乴丵提示策略，乑乁之乁乇框架对大语言模型的修辞
认知增强效果最优，而且各大语言模型对不同修辞手法的认知能力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表明乑乁之乁乇框架有效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大语言模型在处理复杂认知问题上具有强大潜力。
但乑乁之乁乇框架也存在改进的空间，如减少问题分解阶段的人工介入、提高因提示信息的增加
导致模型推理速度变慢的问题。未来，我们将以此为研究重点，持续优化乑乁之乁乇框架，提高
其自动化程度和推理速度，并探索其在更广泛的修辞类别和语言理解任务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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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乯乲乴丮丢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丳丰丳丮丰丸丷丷临丨串丰串丳丩丮

乙乩乧乡乬 乁乴乴乡乬乩 乡乮乤 乊乩乬乬 乂乵乲乳乴乥乩乮丮 丢乁乵乴乯乭乡乴乥乤 乥乳乳乡乹 乳乣乯乲乩乮乧 乷乩乴乨 乥中乲乡乴乥乲® 乖丮 串丮丢 乔乨乥 乊乯乵乲乮乡乬 乯书 乔乥乣乨乮乯乬乯乧乹丬
乌乥乡乲乮乩乮乧 乡乮乤 乁乳乳乥乳乳乭乥乮乴 临丮丳 丨串丰丰丶丩丮

乄乡乭乡乩 乄乡乩丬 乙乵乴乡乯 乓乵乮丬 乌乩 乄乯乮乧丬 乙乡乲乵 么乡乯丬 乓乨乵乭乩乮乧 乍乡丬 乚乨乩书乡乮乧 乓乵乩丬 乆乵乲乵 乗乥乩丮 丢乗乨乹 乣乡乮 乧买乴 乬乥乡乲乮 乩乮中
乣乯乮乴乥乸乴丿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 乩乭买乬乩乣乩乴乬乹 买乥乲书乯乲乭 乧乲乡乤乩乥乮乴 乤乥乳乣乥乮乴 乡乳 乭乥乴乡中乯买乴乩乭乩乺乥乲乳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串丱串丮丱丰丵丵丹 丨串丰串串丩丮

乔乨乯乭乡乳 之丮 乌乡乮乤乡乵乥乲丬 乄乡乲乲乥乬 乌乡乨乡乭丬 乐乥乴乥乲 乗丮 乆乯乬乴乺丮 丢乁乵乴乯乭乡乴乥乤 乳乣乯乲乩乮乧 乡乮乤 乡乮乮乯乴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乥乳乳乡乹乳 乷乩乴乨
乴乨乥 义乮乴乥乬乬乩乧乥乮乴 久乳乳乡乹 乁乳乳乥乳乳乯乲丮丢 乁乵乴乯乭乡乴乥乤 乥乳乳乡乹 乳乣乯乲乩乮乧为 乁 乣乲乯乳乳中乤乩乳乣乩买乬乩乮乡乲乹 买乥乲乳买乥乣乴乩乶乥 丨串丰丰丳丩为
丸丷中丱丱串丮

乙乵乣乨乥乮乧 乌乩丬 乃乨乥乮乧乨乵乡 乌乩乮丬 乡乮乤 乆乲乡乮乫 乇乵乥乲乩乮丮 丢乃乭中乧乥乮为 乁 乮乥乵乲乡乬 书乲乡乭乥乷乯乲乫 书乯乲 乣乨乩乮乥乳乥 乭乥乴乡买乨乯乲
乧乥乮乥乲乡乴乩乯乮 乷乩乴乨 乥乸买乬乩乣乩乴 乣乯乮乴乥乸乴 乭乯乤乥乬乬乩乮乧丮丢 乐乲乯乣乥乥乤乩乮乧乳 乯书 乴乨乥 串丹乴乨 乩乮乴乥乲乮乡乴乩乯乮乡乬 乣乯乮书乥乲乥乮乣乥 乯乮
乣乯乭买乵乴乡乴乩乯乮乡乬 乬乩乮乧乵乩乳乴乩乣乳丮 串丰串串丮

乙乩 乌乩丬 乄乯乮乧 乙乵丬 乡乮乤 乐乥乮乧乹乵乡乮 乌乩乵丮 丢乃乌乇乃为 乁 乣乯乲买乵乳 书乯乲 乃乨乩乮乥乳乥 乬乩乴乥乲乡乲乹 乧乲乡乣乥 乥乶乡乬乵乡乴乩乯乮丮丢 乐乲乯乣乥乥乤乩乮乧乳
乯书 乴乨乥 乔乨乩乲乴乥乥乮乴乨 乌乡乮乧乵乡乧乥 乒乥乳乯乵乲乣乥乳 乡乮乤 久乶乡乬乵乡乴乩乯乮 乃乯乮书乥乲乥乮乣乥丮 串丰串串丮

乊乩乮买乥乮乧 乌乩丬 乚乥乫乡乩 乚乨乡乮乧丬 乑乵乡乮 乔乵丬 乘乩乮 乃乨乥乮乧丬 乄乯乮乧乹乡乮 乚乨乡乯丬 乒乵乩 乙乡乮丮 丢乓乴乹乬乥乃乨乡乴为 乌乥乡乲乮乩乮乧 乒乥乣乩乴乡乴乩乯乮中
乁乵乧乭乥乮乴乥乤 乍乥乭乯乲乹 乩乮 乌乌乍乳 书乯乲 乓乴乹乬乩乺乥乤 乄乩乡乬乯乧乵乥 乇乥乮乥乲乡乴乩乯乮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临丰丳丮丱丱临丳丹
丨串丰串临丩丮

乙乡乮乧乮乩乮乧 乌乩丬 乓乨乩乲乯乮乧 乍乡丬 乘乩乡乯乢乩乮 乗乡乮乧丬 乓乨乥乮 么乵乡乮乧丬 乃乨乥乮乧乹乵乥 乊乩乡乮乧丬 么乡乩中乔乡乯 乚乨乥乮乧丬 乐乥乮乧乪乵乮 乘乩乥丬 乆乥乩
么乵乡乮乧丬 乙乯乮乧 乊乩乡乮乧丮 丢久乣乯乭乧买乴为 义乮乳乴乲乵乣乴乩乯乮中乴乵乮乩乮乧 乬乡乲乧乥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 乷乩乴乨 乣乨乡乩乮中乯书中乴乡乳乫 乴乡乳乫乳
书乯乲 乥中乣乯乭乭乥乲乣乥丮丢 乐乲乯乣乥乥乤乩乮乧乳 乯书 乴乨乥 乁乁乁义 乃乯乮书乥乲乥乮乣乥 乯乮 乁乲乴乩丌乣乩乡乬 义乮乴乥乬乬乩乧乥乮乣乥丮 乖乯乬丮 丳丸丮 乎乯丮 丱丷丮
串丰串临丮

乙乩乨乥乮乧 乌乩乵丬 乔乩乡乮乬乥 么乡乮丬 乓乩乹乵乡乮 乍乡丬 乊乩乡乹乵乥 乚乨乡乮乧丬 乙乵乡乮乹乵乡乮 乙乡乮乧丬 乊乩乡乭乩乮乧 乔乩乡乮丬 么乡乯 么乥丬 乁乮乴乯乮乧
乌乩丬 乍乥乮乧乳乨乥乮 么乥丬 乚乨乥乮乧乬乩乡乮乧 乌乩乵丬 乚乩乨乡乯 乗乵丬 乥乴 乡乬丮 丢乓乵乭乭乡乲乹 乯书 乣乨乡乴乧买乴中乲乥乬乡乴乥乤 乲乥乳乥乡乲乣乨 乡乮乤
买乥乲乳买乥乣乴乩乶乥 乴乯乷乡乲乤乳 乴乨乥 书乵乴乵乲乥 乯书 乬乡乲乧乥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丮丢 乍乥乴乡中乒乡乤乩乯乬乯乧乹 丨串丰串丳丩为 丱丰丰丰丱丷丮

乙乡乮乭乩乮乧 乌乩乵丬 乘乩乮乹乵乥 乐乥乮乧丬 乘乵乨乯乮乧 乚乨乡乮乧丬 乗乥乩乨乡乯 乌乩乵丬 乊乩乡乮乷乥乩 乙乩乮丬 乊乩乡乮乮乡乮 乃乡乯丬 乔乩乡乮乹乵 乄乵丮 丢乒乁中
义乓乆为 乌乥乡乲乮乩乮乧 乴乯 乁乮乳乷乥乲 乡乮乤 乕乮乤乥乲乳乴乡乮乤 书乲乯乭 乒乥乴乲乩乥乶乡乬 乁乵乧乭乥乮乴乡乴乩乯乮 乶乩乡 义乴乥乲乡乴乩乶乥 乓乥乬书中乆乥乥乤乢乡乣乫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临丰丳丮丰丶丸临丰 丨串丰串临丩丮

乗乩乬乬乩乡乭 乃丮 乍乡乮乮 乡乮乤 乓乡乮乤乲乡 乁丮 乔乨乯乭买乳乯乮丮 丢乒乨乥乴乯乲乩乣乡乬 乳乴乲乵乣乴乵乲乥 乴乨乥乯乲乹为 乔乯乷乡乲乤 乡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乡乬 乴乨乥乯乲乹
乯书 乴乥乸乴 乯乲乧乡乮乩乺乡乴乩乯乮丮丢 乔乥乸乴中乩乮乴乥乲乤乩乳乣乩买乬乩乮乡乲乹 乊乯乵乲乮乡乬 书乯乲 乴乨乥 乓乴乵乤乹 乯书 乄乩乳乣乯乵乲乳乥 丸丮丳 丨丱丹丸丸丩为 串临丳中串丸丱丮

久乬乬乩乳 乂丮 乐乡乧乥丮 丢乔乨乥 乩乭乭乩乮乥乮乣乥 乯书丮丮丮 乧乲乡乤乩乮乧 乥乳乳乡乹乳 乢乹 乣乯乭买乵乴乥乲丮丢 乔乨乥 乐乨乩 乄乥乬乴乡 之乡买买乡乮 临丷丮丵 丨丱丹丶丶丩为
串丳丸中串临丳丮

乙乵乬乩乡 乔乳乶乥乴乫乯乶丬 乌乥乯乮乩乤 乂乯乹乴乳乯乶丬 乁乮乡乴乯乬乥 乇乥乲乳乨乭乡乮丬 久乲乩乣 乎乹乢乥乲乧丬 乃乨乲乩乳 乄乹乥乲丮 丢乍乥乴乡买乨乯乲 乤乥乴乥乣乴乩乯乮
乷乩乴乨 乣乲乯乳乳中乬乩乮乧乵乡乬 乭乯乤乥乬 乴乲乡乮乳书乥乲丮丢 乐乲乯乣乥乥乤乩乮乧乳 乯书 乴乨乥 丵串乮乤 乁乮乮乵乡乬 乍乥乥乴乩乮乧 乯书 乴乨乥 乁乳乳乯乣乩乡乴乩乯乮 书乯乲
乃乯乭买乵乴乡乴乩乯乮乡乬 乌乩乮乧乵乩乳乴乩乣乳 丨乖乯乬乵乭乥 丱为 乌乯乮乧 乐乡买乥乲乳丩丮 串丰丱临丮

么乡乲乳乨 乔乲乩乶乥乤乩丬 乎乩乲乡乮乪乡乮 乂乡乬乡乳乵乢乲乡乭乡乮乩乡乮丬 乔乵乳乨乡乲 之乨乯乴丬 乁乳乨乩乳乨 乓乡乢乨乡乲乷乡乬丮 丢义乮乴乥乲乬乥乡乶乩乮乧 乲乥乴乲乩乥乶乡乬
乷乩乴乨 乣乨乡乩乮中乯书中乴乨乯乵乧乨乴 乲乥乡乳乯乮乩乮乧 书乯乲 乫乮乯乷乬乥乤乧乥中乩乮乴乥乮乳乩乶乥 乭乵乬乴乩中乳乴乥买 乱乵乥乳乴乩乯乮乳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串丱串丮丱丰丵丰丹 丨串丰串串丩丮

乙乵乥 乚乨乡乮乧丬 乙乡书乵 乌乩丬 乌乥乹乡乮乧 乃乵乩丬 乄乥乮乧 乃乡乩丬 乌乥乭乡乯 乌乩乵丬 乔乩乮乧乣乨乥乮 乆乵丬 乘乩乮乴乩乮乧 么乵乡乮乧丬 久乮乢乯 乚乨乡乯丬
乙乵 乚乨乡乮乧丬 乙乵乬乯乮乧 乃乨乥乮丬 乌乯乮乧乹乵乥 乗乡乮乧丬 乁乮乨 乔乵乡乮 乌乵乵丬 乗乥乩 乂乩丬 乆乲乥乤乡 乓乨乩丬 乓乨乵乭乩乮乧 乓乨乩丮
丢乓乩乲乥乮丧乳 乳乯乮乧 乩乮 乴乨乥 乁义 乯乣乥乡乮为 乡 乳乵乲乶乥乹 乯乮 乨乡乬乬乵乣乩乮乡乴乩乯乮 乩乮 乬乡乲乧乥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丳丰丹丮丰丱串丱丹 丨串丰串丳丩丮

乄乥乮乮乹 乚乨乯乵丬 乎乡乴乨乡乮乡乥乬 乓乣乨乿乡乲乬乩丬 乌乥 么乯乵丬 乊乡乳乯乮 乗乥乩丬 乎乡乴乨乡乮 乓乣乡乬乥乳丬 乘乵乥乺乨乩 乗乡乮乧丬 乄乡乬乥 乓乣乨乵乵乲乭乡乮乳丬
乃乬乡乩乲乥 乃乵乩丬 乏乬乩乶乩乥乲 乂乯乵乳乱乵乥乴丬 乑乵乯乣 乌乥丬 久乤 乃乨乩丮 丢乌乥乡乳乴中乴乯中乭乯乳乴 买乲乯乭买乴乩乮乧 乥乮乡乢乬乥乳 乣乯乭买乬乥乸 乲乥乡乳乯乮乩乮乧
乩乮 乬乡乲乧乥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丮丢 乡乲乘乩乶 买乲乥买乲乩乮乴 乡乲乘乩乶为串串丰丵丮丱丰丶串丵 丨串丰串串丩丮

乃乡乬乥乢 乚乩乥乭乳丬 乗乩乬乬乩乡乭 么乥乬乤丬 乏乭乡乲 乓乨乡乩乫乨丬 乊乩乡乡乯 乃乨乥乮丬 乚乨乥乨乡乯 乚乨乡乮乧丬 乄乩乹乩 乙乡乮乧丮 丢乃乡乮 乬乡乲乧乥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
乭乯乤乥乬乳 乴乲乡乮乳书乯乲乭 乣乯乭买乵乴乡乴乩乯乮乡乬 乳乯乣乩乡乬 乳乣乩乥乮乣乥丿丮丢 乃乯乭买乵乴乡乴乩乯乮乡乬 乌乩乮乧乵乩乳乴乩乣乳 丵丰丮丱 丨串丰串临丩为 串丳丷中串丹丱丮

蔡越著丮乁义赋能写作乁义大模型高效写作一本通乛乍九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丬 串丰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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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著丮修辞学发凡乛乍九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丬 串丰丰丸

崔亿萍丮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和研究乛乊九丮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工业乁丬 串丰串丳丬 丨丱串丩为 丵丷中丶丱

付瑞吉丬 王栋丬 王士进丬 胡国平丬 刘挺丮面向作文自动评分的优美句识别乛乊九丮中文信息学报丬 串丰丱丸丬 第丳串卷丨丶丩为
丸丸中丹丷

呼啸丬 付瑞吉丬 宋巍丬 王士进丬 胡国平丬 秦兵丬 刘挺丮一种比喻句识别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乛乐九丮中国专
利：乃乎丱丱丱丹丱临丵临临乁丬 串丰串丰丮丱丱丮丱丰

李玲玲丬 王晓燕丮人工智能翻译对文学文本处理的对比分析乛乊九丮时代报告丬 串丰串丳丬 丨临丶丩为 丱丰中丱串

李明峰丬 贾修一丮基于多分类器集成学习的中文反语识别技术乛乊九丮计算机与数字工程丬 串丰丱丸丬 第临丶卷丨丹丩为
丱丷丹丰中丱丷丹丵

刘广辉丮基于修辞句识别的中学语文作文评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乛乄九丮中国科学院大学丨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
技术研究所丩丬 串丰串串

刘明杨丮高考作文自动评分关键技术研究乛乄九丮哈尔滨工业大学丬 串丰丱丵

骆小所著丮现代修辞学乛乍九丮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丬 串丰丱丰

邱文生丮修辞的认知性研究乛乊九丮重庆理工大学学报丨社会科学丩丬 串丰丱丵丬 丨丱串丩为 丱串串中丱串丶

石昀东丮基于修辞使用的小学作文自动分类评价方法研究乛乄九丮华中师范大学丬 串丰丱丹

谭汝为著丮汉语修辞学指要乛乍九丮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丬 串丰串丳

王荣文著丮现代汉语中的修辞艺术剖析乛乍九丮中国原子能出版社丬 串丰丱丸

徐盛桓丮修辞研究的认知视角乛乊九丮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丬串丰丰丸丬第丱丶卷丨串丩为 丱中丵

荀恩东丬饶高琦丬肖晓悦丬臧娇娇丮大数据背景下乂乃乃语料库的研制乛乊九丮语料库语言学丬 串丰丱丶丬 丨丱丩为 丹丳中丱丰丹丬 丱丱丸

詹卫东丬 郭锐丬 常宝宝丬 谌贻荣丬 陈龙丮北京大学乃乃乌语料库的研制乛乊九丮语料库语言学丬 串丰丱丹丬 丨丱丩为 丷丱中丸丶丬 丱丱丶

赵琳玲丮面向高考鉴赏类问题的明喻与拟人识别方法研究乛乄九丮山西大学丬 串丰串丰

朱晓亮丬 谯宇同丬 龚颖丬 殷姿丬 董鑫丬 石昀东丬 刘三女牙丬 杨宗凯丮一种小学语文作文排比句自动识别的方
法乛乐九丮中国专利：乃乎丱丱丰丵丹丸串丰串乁丬 串丰丱丹丮丱串丮串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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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

A 附附附录录录

标标标签签签 数数数量量量 平平平均均均长长长度度度 答答答案案案 问问问题题题示示示例例例
夸张 1000 144.952 A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夸张修辞手法的句子：A. 江浩被她的惨叫吓得三魂冲

天，七魂出窍。B. 卢老师告诉了我们一个小诀窍就是，先读一句然后背一句。C. 其
实我觉得要留待下一期再和大家分享一下。D. 在我看来，马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
家，不过在1949年的法国乡村，他没有发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成为了一间男子寄
宿学校的助理教师。

通感 1000 145.081 C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通感修辞手法的句子：A. 差5分零点时，庙前已聚集了数
百人，他们在等待着那新旧交替的难忘一刻。B. 虽然我是她的得力助手，但她做事永
远都是毫不留情的啊。C. 她的声音很透明。D. 我一怔，抬头正想回答，看见妈妈只穿
了一件衣服，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比拟 1000 144.095 C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比拟修辞手法的句子：A. 我们班的李老师就是其中一
位，她教语文，她对自己的每一节课都认真备课，仔细研究如何才能让学生更容易理
解自己所讲的知识。B.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给我讲过圣诞节的故事，那可真是一个
美妙的故事啊！C. 落日挥毫泼墨，把我们的世界装扮得美丽动人。D. 人的劳动能力是
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

反复 1000 145.201 B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反复修辞手法的句子：A. 我们在离开的时候，爸爸去了
公平秤，称了那条鱼的重量，公平秤显示的是3斤。B. 英国人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成
为奴隶。C. 陈春泉答应了表妹王采玉的请求后，左思右想、反复比较，才选定了毛鼎
和家。D. 前者倾向于突破现有规则，后者更愿意维护传统。

对偶 1000 130.715 B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对偶修辞手法的句子：A. 虽然我是她的得力助手，但她
做事永远都是毫不留情的啊。B. 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C. 我忍不住咬了几口，
可它的汁液太少了，一颗不过瘾，又拿起第二颗，第三颗. . . . . . D. 我上前地问了一
句：“需要我帮忙吗？”

设问 1000 150.901 C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设问修辞手法的句子：A. 我没有回答，我又想起了妈
妈的话：将梦想进行到底。B. 我踏着轻松的步子来到教室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纷纷
跑上前来送我生日礼物。C. 女人同样喜欢帅哥，但又有多少男人愿意为了女人的一句
赞美而天天待健身房，天天苦练肌肉？说到底这还是男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不平等导致
的。D. 然后，他又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感情用事。

比喻 1000 153.126 B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比喻修辞手法的句子：A. 这时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但
是人们一点也不在乎。B. 你就像辛勤的园丁，细心培育着祖国花朵，使这些花朵茁壮
成长。C. 我生气极了，“不，你骗人，那不是故事，是真实的。”D. 明明是你暗恋别
人，那个人从来察觉，也许知道了，却无动于衷。

反问 1000 140.766 B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反问修辞手法的句子：A. 我爸爸最大的特点是：让我去
挑战一些我不敢做的事情。B. 若非亲眼目睹，谁能相信水能变成“石头”呢？C. 就连她
自己也说：“画动物是我的强项呦！”D. 从小到大可从来没有人送过礼物给我呀！

顶真 1000 135.800 D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顶真修辞手法的句子：A. 作为马上要小学毕业的我，我
们要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要动不动就吵架。B. 每当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上学
时那快乐的神情，我就羡慕极了。C. 大家都很吃惊地望着张老师，原以为是张老师的
儿子过生日呢！D. 雪洁林，林护雪，雪影静谧。

排比 1000 173.492 D 请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出具有排比修辞手法的句子：A. 没有啊，我以为你喂了。B. 张
老师高兴地让全班齐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C. 这事情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你
们真的是冤枉潘武了。D. 延安的歌声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

表 丷为 大模型修辞认知评测集概况

修辞格 平均长度 最大长度 最小长度 知识点类型

反复 丹丷丮丵丰丰丰丰丰 丱丹串 临丱
反问 丹丵丮丸丳丳丳丳丳 丱丰丹 丷丳
夸张 丱丰丹丮丵丰丰丰丰丰 丱丷丶 丳丹
对偶 丹临丮丶丶丶丶丶丷 丱临丳 临丸
排比 串丰丱丮丱丶丶丶丶丷 丵丳串 丵丵 定义、特征、变体特征、分析方法、易混淆点、作用
比喻 丱丵串丮丶丶丶丶丶丷 串串丸 临丸
比拟 丱串丰丮丳丳丳丳丳丳 丱丸丳 丶丶
设问 丹临丮丳丳丳丳丳丳 丱丸临 丵丶
通感 丸丳丮丶丶丶丶丶丷 丹丶 丵丷
顶真 丱丱丰丮丵丰丰丰丰丰 串丸丸 临丵

表 丸为 乍乃乒之乂知识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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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

修修修辞辞辞 类类类型型型 知知知识识识点点点

比喻 定义
比喻修辞手法的定义是根据心理联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另一个事物
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

比喻 特征

比喻修辞手法的特征包括：1.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本体(被比喻的事物或情境)、喻
词(表示比喻关系的词语)、喻体(比喻的事物或情境)。2.本体和喻体必须是性质不同的
两类事物。3.在比喻句中，喻体必须出现。4.本体和喻体之间必须有相似点。比喻通过
将不同的事物或情境进行类比，从而传达出相似之处，使得文学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比喻 变体特征

比喻修辞手法的变体主要有三种：明喻、借喻、暗喻。明喻要求本体和喻体同时出
现，但连接词为比喻词如“像”、“好似”、“仿佛”等，有时还会有配合词如“似的”、“一
样”；暗喻要求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但使用了“是”、“成了”、“变成”等词来连接，或
者以偏正式词组的形式出现，用本体修饰限制喻体，有时还会使用复指成分来构成暗
喻；借喻则是直接叙述喻体，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

比喻 分析方法

比喻修辞手法的分析方法如下：例1：思想的春风吹遍油田。通过将“思想”与“春风”相
比较，揭示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达到比喻的效果。例2：岸边的华灯倒映在湖
中，宛如颗颗宝石缀在湖面之上。通过将“华灯”与“宝石”相比较，也实现了比喻的目
的。例3：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再也说不出话。通过
描述“厚障壁”来暗示人们之间的隔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喻词，但通过暗示和隐喻的
方式也实现了比喻的效果。

比喻 易混淆点

比喻修辞手法易和比拟、夸张、通感修辞手法混淆。1.比喻与比拟之间的区别：比喻强
调的是两个事物的相似性，而比拟则是利用它们的不同特性使它们融为一体，这一点
在比喻中喻体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比拟中必须出现拟体。2.比喻与夸张之间的区别：夸
张是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而比喻则是根据相似点将某一事物
比作另一事物，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道理更加浅显易懂。3.比喻与通感之间的区别：
比喻强调相似性，离不开本体、喻体和相似点，而通感更注重感觉器官之间的转移。

比喻 作用
比喻修辞手法的作用是通过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不同但相关的事物相比较，使深奥的
道理更加浅显易懂，帮助人们加深体味；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使人们更容易接受；
将概括的东西形象化，给人们留下鲜明的印象。

表 丹为 乍乃乒之乂知识库中比喻修辞的知识点示例

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丹临丨丮丰丰临↑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丹临丨丮丰丰临↑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丵↑丩
比喻 丮丹丹丶丨丮丰丰丶↑丩 丮丹丸丷丨丮丰丰丳↓丩 丮丹丹临丨丮丰丰临↑丩 丮丹丹丶丨丮丰丰丶↑丩 丮丹丸丷丨丮丰丰丳↓丩 丮丹丹临丨丮丰丰临↑丩 丮丹丹丳丨丮丰丰丳↑丩
夸张 丮丹丵丵丨丮丰丱丰↑丩 丮丹丵丹丨丮丰丱临↑丩 丮丹丵丹丨丮丰丱临↑丩 丮丹丵丵丨丮丰丱丰↑丩 丮丹丵丹丨丮丰丱临↑丩 丮丹丵丹丨丮丰丱临↑丩 丮丹丵丷丨丮丰丱串↑丩
反问 丮丹丸丷丨丮丰丵丹↑丩 丮丹丶丸丨丮丰临丰↑丩 丮丹丸串丨丮丰丵临↑丩 丮丹丸丷丨丮丰丵丹↑丩 丮丹丶丸丨丮丰临丰↑丩 丮丹丸串丨丮丰丵临↑丩 丮丹丸临丨丮丰丵丶↑丩
比拟 丮丹丶丰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临丰丨丮丰丱丵↓丩 丮丹丵丶丨丮丰丰丱↑丩 丮丹丶丰丨丮丰丰丵↑丩 丮丹临丰丨丮丰丱丵↓丩 丮丹丵丶丨丮丰丰丱↑丩 丮丹丵丷丨丮丰丰串↑丩
对偶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丶↑丩 丮丹丹丸丨丮丰丰丹↑丩 丮丹丹丷丨丮丰丰丸↑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丶↑丩 丮丹丹丸丨丮丰丰丹↑丩 丮丹丹丷丨丮丰丰丸↑丩 丮丹丹丵丨丮丰丰丶↑丩
通感 丮丹丱丵丨丮丰临丷↑丩 丮丹串丱丨丮丰丵丳↑丩 丮丹丱丶丨丮丰临丸↑丩 丮丹丱丵丨丮丰临丷↑丩 丮丹串丱丨丮丰丵丳↑丩 丮丹丱丶丨丮丰临丸↑丩 丮丹丰丸丨丮丰临丰↑丩
反复 丮丹丷丰丨丮丰丹丸↑丩 丮丹丶丵丨丮丰丹丳↑丩 丮丹丵丷丨丮丰丸丵↑丩 丮丹丷丰丨丮丰丹丸↑丩 丮丹丶丵丨丮丰丹丳↑丩 丮丹丵丷丨丮丰丸丵↑丩 丮丹丷临丨丮丱丰串↑丩
设问 丮丹丶临丨丮丰丸丱↑丩 丮丹丶丵丨丮丰丸串↑丩 丮丹丶临丨丮丰丸丱↑丩 丮丹丶临丨丮丰丸丱↑丩 丮丹丶丵丨丮丰丸串↑丩 丮丹丶临丨丮丰丸丱↑丩 丮丹丶丵丨丮丰丸串↑丩
顶真 丮丸串丵丨丮临丹丳↑丩 丮丵丹丰丨丮串丵丸↑丩 丮丸丳丳丨丮丵丰丱↑丩 丮丸串丵丨丮临丹丳↑丩 丮丵丹丰丨丮串丵丸↑丩 丮丸丳丳丨丮丵丰丱↑丩 丮丸临串丨丮丵丱丰↑丩

表 丱丰为 乃乨乡乴乇乐乔临丨乧买乴中临中丱丱丰丶中买乲乥乶乩乥乷丩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丹丸丹丨丮丰丰丹↑丩 .979(.001↓) 丮丹丹丰丨丮丰丱丰↑丩 丮丹丸丹丨丮丰丰丹↑丩 .979(.001↓) 丮丹丹丰丨丮丰丱丰↑丩 丮丹丸丹丨丮丰丰丹↑丩
比喻 丮丹临丵丨丮丱丱丷↑丩 丮丸丹丶丨丮丰丶丸↑丩 丮丹串串丨丮丰丹临↑丩 丮丹临丵丨丮丱丱丷↑丩 丮丸丹丶丨丮丰丶丸↑丩 丮丹串串丨丮丰丹临↑丩 丮丹丵丳丨丮丱串丵↑丩
夸张 丮丸临丷丨丮丰丹丶↑丩 丮丸丰丸丨丮丰丵丷↑丩 丮丸丱丸丨丮丰丶丷↑丩 丮丸临丷丨丮丰丹丶↑丩 丮丸丰丸丨丮丰丵丷↑丩 丮丸丱丸丨丮丰丶丷↑丩 丮丸丵串丨丮丱丰丱↑丩
反问 丮丸丹丰丨丮丱丵丱↑丩 丮丸丸丵丨丮丱临丶↑丩 丮丹丵丰丨丮串丱丱↑丩 丮丸丹丰丨丮丱丵丱↑丩 丮丸丸丵丨丮丱临丶↑丩 丮丹丵丰丨丮串丱丱↑丩 丮丹串丰丨丮丱丸丱↑丩
比拟 丮丸丳丵丨丮临丱丶↑丩 丮丸串丱丨丮临丰串↑丩 丮丷丷丳丨丮丳丵临↑丩 丮丸丳丵丨丮临丱丶↑丩 丮丸串丱丨丮临丰串↑丩 丮丷丷丳丨丮丳丵临↑丩 丮丸丷临丨丮临丵丵↑丩
对偶 丮丹临丳丨丮丵丵丸↑丩 丮丸丵丹丨丮临丷临↑丩 丮丹丶丶丨丮丵丸丱↑丩 丮丹临丳丨丮丵丵丸↑丩 丮丸丵丹丨丮临丷临↑丩 丮丹丶丶丨丮丵丸丱↑丩 丮丹临丶丨丮丵丶丱↑丩
通感 丮丸丰丵丨丮丱丵临↑丩 丮丸丱串丨丮丱丶丱↑丩 丮丷丶丵丨丮丱丱临↑丩 丮丸丰丵丨丮丱丵临↑丩 丮丸丱串丨丮丱丶丱↑丩 丮丷丶丵丨丮丱丱临↑丩 丮丸丱丷丨丮丱丶丶↑丩
反复 丮丹丱丵丨丮串丶丳↑丩 丮丸丶丵丨丮串丱丳↑丩 丮丹丱丷丨丮串丶丵↑丩 丮丹丱丵丨丮串丶丳↑丩 丮丸丶丵丨丮串丱丳↑丩 丮丹丱丷丨丮串丶丵↑丩 丮丹丱丷丨丮串丶丵↑丩
设问 丮丸丵丸丨丮临丰丷↑丩 丮丷丷丰丨丮丳丱丹↑丩 丮丸丸丷丨丮临丳丶↑丩 丮丸丵丸丨丮临丰丷↑丩 丮丷丷丰丨丮丳丱丹↑丩 丮丸丸丷丨丮临丳丶↑丩 丮丸丸丷丨丮临丳丶↑丩
顶真 丮丶丷丶丨丮临丰丸↑丩 丮丵丰丱丨丮串丳丳↑丩 丮丷丵临丨丮临丸丶↑丩 丮丶丷丶丨丮临丰丸↑丩 丮丵丰丱丨丮串丳丳↑丩 丮丷丵临丨丮临丸丶↑丩 丮丶丹丵丨丮临串丷↑丩

表 丱丱为 乃乨乡乴乇乐乔丳丮丵丨乧买乴中丳丮丵中乴乵乲乢乯丩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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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

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丹丷丵丨丮丰丳丶↑丩 丮丹丷临丨丮丰丳丵↑丩 丮丹丶丶丨丮丰串丷↑丩 丮丹丷丵丨丮丰丳丶↑丩 丮丹丷临丨丮丰丳丵↑丩 丮丹丶丶丨丮丰串丷↑丩 丮丹丷临丨丮丰丳丵↑丩
比喻 丮丹串丰丨丮丰串丸↑丩 丮丸丸丰丨丮丰丱串↓丩 丮丹丵丰丨丮丰丵丸↑丩 丮丹串丰丨丮丰串丸↑丩 丮丸丸丰丨丮丰丱串↓丩 丮丹丵丰丨丮丰丵丸↑丩 丮丹串丳丨丮丰丳丱↑丩
夸张 丮丸临丰丨丮丰丹丹↑丩 丮丷丹丵丨丮丰丵临↑丩 丮丷丸丸丨丮丰临丷↑丩 丮丸临丰丨丮丰丹丹↑丩 丮丷丹丵丨丮丰丵临↑丩 丮丷丸丸丨丮丰临丷↑丩 丮丸丱丵丨丮丰丷临↑丩
反问 丮丸丸丵丨丮串丳丷↑丩 丮丸丱丵丨丮丱丶丷↑丩 丮丷丶丳丨丮丱丱丵↑丩 丮丸丸丵丨丮串丳丷↑丩 丮丸丱丵丨丮丱丶丷↑丩 丮丷丶丳丨丮丱丱丵↑丩 丮丸临丷丨丮丱丹丹↑丩
比拟 丮丶临丸丨丮丳丷丶↑丩 丮丵临丹丨丮串丷丷↑丩 丮临丳丷丨丮丱丶丵↑丩 丮丶临丸丨丮丳丷丶↑丩 丮丵临丹丨丮串丷丷↑丩 丮临丳丷丨丮丱丶丵↑丩 丮丷丵丶丨丮临丸临↑丩
对偶 丮丹丰丳丨丮临丰串↑丩 丮丵丶丷丨丮丰丶丶↑丩 丮丷串丵丨丮串串临↑丩 丮丹丰丳丨丮临丰串↑丩 丮丵丶丷丨丮丰丶丶↑丩 丮丷串丵丨丮串串临↑丩 丮丸丵丹丨丮丳丵丸↑丩
通感 丮丶临临丨丮丰丱串↑丩 丮丶丷丰丨丮丰丳丸↑丩 丮丶串丹丨丮丰丰丳↓丩 丮丶临临丨丮丰丱串↑丩 丮丶丷丰丨丮丰丳丸↑丩 丮丶串丹丨丮丰丰丳↓丩 丮丶丳丹丨丮丰丰丷↑丩
反复 丮丸串丰丨丮丳丳丶↑丩 丮丶丵丰丨丮丱丶丶↑丩 丮丶丵丱丨丮丱丶丷↑丩 丮丸串丰丨丮丳丳丶↑丩 丮丶丵丰丨丮丱丶丶↑丩 丮丶丵丱丨丮丱丶丷↑丩 丮丸串丸丨丮丳临临↑丩
设问 丮丸丷丱丨丮丳丳临↑丩 丮丶丶丹丨丮丱丳串↑丩 丮丶丰丸丨丮丰丷丱↑丩 丮丸丷丱丨丮丳丳临↑丩 丮丶丶丹丨丮丱丳串↑丩 丮丶丰丸丨丮丰丷丱↑丩 丮丸丵丷丨丮丳串丰↑丩
顶真 丮临丵丳丨丮串丱临↑丩 丮串丹丶丨丮丰丵丷↑丩 丮串丷串丨丮丰丳丳↑丩 丮临丵丳丨丮串丱临↑丩 丮串丹丶丨丮丰丵丷↑丩 丮串丷串丨丮丰丳丳↑丩 丮临丹串丨丮串丵丳↑丩

表 丱串为 乃乨乡乴乇乌乍丳中丶乂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Zero-shot-CoT RAG-BaiKe Few-Shot5 全全全知知知直直直授授授法法法 断断断点点点补补补教教教法法法 诊诊诊断断断增增增强强强法法法 Ours

排比 丮丹临丱丨丮丰串临↓丩 丮丹丷丸丨丮丰丱丳↑丩 丮丸丹丱丨丮丰丷临↓丩 丮丹临丱丨丮丰串临↓丩 丮丹丷丸丨丮丰丱丳↑丩 丮丸丹丱丨丮丰丷临↓丩 丮丹丶丷丨丮丰丰串↑丩
比喻 丮丹临丳丨丮丰丸丶↑丩 丮丹丳丳丨丮丰丷丶↑丩 丮丷丸串丨丮丰丷丵↓丩 丮丹临丳丨丮丰丸丶↑丩 丮丹丳丳丨丮丰丷丶↑丩 丮丷丸串丨丮丰丷丵↓丩 丮丹临丵丨丮丰丸丸↑丩
夸张 丮丸串串丨丮丰临丷↑丩 丮丸临丵丨丮丰丷丰↑丩 丮丸丱丵丨丮丰临丰↑丩 丮丸串串丨丮丰临丷↑丩 丮丸临丵丨丮丰丷丰↑丩 丮丸丱丵丨丮丰临丰↑丩 丮丸丵丷丨丮丰丸串↑丩
反问 丮丹丳丵丨丮丱串丹↑丩 丮丸丶丷丨丮丰丶丱↑丩 丮丷丶丵丨丮丰临丱↓丩 丮丹丳丵丨丮丱串丹↑丩 丮丸丶丷丨丮丰丶丱↑丩 丮丷丶丵丨丮丰临丱↓丩 丮丹串丹丨丮丱串丳↑丩
比拟 丮丷临临丨丮丱丵串↑丩 丮丷丱串丨丮丱串丰↑丩 丮丶临临丨丮丰丵串↑丩 丮丷临临丨丮丱丵串↑丩 丮丷丱串丨丮丱串丰↑丩 丮丶临临丨丮丰丵串↑丩 丮丷丰丸丨丮丱丱丶↑丩
对偶 丮丸丹丳丨丮串串丸↑丩 丮丷丸丸丨丮丱串丳↑丩 丮丷丵丰丨丮丰丸丵↑丩 丮丸丹丳丨丮串串丸↑丩 丮丷丸丸丨丮丱串丳↑丩 丮丷丵丰丨丮丰丸丵↑丩 丮丸临丸丨丮丱丸丳↑丩
通感 丮丷丱丳丨丮丰临丸↑丩 丮丷临丷丨丮丰丸串↑丩 丮丶丹丳丨丮丰串丸↑丩 丮丷丱丳丨丮丰临丸↑丩 丮丷临丷丨丮丰丸串↑丩 丮丶丹丳丨丮丰串丸↑丩 丮丷丵丷丨丮丰丹串↑丩
反复 丮丷丵丷丨丮丱丹丷↑丩 丮丶丹丱丨丮丱丳丱↑丩 丮丶丰丵丨丮丰临丵↑丩 丮丷丵丷丨丮丱丹丷↑丩 丮丶丹丱丨丮丱丳丱↑丩 丮丶丰丵丨丮丰临丵↑丩 丮丸丰丳丨丮串临丳↑丩
设问 丮丸丸临丨丮丳丱丹↑丩 丮丷临丷丨丮丱丸串↑丩 丮丵丶丸丨丮丰丰丳↑丩 丮丸丸临丨丮丳丱丹↑丩 丮丷临丷丨丮丱丸串↑丩 丮丵丶丸丨丮丰丰丳↑丩 丮丹丳丵丨丮丳丷丰↑丩
顶真 丮临丹丰丨丮丰丸临↑丩 丮丵串丹丨丮丱串丳↑丩 丮临临丶丨丮丰临丰↑丩 丮临丹丰丨丮丰丸临↑丩 丮丵串丹丨丮丱串丳↑丩 丮临临丶丨丮丰临丰↑丩 丮丵临丵丨丮丱丳丹↑丩

表 丱丳为 乑乷乥乮中丷乂中乃乨乡乴在不同方法下对十种修辞手法的认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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