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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评价的修辞说服功能在崇尚客观严谨的学术论文语类中表现得极为隐蔽精巧遥 从修辞学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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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目标之间的潜在关联遥 反映写作者态度意义的评价体现在学术论文觅材取材尧 谋篇布局和文体风格的全
过程遥 同时袁 理性诉求尧 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构成了学术论文评价意义的三种理据遥 学术论文的理性诉求居
于绝对中心地位袁 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可以被视作个人化的理性诉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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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遥

一尧 引言
评价指的是 野作者或者说话者对其所谈及的

实体或命题的态度尧观点和感情冶咱员暂渊孕5冤遥学术论文袁
作为一种表象客观袁 实则人际意义极为丰富的特
殊语类袁 其复杂微妙的评价资源一直是语篇分析
者的兴趣所在遥学术论文旨在知识建构袁而任何知
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修辞行为的有效实

施遥 评价的导向性功能认为 野评价者通过评价表
达袁而欲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袁诱导或引导他人
按照评价表达的目的而行动冶咱2暂渊孕229冤遥 评价的维持
关系功能说明说话人或写作者旨在通过评价团结

受众袁建立一致关系遥评价的这种修辞说服作用在
崇尚野客观严谨冶的学术论文语类中表现得更为隐
蔽精巧袁 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更多关注遥 广义修
辞学的推进和学术语篇评价研究的不断发展使得

我们意识到从修辞角度审视探讨学术论文语类评

价资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遥 学术语篇袁 或曰科学
语篇的探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修辞学紧密

相关遥 Bazerman渊1988冤咱3暂通过对 1665至 1800年
100篇实证性科学论文的历时研究袁 揭示了学术

论文语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修辞要素遥 Prelli
渊1989冤咱4暂系统分析了科学修辞中的话题逻辑发展
以及该话题逻辑如何借助语篇构建合法化的科学

论断遥Gross渊1990冤咱5暂的科学修辞则更是融合了西
方修辞学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遥曲卫国渊2008冤咱6暂

指出人文学科发生的修辞转向使一度被边缘化了

的修辞学重新获得了社会现实的关联性袁 而批判
理论和社会理论为其重新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理

论基础遥 本文试图从古典修辞学的修辞三艺和修
辞三诉求两个方面来探究学术论文的评价资源袁
旨在阐释学术论文高度复杂的评价资源袁 并探讨
其与学术论文修辞目标之间的潜在关联遥
二尧修辞三艺与评价
西方修辞学与演讲艺术和论辩文化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袁 英语 Rhetoric的拉丁语词源和希腊
语词源均指涉演讲遥 学术语篇袁 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袁其发展也可以说是由学术论辩驱动的遥胡曙中
渊1999冤认为野在 20世纪中袁就连科学知识的发展
也似乎不再是根据理性的观察和事实的积累袁而
是通过论辩遥 噎噎几乎从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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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结论院我们的学问来自阐释袁
我们的学科通过论辩来发展袁 我们的社团通过话
语来粘合袁我们的知识是劝说的结构袁而现实本身
是我们使用语言方式的作用遥 冶咱7暂渊孕96冤另一方面袁修
辞学的发展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演讲艺术和口头

话语袁Booth渊2004冤明确指出野任何时候袁如果任何
人有意通过运用包括言辞尧表情尧动作在内的符号
和象征手段在另一个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袁 他就
是在使用修辞冶遥 咱8暂修辞应该被理解为野由人类共
享袁可以在其他人身上造成各种效果的一切资源遥
这里所说的是伦理上尧实际事务上尧情感上和智力
上的效果袁包括一切跟人格修养尧政治事务尧美学
感受尧学术研究相关的效果冶遥 咱8暂当然袁无论修辞学
发展到什么阶段袁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理论
仍旧是重要的基石遥学界甚至认为野不仅是西塞罗
和昆提利安的修辞学袁而且连中世纪尧文艺复兴时
期和现代的修辞学袁就其精华而言袁根本上还是亚
里士多德的东西冶咱9暂渊孕42苑冤遥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
叶Rhetoric曳 中将修辞活动的准备和实施分成五个
步 骤 院 觅 材 取 材 渊invention冤尧 谋 篇 布 局
渊arrangement冤尧文体风格渊style冤尧记忆渊memory冤和
呈现渊delivery冤袁这就是著名的野修辞五艺冶咱员0暂袁构
成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遥 由于书面语交流
减少了对记忆的依赖袁这里对记忆不作探讨遥呈现
作为修辞五艺的最后一艺袁 原指演说时的临场发
挥表现袁虽极为重要袁但与本研究的学术论文书面
语篇联系不大袁 可能涉及了学术论文的字体尧字
号尧行距等因素袁几乎和评价资源也无关联袁因此
我们也不作讨论遥 本节主要探讨修辞前三艺中的
评价因素遥
觅材取材是任何修辞行为构建的第一个步

骤袁主要包括选择主题和收集材料袁从内容上看与
学术论文写作的选题相关袁 也包含选题确定后写
作者从自己所有可能掌握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可以

用来支持巩固论证主题的论据遥 这里我们主要聚
焦后者袁因为其和评价之间的潜在联系遥语篇形成
之前的材料选择和取舍袁 体现了写作者的主体意
识袁折射了写作者的态度袁而这恰恰是现有语篇评
价研究较为忽视的问题遥以文学语篇为例袁陈寿的
叶三国志曳尧罗贯中的叶三国演义曳和无名氏的叶全相
三国志平话曳 都在讲述三国故事袁 即选题是相同
的袁 但是谁又能否认它们是三本截然不同的作品

呢钥事件的选择是主因遥董乃斌渊2012冤不无洞见地
指出院野虽然 叶新唐书曳 载录的大部分人物事迹与
叶旧唐书曳一致袁但是叶新唐书曳也有与叶旧唐书曳不
尽相同的地方遥 宋祁通过对传主传记事实的重新
选择袁使叶新唐书曳某些传主形象呈现出与叶旧唐
书曳不同的特征遥 冶咱1员暂渊孕156冤由此可见袁即使是文学语
篇也可通过材料的选择彰显写作者的态度和观

点袁学术论文自然也不例外遥学术论文写作者在确
定选题后袁 其学术观点的提出通常伴有诸多其它
文献的声音遥 学术论文语篇建构的学术论点基于
作者反对的论点和作者支持的论点遥 反对论点和
支持论点涉及众多研究人员的文献袁 其选择更多
地取决于如何更好地野推销冶学术论文呈现的学术
论点遥 在西方论辩文化的框架之中袁野学术文章的
标准写法是提出一个与他人观点相反的看法袁然
后证明前者是错误的冶咱员2暂渊孕268冤遥 这一模式不可避免
地促使作者一方面 野不承认支持对立观点的事
实冶袁另一方面又野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加以筛选袁
只提及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冶咱员2暂渊孕愿冤遥在当今英
语论文国际发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袁 全面反映
作者反对论点和支持论点的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袁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袁 决定了学术论文本身的价值
和贡献遥以支持论点为例袁虽然用以支持和加强作
者论点的文献较多袁但不可能一一全部列入语篇袁
作者在选择时就需要慎之又慎袁 因为这直接决定
了该论文是否可以被学术刊物接受发表袁 从而取
得学界认可袁 收获成功的修辞效应遥 著名语言学
家尧剑桥大学教授 Deborah Cameron渊2012冤咱员3暂在回
忆自己的一次投稿经历时袁 谈到了评审专家因为
论文没有引用 Deborah Cameron的文献而批评作
者的研究遥 有趣的是袁 作者本人正是 Deborah
Cameron遥这同样有效说明了学术论文修辞说服的
效果与写作者的材料选择不无联系袁 而材料选择
体现的正是写作者的评价袁 即写作者对于文献观
点的态度遥
谋篇布局指的是写作者在确定符合文章的素

材之后袁即完成觅材取材这一修辞步骤之后袁针对
这些素材的合理安排和组织袁 使它们以最恰当最
有效的顺序和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袁 帮助写作者
实现修辞目的遥 Cicero渊1942冤认为修辞者野首先应
该确定自己想要说什么袁 然后再决定如何安排组
织话题袁不仅要根据特定的顺序袁而且要考虑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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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素材的分量和说话者的判断遥 冶咱员4暂渊孕31冤显然袁谋篇
布局反映了说话人的态度和评价袁 和语篇作者的
价值观念密切相关遥 虽然 Cicero的观点针对口头
演讲话语袁但也完全适用于书面语篇分析遥古典修
辞学理论指出袁 一个完整的修辞语篇通常由六个
部分组成袁分别是院引言尧陈述尧提纲尧证明尧驳斥和
结语遥 咱员5暂学术论文的谋篇布局蕴含了丰富的评价
因子遥 Stanley渊1984冤咱员6暂通过研究归纳出的学术论
文的宏观结构为 野问题 渊Problem冤 要要要 解决

渊Solution冤冶 模式遥 Bruce 渊1983冤咱员7暂 指出 野引言
渊Introduction冤要要要 方 法 渊method冤要要要 结 果

渊result冤要要要 讨论渊discussion冤冶模式体现了学术
论文归纳研究的逻辑顺序遥 除了这类宏观结构研
究之外袁 学术论文语篇特定阶段的谋篇布局也引
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遥 以学术论文引言为例袁
Swales渊1990冤咱员8暂开创的经典三语步模式认为引言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院确立研究领域渊establishing a
territory冤尧 建立合适的研究地位 渊establishing a
niche冤和占据研究地位渊occupying the niche冤遥 每
个语步又包括不同的步骤遥我们认为袁学术论文的
三个语步各有其修辞目标袁 写作者旨在依次说服
读者坚信院首先是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曰其次是研究
主题存有发展的空间袁即已有研究的不足曰最后是
写作者本人研究的潜在贡献遥 Hood渊2010冤咱员9暂将学
术论文引言的这种描述兼说服的双重功能称为语

境隐喻 (contextual metaphor)袁认为语境隐喻形成
了学术论文写作者的研究理据 (research warrant)遥
评价资源对于研究理据的构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遥在语步一中袁研究主题的价值通过一系
列正面或负面显性评价意义得以实现遥相对而言袁
在语步二中袁 写作者对于同领域他人研究的评价
更多地依赖于隐性评价资源袁 重在指出研究方法
的不足尧 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或者概念和理论的探
索不充分遥在语步三中袁显性或隐性评价资源的
运用是为了确立作者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影响或

贡献遥
文体风格是继素材备齐尧框架搭好之后袁修辞

者使用合适的语言和形式将构思表述出来袁 因而
文体风格很大程度上要落实为遣词造句的研究遥
Joos渊1967冤咱20暂按照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提出五种
风格变体院庄重文体渊the frozen style冤尧正式文体
渊the formal style冤尧 商议文体 渊the consultative

style冤尧随意文体渊the casual style冤和亲密文体渊the
intimate style冤遥事实上袁文体的界定和解读通常离
不开评价的定位 遥 Strunk 和 White 早在 叶The
Elements of Style曳 渊1935冤一书中,虽然没有对评
价与文体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释袁 但针对文体还
是列举了一些与评价有关的的规定性准则袁如野不
要过度写作冶尧野避免使用限定词冶尧野不要随意插入
自己的观点冶尧野谨慎使用修辞格冶等遥 咱2员暂评价理论
创始人 Martin和White认为院野文体和体系与特定
的修辞效果相联系, 从而建构特定的作者身份或
人格遥冶咱22暂渊孕161冤可以说袁特定的语篇惯例强烈地限制
了作者所使用的评价风格遥 学术论文的客观严谨
并不能遮蔽其无处不在的修辞说服目标遥 我们认
为袁正是因为学术论文的说服功能和其本身的野客
观冶标签二者的平衡袁直接导致了学术论文评价的
间接性和隐含性袁 使得学术论文评价呈现出较强
的隐性特质遥李战子渊2006冤咱23暂结合实例分析袁分别
从基调渊key冤尧态势渊stance冤和阅读反应渊reaction冤
三个层面探讨了将评价作为文体的一个重要维度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遥李战子进而指出袁从汉语文体
学研究的杰作叶修辞学发凡曳来看袁陈望道关于文
体的分类非常完备遥他把文体分为:(一)按民族分尧
(二)按时代分尧(三)按对象或方法分尧(四)按目的或
任务分尧(五)按语言的方式特征分(如语录体尧口头
语体尧文言文体等)尧(六)按语言的排列和声律分尧
(七)按表现分(如简约尧繁丰尧刚健尧柔婉尧平淡尧绚
烂尧谨严尧疏放等)尧(八)按写作者个人分等, 除了第
六项是从形式上的分类袁第一项是从文化(文字)
上的分类袁其余各项均与评价密切相关遥 因此袁我
们完全可以把评价视为一个横贯这些分类的维

度袁 如 Martin 等讨论的个人签名袁 即第八项袁
Martin等讨论的态势袁即第七项袁而第三项尧第四
项则与 Martin等人的基调极为相似遥 可以说袁汉
语文体学研究所反映的评价维度与 Martin等人
的评价理论在基调和态势方面的发展形成了互相

对应的关系遥
三尧修辞三诉求与评价
从广义上说袁 所有的语言使用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劝说说服遥具体说来袁说服可以被理解为院野那
些以改变或影响他人行为或者加强某些本身就已

经被接受的信念或行为 渊包括劝说者的信念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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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冤为目标的语言选择冶咱24暂渊孕5冤遥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修辞三种说服模式袁即诉诸理性渊logos冤的理性诉
求尧 诉诸情感 渊pathos冤 的情感诉求和诉诸人品
渊ethos冤的人格诉求袁影响深远袁至今仍是修辞说
服艺术的核心成分遥 理性诉求是修辞学的心脏和
灵魂袁以推理尧演绎尧逻辑辩论等形式去打动受众袁
使之信服遥 逻辑学中的三段论渊syllogism冤演绎推
理可以说是修辞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理性诉求袁 通
常包括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渊大前提冤袁一个附属于
前面大前提的特殊化陈述渊小前提冤袁以及由此推
导出的结论遥 情感诉求是指人们对将要经历或已
经经历的某个态度对象的感觉或心情袁 范围可以
从敬仰到憎恶袁 是用来调动受众的情绪或改变其
态度的劝说性信息或劝说性交流袁 让演说的内容
能触及受众心灵袁主要是出于对受众情绪的考虑袁
旨在唤起受众的情绪反应遥作为一种劝说方式袁情
感诉求的核心是激发受众情感袁 使他们产生同情
心尧爱心尧爱国情感等情绪反应袁进而关注和接受
说服者的观点或提议遥 受众于是可能对态度对象
发生积极的态度变化袁 进而实现语言使用者所预
设的交际目的袁与修辞者野同一冶咱25暂遥人格诉求指的
是演说者性格的投射袁包括可信度和人格威信袁能
反映演说者好的性格袁或显示其行事的英明袁以获
得一定的信任度遥 人格诉求相对于理性诉求和情
感诉求要来的更为直接有效袁 因为如果受众根本
不信任修辞者袁 再好的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也只
能是白费力气袁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参与竞选的
政治家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自身形象袁 力图给
大众展现自己最为光辉的一面遥

Booth渊2004冤在谈及科学与修辞的关系时指
出,野知识探究离不开修辞因素冶咱8暂渊孕59冤遥 据此袁我们
完全可以认为院构成修辞三诉求的理性尧情感和人
品自然可见于学术论文遥 我们可以理解学术论文
中的理性诉求袁 因为学术论文作者在观点呈现之
前必定要经历严格的推理和论证袁 这也是科学的
本质使然遥学术论文的理性诉求通常借助证据尧常
识和其他同行专家的研究发现袁综合运用定义尧假
设尧归纳尧演绎尧实验尧例证和统计等策略遥 理性诉
求可以说是修辞三诉求中最为接近科学要义的因

素袁占据学术论文修辞行为的核心位置遥

情感诉求和人品诉求似乎与野一本正经冶尧野不
苟言笑冶的学术论文语篇风格相悖袁与科学渊尤其
是自然科学冤活动信奉的野实证主义冶渊positivism冤
不相融合遥 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正确有
效的知识袁 只有事实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袁将
野修辞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诸多论辩资源与知识尧理
性和证明对立和分割冶咱8暂渊孕57冤遥将野实证主义冶和修辞
实践完全割裂开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袁 正如
刘亚猛渊2006冤所指出的袁野在宏观层面上袁实证主
义的泛滥割裂了人类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物质

世界的探索袁使二者日益对立遥 在具体领域袁比如
说学术尧教育领域袁它导致了修辞学科的没落和人
文传统的凋敝袁 使得那种认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
法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正道袁因而也必须支配人文尧
社会学科研究的 耶科学主义爷渊scientism冤 大行其
道遥 冶咱26暂渊孕48冤事实上袁学术论文作者在论证过程中避
免不了对论点的情感投入袁 学术论文语篇总是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写作者值得信赖的人品袁 以人
品诉求为例院

Griffith and Sheldon (2001) fou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an unpigmented
plumage patch in male collared flycatchers and
change in the size of the patch across a season (r =
-0.4, n = 80). Although they did not attach much
significance to this finding, they have kindly
provided us with the data, and we find that the
resul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egression effect (T
= 0.51, df = 78, P = 0.61). (T7423Q14A2005TH)淤

以上学术论文语篇的野kindly冶渊粗体冤一词指
向学科领域其他研究者袁 反映了写作者对于其他
研究者积极的正面评价遥 具体来说袁 如果按照
Martin & White 渊2005冤咱22暂 的评价系统态度分类袁
野kindly冶属于正面判断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如果认为
野kindly冶 与科学本质无关而弃之袁 则是完全错误
的遥 因为该词的使用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写作者
的人品袁 表明了写作者本人能以友善的态度对待
同一修辞社团同样友善的其他研究人员遥
从评价系统中反映态度来源的介入系统出

淤本文语料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英语语料库 JDEST袁括号中为语料编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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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袁如下语篇中的野in our opinion冶如果被替代为
野We proclaim冶或者野We insist冶之类的表达袁除了
会给持反对意见的其他研究人员构成面子上的威

胁袁显得不够礼貌之外袁更为关键的是袁它缩小了
与其它持不同观点的研究人员声音之间的对话空

间遥写作者选用野We proclaim冶或者野We insist冶袁建
构的可能是一个自身教条主义者的形象袁 削弱的
是读者对于写作者人品的依赖袁 最终导致的是学
术观点接受可能性的下降袁 不能达到预期的修辞
效应遥 因此袁野in our opinion冶的选用一方面反映了
写作者的态度和观点袁 另一方面构建了自己的修
辞人格遥

The notion of manipulability by an optimist
or a pessimist has, in our opinion, a nice feeling of
mathematical naturality while still respecting the
intuitions from the real -world problems of voting
theory. But some might object to a framework
wherein the success of a disingenuous ballot
depends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a voter (his
being sufficiently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 as
opposed to how he feels about the relative value of
the alternatives. (T1806O2 A2002TH)

修辞诉求与评价的紧密关系已经清晰可见遥
张鋆渊2013冤构建的野评价要要要说服冶机制认为院野语
言使用者在使用评价资源时袁 评价系统下的不同
子系统可有助于实现不同的说服策略袁 以情感居
于中心的态度子系统对应于耶情感诉求爷和耶人格
诉求爷袁在互文性和对话性基础上建立的介入子系
统对应于耶人格诉求爷和耶逻辑诉求爷淤袁作为对整个
评价系统润色的级差系统更是对前两者的实现增

添了力度冶遥 咱27暂渊孕25冤虽然学术论文语类的修辞说服
更多地依赖理性诉求袁 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发挥
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遥 如何理解这三种诉求之间的
关系钥传统的观点认为袁一次修辞行为的完成需要
综合考虑理性诉求尧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袁三种诉
求形成的是一个修辞三角关系袁 但通常彼此相对

独立遥 具体到学术论文袁我们认为袁理性诉求居于
绝对的中心地位袁 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可以被视
作个人化了的理性诉求袁 因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
和对于写作者人格的信赖有助于加强学术论文中

论点论证的逻辑推理的说服力遥同时袁合理有力的
理性诉求也自然能够赢得读者的积极情感回应袁
并且有助于提升写作者的人品指数遥因此袁学术论
文语类中修辞三诉求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严格的三

角关系袁 互相之间存在着彼此融合和互相转化的
可能性遥当然袁理性诉求的核心位置是学术论文的
本质所在遥 学术论文的修辞三诉求之间的互相转
化关系类似于评价系统态度子系统的三种态度类

型袁即判断尧情感和鉴赏之间的融合关系袁毕竟评
价系统三种态度类型和修辞三诉求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遥 不同的是袁 修辞三诉求互相之间是双
向袁而非单向转化关系遥
四尧结语
本文从古典修辞学的修辞三艺和修辞三诉求

两个方面审视探讨了学术论文语类的评价资源袁
以期全面把握学术论文的语类本质袁 并将深化学
术论文的评价研究遥 语篇分析和修辞研究在很多
方面存有共性袁两者都关注语篇尧互动尧语境尧风格
和接受效果等遥 Tracy渊2003冤认为野修辞批评和语
篇分析都专注于语境中的语篇细读遥 冶咱28暂渊孕727冤Van
Dijk 渊1985冤咱29暂 甚至提出古典修辞学的重要学者
渊如亚里士多德冤 本身就是最原初的语篇分析家遥
Johnstone渊2008冤指出野修辞研究总是或显或隐地
涉及语篇分析袁 因为修辞学家分析相对自我意识
的尧公共的尧策略精心设计的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
的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语篇的工作机制遥冶咱30暂渊孕7冤语
篇分析和修辞研究的不同在于前者微观袁 后者宏
观遥语篇分析重在语篇的语言特征等微观层面袁而
修辞研究关注说话者的权威尧听众反应尧劝说尧修
辞者的目的等宏观层面遥因此袁将基于评价研究的
语篇分析与修辞分析相结合袁 有助于我们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审视语篇的生成和本

质袁必将深化学术语篇评价资源的全方位探究遥

淤此处的野逻辑诉求冶对应于本文的野理性诉求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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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Appraisal Resources of Academic Papers: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ZHANG Da-qun

渊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he rhetorical persuasive function of appraisal is delicately expressed in the genre of academic
papers featured in objectivity and precision. Exploration of the appraisal resources in perspectives of the
three arts and three appellations in rhetoric help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highly sophisticated resources and the rhetoric goals of genre. The appraisal of the writer's attitude li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selection, textual arrangement and styles. At mean time, the
rational, emotive and moral appellations form three motivations of the appraisal meaning of an academic
paper. The rational appellation is core of the paper, while the other two can be regarded as personalized
rational appellation.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academic paper; appraisal;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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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mes and Literary Geographical Meaning of Ouyang Xiu's Luoyang-relevant
Ci Poems

YU Yu-ying, YANG Jian-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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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During his stay in Luoyang in early his life, Ouyangxiu wrote a number of Ci poems themed
mainly in love, lovesickness, banquettes and laments on spring and farewells. Those poems are records of his
love, friendship, happiness, sorrow and romantic lives in Luoyang, on contrary to his later poems which are
themed more in sentimentality for official career, life and appreciation of landscapes. Those poems are under
high influence of the natural and literary geography of Luoya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re there are
wonder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prosperous cities and affluent lives. In addition, as witness of the poet's
romantic youth, Luoyang contains scenes and figures kept in the poet's life -long memories which hence
appear once and again in hi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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