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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时期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斥的词。 “文化大革命 ”期间�传统贬义词语的使用呈现出明
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超范围地过量使用�而另一部分却基本相反�使用范围明显缩小�频率有所下降。造成上述
分化的原因是词语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根本的取舍标准却是当时的社会表达取向和实际 “斗争 ”的需要。我们认
为�由这一现象入手�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此期人们普遍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心理�同时也可以为观察和认识这场浩
劫及其对语言和语言应用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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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词义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人们
经常会用到 “贬义词 ”这一称名�虽然有人认为 “感
情色彩本身是丰富多样的�绝不是‘褒贬’可以网尽
的 ” ［1］�也有人对词义感情色彩褒、中、贬的三分提
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 ［2］�但是作为一个已有概念�
贬义词一直都在使用�而本文也是在这一概念的指
称范围内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
斥的词�也可以称反感的词 ［3］�如果说得再详细一
点�那就是 “凡含有贬斥、诋毁、批评、嘲讽、厌恶、歧
视、丑恶、凶险等感情色彩意义的词�就是贬义
词 ” ［4］。汉语的贬义词语为数众多�仅收于 《贬义词
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版 ）中的就有3500
余条。

在讨论 “文化大革命 ”语言的论著中�很多人都
谈到语言 “暴力 ”以及严重的语言污染等现象�而造
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贬义词语的超范
围、过量使用。但是在整个 “文化大革命 ”期间�并
不是所有的贬义词语都扩大了使用范围�而是产生
了一次大范围的明显分化：一部分贬义词语扩大了
使用范围�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扩大�甚至使用范围还
明显缩小�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我
们认为�由这一现象入手�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此期人
们普遍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心理�同时也可以为观

察和认识这场浩劫及其对语言和语言应用的影响提

供一个新的角度。
扩大使用范围的贬义词语相当多�比如以下

一些：
肮脏　把持　摆布　败类　搬弄　包庇　卑鄙

背叛　背离　标榜　不肖　猖狂　丑恶　垂死

胡说　谎言　糊涂　荒诞　荒唐　荒谬　狡猾

险恶　凶恶　嚣张　阴险　狂妄　下流　虚伪

篡夺　篡改　大肆　党羽　毒辣　恶毒　恶劣

发狂　发疯　放肆　愚蠢　疯狂　腐朽　勾结

黑暗　狠毒　恶狠狠　臭味相投　鬼把戏

　　我们从以上词语中�随意抽取5个�对比其在不
同年份的《人民日报》中的使用频率�就可以清晰地
显示出上述变化�表中的词频指每百万字的出现次
数 （下同 ）。

表1显示�在与1967年相邻的1957年和1977
年�贬义词的用例数比作为两端的1947年和2005
年要多出不少�由此而形成了高峰和谷底之间的过
渡。这一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它反映的基本事实
是�“文化大革命 ”语言并非起于一夜之间�而是在
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下逐步发展的结果；同样�“文
化大革命 ”语言也不会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宣告结
束而一夜消失�它自然还会按照一定的惯性沿用一
段时间�或者是对后来的语言及语言运用产生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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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影响。
　　表1
例　词 肮　脏 腐　朽 卑　鄙 大　肆 嚣　张

　项目
年份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16 1．6 13 1．3 30 3 168 16．8 10 1
1957 140 7 179 8．95 229 11．45 347 17．35 119 5．95
1967 160 10．67 255 15 272 18．13 696 46．4 115 7．67
1977 48 3．2 114 7．6 177 11．8 370 24．67 99 6．6
1987 22 1．1 127 6．35 9 0．45 79 3．95 33 1．65
2005 12 0．3 57 1．43 10 0．25 104 2．6 51 1．28

　　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这就是扩大使用的贬义性成语特别多。比如以下一
些贬义性成语�就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使用范围：

一手遮天　十恶不赦　七拼八凑　大吹大擂　

大放厥词　大言不惭　口是心非　变本加厉　

不打自招　不三不四　陈词滥调　吹毛求疵　

天花乱坠　无中生有　俯首帖耳　断章取义　

无耻之尤　五体投地　不可一世　不可救药　

不伦不类　不自量力　自不量力　不择手段　

不学无术　气味相投　气急败坏　凶相毕露　

文不对题　认贼作父　心血来潮　心怀叵测　

居心叵测　以售其奸　生搬硬套　白日做梦　

处心积虑　包藏祸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头破血流　老羞成怒　恼羞成怒　老奸巨猾　

死心塌地　死灰复燃　执迷不悟　同病相怜　

同流合污　自吹自擂　自作聪明　自命不凡　

自食其果　自欺欺人　众叛亲离　危言耸听　

色厉内荏　兴风作浪　兴妖作怪　阳奉阴违　

阴谋诡计　阴魂不散　弄巧成拙　花言巧语　

两面三刀　利令智昏　利欲熏心　做贼心虚　

忘乎所以　穷凶极恶　张皇失措　陈词滥调　

纸醉金迷　玩火自焚　驴唇不对马嘴　

幸灾乐祸　苟延残喘　奇谈怪论　抱残守缺　

招降纳叛　招摇撞骗　明火执仗　垂死挣扎　

变本加厉　空洞无物　荒诞不经　荒淫无耻　

荒谬绝伦　故伎重演　厚颜无耻　挖空心思　

哗众取宠　鬼蜮伎俩　挂羊头�卖狗肉
原形毕露　捕风捉影　冒天下之大不韪

贼喊捉贼　借尸还魂　倒行逆施　臭名远扬　

臭名昭著　臭味相投　耸人听闻　狼子野心　

野心勃勃　连篇累牍　甜言蜜语　偷天换日　

偷梁换柱　得意忘形　惊恐万状　惊慌失措　

欺人之谈　装腔作势　道貌岸然　强词夺理　

想入非非　痴人说梦　颠倒黑白　黔驴技穷　

蠢蠢欲动　口是心非　无孔不入　奴颜婢膝　

奴颜媚骨　死心塌地　污泥浊水　残渣余孽　

肆无忌惮　摇头摆尾

以下是我们所作的抽样调查统计结果。
　　表2
例　词 一丘之貉 不打自招 明目张胆 狼狈为奸 装模作样

　项目

年份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0 0 1 0．1 15 1．5 16 1．6 10 1
1957 10 0．5 8 0．4 92 4．6 15 0．75 12 0．6
1967 53 3．53 31 2．07 245 16．33 100 6．67 46 3．07
1977 34 2．27 25 1．67 150 10 33 2．2 25 1．67
1987 1 0．05 0 0 34 1．7 2 0．1 3 0．15
2005 0 0 0 0 21 0．53 2 0．05 4 0．1

　　另外�还有一些原来呈中性感情色彩的成语�也被
赋予了贬义�这样的成语如 “感激涕零、暗送秋波、暗度
陈仓、煞费苦心、煞有介事、墨守成规、独善其身、逍遥
自在 ”；甚至还有一些褒义性成语也趋向于或已经实现

了贬义化�如 “感恩戴德、货真价实、树碑立传、歌功颂
德、逍遥自在、温情脉脉、一本正经、大慈大悲、衣冠楚
楚、安分守己、闲情逸致、神乎其神、正人君子 ”等。以
下我们各举一组对比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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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热了每一个少数民
族人民的心�照亮了每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角落�全中
国各个民族空前的团结成了一个亲热的大家庭�这是
每一个中国人民所共同感到的�更是每一个满民所欢
欣鼓舞而感激涕零的。（《人民日报》1957．3．25）

（2）他的 “苦闷 ”只是在于生怕蒋介石不了解他的
“苦心 ”。因而当一听到蒋匪的 “晋升 ”令下�这个奴才
对于主子是多么感激涕零啊！（《人民日报》1969．9．1）

（3）各国人民不仅耳闻其名�而且目睹了这些工艺
品真的工精艺美、货真价实�于是争相订购。（《人民日
报》1956．7．27）

（4）我们不禁要问：你算是什么党？！你所自诩的
“党 ”�决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
共产党�而是一小撮货真价实的骑在人民头上的 “救世
主 ”和个人野心家。（《人民日报》1967．8．5）

这样�在 “文化大革命 ”中实际使用的贬义成语就
更多了。

上述成语几乎都是四字的�多用于 “口诛笔伐 ”的
批判性文章中�其中的一个缘由可能是四字格抑扬顿
挫的2＋2韵律形式�比较易于营造和突显那种 “拿起
笔来做刀枪 ”的 “气势 ”。

在对汉语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贬义词语的
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后�我们有以下一个认识：
“文化大革命 ”时期�是整个汉语历史中贬义词语使用
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成语的情况已经如
上所说�就一般词语而言�除了大量的传统贬义词语扩
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新生
贬义词语�如 “黑 ”词族中的 “黑五类、黑店、黑干将、黑
会 ”；以及同样也是为数众多的原有中性或褒义词语的
贬义化现象�前者如 “标本、镀金、翻版 ”�后者如 “浪漫、
虔诚、清高 ”。这几类新的贬义词语的使用范围往往也
比较大�使用频率往往也相当高。以下我们也各举一
组原有中性和褒义词贬义化的对比用例：

（5）在这些毒虫、毒物标本近旁都附有卡片�上面
介绍了标本的种类、发现时间、地点、捡获者姓名和分
布范围、密度和化验结果等。（《人民日报》1952．4．5）

（6）什么叫 “红色买办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
样一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就是活标
本。“红色 ”�那是骗人的；买办�却是货真价实。（《人
民日报》1967．5．27）

（7）陪同志愿军向烈士告别的当地朝鲜党政领导
人和群众�按照朝鲜最虔诚的民族祭奠仪式�在烈士墓
前祭酒致敬。（《人民日报》1958．10．22）

（8）他怀着当年上书蒋介石时的虔诚�跪拜在旧京
剧的垃圾箱前�把数以千计的反动腐朽的旧剧目当作
神物供奉起来。（《人民日报》19．68．2．18）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拟另写专文进行讨论。
贬义词语大量使用的原因�套用《红楼梦》中探春

的一句话�就是 “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
了我�我吃了你呢 ”�在这样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
大批判开路 ”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如果贬义词语不泛
滥成灾�那倒是很奇怪的事情。

与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同样引
起我们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还有为数众多
的传统贬义词语不但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没有上述变
化�反面缩小了使用范围�降低了使用频率。那么�同
样都是贬义词语�为什么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形态？

缩小范围、降低频率的传统贬义词语几乎都是表
示 “毛病 ”或 “不足 ”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法。
如果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考察传统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

围与否的原因以及取舍的标准�应当是当时人们的思
想观念以及 “斗争 ”的需要。总的来说�如果某一个贬
义词语所表现的人物、动作行为以及性质状态等�能够
直接用于指称或陈述鞭笞和批判的对象�并且主要是
涉及 “方向 ”、“路线 ”和 “斗争 ”这样的 “大是大非 ”问
题�大致就有了扩大使用的内在需求�并且在实际的使
用中�往往都扩大了使用范围。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
条件�那基本上就受到冷落、日趋萎缩。

我们举例子来说明。比如 “害人虫 ”�在1967年的
《人民日报》中一共用了99次�而同样是以虫称人且同
为贬义的 “懒虫 ”却一次未用�原因就在于前者指的是
国外的 “帝修反 ”和国内的 “阶级敌人 ”�他们都是 “扫
除 ”的对象�所以需要高度关注并经常提起；至于后者�
则与此无关�自然也就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以就不会
或极少提及了。

再比如 “勾结 ”与 “勾引 ”�前者在1966－1976年间
的《人民日报》中一共出现了4224次�而后者却只有19
次。当然�具体原因并不像这一组数字对比那么简单。
比如�在一般性的使用中�“勾结 ”与 “勾引 ”的频率是有
差异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版 ）所反映的二者频率分别是0．0019和0．00023�
比例大约为8．26：1；1966－1976年《人民日报》中二者
的比例则为222．32：1；而在1946－1956年间的《人民日
报》中�二者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628次和194次�比例
为13．55：1。前后相比�“勾结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
使用频率明显提高�而 “勾引 ”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变
化还是相当大的。

据我们初步考察�以下传统贬义词语的使用频率
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使用范围也比以前明显缩小：

傲慢　傲视　巴结　跋扈　白眼　卑微　卑下

悖逆　笨伯　笨拙　鄙陋　瘪三　驳杂　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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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台　掺假　长舌　抄袭　扯皮　逞能　馋

逞强　蠢材　蠢货　蠢笨　粗笨　粗鲁　粗俗

粗野　呆子　低能　刁悍　刁滑　刁顽　刁钻

丢脸　丢丑　丢人　放荡　放诞　放刁　高傲

勾搭　孤傲　孤僻　乖戾　乖谬　乖僻　拐骗

胡搅　胡来　糊涂　简慢　扭捏　贪嘴

贱骨头　败家子　半吊子　半瓶醋　恶作剧

势利眼　笨口拙舌　笨嘴拙腮　笨手笨脚

呆头呆脑

下面再看一组基于《人民日报》的抽样统计数据。
　　表3
例　词 傲　慢 抄　袭 扯　皮 丢　脸 糊　涂

　项目

年份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12 1．2 5 0．5 3 0．3 17 1．7 125 12．5
1957 18 0．9 34 1．7 61 3．05 33 1．65 144 7．2
1967 5 0．33 7 0．47 3 0．2 3 0．2 57 3．8
1977 15 1 7 0．47 8 0．53 2 0．13 26 1．73
1987 11 0．55 13 0．65 147 7．35 7 0．35 64 3．2
2005 19 0．48 38 0．95 52 1．3 6 0．15 29 0．73

　　与有些贬义词语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趋于萎缩一
样�一些贬义成语在此期间也经历了萎缩性的变化。
如下所示：

不识抬举　不明不白　不知好歹　不知进退　

见异思迁　见利忘义　为富不仁　仗势欺人　

有眼无珠　出言不逊　刚愎自用　丢三落四　

优柔寡断　伤天害理　伤风败俗　华而不实　

自私自利　自高自大　自暴自弃　行尸走肉　

杀人如麻　杀人越货　杂乱无章　衣冠禽兽　

妄自尊大　闭门造车　好大喜功　好逸恶劳　

弄虚作假　花花公子　吹毛求疵　作奸犯科　

其貌不扬　画蛇添足　胡思乱想　面如土色　

面黄肌瘦　俗不可耐　急功近利　碌碌无为　

獐头鼠目　敲诈勒索

我们也用抽样统计数字来印证上边所说的

情况。
　　表4
例　词 不务正业 不识时务 见异思迁 出尔反尔 灰心丧气

　项目

年份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2 0．2 0 0 2 0．2 3 0．3 3 0．3
1957 27 1．35 7 0．35 5 0．25 7 0．35 11 0．55
1967 3 0．2 1 0．07 1 0．07 4 0．27 5 0．33
1977 8 0．53 2 0．13 1 0．07 29 1．93 7 0．47
1987 14 0．7 4 0．2 6 0．3 4 0．2 8 0．4
2005 7 0．18 0 0 3 0．08 8 0．2 1 0．03

　　上述成语在表义上与那些缩小范围、降低频率
的传统贬义词语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而才可能有
相同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王军．汉语词义系统研究 ［Ｍ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84．

［2］周荐．试论词的感情色彩及其构成方式 ［Ｊ］．天津社会科

学1985（3）：29－31．
［3］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 ［Ｍ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185．

［4］杨玲�朱英贵．贬义词词典 ［Ｍ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5：2．
【责任编校　岩　宏】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