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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发展历

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

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

的影响。对于语言, 这样的影响也同样存在, 并且也

是巨大而又深刻的, 所以在文革时期, 语言及语言运

用都呈现出与以往及以后各阶段的诸多不同, 形成

了非常突出的一系列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揭示和探

讨, 不仅可以对作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文

革时期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还可以由此而

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 甚

至于文革本身。所以, 文革语言的研究有非常大的意

义和价值。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以

前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方面。

本文准备换一个角度, 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的文革

语言的语法方面着眼, 来进行我们的考察。我们认

为, 从语法角度切入, 同样也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和

认识文革语言。

本文中, 我们选择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对其在文

革期间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

从总体上说, 文革时期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有以

下两个方面非常明显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方面是总

体上“萎缩”, 其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可重叠使用的形

容词数量少, 二是使用频率低, 二者都为整个现代汉

语阶段的最低值; 另一个方面是局部的“膨胀”, 即也

有一小部分重叠形式有相反的表现: 提高了使用频

率, 或者是扩大了使用范围。

以下我们就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萎缩表现之一: 可重叠使用的形容词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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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其中的部分内容与我们的论题相关:“‘样板戏’

强调突出革命的是革命的斗志和无产阶级感情 , 主

要描写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 不

屑一顾精雕细刻的景物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 更鄙

视男女之间卿卿我我的描写, 所以在形容词的运用

上较为单一、平实、笼统、粗糙。表现为: 原形多, 生动

形式少 ; 性质形容词多 , 状态形容词少 ; 感情色彩词

语呈两极分化, 褒贬两极多, 中性少”[1]。

按这里所说的“生动形式”, 也就是形容词的重

叠形式。其实, 并非只有“样板戏”中形容词的使用是

这样 , 在整个文革语言中 , 基本也都是如此 , 即上引

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文革时期形容词使用的基本状

况。

吕叔湘先生所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 , 后

附了一个“形容词生动形式表”, 共收入可以有重叠

形式的形容词 560 余个。该书初版于 1980 年, 我们

认为这一情况大致可以反映建国后至文革这一段时

间内形容词重叠的实际。比如, 表中收“AABB”式

200 余个 , 而我们搜集到的不包括在其中的建国前

的用例就有 100 多个, 例如“嘈嘈哜哜、斩斩截截、容

容易易、安安心心、漆漆黑黑、可可怜怜”等 ; 再比如

“ABB”式的用例 , 不见于此表中的建国前用例也有

上百个 , 如“静沉沉、鲜艳艳、浑漠漠、凶狠狠、怒猛

猛、尖生生”等[2]。文革以后, 可以重叠使用的形容词

就更多了,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 有近 300 个不见于上

述“形容词生动形式表”的形容词出现了重叠的用[3]。

为了验证以上所说, 我们在上述近 500 个重叠

形式中抽取了 10 个“AABB”形式 , 按我们对现代汉

语史所作的四阶段划分[ 4] , 考察它们在《人民日报》

中的使用情况, 然后列表予以说明。我们选取的标准

是可接受度相对比较高, 因为只有这样的形式在一

向以讲究规范著称的《人民日报》中出现的可能性才

会比较大一些。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对表一的数据不可以

绝对化, 实际上我们认为, 这些数据只是反映了一种

趋向。在汉语史的研究中, 向来有“说有易, 说无难”

之说 , 所以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形容词生动形式

表”所反映的情况自然就不能绝对化地去看 ; 另外 ,

《人民日报》一家报纸的使用情况也不能概括整个现

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 因而也不能绝对化地去看。但

是即使如此, 以上的统计数字还是能够在相当的程

度上说明问题的: 即至少在《人民日报》和上述 10 个

重叠形式的范围内 , 第三阶段( 文革期间) 的重叠形

式没有或者最少。

二、萎缩表现之二: 重叠形式的使用频率低

这一点与第一点一样, 也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

以下我们也通过一组重叠形式在《人民日报》不同年

份的使用情况, 来对此加以证明。

表二显示, 各个重叠形式的使用, 几乎都以文革

期间的 1967 年为最低,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用例, 除

此之外 , 与之接近的是文革刚结束的 1977 年 , 则可

以看作语言使用“惯性”的一种表现。

以下 ,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 通过一组对比形式 ,

即“原形”和重叠形式 , 来分别考察它们在不同时间

段《人民日报》中的使用情况。

由表三可以看出,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原

形与重叠形式的使用数量之比 , 都以文革期 间 的

1966- 1976 年差距为最大 , 即重叠形式的用例同其

他阶段相比, 在文革期间都是最少的。

三、重叠形式的局部膨胀

我们在对文革时期形容词重叠形式的使用情况

进行考察时, 除了看到其在总体上严重萎缩这一表

现外, 还注意到另外一种情况: 并不是所有重叠形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容容易易 1 4 0 0

奇奇怪怪 1 33 1 26

准准确确 0 3 0 0

亲亲切切 1 5 0 3

麻麻木木 0 1 0 0

潇潇洒洒 0 1 0 62

清清晰晰 0 0 0 3

健健康康 0 1 0 13

古古怪怪 0 2 0 2

真真正正 1 7 0 19

表一

第 9 卷第 3 期 2007 年 6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6



表四

年 份 丰硕- 丰满 高昂- 高明 革命- 革新 豪迈- 豪爽 自豪- 自爱

1957 28- 52 37- 112 3164- 133 73- 11 175- 10

1967 69- 5 80- 36 6658- 67 101- 0 167- 4

1977 94- 14 73- 24 4851- 333 127- 2 111- 0

1987 84- 50 60- 62 1733- 202 22- 23 82- 23

表三

例 词 1966- 1976 1986- 1996

干净- 干干净净
用例数 1522 854 969 380 825 395

比 例 1.8∶1 2.6∶1 2.1∶1

漂亮- 漂漂亮亮
用例数 1607 66 565 9 2325 66

用例数 24.3∶1 62.8∶1 35.2∶1

平安- 平平安安
用例数 878 24 438 7 946 56

比 例 36.6∶1 62.6∶1 16.9∶1

从容- 从从容容
用例数 309 16 165 4 561 31

比 例 19.3∶1 41.3∶1 18.1∶1

沉重- 沉甸甸
用例数 4067 200 4840 94 3523 478

比 例 20.3∶1 51.5∶1 7.4∶1

项 目 1955- 1965

表二

例 词 红红的 白茫茫 香喷喷 简简单单 马马虎虎

项 目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13 1.3 3 0.3 1 0.1 1 0.1 16 1.6

1957 18 0.9 26 1.3 4 0.2 5 0.25 25 1.25

1967 5 0.33 1 0.07 1 0.07 0 0 8 0.53

1977 5 0.33 9 0.6 0 0 0 0 14 0.93

1987 29 1.45 8 0.4 13 0.65 2 0.1 14 0.7

2005 31 0.78 10 0.25 6 0.15 8 0.2 6 0.15

* 这里的词频表示的是每百万字的出现次数 , 如 1.3 表示在 100 万字中出现了 1.3 次 , 下同

的使用频率都以文革时期为最低, 或使用范围以此

期为最小, 也有一部分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的使用不

但没有减少, 反面提高了使用频率、扩大了使用范

围, 有一些甚至提高和扩大的程度还相当高。

在对文革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 ( 我们的研究涉

及到词汇、语法、修辞、表达方式等比较多的方面) ,

我们注意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有许多形

式或用法都有比较明显的“两级分化”, 比如同样是

褒义词语, 它们的“命运”就不相同, 表四中的统计数

据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一点[5]:

部分形容词重叠形式在“文革”期间的膨胀也是

分化的结果。对这一现象, 以下我们也列表五说明。

比如“红彤彤”, 在文革期间 ,“打 / 杀出一个红

彤彤的新世界”“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等一度非

常流行, 由此就使得这一形式获得了空前绝后的超

高使用频率。

那么, 造成形容词重叠形式以及其他许多形式

或用法两级分化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 最简单地说,

这就是“政治”和“斗争”的需要。我们看到, 凡是可以

用于颂扬性地指称或陈述与“革命”沾边的人或事物

的, 比如革命领袖、革命组织、革命群众、革命事业、

革命形势以及“文革”运动的词语和表达方式 ; 或者

是可以用于“阶级敌人”“走资派”“牛鬼蛇神”等 , 起

到“匕首”和“投枪”作用的贬斥性词语甚至詈词等 ,

基本都不同程度地膨胀, 而除此之外, 则大都呈现出

明显的萎缩之势。

刁晏斌·“文革”语言中形容词重叠形式使用情况考察

27



( 上接 24 页) 但是我国教育制度规范的更替过程

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旧的教育制

度规范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效应, 但新的教育制度规

范却仍未成熟, 这种青黄不接的规范体系无法对教

育领域进行有效的规制,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学校的

微观调控由于找不到规范依据而容易出现混乱的局

面。

教育制度化逃避现象与教育制度规范真空现象

都会为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带来非规范化实现倾向 ,

这种非规范化的实现倾向会造成受教育权利实现多

种途径冲突并共存的混乱秩序。而秩序的混乱则无

益于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活动, 教育对个体和

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传授给个体生产知识

与生存技能, 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公民的受教

育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 是一项人人享有的平等权

利。国家应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 使个

体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获得平

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教育的公平发展将有助于和

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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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词 高高的 红彤彤 恶狠狠 恭恭敬敬 鬼鬼祟祟

项 目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15 1.5 0 0 1 0.1 6 0.6 0 0

1957 92 4.6 0 0 7 0.35 8 0.4 20 2

1967 226 15.07 689 45.93 41 2.73 42 2.8 12 0.8

1977 136 9.07 11 0.73 112 7.47 9 0.6 13 0.87

1987 104 5.2 4 0.2 6 0.3 10 0.5 3 0.15

2005 161 4.03 5 0.13 9 0.23 8 0.2 2 0.05

表五

就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而言, 膨胀现象只是少数,

据我们的初步考察 , 在上述“形容词生动形式表”所

收的 560 余个可重叠的形容词中, 不会超过 10%。其

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前引祝克懿的话已经涉及到

了这一点: 因为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一种 “生动形

式”, 这样就与文革期间语言及语言运用总体上“粗

糙”的风格是很不一致的, 所以自然也就限制了它的

使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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