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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 ”语 言 语 法 的 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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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革语言的语法为对象，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一是动词的使用，二是《语法修辞讲话》中指为

误用的一些形式在文革时期的表现。两方面的考察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文革语法总体上是“干瘪”的，即简单、

单调，缺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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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 年前、历时 &#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

命”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之发生

了许多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与文革前及文革

后的明显差异，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至今还没

有很好地研究和总结。

我们认为，研究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其特点，

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一是从语言

研究本身来说，特别是从我们所从事的 “现代汉

语史”研究来说，此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

阶段，各种语言现象本身都包含了丰富的史的内

涵，值得认真地归纳和总结；二是由文革时期诸

多语言现象的考察和对相关原因的分析，还可以

获得一个相当好的角度，借以观察、了解和认识

那场运动本身以及当时的社会。总之，文革时期

的语言及其运用，以及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语言与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对语言发

展变化产生巨大影响的非常好的实例，非常值得

而且应当进行深入地探究。

本文从几乎被人们忽略了的文革语言的语

法方面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以期从一

个侧面来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

我们的考察是在 “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进

行的，按现代汉语的分期，来分阶段地进行对比：

第一阶段：&’&’ % &’+’；

第二阶段：&’+’ % &’JJ；

第三阶段：&’JJ % &’$J；

第四阶段：&’$( % 。 K & L

本文所用的语料是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J % "##!），所有用例也均取自该报，为了节

省篇幅，我们只列出版时间。

一、动词使用情况的考察

文革时期，动词的使用很有特点，我们从中

选取几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C 动词的使用范围

这里讨论的是一般认为属于不及物动词的

动词及其使用范围的变化。在现代汉语的发展变

化过程中，这些不及物动词的使用范围在不同的

阶段有所不同。基本的情况是：在第一和第四阶

段范围最大，而在第二阶段则趋于缩小，到了第

三阶段即文革时期，达到最低点，具体的表现就

是有带宾语与不带宾语使用的差异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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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 年

版）中未列 %名宾类 &，即未列出可以带名词性宾

语用法的动词有 “帮忙、挑战、服务、奋斗、叛变、

忍耐”等，它们的使用情况在不同阶段有明显的

不同。

比如“挑战”，建国前有带宾语的用例，仅《人

民日报》中就有 ’ 例，如：

（#）俺村一个妇女与她男人挑战生产，她男

人劳动一年收了六石粮，人家三个月就赚了八石

粮。（#$(’) () #"）

（*）副农会主任申子祥向全组挑战担水，他

自己到地不休息，半天就比别人多担七、八担。

（#$(’) !) *"）

建国以后，类似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中只出

现 * 例，即：

（"）西北钢铁公司炼钢部全体职工热烈挑战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

（(）（场长）今年春播时，在指挥开荒播种的

战斗中，仍和场部的青年干部挑战开荒，比当年

南泥湾开荒的干劲。（#$+,) ’) "#）

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挑战”带宾语的用例

再未出现。《人民日报》中这样的用例再一次出

现，已经是 #$-’ 年了，例如：

（!）中国队只踢了 ", 分钟的好球，下一场挑

战日本，若能踢出这 ", 分钟的气势来，有取胜希

望。（#$-’) #,) *,）

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后，这样的用例在

《人民日报》中才多了起来，比如 “挑战自我”在

#$$+ 年到 *,,! 年间就出现了 $* 次，“挑战极限”

#$$’ . *,,! 年有 ’* 例，等等。以下再举两例：

（+）人类挑战环境，挑战自我，在认识、利用、

驾驭冰雪的过程中，展示高超的技能和智慧。

（#$$+) *) !）

（’）届时，中国武术精英将挑战美国职业拳

手，进行一次全新的交流和尝试。（#$$-) -) "#）

与“文革”前不同的是，“挑战”宾语的语义类

型有所变化，即由“挑战”的内容到对象，但是这种

变化并不影响其及物性用法的存在这一事实。

除了“挑战”外，还有其他一些动词也有上述

变化，比如我们还曾以与 “为人民服务”等义的

“服务人民”为关键词，在 《人民日报》中进行检

索，所得数据如下：

#$(+ . #$+!：’" 例

#$++ . #$’+：, 例

#$’’ . *,,!：("’ 例。

与“服务人民”用法相同的“服务社会”的数据

是：

#$(- . #$+"：#$ 例

#$+( . #$’’：, 例

#$’- . *,,!：+#! 例。

*) “程度副词 / 一般动词”形式

这里所说的“一般动词”，指心理动词以外的其

他动词。对于“程度副词 / 一般动词”形式，长期以

来，人们的看法和表述都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趋

向于否认，比如吕冀平说：“程度副词有一个不同于

其他副词的特点，那就是它只能修饰形容词和一些

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不修饰一般的动词”% * &；赵元

任也说：“动词本身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 &。

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绝对，有一些动词是可

以直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这样的用例在文革前、

后均偶能见到，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更是相对多

见，而在文革期间却极为罕见，多数情况下是不见

用例，由此也形成了此期动词用法与其他阶段的

一个不同之处。

比如 “通行”一词，第 ! 版 《现代汉语词典》标

注为动词，而 #$(+ . *,,! 年间的《人民日报》出现

了 ! 例 “很通行”，其中文革前 " 例，文革后 * 例，

以下前、后各举一例：

（-）而用陈久的腌萝卜叶止痢、解渴，至今在

民间仍然很通行。（#$!$) +) ##）

（$）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很通行。

（#$$$) +) *,）

再比如，《人民日报》中 “很帮忙”的用例有 (
个，其中文革前 # 例，文革后 " 例，以下也各举一

例：

（#,）对江海关税务司用英人白礼查一事，他

强调说：白礼查一向对中国很帮忙。（#$(+) ’) "#）

（##）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他们替我

要来了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入学申请表。0#$-,) () *,）

其他再如 “忽略、反对、对应、轰动、赞美、震

动”等，基本也都有上述表现。

") 个别动词用法的变化——— 以“帮忙”为例

前边举过 “帮忙”前加程度副词的用例，这样

的用例文革前、后都有，而文革期间不见，由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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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此词用法时间差异的一个方面。除此之

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主要就是及物与不及

物的区别。

我们以 “帮忙群众 # 你 # 我 # 他”为关键词在

$% 年间的《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一共检索到 &
个用例，其中 ’&"& 年以前 ( 例，’&!% ) ’&$( 年 $
例，这样的用例如：

（’*）老太太，不要哭了！我们就是来帮忙你

老人家收麦的。（’&"+, $, *%）

（’(）后来由于我们帮忙群众做活，才解除了

误会。（’&!’, ", ’）

（’"）这个法案就是艾森豪威尔感谢石油垄

断资本家帮忙他取得政权的酬劳。（’&!+, *, *+）

上述几个关键词虽然在文革后也没有用例，

但是我们在文革后的 《人民日报》中还是发现了

“帮忙”带其他宾语的用例，如：

（’!）因为他知道，小学毕业之后他应该去学

手艺，正象亲友们希望他做的那样，好帮忙母亲，

减轻母亲的辛劳困苦。（’&-%, (, ’’）

不仅是 “帮忙”带宾语，在其他的用法上，也

是有时间差异的。比如，我们还以较具口语性的

“帮帮忙”和“帮个忙”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使用的

频率也都以文革期间为最低。上述两个组合形式

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用例数分别是：

帮帮忙：(- ’’ ’%!
帮个忙：*% & $%

二、基于《语法修辞讲话》的进一步考察

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

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版）中指为

“误用”或“病句”的一些现象为对象，考察它们在

不同阶段的使用情况。总体的情况是，在《讲话》

发表和出版之前，其所批评的误例或病句比较多

见，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呈减少的趋势，而到了

文革期间，基本上都达到了最低值。我们认为，这

样的表现，也是很能体现和反映文革语言语法特

点的。文革一过，这些形式往往又开始了不同程

度的回升，许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由

此也显示了此期的语言形式与前一阶段相比，所

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下我们就举例性地对

此进行说明。

’, “出品”

《讲话》第二讲“词汇”的“词性”部分，有 “名

词误用作动词”一项，列出的第一个误例是 “出品

了像 《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等影

片”，下边指出，此例的“出品”应改为“摄制”。

按，“出品”作为及物动词的用法，在第一阶段

比较常见，例如：

（’）今年只华丰领导的熟皮组，即出品各种皮

子八万三千张。（’&"+, ’’, *"）

（*）本厂出品杀除蚜虫（腻虫蜜虫）猿叶虫（白

菜牛子）和红蜘蛛 （火龙红沙）的特效药 “鱼滕

粉”。（’&"&, ", *&）

在第二阶段，即使是《讲话》发表以后，这样的

用例仍偶能见到，例如：

（(）一九五二年，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完成

了十九部影片。一九五三年将出品二十二部艺术

影片。（’&!(, ", **）

而到了第三阶段的文革时期，这样的用例在

《人民日报》中一个都没有了，进入第四阶段以后，

才又重新出现，而且用例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阶

段，例如：

（"）这家公司独辟蹊径，专门搞京剧的电视节

目制作，将舞台传统与影视创新溶为一体，为台湾

京剧杀开一条新路，现又出品电视京剧 《蝴蝶梦》

等。（’&-&, *, ’&）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基地，

上海美影厂共出品了近 !%% 部动画片、剪纸片和

木偶片。（’&&+, +, *&）

*, “—化”与“—性”

在 “词性”部分的 “化”与 “性”一小节中，列举

了因为这两个词尾常用而产生的流弊，即不合适

的组合形式，如“简单化的对立态度”“生活化”“激

化起来”以及“专门性”“讨论性”“剥削性”和“目的

性”等。

我们在 $% 年间的 《人民日报》中以上述组合

形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比不同阶段的用例，发

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曲线：两头高而中间

低。以下就按前、中、后分别列出上述组合形式的

数据：

前 中 后

简单化的态度 ( * $
生活化 *’ ’ *(!
激化起来 ’" & ’!
专门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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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性 " # "
剥削性 $% & $#
目的性 ’"% !( "$%
&) “一度”

《讲话》在“词汇”的“词义”部分，有“否定与

肯定”一项，列出的第二个误例是 “因此，问题一

度未能解决”，接下来的分析是，“‘一度’也只用

在肯定语气的句子里，如说 ‘他曾经一度休学’，

本句应把‘一度’改做‘有一时期’”。

其实，在现代汉语的各个阶段，“一度”的使

用似乎都没有上述严格的限制，以下我们每阶段

各举一例：

（*）到美国后，他常常到海军合作社购买超

额物品，以致曾引起海军合作社的抗议，一度不

卖东西给中国海军。（$%’*) +) ""）

（(）党员冶永胜在担任副业组长时，一度不

积极参加队里劳动。（$%*$) $") $&）

（+）几个代表会议以外的一些革命群众组

织，由于受了坏人的挑拨，一度不肯同我们合

作。（$%*+) $) +）

（%）这项一度不被看好的赛事已然成为颇具

影响力的传统赛事。（"##!) $") "%）

我们曾以 “一度不”为关键词在 *# 年间的

《人民日报》进行检索，所得文革前、中、后时期的

用例数分别是 &%、(%、*+。“一度不”的组合形式

以文革时期为最高，部分原因是可以解释的，比

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习惯性的固定形式，如

“一度不安心”就有 &$ 例之多。

文革时期“一度”的使用与其他阶段的不同，

表现在除了“不”之外，未见与其他否定副词组合

的用例，而在此前的第二阶段和此后的第四阶

段，都有为数不等的这样的用例，这样，文革时期

“一度”在与否定副词搭配的范围方面，就不如其

他阶段宽。例如：

（$#）我市从 % 月初发动全民办电，到 $# 月

$$ 日许多单位轰轰烈烈、大搞群众办电，但还有

五个单位，一度没办。（$%!+) $$) $!）

（$$）沔阳修水利工作所以一度没得到良好

的效果，就因为人的思想不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

性。（$%*!) $") $’）

（$"）赵天成的一个女儿一度没找上工作。有

人给他爱人出主意：“让孩子的爸给办事的人送

车煤，孩子的事就好办了。”（$%+") *) (）

（$&）但由于领导、管理、教师等一度未落实

好，有的班学生流失，在校的不安心。（$%+%) () (）

’) “被”字句

《讲话》后附的“语法修辞正误练习”中“虚词”

部分的第六小节，讨论“把”和“被”的使用问题，举

的第 $* 个例子是 “被服务的人也对服务者感到敬

佩与感激”，后边的“正误”中说：“‘服务’不是一般

的及物动词 （‘服务教育’之类实际是在中间省了

一个‘于’字的），因此，‘被服务’就叫人觉得别扭，

要是改做‘受到服务’，还是别扭。倘用一个泛指的

‘大家’比较妥当”。

按，我们就这一用例，以“被服务”为关键词在

*# 年间的 《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一共得到 $’!
个，其中 $%!" , $%*! 年间 $# 例，$%+# 年以后有

$&! 例，整个文革期间没有用例。以下我们文革

前、后各举一例：

（$’）所谓态度问题，其实是怎样看待被服务

者同服务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 ’）

（$!）服务收费是由被服务对象和服务人员自行

洽谈，一般都能从实际出发，收费较低。（$%+&) +) $#）

这一部分的第 $+ 个“误例”是“在理论上说当

事人双方的经济条件也应当是被考虑的问题”，下

边把“也应当是被考虑的问题”直接改为“也是应当

考虑到的”，很显然，作者认为“被考虑”与“被服务”

一样，都是不好的组合形式。然而，在 *# 年间的《人

民日报》中，“被考虑”一共出现了 !’ 次，其前、中、

后的分布是 &&、&、$+，以下我们也各举一例：

（$*）那时候，比如将汉水引到黄河里来的问

题也将被考虑。（$%!!) () "#）

（$(）我们已经在主席团会上反对写这封信，

我们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 *) $%）

（$+）他说，如果举行多边对话，届时即使没有

俄罗斯参加，它的立场也将会被考虑。（$%%*) !) %）

在文革期间的 & 例中，有一例是“被考虑列为

候选者”，即“被”与“考虑”之间并无直接的结构和

语义关系，所以可以排除在外，这样，实际上见于

此期的用例就只有 " 个了。

!) “为了”

“虚词”部分的第九小节讨论了 “因为、为了，

由于、结果、使”等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其中涉及到

“为了”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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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各国间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也还

有细致的异点。

为了封建势力特别浓，因此人民的政治觉悟

特别低。

在下边的“正误”中，都提到要把“为了”改为

“因为”。

按，在早期的现代汉语中，连词 “为了”既可

表示目的，也可以表示原因，后者的用例如：

（#$）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

了回避得太慢了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

（鲁迅《理水》）

我们在建国前的《人民日报》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用例，如：

（%&）美国兵士自己亦看清楚他们驻在中国

不 是 为 了 军 事 的 需 要 ， 而 是 有 其 政 治 原 因 。

（#$’"( !( %)）

这样的用法也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但是，在

"& 年间的 《人民日报》中，含有 “为了”的文章共

有 %!)#%! 篇，数量太多，我们无法一一打开，来

考察其表示原因与表示目的用法的分布情况，我

们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以“为了这个原因”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共得到 !# 例，前、中、后的分

布情况分别是 ’%、’、! 例。

由“为了这个原因”显示，“为了”表示原因的

用例依然以文革期间为最少，以下我们各举一例：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紧缩机构，调动一

部分人员返回内地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 ’( %*）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伊朗欣然接受了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关 于 签 订 海 湾 安 全 条 约 的 主 张 。

（#$)!( $( $）

（%*）国有企业最忌官僚主义。也许为了这个

原因，新奥尔良港不属政府管理。（#$$!( ’( #&）

三、对上述考察结果的认识

上述考察结果，使我们趋向于认为，相对于

前后阶段一些形式和用法比较丰富、多样的表现

来说，文革语言的语法表现显得“干瘪”得多了，即

更为简单、单调，缺少变化，与 “标准语法”规则的

吻合度似乎更高。

于根元曾经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文革语言

给予了“有限的肯定”：“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的原

则，社会的作用到语言的变化还有个时间差，所以

十年动乱时期语言规范情况还算好。”+ ’ ,

在对文革语言评价几乎“一面倒”地全盘否定

的情况下，于根元的观点显得相当“另类”，但是却

可以从语法方面得到证明和支持。所以，我们认

为，他的观点值得注意，甚至是重视。

对于文革时期语法有上述表现的原因，于根

元认为是 “惯性原则”所致，这其实只揭示了很少

的一部分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

外，文革时期语法的上述表现更应该从社会以及

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共变关系中寻找更为充分、合

理的解释。赵世开说：“语言运用中既有分也有

合。所谓‘分’指的是变异，所谓‘合’指的是规范。

在封闭型社会里 ‘合’是主要的趋势，而在开放型

的社会里‘分’是主要趋势。”+ ! ,

文革时期无疑是一个严重封闭的时期，当时

的社会是特殊形态下严重封闭的社会，所以语法

方面有上述“合”的表现，是非常自然的，丝毫不值

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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