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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修辞格三题
———文革修辞研究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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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了在文革期间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的三种修辞格�即仿词、借代和节缩�对其特点和一般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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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语言 ” 这一称名出现的时间已经相当长
了�但相关的研究却一直没能充分地开展�我们认
为�对文革时期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的研究意义重
大。这方面的研究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进行�
而修辞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面和角度。所以�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 “文革修辞 ” 的系列
研究�主要是由文革期间一些高频使用的辞格入
手�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中我们将讨论三种辞
格。

一、仿词
仿词是更换已有词语的某个语素或词�而仿造

出新词语的一种修辞方式�它的上位辞格是 “仿
拟 ”�即对现成的词、语、句、篇的模仿使用 ［1］49。
文革期间�对句或篇的仿拟似乎不多�而对已有词
语的仿拟却比较多见�并且能够反映此期词语及其
使用的某些特点。

徐国珍在词的范围内把仿拟分为修辞性仿拟和

构词性仿拟�前者是 “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为目
的的仿拟现象 ”�而后者则是 “以满足用词需要为
目的的仿拟现象 ” ［2］54—55。

其实�两种功能和目的的仿词有时并不是可以
截然分开的�或者说�在特别明显的两者之间�还
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中间状态。这是因为：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仿词�它们的产生手段和
构成机制都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对已有词语的
“保留 ” 和 “替换 ” 来实现的；
第二�二者的起点都是偶然的使用�所以在

“初始 ” 状态�二者的属性有时并不容易判断；
第三�修辞的仿词可以发展为构词的仿词�当

前者获得了一定的复现率�最终有了稳定的意义�
可以和其他词一样正常地独立使用�它也就成为后
者了。

我们认为�在文革期间�仿词的这一中间状态
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所以�我们主要就从这个
角度来展开讨论。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地看一下边界清楚的
那一部分修辞性仿词和构词性仿词。

构词性的仿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 “现代
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不断产生的新情况、不
断生成的新观念使原先的词语仓库已无法满足人们

的表达需求�于是�具有方便快捷的生成特点的仿
拟格就常常被人用作了创造新词的手段 ” ［2］55。这
一表述当然也适合文革期间的实际�所以此期构词
性的仿词比较多见�并且经常是 “批量 ” 产生�
因而具有一定的词族性�而这也成了此期词语及其
使用的特点之一。比如�像 “革命 （革 ）、红
（色 ）、黑、 —论 ” 等�都属于较为常用的构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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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由它们参与构成的词�大都属于此类。
至于严格意义上的修辞性仿词�似乎不多。
文革期间�更多的仿词是介于修辞仿词与构词

仿词之间�或者说是二者交织在一起的仿词形式。
以下我们就以 “Ｘ字号 ” 为例来作一分析。

“字号 ” 义指商店的名称�有时也可以指商店
（见 《现代汉语词典》）�在使用中�此词有时会义
有所转 （主要是由具体到抽象 ）�例如 （本文全部
例句均取自 《人民日报》�以下为了节省篇幅�我
们只标出版日期 ）：

（1） 在竞赛运动中�南宫支公司门市部售货
员转变了过去的 “官字号 ” 作风�热情招待顾客。
（1951．11．20）

（2） 这些材料不但有力地证明胡风集团是个
反革命集团……隶属于蒋介石匪帮的一个反革命组
织。当然�不管属于什么字号�凡是反革命�我们
就要坚决地予以镇压。 （1955．6．11）

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我们所讨论的 “Ｘ字
号 ” 形式�例如：

（3）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
出来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胡风等人的娘家在什么地
方———原来他们是国民党匪帮双料 “中 ” 字号
（ “中统 ” 和 “中美合作所 ” ） 的走狗。 （1955．6．

15）
（4）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大大缩小了；

在这个世界市场上�除了 “德 ” 字号�还有美国
和日本等等�参加了竞争。 （1957．3．25）

文革初期�出现了一个 “ ‘保’字号 ”�指性
质上属于保守派的组织或个人�以下是见于 《人
民日报》的最早用例：

（5） 那些 “保 ” 字号的反动组织也蠢蠢欲动�
他们吵吵嚷嚷地叫喊什么 “要夺权！” 那些死保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家伙�就是要保他们自己从前的小乌纱帽。
（1967．2．5）
此后�这就成了一种有一定能产性的形式�我

们所见�有以下一些：
“修 ” 字号、 “造 ” 字号、 “帝 ” 字号、 “资 ”

字号、 “长 ” 字号 （即带 “长 ” 的人�如厂长、局
长等 ）、 “牛 ” 字号 （指牛鬼蛇神 ）、 “万 ” 字号
（万里挑一的人 ）、 “大 ” 字号 （大学生 ）、 “中 ”
字号 （中学生 ）、 “工 ” 字号 （工人 ）、 “叛 ” 字号
（叛徒 ） 把以上所说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第一� “‘保’字号 ” 等系对 “‘Ｘ’字号 ” 的

模仿�所以属于仿词；
第二�这一仿词形式的数量较多�因而有了一

定的词族性�另外�其中个别的还有一定的复现
率�如 “ ‘保’字号 ” “ ‘修’字号 ” 等�就这两
点来说�与构词的仿词比较接近；

第三�但是就大多数例词来说�复现率是极低
的�有的甚至只是个别的偶发形式�因而具有临时
性�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只能划入修辞仿词的范围
内。

类似的再如由 “军阀 ” 而仿造的 “学阀、党
阀 ”�由 “老乡 ” 等仿造的 “老造 （造反派 ）、老
保 （保皇派 ）” 等。

即使一些没有词族性的个别仿词�大致也有上
述特点。比如 “促退派 ”�显系对 “促进派 ” 的仿
拟�所以最经常在以下的语境中出现：

（6） 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向群众学习�
做革命潮流的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1969．8．10）

按�如果 “促退派 ” 只能出现在与 “促进派 ”
对比的语境中�那么它始终就只能是一个修辞性的
仿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 “词 ”�然而�我们也看
到了离开了上述语境而独立使用的例子：

（7） 鲁迅说这些人不象是批评家�而只是
“不平家 ”。这样的 “不平家 ” 是促退派�站在新
生事物的对立面�万不可当。 （1973．4．15）

这就很像是一个已经取得 “词籍 ” 的词了�
但是�这样的例子非常少�在1966—1976这10年
的 《人民日报》中仅有1例�所以还不足以得出
上述结论来。

二、借代
借代也叫 “换名 ”�是不直说出某事物的名称

或动作行为�而是借用与之密切相关的名称或说法
来替代本体的一种修辞方式。

文革时期�借代的使用有以下两个非常突出的
特点。

一是几乎只限于在 “政治 ” 和 “革命 ” 的范
围内使用�因而往往有或褒或贬的比较明显甚至是
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贬义类的 “黑 ” 词族中
的 “黑线人物 ” （指站在 “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 一
边的人 ）、 “黑组织 ” （由坏人组成的组织 ）、 “黑
书 ” （政治内容反动的书 ）；褒义类的 “红 ” 词族
有 “红宝书 ” “红五卷 ” （毛泽东著作 ）、 “红司
令 ” （毛泽东 ） 等。

此外�像 “主课、大是大非、红外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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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赫鲁晓夫、广阔天地、牛棚、新沙皇、党票、银
球、银针 ” 等�基本也都可以划入 “政治 ” 和
“革命 ” 的范围内�而以下我们要讨论的借代形式
基本也都属于此类。

二是有较多的动词性借代形式。一般讨论借代
的论著�都只谈 “名称 ” 的借代�这一点�从
“换名 ” 的别称也可以看出来。姚殿芳、潘兆明说
“借代中绝大多数是名词代替名词 ” ［3］394�但是他
们也没有讨论这 “绝大多数 ” 以外的其他情况。
我们所见�只有史尘封在 “用具体代抽象 ” 中�
举了几个动词性的例子�如以 “摧眉折腰 ” 替代
“阿谀奉承 ”�以 “挺腰子 ” 替代 “耍态度 ”
等 ［4］346。

以下就是此期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动词性借

代形式：
打招呼：预先将自己的打算、意图等告诉别

人�让别人有思想准备�并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图
办事。

靠边站：被停职反省或剥夺了工作权力。
受冲击：成为运动的对象�受到运动的打击。
挂起来：指对某干部暂时不安排工作�或对某

人暂时不作政治结论。
给出路：指出身不好的人或犯了错误的人�如

果与家庭划清界线、思想改造好了�仍给予他一定
的正常待遇�如安排工作等。

亮相：公开表态�亮明观点。
其他的再如 “大喊大叫、捞稻草、捞油水、

亮相、面对面、抛出来、自绝于人民、入另册、受
冲击、站队、站错队、过线、纳新、吃商品粮、吹
风、轧马路 ” 等。

以下�我们举几个实际的用例。
（8） 让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滚蛋吧�让那些

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靠边站吧！
（1967．1．15）

（9） 有的人就怕亮相�甚至明摆着的错误也
不承认�更不用说挖灵魂深处肮脏的东西了。
（1967．4．12）

（10）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是
我们大队干部中群众意见最多�受冲击最早的一
个。 （1968．2．25）

（11） 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
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1968．9．5）

（12） 他们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会前向委员们
打招呼�让大家早作思想准备。 （1969．1．24）

（13） 这时有人就认为�这个人中毒太深�不
可救药�干脆把他挂起来算了。 （1969．6．17）

以上各例中的借代形式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复

现率�所以在几部文革语言词典中都收为词条�此
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偶然性的用例�再如：

（14） 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过程
中�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自己梳装
打扮起来�妄图钻进 “三结合 ” 的领导班子�实
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1967．4．18）

按�我们认为�这里的 “梳装打扮 ” 虽接近
于比喻�但理解成借代可能更直接、更自然一些。

与 “换名 ” 不同�这一类借代通常是用一个
现成的动词或一个简单的动词性结构来替代一个比

较复杂的表述形式�甚至一个形式对应几个不同的
表述形式�这样在实际的使用中�也就有了几个不
同的意义。

比如 “抛出来 ”� 《当代中国流行误辞典》 （熊
忠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 中的释义是
“为了达到某目的而把某人作为牺牲品�或把某材
料公诸于世 ”�以上第二义相当多见�而第一义也
时有所见。这里各举一例：

（15） 这个厂里原有一个领导干部�由于在运
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民愤较大�当时
还窃据一部分权力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便利

用这个干部的错误大耍阴谋�把他抛出来定为
“走资派 ” 打倒。 （1969．2．24）

（16） 《修养》一书�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三九年抛出来的。 （1967．4．
3）

这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的关系具有相当

的普遍性�再如 “打招呼 ”�前边我们已经举过一
例�而以下一例与辞典的释义和例 （12） 所表达
的意思又略有不同：

（17） 苏修叛徒集团在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
后�就马上向约翰逊打招呼�这就活生生地勾划出
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968．8．23）

三、节缩
节缩是把较长的词语精减压缩的一种修辞方

式。文革时期�由节缩而形成的各种简缩形式相当
常用�也显示了一些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动词性并列简缩形式的较多使用。

文革期间�有一些在其他各阶段较少见到的动
词性并列简缩形式�数量虽然也不是特别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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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因而可以看作此期简缩形式
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的形式如 “斗批改、斗批
走、斗批散、打砸抢、打砸抢抓抄、上管改、关管
压、管卡压、揭批查、批斗、揪斗、打斗 ” 等。

“斗批改 ” 在1966—1976年间的 《人民日报》
中一共有984例�按 《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它
的意思在不同的阶段有所变化�开始时是指 《十
二条》中指出的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一
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
合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到党的 “九大 ” 以后�
按 “毛主席语录 ”�它是指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
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例如：

（18） 要把大批判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
起来�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 （1967．5．23）

“斗批走 ” 则是 “先斗争�再批判�最后走
人 ” 的简称 （见周荐主编 《“文化大革命 ” 词语辞
典》韩国中文出版社1997年 ）�与之意思相近的
还有 “斗批散 ”。很显然�这里的 “斗批 ” 与 “斗
批改 ” 中的 “斗批 ” 又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以下
的例子：

（19） 有的同志说： “我过去想斗批走�斗批
散。现在�一心想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1967．10．30）

（20） 我一贯指手划脚�教育别人；这回自己

受了批判�就经受不起了�什么 “反正不行了 ”�
“斗批走 ” 之类的思想都冒出来了。 “走 ”�这条路
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斗批
改 ”�只能是 “改 ”。 “斗批走 ”�实质上还是对群
众的批判、斗争有抵触 （1967．11．12）

按�此例显示� “斗批改 ” 还有上引释义之外
的第三个意思：斗争、批判、改正。

以下一例对 “上管改 ” 的意思说得很清楚：
（21） 旧学校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

大事�实行关、卡、压�……现在的工农兵学员�
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为了
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 “上、管、改 ” 的作用�我
们在全院建立了工农兵学员 “上、管、改 ” 各级
组织。 （1976．2．14）

三音节及以上的动词简缩形式�在使用中基本
是指称用法�这一点�通过以上的例子就可以看
出�特别是例 （21） 中二者的对比最为明显；二
音节的简缩形式仍然保留了原词性�但是在用法上
可能有拓展�比如 “批斗 ” 与其原形 “批判斗争 ”
的词性一致�但是后者没有及物动词的用法�而前
者这样的用法却很常见�例如：

（22）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
痛批了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

义黑货�并且结合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狠狠批斗
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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