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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语言中的反复辞格

刁 晏 斌①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在文革语言中�反复是一种高频使用的修辞格。从形式上来说�主要包括连贯反复和间隔反复。在
当时的语言表达中�这种反复辞格被用作表达对毛泽东的 “大爱 ”和对敌人的 “大恨 ”的 “得力 ”工具�从而成为一
种空前活跃的修辞方式。但有相当的部分流于程式�形成套子�从而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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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文革 ”虽然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在学术
界�人们对文革的关注却从未间断�相关的研究虽然
没能 “热 ”起来�但是却也没有完全 “凉 ”下去。在语
言学界�情况基本也是如此。人们比较关注 “文革
语言 ”�个中原因�正如郭熙所说�因为 “‘文革’语言
给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是观察当
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革’用语可以看出当时
的社会风貌 ［1］ （Ｐ125）。”

其实�可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且
能够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并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
各类用语�而是语言及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
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因为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
为第一义……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
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
的手段 ” ［2］ （Ｐ11）。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无论是 “题旨 ”
还是 “情境 ”�往往都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和时代方面
的因素。

所以�要研究文革语言�无论从汉语语言学的角
度来说�还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修辞都是一
个非常好的角度。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真正完全
从这一角度入手的还非常少见�因而这方面就保有
了很大的空白�也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总之�研究
的意义和价值都很大。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择 “文革修辞 ”作为
总的题目�来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个系列的研
究中�我们选取若干种在此期最为常用、最有特点的

辞格�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
样一种方式来了解文革时期的修辞活动和修辞现

象�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这些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
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至于文革本身。

本文我们讨论的是 “反复 ”辞格。
所谓反复�就是对同一成分、句子或句群等的重

复使用。文革语言表达中�“铺陈 ”之风盛行�也就
是同一个意思�经常要不断地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
角度�或者是用不同的事实、不同的表述来加以重复
和强调�表现在辞格上�就是大量使用排比、对偶�以
及反问和设问的连用等�而所有这些�已经构成了文
革语言以及文革修辞的一 “景 ”。此外�以下我们将
要讨论的反复辞格�也频繁地被用作铺陈的手段�因
而在此期也有极高的使用频率。

最为常见的反复是二重反复�用例几乎可以说
比比皆是�例如 （本文用例均取自《人民日报》�以下
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

（1）当时的中国�是否象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
那样�已经出现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 ”呢？没有�没
有。 （1967．8．12）

（2）够了�够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以其反
动的内容和肮脏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这
就是：反对革命�背叛革命�出卖原则�投降敌人。
（1967．11．2）
反复的目的�主要在于突出和强调�这一点�通

过和以下一例的比较�就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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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
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 （1967．8．12）

很显然�“够了�够了！”的语气要比 “够了！”强
烈、急促得多。

从形式上来说�反复包括两种�一种是连贯反
复�另一种是间隔反复�以下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1．连贯反复
上例 （1）（2）就是连贯反复�像这样的二重反复

最为多见�以下我们主要讨论三重反复的形式。
三重反复中最 “经典 ”的例子�就是林彪1967

年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8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
“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
最大。”而类似的表述虽然不能说俯拾即是�但是也
并不少见�例如：

（4）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
好�更好�更好！ （1967．1．10）

（5）“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
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1967．1．
22）

（6）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在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彻底砸烂旧世界�创
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不懈战斗！战斗！！战
斗！！！ （1967．1．30）

（7）经过一年来的激烈搏斗�我们以最小最小
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成绩。 （1967．
8．13）

（8）人人挥动着红色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纵
情欢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
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7．10．2）

按�此例一句之中�两次使用反复形式�几乎把
反复的使用推向了极端�而以下一例则又 “更胜一
筹 ”：

（9）我们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回到了日夜想念
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身边。我
们要一千次一万次的高呼：我们最最伟大的导师、最
最伟大的领袖、最最伟大的统帅、最最伟大的舵手毛
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7．2．22）

按�此例前边的 “最红最红最红 ”是连贯反复�
中间的四个 “最最伟大 ”是间隔反复�最后的 “万岁�
万岁�万万岁 ”则又基本属于连贯反复�一句之中�
反复形式三次出现�两种形式皆备�堪称登峰造极。
以下一例也可以与此例 “媲美 ”：

（10）林副主席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

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
紧。 （1967．12．3）
2．间隔反复
这一类反复似乎更复杂一些�通常是通过添加

或更换句子中的某一部分来实现间隔性的反复。
Ａ．添加
所谓添加�就是在后续的语句中通过对前边的

“基式 ”添加不同的修饰语�来达到中心词语的间隔
反复�应当说这是一种很 “经典 ”的样式�例如：

（11）我响亮地回答他们：不能�不能�一万个不
能。 （1967．3．9）

（12）这绝对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
不到！ （1966．5．26）

文革期间�“一千个 ＸＸ�一万个 ＸＸ”成为一个
十分流行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一个 “套子 ”�能够放
进去的词语很多�除上例外�再如：

（13）上海市的革命派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
我们热烈地欢呼：一千个好得很�一万个好得很！
（1967．1．17）

（14）革命造反派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夺权�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双手拥护！
（1967．1．24）

（15）我们上山下乡�就是一千个对！一万个
对！ （1967．2．20）

（16）这篇文章好得很�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
拥护！ （1967．4．4）

（17）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难道我们能容许这样
的罪恶阴谋得逞吗？不�一千个不！一万个不！
（1967．4．8）

（18）这条路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害的路。
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能走�一万个不能走。
（1967．4．8）

（19）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一千个照办�一
万个照办！ （1968．8．29）

有时�用了这样的套子后仍然 “意犹未尽 ”�就
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添加�例如：

（20）这简直是白日作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
答应！永远不答应！ （1967．9．11）

或者�在其他反复形式的基础上再添加这样的
套子：

（21）（外交人员 ）能够容忍这帮法西斯暴徒在
中国大使馆内恣意逞凶吗？不行！不行！一千个不
行！一万个不行！ （1967．2．6）

以下一例�把这种套子的使用也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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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他看来�过去的一千个苦处�一万个苦
处�没有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苦处；今天的一千个
甜�一万个甜�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甜；革命战
士有一千个责任�一万个责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是最根本的责任。 （1967．3．16）

以下用例可以看作上述形式的变体：
（23）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一切党、

政、财权不夺能行吗？一千个一万个不行！ （1967．
1．26）

（24）“抓革命�促生产 ”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
大号召�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一万个拥护�一千个、
一万个坚决执行。 （1967．3．6）

除了上述形式外�其他的添加用例再如：
（25）奉告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你们�我们

就是不能讲平等�一点儿也不能讲。过去不讲�现在
不讲�以后也永远不讲。 （1967．6．4）

（26）我们对敌人绝对不存任何幻想�我们唯一
的信念�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1967．12．22）

（27）一个革命干部�不能紧跟毛主席�为人民
立新功�做到努力努力再努力�前进、前进、再前进�
就必然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和人民犯新
过。 （1968．3．2）

Ｂ．更换
即在后续句中�更换前句的某一成分�从而造成

所保留成分的间隔反复。这种形式也很常见�例如：
（28）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

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 （1967．12．16）

（29）但是�不管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只要我
们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一看他
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的
口号和行动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看一看他们把斗争
矛头指向谁�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剥开他们的

伪装�抓住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 （1967．9．12）

（30）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
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1967．
12．22）

（31）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
利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
岁！ （1967．4．22）

这样的形式�有一些也能划入排比�可以认为是
处于反复和排比的交界地带。

总的看来�文革时期反复辞格的运用�有以下几
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频率高�可以称得上比比皆是。
以上我们所举的用例时间比较集中�几乎都见于
1967年的《人民日报》�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
一点。

第二�确实如前引陈望道所说�适应了此时的题
旨和情境�并与之高度切合。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
有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对毛泽东无限的爱
和对敌人刻骨的恨�而反复辞格却恰好被用作表达
这种 “大爱 ”和 “大恨 ”的 “得力 ”工具�也正因为如
此�它才成为一种空前活跃的修辞方式。

第三�有相当的用例流于程式�形成套子�从而
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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