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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革修辞 ” 的研究既是文革言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认识当时社会以及文革本身
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引用辞格在文革修辞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有复杂多样的形式�超高的使用频
率�但是有许多引用被当成了 “帽子 ”、 “棍子 ” 或 “套子 ”�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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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文革 ” 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人们对这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浩劫却
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且不断地进行着反思。在语言学界� “文革语言 ” 已经成了一个经常提到的
话题�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时能见到。

人们对文革语言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了解当时的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二是由当时的语言及语
言运用情况入手�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文革本身。所以�文革语言的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都很大。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而修辞正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角度和重要的方面。
相对于语言的其他方面来说�修辞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要更为紧密�对社会风尚的反映往往也更为及时
和充分�因为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 ［1］�而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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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 “文革修辞 ”�来进行系列的研究�由文革期间一些高频使用的辞格入手�来进
行考察和分析�本文中我们讨论的是 “引用 ”。

引用是援引、借用他人的现成话语�来帮助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意思的一种修辞方式�是文革期间
用得非常多的一种辞格。

总的来说�整个文革期间�引用的最主要对象是革命领袖的话�其中至少有90％以上是毛泽东
的话�在字形上一律用黑体标明。毛泽东的话为什么成了引用语的最大来源�通过以下一段叙述就可
以清楚地了解了：

在这次战斗中�陈武录和王顺义从地面到空中�从战前准备到战斗结束�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
己的行动准则和力量的源泉。在接到战斗命令后�他俩立即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不打无准备之仗 ”
的教导�在精神上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他们背诵毛主席 “我们的责任�是
向人民负责 ” 的教导�用来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时�他们又以毛主席 “共产党
就最讲 ‘认真’” 的教导来互勉。在校验无线电通话设备时�他们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
感情�高呼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战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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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主席的教导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胜利航程。指挥所传来 “我们需要的是
热烈而镇定的情绪 ”�他们马上回答： “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更加勇敢、坚定、沉着地直奔战区。
发现敌机后�指挥所传来毛主席的指示 “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他们立即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
概�向敌机猛扑过去�一顿狠打。当陈武录击中敌机�但敌机还没起火时�毛主席关于 “伤其十指
不如断其一指 ” 的教导�闪电般地在陈武录脑子里出现�他追上去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直把敌
机打得冒出团团烈火拖着黑烟倒栽下去。地面指挥员传来 “宜将剩勇追穷寇 ”�他们马上用毛主席
“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 的教导激励自己�向另一架敌机猛扑过去�直把这架敌机打得遍体鳞伤�抱
头鼠窜。陈武录和王顺义在这次空战中�真正做到了他们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每个行动都要用毛泽东
思想统帅�都要体现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以上是 《人民日报》1968年2月19日刊登的 《无限忠于毛主席就所向披靡－－－记击落击伤敌机
各一架荣立一等功的飞行员陈武录、王顺义》中的一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言行举止与毛
主席的教导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一、引用的形式
就引用的形式来说�有完整引用和不完整引用两种。
1、完整引用
完整引用是对一段话的全部引用�形式上通常以引号标示�又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 “明引 ”�即用 “引导语 ” 注明作者或出处的引用�例如：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

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人民日
报》1969．8．25）
（2） 毛主席号召我们：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

厂、农村、机关、学校。” 为了真正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同上 ）
（3） 毛主席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指出：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

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
行专政。” 我们坚决实行这一条。 （同上 ）

在所有的 “引导语 ” 中� “ （伟大领袖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的使用频率最高�仅上述的 《抓紧革
命大批判》一文中就出现了3次�而在1966－1976年的 《人民日报》中�含有这一语段的文章一共
有7761篇。

有时�还有引语中套引语的情况�《抓紧革命大批判》一文中就有一例：
（4） 证据确凿的坏人闹翻案怎么办？林副主席在 “九大 ” 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 “坏人又嚣张

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
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们斗倒就是了。” 我们要照此办事。

另一种是 “暗引 ”�即不注明作者或出处的引用。因为文革中人们对 “最高指示 ” 和 “最新指
示 ” 耳熟能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所以这也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引用形式。上边提到的 《抓紧革命
大批判》一文中的例子如：
（5） 对群众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

一小撮敌人。要注意认真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
《人民日报》以外的用例再如：
（6）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开心和难受�总

是矛盾对立的。 （ 《文汇报》1970．4．4）
（7）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是不是为工农兵�这是社会主

义文学艺术道路和资本主义文学艺术道路的分水岭。 （ 《解放日报》1970．4．14）
文革时期�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率相当高�陈松岑有过这样的描述： “许多文章一开头就是 ‘四

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回顾历史就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感慨巨大变化就用 ‘虎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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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歌颂革命群众就用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批判敌
人则用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说明任务的艰巨就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文章的结尾则多半是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或是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 ” ［2］。

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通常是暗引�例如：
（8）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一定要更高地兴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

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 《吉林日报》1970．4．10）
（9）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地下王国 ” 是埋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极大隐患。隐患不除�

后患无穷。 （ 《文汇报》1970．4．16）
2、不完整的引用
即截取原话中的一部分�通常不出现引导语�《抓紧革命大批判》中也有1例�即：
（10） 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任

务。
按�完整的 “毛主席语录 ” 是 “要斗私批修 ”�这里的引语为了做后边 “任务 ” 的定语�就去

掉了 “要 ” （ “要斗私、批修的伟大任务 ” 不通 ）。
类似的用例再如：
（11） 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和周扬一伙的反革命 “围剿 ” 中�成了中国

文化革命的伟人。 （ 《吉林日报》1970．4．10）
按�这里的引语出自毛泽东作于1941年的 《新民主主义论》�原话是 “为什么文化 ‘围剿’也

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 ‘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
革命的伟人 ”。很显然�这里的引语是对原话的截取。
（12） 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耻的语言吗？ “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 （ 《文汇

报》1970．4．4）
按�本句的引语出自毛泽东作于1940年2月的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原话

是 “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引用者从
有密切逻辑关系的分句中截取了一句�我们认为这也属于不完整的引用。
（13） 云水怒�风雷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排山倒海�奔腾前进。 （ 《人民日

报》1967．4．17）
按�更为常见的�都是对毛泽东这两句诗的全引�即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 ”�而

像这里的引用�并不多见。
二、引语的功能
引语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单独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存在形式是一个独立的句子或段落�以上

所举用例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以下再举一例：
（14） 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必须提高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自觉性�坚决同工农兵相结合�展

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彻底改造世界观。 （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解放
军报》社论�1970．5．22）

二是不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陈述或指称的一部分�形式上是做一个句子成
分�其中以做定语比较多见�上引例 （10） 中的 “斗私批修 ” 即属于这一种�此外再如：
（15）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他们偏偏攻击鲁迅是 “宗派主

义 ”。 （ 《红旗》1966．12）
（16） 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

结合 ” 的伟大指示�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 （ 《文汇报》1970．1．23）
（17） 为什么事过十五年�我们又把这场斗争拿出来剖析呢？因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 《文汇报》19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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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种批判�既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很好的学习和自我改造。也包括从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推陈出新出发的分析批判和借鉴。 （ 《红旗》1970．1）

在我们看到的大量引用例子中�有一些只是为引用而引用�引语与上下文并无直接的关系�只是
一种 “穿靴戴帽 ” 的表达方式而已�其中以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最为多见。例如：
（19）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同全国各地一样�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 （ 《人民日报》
1967．2．11）

（20）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 《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有
如一声霹雳�揭开了旧北京市委、旧 《北京日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 （同上1967．4．23）
（21）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江

青同志的率领下�创造人类历史的工人、农民和工农武装起来的士兵�成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的真正
的主人。 （同上1969．3．17）

三、简单的总结
通过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时期�引用辞格的使用�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和

突出的特点：
第一�超高频的使用。如果按使用频率来给常用辞格排序的话�在文革期间高居榜首的无疑是引

用。比如�我们随机抽取了1969年8月25日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抓紧革命大批判》�全文约
3000余字�共有10次引用�其中有9次引用毛泽东的话�1次引用 “林副主席 ” 的话。总引用的字
数约为400字�占全文总字数的13％左右。应当说�这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第二�呈泛滥成灾之势。这一点�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二：一
是被当作 “穿靴戴帽 ” 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随时、大量地 “穿戴 ”�二是有大量的与题旨、情境无关
的引用。

第三�在形式及使用上有 “创新 ”。我们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完整引用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在以前
及以后的引用中并不多见�而在此时�却成为引用的一种 “常式 ”。另外�上述大量与题旨、情境无
关的引用的存在�也把引用辞格的使用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一种 “恶俗 ”。

总之�除了一些正常、合理的使用外�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引用实际上被当成了压人的 “帽
子 ”�甚至是打人的 “棍子 ”�或者是显示时代潮流、为引用而引用的 “套子 ”�这样�实际上使得引
用的性质和功能异化�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而这一状况的形成�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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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ａ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ｏｒｍａｎｄｈｉｇｈｕｓ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ｕｔ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ａｓ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ａ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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