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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学界�十年 “文革 ”虽然早已远去�但
是 “文革语言 ”却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提起的话题�
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来说�对文革语言的研究目的不外
乎以下二者：

其一�汉语语言学的目的�即了解当时的语言
及语言运用情况。文革时期作为现代汉语发展的
一个独立、独特的阶段 ［1］�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
可以说�如果缺了这一阶段语言的研究�整个现代
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史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其二�社会语言学的目的�即借由语言及语言
运用情况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至于文革本

身。正如郭熙所说：“研究‘文革’的语言是社会
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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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Ｐ125）。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文革语言感兴趣�特
别是社会语言学家们。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

的角度来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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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生活和
思潮等的反映往往也更为及时和充分�这是因为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 ［3］ （Ｐ11）�而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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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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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
察和分析�本文中我们讨论的是 “排比 ”。

排比是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结构相同或相

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相关的段落、句子或句子
成分并列使用�从而达到增强语势等目的的一种
修辞手法。在整个文革期间的很多文体�特别是
“批判 ”类和 “表敬 ”类文章中�排比辞格的出现频
率是相当高的。此期的表达有一个重要特点�这
就是讲求 “铺陈 ”�即一个意思或一种观点�经常
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反复申说�在行文
中的表现就是一串一串的语句触目即是�这已经
成为文革时期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风格特点。排
比辞格的大量运用�既是这一风格的重要体现�同
时也对这一风格的形成和显化�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比如�在一篇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人民
日报》1969年8月25日 ）�仅3000余字的文章
中�排比的用例就有以下几个：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贯
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
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
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和反革命
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 “多中心即无中心
论 ”�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的右的或极 “左 ”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
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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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指出：……个人主义等等错误
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
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
服。

（3）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
者用种种手法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

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来破
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
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
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
按并列使用的成分所属语法单位的不同�排

比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句子成分的排比�例如 （本文用例

均取自《人民日报》�以下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
（4）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会有无所畏惧

的革命精神�就会成为最革命、最勇敢、最聪
明的人�就能够不怕苦�不怕死�不怕鬼�不怕
魅�坚贞不屈�无所畏惧。 （1967．1．11）

（5）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
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
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1967．2．23）

（6）人人欢喜若狂�奔走相告�他们说：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革命派的最大鼓

舞、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鞭策。 （1967．
3．8）
第二种是句子的排比�最为多见的是承前省

略主语的无主句。例如：
（7）我们发扬了鲁迅的革命造反精神�

不怕孤立�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造谣中
伤�不怕明枪暗箭�不怕戴 “反革命 ”帽子�不
怕丢脑袋�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作了拚死的斗争。 （1967．2．26）

（8）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
革命实践�都是最高的指示�最光辉的榜样。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决照办。要
事事照办�时时照办�处处照办；自己照办�发
动群众照办；老老实实地照办�雷厉风行地照
办。 （1967．8．13）
按�以上是单句的排比�以下则是复句的排

比：
（9）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同志就会团

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的队伍就会团结得
象钢铁一般�拖不垮�打不烂�攻如猛虎�守如
泰山。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会眼亮心明�就

会揭穿阶级敌人一切挑拨离间的阴谋�就会
及时地去掉队伍内部的杂质�使我们的队伍
健康地发展、壮大。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能
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胜利红旗插遍一切社会领域！ （1967．
2．14）
第三种是句群的排比�在形式上显示为段落

的排比�例如：
（10）不打倒 “私 ”字�就不能真正实现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不打倒 “私 ”字�就不能真正夺权；即使

夺了权�这个权也还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
不打倒 “私 ”字�我们就不能成为彻底的

革命者。
打倒 “私 ”字�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

毛主席著作。在当前特别要活学活用 “老三
篇 ”和 “新五篇 ”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
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整顿党的作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
辉著作。

打倒 “私 ”字�必须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
命�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打倒 “私 ”字�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实行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彻底
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
服务的思想。 （1967．3．3）
以上是一个相对简短的例子�以下的用例则

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排比中还套着排比：
（11）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以毛主席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科学战线上的伟大

胜利。这个胜利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科学战线上所推行的

修正主义路线。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我军指战员、工

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林
彪同志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
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果！
是 “抓革命�促生产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成果！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又一次证明�用伟大
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最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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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聪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就
能造出物质上的原子弹、氢弹�就能创造出任
何人间奇迹�就能永远无敌于天下！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对美帝国主义和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相互勾结妄图实行核垄

断、核讹诈的更加沉重的打击。对于正在进
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对于正
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

阿拉伯人民�对于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是极
大的鼓舞和支持。 （1967．6．18）
以上是有相同提示语的排比。至于不用相同

提示语的排比�就更为多见了�通常都是四字格并
列的形式�例如：

（12）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
不含糊�不搞折衷�不和稀泥；一扫过去那种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下的拘拘束束�忸忸
怩怩�吞吞吐吐的臭东西。 （1967．2．8）

（13）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联合起来�必
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信任群
众�依靠群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1967．
3．8）

（14）美帝国主义头子约翰逊最近发表
了他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这个国情咨文�
调子低沉�无精打采�避实就虚�藏头露尾。
（1968．1．23）

（15）看�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
反革命复辟！正是苏修集团把苏联的思想文
化领域变成了毒草丛生�霉菌遍地�群魔乱
舞�妖雾弥漫的世界。 （1968．2．2）
在大量使用的排比句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复

现率是比较高的�甚至是相当高的�这样的形式实
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套子 ”�如 “四个伟大 ” （伟
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
手 ）、“三忠于 ”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
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 ” （对毛
泽东及其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
限崇拜 ）等�因其常用�后来分别都有了自己的数
字简缩形式。

高复现率的排比形式再如：
（16）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以及大毒草 《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
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1967．4．
23）

（17）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敢闯、敢

干、敢革命、敢造反�不仅敢于 “打击一小
撮 ”�而且敢于 “解放一大片 ”�团结大多数。
（1967．4．23）

（18）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
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
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永远团结在
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1967．6．
8）

（19）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集中地反映了
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公交战线千百
万职工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激
励�最大的鞭策。 （1967．12．16）
文革期间�排比辞格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使

用频率�主要是因为它被人们当成了以下几种用
途的工具和手段：

一是 “扣帽子 ”�这是文革 “笔法 ”之一。 “帽
子 ”经常不是一个�而是一串�或者说�是由一串
小 “帽子 ”�构成了一个大 “帽子 ”�而这个大 “帽
子 ”在表达形式上�往往就取排比的形式。例如：

（20）无政府主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打倒
一切。 （1967．3．8）
二是 “打棍子 ”�这也是文革 “笔法 ”之一。同

成串的 “帽子 ”一样�“棍子 ”也经常是一 “棍 ”接
一 “棍 ”的 “连环棍 ”�形式上经常也用排比�上举
用例很多即为此类�再如：

（21）（他们 ）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
炸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公敌！
他们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罄竹难书！
（1967．4．22）
三是 “摆套子 ”�这也可以看作文革 “笔法 ”之

一。在此期所有的排比用例中�人云亦云、作为
“套子 ”来使用的恐怕是最多的�除了上举的用例
外�再如：

（22）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
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
动。 （1969．4．25）
甚至�像以下这样的表达�也未尝不是 “套

子 ”：
（23）对犯有一般错误和犯有严重错误

的领导干部逐个进行分析�既看他们的错误�
又看他们的成绩；既看现在�又看过去；既看
他们的一时一事�又看他们的一贯表现；既看
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又看他 （下转1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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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18页 ）
们在运动中悔改的表现；既看他们犯错误的
主观原因�又看他们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1967．3．9）
以上三个方面�促成了文革期间排比辞格的

畸形发展和 “繁荣 ”�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地反
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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