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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广泛使用既具一般性，也具独特性。一般性使用主要体现在 

比况助词词语出现的普遍性、附着语法单位的全面性与构成比况短语后充当句法成分的多样性 

等方面；独特使用体现在帮助比况短语以致整个比况句更好实现丰富的语意表达功能与独特的 

修辞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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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况助词指附着在名词性、动词性与形容词 

性等实词性词语后面，与前者共同构成比况短语 

且可再构成比况句的助词。比况助词与其他虚词 
一 样，没有实在意义，不能单独构成句法成分，但 

“实词性词语主要用来表达词汇意义 ，比况助词 

用来表达比况的语法意义”̈ 。常见的比况助词 

有“一样”、“样”、“似的”、“一般”、“般”等。 

比况短语的标准格式为“SXY”。其中，“S” 

是摹状喻词，“X”是比况助词所附着的词语，“Y” 

是比况助词 J。“S”多为动词 “像”(曾写作 

“象”)、“仿佛”等，有时也用介词“同”、“跟”、 

“和”等。比况短语还有两种常见的变式：“XY” 

式与“SX”式。“XY”式省略了摹状喻词，“SX”式 

则省略了比况助词。“摹状喻词 +名词性词语 + 

指示代词(即非比况助词)”等构成的比况句式 

(如“象当年沂蒙山区的八路军那样”)不在本文 

论述范围内。 

“十年词汇”特指 1966—1976(即“文革时 

期”)10年间的现代汉语词汇。比况助词在“十年 

词汇”中的广泛使用，既具一般性，也具独特性。 

本文主要以1966—1976{人民日报》载文(句后只 

标注年月日者)为例，论述“十年词汇”中比况助 

词使用之特性。 

一

、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使用 

具有一般性 

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使用，主要体现 

在比况助词词语出现的普遍性、附着语法单位的 

全面性与构成比况短语后充当句法成分的多样性 

等方面。 

1．比况句中比况助词词语出现具有普遍性 

比况助词出现在大多数 比况句 中。其 中， 
“

一 样”、“似的”、“一般”和“般”的出现频率较 

高，“样”的出现频率较低。据检索，“十年词汇” 

中比况助词“一样”、“似的”在《人民日报》中的 

使用数以百计，“一般”的使用数以十计，而“样” 

则难得一见。 

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革命积极性象火山一样 

进发出来，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1972．1．3)。 

例中比况助词是“一样”。“文革”期间，构成 

比况短语的动词“像”都写作“象”，如例句中的 

“象火山一样”，今写作“像火山一样”。 

来自山西各地和全国许多省、市的贺电、贺 

信，雪片似的送上主席台(1967．1．26)。 

例中比况助词是“似的”。 

战斗的歌声和演员们火一般的激情深深感动 

了全场(1972．1．25)。 

例中比况助词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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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把象征刚果(布)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 

下革命意志象烈火般在熊熊燃烧，决心把革命进 

行到底(1968．1．1)! 

例中比况助词是“般”。 

也有不出现比况助词的比况句，可看作由省 

略了比况助词的“SX”式比况短语构成的比况句。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象红太阳照亮 

了亿万人民的心(1968．1．1)。 

例句省略了比况助词“一样”，补充后即为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象红太阳一样照 

亮了亿万人民的心”。 

2．附着语法单位具有全面性 

“十年词汇”中的比况助词，同样可以全面附 

着比况句中的各类语法单位：词 (即成词语素)、 

短语和“句子”。 

雪片似 的感谢信送到 了广播室 (1967．1． 

20)。 

例中比况助词“似的”附着于名词“雪片”。 

这就象浮肿病人一样，脸胖是一种假象，不是 

真胖(1966．I．2)。 

例中比况助词“一样”附着于定中短语“浮肿 

病人”。 

他边听边记，就象小学生听课似的(1972．1． 

5)。 

例中比况助词“似的”附着于语法单位“小学 

生听课”。这一语法单位独立成句的话，就是一 

单句——一般主谓句。 

正象看到一片乌云，就看不到万里晴空一样 

(《红旗》1973年第 1期P23—27)。 

例中比况助词“一样”附着于语法单位“看到 
一 片乌云，就看不到万里晴空”。这一语法单位 

独立成句的话，就是一因果复句。 

3．比况短语充当句法成分具有多样性 

比况助词附着其他词语所构成的比况短语， 

在句中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但主要充当定语、 

状语和补语。 

美国的武装干涉激起的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 

的暴风雨般的抗议怒潮，使美国统治集团到现在 

还心有余悸(1966．1．5)。 

例中比况短语“暴风雨般”是主语中心语“怒 

潮”的定语之一。 

三个单位的党组织，象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视三军战友的友谊(1975．1．1)。 

例中“SXY”式比况短语“象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 样”充当谓语中心语“珍视”的状语。 

当时，我们真是急得火烧火燎似 的(1971． 

12．22)。 

例中“XY”式比况短语“火急火燎似的”充当 

谓语中心语“急”的补语。 

二、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使用 

具有独特性 

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独特使用，体现 

在它们可以帮助比况短语以致整个比况句更好实 

现丰富的语意表达功能与独特的修辞表达效果。 

1．帮助实现语意表达功能的丰富性 

学者对比况句式的语意表达功能有不同见 

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表比喻、表对 比和表测 

断” 等。“表对比”也常表述为“作 比较”，“表 

澳0断”也常表述为“表判定”。 

它们象陷入泥潭的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和咆 

哮，但是无法从泥潭里摆脱出来(1966．1．2)。 

原文作者将“(发动了越南战争的)美帝”比 

作“陷入泥潭的老虎”，形象生动。这种表比喻语 

意表达功能，通过摹状喻词“象”与比况助词“一 

样”配合使用而揭示两者的相似性——陷入困 

境——来实现。 

中国和法国一样，都有对两个“超级大国”保 

持独立的愿望(1971．9．4)。 

佩雷菲特经过比较，认为“中国”与“法国”都 

有“对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独立的愿望”。这种 

同类事物间作比较的语意表达功能，通过比况助词 
“

一

样”配合使用——强调相同性——得以实现。 

乍一听，好象这个美帝新头目是真要“和平” 

似的(1969．1．31)。 

原文作者对“美帝新头 目”作 出“真要 ‘和 

平”’的否定性判定。这种表否定判定判断的语 

意表达功能，通过摹状喻词“好象”与比况助词 

“似的”配合使用——揭示“似是而非 ”——而 

实现。 

2．帮助实现语意表达效果的战斗性 

“‘似的’经常附着在词或词组后边，使这个 

词或词组具有描写的作用。”[4]298与“似的”一样， 

其他比况助词同样可以帮助所附着词语具有包括 

描写在内的诸多手法，帮助实现修辞效果的多样 

性。由比况短语构成的修辞格主要是 比喻或比 

较，有时是比喻兼夸张等。借助比喻可使抽象的 

事理形象化及概括的事物具体化；借助比较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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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方或双方更突出；借助夸张可引起人们丰 

富的想象，有利于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等。 

“十年词汇”语意表达方面常体现为激烈的 

言语行为，强烈的“爱”往往表现为不吝“溢美”之 

词，强烈的“憎”则往往导致“语言暴力”倾向。 

许多青少年还手持花束花环，载歌载舞，表达 

了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最最热爱的心情和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决心 (1966．8． 

12)。 

为了表达青少年热爱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心 

情，作者连用两个最高比较级的副词——“最”。 

我们要抡起榔头狠狠地揍他一顿，打掉毒蛇 

的牙齿，叫他再也不能放毒(1966．5．19)。 

为了表达“工人阶级”对“出笼”后到处“放 

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无比痛恨 

之情，作者使用了“狠狠地揍”、“打掉”等具有“施 

暴性”的词语。反动派的作恶工具，则被作者喻 

为“毒蛇的牙齿”。 

“十年词汇”这种体现宣泄强烈“爱憎”感情 

的战斗性的语意表达效果 ，同样体现在有比况助 

词附着的比况短语(句)中。 

这象征着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如同盛 

开的鲜花一样，将更加繁荣、更加茂盛(1973．2． 

11)。 

“友谊团结”的感情比较抽象，所以作者由比 

况助词“一样”附着含褒义的实词短语构成比况 

短语，再构成比喻修辞格 ，将“亚洲人民之间的友 

谊团结”比作“盛开的鲜花”，使读者仿佛亲见绚 

烂的花朵，油然而生美好的具体感受，表达了作者 

对“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的赞美之情。 

我要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毛主席的宝书 

(1968．1．6)。 

“眼珠”对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 由 

比况助词“一样”附着含褒义的实词构成 比况短 

语，再构成比喻修辞格，将“毛主席的宝书”比作 

“眼珠”。一名外国战士(即“我”)如此“爱护毛 

主席的宝书”，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对毛泽东 

著作的无比热爱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位外国 

战士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的颂扬之情。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 

笋一样地发展起来(《炮打司令部》1966．8．5)。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是当时 

最具“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群众组织，是当时受 

到最高革命领袖在内的广大干群高度推崇的革命 

力量。作者由比况助词“一样”附着含褒义的实 

词短语构成比况短语，再构成比喻修辞格，将“红 

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比作“雨后春 

笋”，表达了作者对这些革命组织成立的欢迎态 

度和赞美之情。 

我们要清除这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噩梦似 

的传统的思想影响，才能引导青年向前看，才能有 

所创造，有所发展(1966．5．4)。 

作者由比况助词“似的”附着含贬义的实词 

构成 比况短语，再构成比喻修辞格，句中将封建 

的、资产阶级的“传统的思想”比作“噩梦”，揭示 

其危害性与可怕性，因而其“影响”需要“清除”， 

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传统的思想影响”的憎恶。 

跟在这些装甲车后面的，是一群象蛆虫一样 

蠕动的美国兵(1966．1．2)。 

“蛆虫”是令人生厌的。作者由比况助词“一 

样”附着含贬义的实词构成比况短语，再构成比 

喻修辞格，原文将“跟在这些装甲车后面的美国 

兵”比作“蠕动的蛆虫”，表达作者对这些“美国 

兵”的鄙视与憎恶之情。 

我们和全世界的革命兄弟一样，也决心以武 

力对付武力，以暴力对付暴力(1967．1．2)。 

作者由比况助词“一样”附着表比较对象的 

实词短语构成比况短语，再构成比较修辞格，强调 

“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坚定决 

心，也表明持有这种“决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狂风掀起小山似的浪头(1973．4．16)。 

作者由比况助词“似的”附着含描述义的实 

词构成比况短语，再构成夸张修辞格，“浪头”高 

如“小山”，强调在黄海前哨的塞里岛上海上运输 

条件的恶劣，表达了作者对海上交通员王金寿大 

爷热心为人民子弟兵服务的深情赞美。 

比况助词在“十年词汇”中的广泛使用具有 
一 般性和独特性。使用比况助词可以帮助比况短 

语以致整个比况句更好实现丰富的语意表达功能 

与独特的修辞表达效果。这种语意表达功能与修 

辞表达效果，主要是通过发挥比况助词的语法作 

用而辅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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