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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就是力量

北京语言大学　安青阳

一

网上流传着一则幽默《知道我爸是谁吗》：

一个富二代超速行驶被一女交警抓了。

女交警给富二代开罚单，富二代嚣张地问道：“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女交警答：“这得问你妈。”

在当下的语境中，这则幽默故事的背景是路人皆知的。这得从多年前的一次事故谈起。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大
学校园内，两名正在玩轮滑的女生在学校宿舍区超市门口被一辆快速行驶的轿车撞倒，一死一伤。然而，司机不但没有停
车，反而继续送女友去校内宿舍楼。该肇事者在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时，竟然叫嚣：“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
李刚！有本事你们告去！”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则故事虽是陈谷子烂芝麻了，但至今还被一遍遍地“传颂”……

李刚，何许人也？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事情的后续发展，也确实见证了“我
爸是李刚”这个平常句式的特殊力量，连堂堂河北大学在谈及此事时也三缄其口。最后在舆论的强势介入下，“爸爸”李

刚才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面对镜头数次哽咽，表示向受害人及家属诚恳歉意，并深深鞠躬。然而，也有对体态语
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从李刚先生哽咽时的表情和动作来看，这哽咽似乎并非真的那么诚恳。

“我爸是李刚”一传开，网络上便掀起了热烈的造句运动： 

（1）广告版

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仑苏，不是每一个爸爸都叫李刚。

我爸是李刚，你值得拥有。

我爸是李刚，洗洗更健康。

（2）传统诗词版

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

老夫聊发少年狂，我爸爸，是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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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卷帘人，却道我爸是李刚。

日日思君不见君，我爸是李刚。

俱往矣，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李刚！

（3）现代诗词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的爸爸叫李刚。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

（4）流行歌曲版

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我爸是李刚。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我爸是李刚……

 “我爸是李刚”的力量后来还有更多的现实版本在一次一次地上演，可谓生生不息。例如：

（5）网曝交警队人员打少女  叫嚣“我爸是公安局长”（大河网2011年2月12日）

（6）男子当街殴打公交司机  称“我爸是公安局长”（中国日报网2012年5月4日）

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公安局是权威部门，公安局的局长和副局长都是大官，自然够威够力。“爸爸”厉害，爸爸的
“皇亲国戚”自然也不示弱：

（7）袭高校打保安  叫嚣“我姑父是公安处长”（中国经济网2012年5月11日 ）

从拼爹到拼姑父，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国家机器的厉害。于是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

（8）公车上，一男的低声问他旁边的人：“你是李刚吗？”答：“不是。”“你爸是李刚吗？”“不是。”“你有叫
李刚的亲戚朋友吗？”“没有。”“那***的放开你的脚，你踩到老子了！！！”那男的大怒道。

不仅衙内和准衙内，即便是衙门内普通当差的，也同样可以威风凛凛，惠及后代：

（9）上海男子拒付停车费称“我爸是警察”  其父确系交警（东方网2011年7月20日）

（10）酒驾被查　竟称“我爸是交警。”（《广州日报》2012年6月19日）

瞧，普通警察也跟局座一样威力四射、威风八面了。

其实，不仅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这些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特别的权力，可以肆意发挥一下；凡是权力
的拥有者，都有放肆的空间：

（11）南京一官员殴打酒店服务员  边动手边喊“我是处长”（现代快报网2015年8月5日）

局长、处长的威力，不但可以荫庇亲人，还可以被相关人士借用：

（12）扬言“我是局长”  堵小区大门男子系余姚老干部局司机（甬派客户端2015年7月21日）

真局长、假局长，都是“长”，都带尚方宝剑。随后的调查发现，该司机说他当时并没有说自己是局长，而是说“这
是局长的车”，局长的威力已经延伸到局长的坐骑了。

上面都是直言“我是……”的，还有比较委婉但同样具有威慑力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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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作弊被抓，考场内飞踹女监考老师  “宝马考生”狂言：“你知道我爸是谁？”（网易新闻2014年6月11日）

让你猜、猜、猜！无需具体复原场景，大家都能想象出来该是怎样的情形。这显然不是在给监考老师出题，而是让监
考老师感受到问话人实实在在的腿部力量。

这种“我是……”句，跟“我是流氓我怕谁”具有同样的功能，根本原因也许跟“是”后成分的特殊信息量有关，而
且信息量的大小是在交际中比较的结果。在可以展示威势的场合，“我是局长”显然比“我是办事员”有力度；特殊情况
下，“我是局长的司机”也很有力度。同样，“我是李逵”也比“我是王二麻子”有横劲。由于社会上好人或者好好先生
多，因此“我是流氓”和“我怕谁”才能形成因果关系。看来这种“是”字句是个可以表达特殊语用效果的句式。可是语
法学家、修辞学家们似乎关注得都还不够。这些年，语法学家似乎不怎么关心语言中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语言了，修辞学家
也似乎更愿意去忙更像高端学术的东西了。其实，这些句式里的学术乾坤也大着呢，既涉及语法，也涉及修辞。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我是……”的狂啸，普通民众虽很愤慨，但有时却又似乎很无奈。权力、权势的任性，都有些流
氓的性质。

二

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些事件进行法律、道德、教育、社会等方面的评判，其实这方面的评判、评论实在太多了。大
家都知道，只有给权力套上法律的枷锁，才能真正遏制“衙内文化”的泛滥，实际上也真正保护了大小“衙内”。这里只
想简单说一下为什么这些话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则幽默故事吧。对这个权二代而言，说出“你知道我爸是谁吗”这句话，并非是在询问信息，
而是一个反问，即“难道你不知道我爸是谁吗”？并由此传达一种语言的力量（也就是“语力”）：威胁，恐吓。这种语
力正是来自类似“我爸是李刚”这样的现实语境。这个权二代通过语言的力量所期望达到的语言效果是：不要惩罚我，否
则我爸会更加严厉地惩罚你。如果女交警正确地读解了权二代而且按照他的思路去行事的话，那么话语的实际效果就产生
了。

然而，女交警似乎有些颟顸无知，只是将权二代的反问性话语理解成一个简单的疑问，进而从字面上做出回答：“这
得问你妈。”

由于女交警在语言交际中的“不合作”，幽默就此产生。幽默产生的机制往往是，在该转弯的地方直着走，在该直着
走的地方转个弯。根据当下的社会情景，女交警的回答产生了另一种语力：提醒，蔑视，同时又带有一些戏谑。其言外之
意是“你爸是谁干我何事”，若基于特殊社会场景的理解，甚至蕴涵着：你小子可能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出现的某种人呢。
当然，也还蕴涵这样的意思：不论你爸是谁，都得按规矩办事。

由此可见，说话就是做事，语言就是力量。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著名的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早就做过分析了，并将其升华到“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我们这里只是补充几个实例而
已，借此感慨一下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理论的力量。

此所谓经验理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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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里值得补记一下关于李刚的事。下面是相关新闻报道的摘录并略有整理。

还是在河北保定。保定北市区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开庭重审“王朝抢劫案”。此案因牵涉到上面那位保定市公安局北
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先生而备受瞩目。

“王朝抢劫案”案发于10年前，2006年8月11日中午，河北保定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从手机通话清单上查到，
29岁的石家庄青年王朝有作案嫌疑。10月31日，石家庄警方将王朝抓获。可是，多名证人证明，案发当天王朝在石家庄处
理交通事故，没有时间从石家庄狂奔到保定去作案。然而，最终王朝被判13年。王朝上诉陈情，称是生意伙伴和李刚等警
务人员为工程款联手陷害他，李刚是该案的主要负责人，并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此案曾被河北高院发回重审，几经周折，
2011年，保定中院终审维持原判，王朝锒铛入狱。2011年9月18日凤凰卫视文涛拍案栏目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王朝抢劫
案”，说这个案子应了一句新生歇后语：“袁立的新衣——漏洞百出。” 

从2007年到2012年，该案先后共历经法院十次裁决。2012年1月王朝向保定中院的申诉被驳回，自此之后，王朝暂停
申诉。2015年10月12日，王朝再提起申诉，被河北高院正式受理。在笔者写完此稿时（公元2016年3月29日），此案尚无结
果。

看来，李刚这次真的摊上大事了。但愿李刚不会叫嚣：“你知道我的干爹是谁吗？”

可见，有时，语言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