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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流行语“打工人”在网络上快速传播，“Ｘ人”逐渐成为一种新型语言
形式。“Ｘ人”构式的发展，涉及多种认知过程，其中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隐喻
与转喻，以及概念整合等机制对“Ｘ人”构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Ｘ人”的
构式压制表现为整体构式语义制约着构式部分的词汇选择，即具有能进行Ｘ行
为或具有Ｘ特征的新人群适用该构式；词汇压制表现为“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
决定了进入该构式的“Ｘ”成分必须是某类主体进行的动作或所具备的特征。
“Ｘ人”构式的语义生成是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双向互动的结果。“Ｘ人”构式
的字面意义或旧义作为始源域，与目标域产生的引申义或新义通过相似性跨域

映射，赋予该构式新的语义，是隐喻作用的结果。转喻在“Ｘ人”构式语义的拓
展中也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Ｘ人”与“Ｘ”两个认知域间的替代关系上。“Ｘ
人”构式的形成是固定项“人”构成的概念空间与变项“Ｘ”构成的概念空间进行
单向型与双向型整合的结果。“Ｘ人”构式在语言的认知经济原则、语言的模因
效应、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等共同作用下，在网络上迅速蹿红，被不断模仿和传

播，展现出其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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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人”一词入选《咬文嚼字》２０２０年十
大流行语，在网络上被频繁使用，深受大众喜

爱，且广为传播。网络热词“打工人”源于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与职业相关的特定
称谓“打工仔”，该群体一般指来自内地去沿海

开放城市务工，从事体力劳动、薪水较低的劳动

者。现在网络上所流行的“打工人”被赋予了

新的含义，不仅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

人，也包括为绩效所困的办公室“白领”等非传

统意义上的打工者。之后，随着“打工人”一词

的流行，网络上还衍生出了“干饭人”“工具人”

“祖安人”“阴阳人”等以“Ｘ人”为特征的网络
流行语，用以作为具有Ｘ相关特征的群体代名
词。“Ｘ人”在当下网络环境与口语中被大众
广泛使用，并且不断地被复制而产生新词，这一

语言现象值得探讨。

国内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对“Ｘ人”进行
了解析，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夏俐萍［１］探

讨了“Ｘ人”致使结构及其词汇化特征，关注其
使感意义与自感意义的语义发展；雍宛苡［２］以

苍溪方言自感词语模“Ｘ人”为研究对象，研究
了模标和模槽的语义关系；季思媛［３］分析了新

兴“Ｘ人”结构模式的发展，并探析了其蹿红的
意义与价值。然而，以往对“Ｘ人”结构的研究
主要关注其语义层面的历时发展，缺乏对其深

层认知机制和传播原因的探讨。鉴于此，本文

拟在对“Ｘ人”构式的基本特征进行充分考察
的基础上，深入解读其认知机制，并阐明其传播

动因。

　　一、“Ｘ人”构式的基本特征

　　“Ｘ人”构式由来已久，如传统用法“商人”
“好人”“读书人”等，但随着网络用语的发展，

“Ｘ人”词语模的使用范围和涵盖意义不断扩
大，衍生出许多新词，这些新词高度概括且富有

感染力，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经

考察发现，“Ｘ人”具有以下特征。（１）从音节

上看，Ｘ可以是单音节的词，如“凡人”（传统意
义上指平常、平庸的人或寻常、尘俗的人，在网

络上被赋予新的含义，指以低调方式炫耀自己

高人一等的人）；也可以是双音节的词，如“社

会人”（传统意义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与“经济人”相对，网络上

用来戏谑步入社会左右逢源、老于世故的人）；

还可以是多音节的词，如“老阴阳人”（传统意

义指旧时专门替人占卜、看风水、择日等的人，

网络新义为说话经常阴阳怪气、充满嘲讽意味

的人）。（２）从词性上看，“Ｘ人”有“名词＋人”
形式，如“工具人”（指对待他人任劳任怨，被对

方当工具般使唤却得不到平等对待的人）；也

有“动词＋人”形式，如“端水人”（不是字面意
义端茶倒水的人，而是指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

的人）；还有“形容词 ＋人”形式，如“老实人”
（传统意义指为人本分、安分守己、不太懂人情

世故的人，网络新义为不懂幽默而一本正经发

表意见的人）。（３）从构词上看，“Ｘ人”可以是
定中结构，如“电蚊拍人”（指希望人体是与电

子产品结合的发光体，蚊子吸血时可以被自动

电死的人）；也可以是述宾结构，如“吃瓜人”

（指一类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人）。

（４）从来源上看，“Ｘ人”有源于旧词的，为适应
当下社会环境而在旧词基础上产生新义，可以

理解为旧词新义，如“打工人”（原来指临时性

的外来务工人员，现在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既

带有抱怨意味，也带有自嘲的娱乐意味）；也有

源于方言词的，表现为语域范围扩大与地域色

彩淡化，如“干饭人”中的“干饭”是西南官话方

言里“吃饭”的意思；还有源于社会热点的，如

“吹哨人”（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早警醒的

人）。（５）从语义上看，“Ｘ人”的基本语义为展
现Ｘ相关特征的人，如“阴阳人”（指明褒暗贬、
表里不一的人）、“工具人”（如工具般被使唤的

人）、“祖安人”（说话粗鄙、擅长语言暴力，仿佛

生活在祖安亚文化时期的人）；或具有 Ｘ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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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为特征的人，如“拼单人”（指购物时为得

到更多优惠参与拼单的人）、“防杠人”（防止与

人抬杠而自我认怂的人）等。可见，“Ｘ人”的
语义不再限于传统字面意思，而是有了具有时

代特征的新的含义，往往带有非常规的调侃义

或自嘲义，其相关感情义需要依赖具体语境

而定。

　　二、“Ｘ人”构式的认知机制

　　网络语言具有“避熟求异”的特点，以不同
于常规用法的表达来塑造一种个性化的语言范

式，吸引受众注意［４］。“Ｘ人”从传统构式到新
兴构式的发展，涉及多种认知过程，其中构式压

制与词汇压制、隐喻与转喻，以及概念整合等机

制对“Ｘ人”构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
美国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领军人物 Ａ．Ｅ．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５］认为，构式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
形式与意义、形式与功能的配对体，任何语言形

式或意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已有构式中获得

完全推测。任何语言表达的形式、语义或功能

的一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都可视为构式，不可

预测性决定了构式的特性［６］。构式语法为非常

规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强大解释力，“Ｘ人”的整
体语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来预测，故属于构式。

当构式的整体语义与其组成部分中某一词

项发生冲突时，构式会支配部分词汇的语义使

其符合或顺从整体语义，形成“构式压制”（自

上而下）［７］。王寅［８］认为，只要对语句结构、用

法或意义起关键作用，使其他成分作出调整或

改变的语言现象都可视为“压制”。由于词汇

和构式都具有意义，且词汇义有时会主导构式

语义，进而调整或改变构式语义，形成“词汇压

制”（自下而上）［９］。常规语言现象中，构式与

词汇意义互相协调，而在非规约性情况下，词汇

意义与构式语义会产生冲突，因此，非常规语言

现象需要考虑词汇意义［１０］。综上，构式语义一

般是词汇压制与构式压制双向互动的结果，因

此，构式的语义分析要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首先，“Ｘ人”构式的语义是词汇压制的结
果。“人”作为社会群体的统称，与动物、植物

相对，是会思考的、有创造力的高级生物，具有

主观能动性，这决定了进入该构式的 Ｘ成分必
须是某类主体进行的动作或所具备的特征。因

此，“人”自身独特的词汇意义压制了整体构式

语义，形成词汇压制，也增强了该构式的稳定

性。其次，“Ｘ人”构式的语义也是构式压制的
结果。“Ｘ人”的构式语义指能进行某种行为
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

事物、新现象的出现，当 Ｘ进入该构式时，“Ｘ
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范畴性人群，也不

再是某种具体的描述性称谓，而且可以指因某

类新现象所致使的新人群的出现。因此，“Ｘ
人”构式的语义是词汇压制与构式压制双向互

动作用的结果。

２．隐喻与转喻
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Ｇ．Ｌａｋｏｆｆ等［１１］认

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

式，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

根据认知的经济省力原则，人们会用隐喻将已

知事物和抽象概念建立联系，从而识解抽象概

念。“Ｘ人”构式中的始源域可以看作该词义
的字面意义或旧义，目标域则是该字面义的引

申义或新义，两者通过相似性跨域映射而产生

新义。例如，“打工人”一词，当代年轻人常以

“打工人”自喻，不仅是自嘲的调侃，更是一种

自我激励，如“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

作，我打工，我快乐”，“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

交友娶媳妇”，“今天搬砖不狠，明天地位不稳”

等。网络新词“打工人”既表达了对打工现实

的无奈，也表现了充满干劲，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用隐喻来解释这一新义产生的认知机制，

其始源域为打工谋生的人，为了生存被迫奋斗

的人；其目标域为辛酸苦楚的人，两者存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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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压力、没有舒适感等相似性。正是基于

“打工人”旧义中特定称谓的具体表达与新义

中的抽象概念之间的这种相似性联系，通过隐

喻映射，其旧义发展与泛化而产生新义。为保

持语言发展的活力与生命力，人们会有意或无

意地对语义进行隐喻化，以此拓宽义项、增强语

言表现力，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１２］。因

此，隐喻机制在“Ｘ人”构式的产生和流行中起
着重要作用。

转喻是相关的两种认知域间的替代关

系［１３］，转喻与隐喻一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语

言本质上具有转喻性［１４］。转喻在“Ｘ人”构式
语义的拓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Ｘ人”中的“Ｘ”意义的理解上。例如，“端水
人”是动作（端水）代结果（端平水没洒）的转

喻，“工具人”是事物（工具）代性质（工具的便

利性）的转喻，“韭菜人”是特征（一茬又一茬被

割后长出的韭菜）代事件（一批顾客被商家欺

骗又出现一批新的甘愿上当的人）的转喻，“名

媛人”是部分（上海名媛）代整体（所有爱炫富

的人）的转喻，等等。因此，隐喻与转喻均在“Ｘ
人”构式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３．概念整合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 Ｇ．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等［１５］在

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概念整合理论，认为

人们思考和理解事物或行为时构建的概念组合

为心理空间，包含输入空间１、输入空间２、类属
空间和合成空间［１６］。认知主体提取两个输入

空间里共有或关联的信息，类比映射到合成空

间，在整合过程中，产生了超越部分意义简单相

加的整体含义，形成层创结构，产生最终的语言

意义。“Ｘ人”构式的形成是固定项“人”构成
的概念空间（输入空间１）与变项“Ｘ”构成的概
念空间（输入空间２）整合的结果。“Ｘ人”构式
中Ｘ为形容词或名词时，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
群体，其认知机制为单向型概念整合。输入空

间１提供组织框架与角色，即评价对象“人”与

评价性描述“会制造工具开展劳动的高级动

物”；输入空间２提供该框架对象对应的描述，
如“阴阳人”“工具人”“社会人”中的“阴阳”

“工具”“社会”凸显了指称对象具备的特征：

“阴阳怪气、明褒暗贬”“任劳任怨、被人当工具

般使唤”“左右逢源、老于世故”，这也是特征代

人的转喻机制在起作用。两个概念空间中共有

元素“评价对象”“特征描述”进入到类属空间，

输入空间 ２中的指称对象映射到输入空间 １
中，为输入空间１中的人赋予具体的对象，两者
整合到合成空间，最终形成对评价对象“人”的

具体描述。“Ｘ人”构式中 Ｘ为动宾短语时，表
示开展某项活动或动作行为的群体，其认知机

制为双向型概念整合。两个输入空间具有各自

的组织框架，在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影响下

投射到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１７］。例如，“吃

瓜人”“端水人”在隐喻机制作用下，“吃瓜”“端

水”事件的概念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一边吃瓜

一边闲聊，不发言只围观的人”“端水要端平，

不偏不倚的人”，二者存在经验相似性，产生了

吃瓜时的闲散与端水时的公正特征。此时，输

入空间１“人”构建了输入空间２“Ｘ”这一事件
域，唤起读者关于该事件的概念框架：行为主

体、行为动作、行为特征与行为结果等。这里的

“行为特征”与“行为结果”不是“Ｘ”事件本身
所具备的字面含义，而是与“人”结合形成的新

的构式语义，即“吃瓜”“端水”被赋予了新的意

思，是隐喻发挥作用的结果被认知主体理解并

接受。同时，输入空间１“人”的概念框架也被
激活，指某个动作或行为的主体。两个概念空

间中的共有元素“事件及主体”被投射到类属

空间，激活两者的跨空间映射，最后形成合成空

间“Ｘ人”。

　　三、“Ｘ人”构式的流行动因

　　“Ｘ人”构式被广泛使用，成为时髦用语，
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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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原因可以从语言的经济省力原则、语言的模

因效应、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１．语言的认知经济原则

“Ｘ人”构式可以简洁形象地描述相关人

群的特征，具有高度概括性。例如，“打工人”

一词言简意赅，既包含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也囊

括各行各业面对打击不懈奋斗的社会群体，具

有丰富的感情色彩。网络语言具有简约、方便、

高效传播等特点，“Ｘ人”构式一方面采用缩略

语提高交际效率，借助原有结构框架，花费最小

的认知努力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减轻了认知

负担，体现了语言的经济省力原则。该构式通

俗易懂，便于推广，可用作网络用语或日常口

语，体现了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也展现了人们追

求个性化的独特表达方式，易引起情感共鸣。

同时，“Ｘ人”构式易于搭配，具有极大的能产

性，人们争相创造且运用自如，在认知经济原则

助推下，大量遣词造句可促进该构式广为传播。

２．语言的模因效应

模因是一种以非遗传的方式进行文化传递

的复制因子，任何字、词、句或语篇，如果能通过

模仿来复制和传播，就能称之为模因［１８］。在模

因作用下，词语或句式被复制继而创造新词语、

新句式，形成人与语言互动的新兴模式。模因

具有多产性、长寿性和复制保真性的特点［１９］，

“Ｘ人”作为语言模因简洁明了、含义丰富，人

们在此结构上由熟悉到陌生不断创新，推动该

构式在庞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迅速复制传播，

其具有极高的多产性。“Ｘ人”自古以来就存

在，在新时代网络文化推动下，其被赋予更为广

泛丰富的意义，具有长寿性。模因的复制保真

性指保留原有模因的精髓［２０］，“Ｘ人”仿拟产生

的新词，保留了该构式的基本结构，保留了

“人”的“具有某种特征或有动作行为”的基本

语义标记，具有复制保真性。“Ｘ人”作为文化

模因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的行为习惯、

情感态度等，与当下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契合，新

鲜且准确、简洁且生动，可满足模因宿主对该表

达的实际需要和心理诉求。正因为如此，该构

式得以快速记忆、模仿、复制和传播，展现出强

大生命力，属于强势模因。

３．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不断

发展，人们追求更加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会用

最少时间处理以语言为载体的最大信息量以获

取最大效益。“Ｘ人”构式言简意丰，可满足人

们以最少时间和努力获取复杂丰富的语言信息

的需要。另外，网络世界给人们提供了相对自

由表达看法的虚拟空间，打消了语言使用者的

顾虑，便于语言交流与信息共享，从而引发人们

在网络文化中主动性表达的集体狂欢。语言中

出现的创新结构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２１］，受

社会心理的驱动。“Ｘ人”构式一经出现就在

微博、抖音、贴吧等网络平台上爆炸式发展，这

符合网络文化中人们追求新奇和怪异，脱离常

规的语言规律，形成非常规的特殊表达式的心

理。同时，人们创造社会热词，有对现实热点的

反映，有对社会问题的心理宣泄，如“打工人”

一词不仅是网友的自我疏解，也是应对就业难、

房价高、工资低等社会问题产生的吐槽，以幽默

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焦虑不安，轻松活泼，表达

真情实感，自我进行心理减压，使得该词被广泛

使用。网络新词的流行不仅是人们创新运用语

言的结果，也来自人们博取关注与模仿的从众

心理，“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描述了网络新词

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在于人们重复、跟风与套用

的现象，重复形式的高频化与套用功能的大众

化促进了网络流行语的强势传播。另外，也离

不开年轻一辈的创新心理，他们敢于突破、标新

立异，通过语言创新来展现自我。网络流行语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网络黑话”，人际交往

中，主动使用与时俱进的网络新词可以拉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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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从而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

无论是交际者主动使用还是被动接受，都促进

了网络流行语的发展。

　　四、结语

　　“Ｘ人”构式打破了传统语言搭配规则，在

旧义或本义的基础上补充或附加新的意义，在

形式和内容上丰富了词义与词汇的发展。“Ｘ

人”构式通过轻松幽默的语言表达形式来传递

相关看法和情绪，即使现实生活中存在压力与

焦虑，借助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和隐匿性等特

点也可得到疏缓和解压，营造出一种更加平和、

舒服、随意的网络文化。人们通过使用或仿拟

该构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情感宣泄或

思想表达来满足自身语言发展的需要。“Ｘ

人”已成为网媒时代大多数年轻人戏谑、调侃

的一种手段。该构式迎合了当代的审美需求和

普通大众的心理诉求，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中华

文化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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