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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热词“提桶跑路”最初表示工厂员工“仓促离职”，后来各行各业都有

使用，并进一步泛化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含义。“提桶”作为异常现象，以

“提箱”“提包”等标准现象为背景被突显出来，体现了离职的仓促和狼狈；“跑

路”表“逃跑”之义，是方言词“走路”经过普通话系统的改造而形成的，方言词

“走路”则是通过转喻机制而词汇化的。两者突出的表达力效果和对概念的精

准把握，克服了其在称名明晰性上的不足，形成固定搭配，并在隐喻机制产生语

义泛化的基础上被广泛地使用。“提桶跑路”体现了打工者对离职主动性的把

握，使这一职场行为引发的五味杂陈的感受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具有特殊语用

效果，其流行体现了底层劳动者对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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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９月，据人民网、腾讯网等多家媒

体报道，昆山某电子厂管理者在发放证件时直

接将其扔至地上，让新员工排队弯腰去捡，这种

近乎粗暴的方式导致该厂员工极度不满，纷纷

“提桶跑路”，仓促离职，造成该企业用工荒。

该事件中“提桶跑路”一说引起笔者注意。作

为网络热词，“提桶跑路”在最近的工厂类主题

的短视频中出现频率极高，如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搜索“提桶跑路”，可以搜到无数青年打工者

拍摄的相关视频，在其他网络平台如百度、新

浪、腾讯、知乎、哔哩哔哩动画等也可经常见到

其相关用法。“提桶跑路”一般指劳动密集型

工厂员工仓促离职时把日常用品放在容积较大

的水桶里提着离开，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

和频率的增加，又衍生出其他相关含义。“提

桶跑路”中的“跑路”出现较早，前人也已对其

有所关注。谢坤［１］用义位、义素分析法具体分

析了该词的衍生过程，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词

义衍生的规律。但对于“提桶跑路”这一新兴

词语，笔者尚未见到相关研究，而此处的“跑

路”较之以往的“跑路”，似乎又有些不同。鉴

于此，本文拟在考察“提桶跑路”使用现状的基

础上，探讨其称名来源、语义泛化现象与流行的

社会动因。

　　一、“提桶跑路”的使用现状

　　“提桶跑路”持续在短视频等网络平台上

高频次使用的同时，衍生出了很多网络流行语。

我们收集到了网络上一些与“提桶跑路”相关

的流行语，具体如下。

１．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加班

加点不加薪，提桶跑路在明天，初见不知提桶

意，再见已是提桶人。（《听我一句劝，干啥别

进厂，尤其是暑假工》，腾讯网，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２．××电子厂挑战失败，提桶跑路啦，提桶

跑路。（抖音作品，２０２１－０３－０８）

３．电子厂挑战失败，连夜提桶跑路，拿最红

的桶，进最黑的厂！（好看视频作品，２０２１－

０５－２０）

以上“提桶跑路”流行语充满戏谑、调侃和

幽默意味，体现了劳动密集型工厂员工离职时

的狼狈和辛酸，但又隐约透露出其对及时摆脱

不如意的工作环境的庆幸。在网络新媒体的助

推下，“提桶跑路”的适用范围开始扩大，从事

其他工作或居住环境较差的员工也开始用“提

桶跑路”表示仓促离职，并进一步衍生出了“及

时摆脱某种约束”的含义。我们在“百度”“知

乎”等网络平台检索到一些用“提桶跑路”表示

此意的句子，具体如下。

１．《土木工程学子考研成功后提桶跑路，

同行：三年后待你提桶归来》（“百家号”标题，

２０２０－０８－０４）

２．２０２０年６月沿海某９８５化工硕士毕业，

小镇做题家出身，干了几个月材料研发就提桶

跑路了，实在接受不了每天像个实验操作机器

一样撸反应釜。（“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３．拿到（注册岩土工程师）证书后就要面

临一个抉择，是继续在原单位苟着还是提桶跑

路另谋高就？（“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２４）

４．私企的同学们两个月不发工资怕不是早

就提桶跑路了，而我们，连走都走不了。（“知

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０６）

５．最后，吐槽下法国学校起名字太不讲究，

师范、理工、路桥、矿业等等，每一个让人听起来

都想提桶跑路。（“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４－０３）

６．《河南：好心让租客延期交租，结果拖欠

２月房租后，租客提桶跑路了》（网易新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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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０１－２７）

７．河北大学突然通知放假，好家伙，同学们

可以提桶跑路回家了。（新浪微博，２０２１－０１－０６）

从例１—例４可见，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辞

职都可以用“提桶跑路”来表示，说明“提桶跑

路”的词语义域得到了扩展，适用范围有所扩

大；例５—例７已经无关乎职场，这些句子中的

“提桶跑路”仅仅表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

意思，这种约束可以来自某人（例６），也可以来

自某种环境（例５、例７），词语意义发生了进一

步的泛化。最初，“提桶跑路”可以看作一个临

时组合的连动短语，由“提桶”“跑路”两个动词

结构组成，前项“提桶”表示方式，后项“跑路”

表示目的；在使用中随着意义的变化，其正逐渐

凝固成一个固定习语。

　　二、“提桶”的概念化过程

　　“提桶”的概念化过程与“提桶跑路”最初

形成的环境有关。有过集体宿舍居住经历的人

都会体会到水桶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前文已提

到，劳动密集型工厂的集体住宿条件较差，生活

设施不完善，水桶是打工者日常生活中洗衣盛

水的必备用具。水桶一般容积较大，仓促离职

时经常被打工者临时改变功能，用来提装洗发

水、沐浴露、香皂等生活用品，所以便有了辞职

时要“提桶”一说。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人才

市场附近，经常能见到年轻打工者提着装满生

活用品的红色水桶，奔波于各大电子厂之间的

场景。不过，打工者中水桶盛物的行为虽然普

遍，但不见得就一定比提箱或提包的行为更频

繁。细究起来，真正仓促离职时未必每个人都

会“提桶”，“提箱”“提包”或者持其他装备都是

有可能的，那么又为何不是“提箱”或者“提

包”呢？

心理学中的“标尺两极”理论认为，将偏离

标准的异常现象作为首选认知目标的规律制约

着语言词汇的组成［２］。该理论被俄罗斯语义学

派用于词汇语义学研究，其对词语概念的形成

同样适用。人类社会存在着保障其正常运转必

须遵循的社会标准，如法律、规范、准则等，但也

势必存在着一些偏离标准的异常现象，如离职

时不提行李箱或行李包而“提桶”，就是一种异

常现象。标准现象是异常现象赖以存在的背

景，作为前景的异常现象，以标准现象为衬托而

分明地突显出来［２］，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感知注

意，因而人们感知世界时的首选往往不是符合

标准的正常现象，而是偏离标准的异常现象。

“提桶”作为一种异常现象，以“提箱”“提包”等

标准现象为背景而被明晰地突显，进而被概念

化并用语素表示出来。换句话说，“提桶”之所

以被从整个离职行为中单独摘出进行概念化，

与这一行为的异质性和反常性有关。旅行箱和

背包等在人们的常识中是人员流动时的标配，

不具备这种异质性和反常性，不能像“提桶”一

样引发人们的异感，于是人们刻意选择了“提

桶”这一动作进行编码，且与“跑路”结合使用。

“提桶”还有一个表达上的优势，即它更能显示

员工离职时的仓促和狼狈，“提桶而辞”肯定不

是有条不紊地离开，大多带有临时性和突发性

特征。

　　三、“跑路”的来源和词汇化

　　相比“提桶”，“跑路”在报刊和网络报道中

出现得较早，经常被用来形容失败的创业者、不

法商人和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出逃的行为。《现

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把“跑路”标注为方言

词，并给出两个释义：一是走路，二是逃跑、出

逃［３］。我们认为，要想正确理解“跑路”的含

义，就要先弄清楚其来源和词汇化过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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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义使用时，“跑路”词汇化程度并不高，

其词义可拆开理解，更类似于动宾式自由短语

或离合词，如以下例句。

１．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若漏网之鱼，

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清《乾隆南巡记》

（下），ＣＣＬ语料库）

２．也不知花了多少钱，跑了多少路，和我同

住这么久。（民国《留东外史》，ＣＣＬ语料库）

用作“走路”义的“跑路”是普通话中常见

的用法，并不见得其具有方言色彩，《现代汉语

词典》把该义项标注为方言词汇，未免有失偏

颇。作“逃跑”义使用的“跑路”，其方言特色比

较突出，我们在 ＣＣＬ语料库中检索“跑路”，得

到的用例大都具有南方方言背景，如以下例句。

１．而他出来时匆忙间忘记带钱了，所以就

跟陈炳锡提出要十多万元跑路费。（２００５年８

月《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ＣＣＬ语

料库）

２．阮头家跑路去大陆，薪水没发给我们，只

好把成衣厂的衣服拿来抵工钱，免本的，只收各

位走路的工钱。（当代《林清玄散文》，ＣＣＬ语

料库）

３．你人又老，钱又没有，连妓女都跑路，你

不死也是个废物。（《周星驰喜剧剧本选·九

品芝麻官》，ＣＣＬ语料库）

结合上述语料中的闽、粤方言背景，我们查

阅相关方言词典，并未见到有“跑路”一词，而

只有“走路”一词，意义和用法与之相同。例

如，《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中收录有“走

路”一词，音记作“ｚǎｏｌｏ”，意为“逃亡”［４］；《闽

南方言大词典》中也有“走路”一词，厦、漳音记

作［ｔｓɑｕ３－１ｌ６］，泉州音记作［ｔｓɑｕ３－２ｌ５］［５］；《广

州方言词典》中也收录有“走路”，词义与闽语

中基本相同［６］；其他方言词典中暂未见到相关

用法。据此，我们推测，闽、粤方言中的“走路”

应该就是“跑路”的原型。但为何词典中只收

录“走路”而没有收录“跑路”呢？我们认为这

与方言和普通话中“向前移动”语义场的系统

差异有关。闽语和粤语中“向前移动”语义场

仍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原貌，用“行、走、跳”，不

用“跑”，即用“走”表示“奔跑”，因此方言词汇

“走路”中的“走”即为“跑”的意思；而普通话的

表意系统中早已引入了“跑”，“走”一般已经不

再表示“奔跑”。可见，“跑路”应该是方言词语

“走路”在进入普通话时进行适应性改造而形

成的词语。也就是说，“跑路”其实是闽、粤等

方言中的词受普通话的影响而改造形成的。陈

建萍［７］也认为，“跑路”的“逃跑”之义是“走”

与“跑”在历时平面语义承继替代后，其相关结

构同样具有承继替代性的体现。改造后的“跑

路”更适合普通话的语义系统，从而获得了广

泛使用的语义基础。方言词典的收录带有滞后

性，因此只收录了“走路”；《现代汉语词典》注

重普遍性，所以收录了“跑路”，并将其标注为

方言词。

那么方言中的“走路”又是如何演化而来

的呢？首先，“走路”不太可能由方言系统中的

动宾短语降格而成。方言“走”明显是一个动

词，其动作性并不弱，“路”也经常作为一个具

体的占据确定空间的事物出现，动词和宾语成

分似乎都不符合降格的语义特征［８］。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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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走路”之所以能产生“逃跑”之义，是由于

整个词是在转喻机制上使用的。一般来说，逃

跑的过程会包含动作主体明显的空间位移（即

方言“走路”所表示的意义），但又不限于此，往

往还包含隐蔽、迂回等策略，并以摆脱原环境的

束缚为目的，用整个过程中较为凸显的一部

分———空间位移“走路”来替代逃跑的整个过

程，两者具有相关性，是转喻的机制在起作用。

在转喻意义的基础上，“走”不再是一个具体的

具有时间性的动作行为，而是指称一类活动，表

示“逃奔、逃跑”之义，其动作性被大大减弱了。

“路”除表示“道路”外，还包括摆脱原环境的束

缚、获得自由的意思，其具体性也降低了。因

此，“跑路”是在转喻的基础上完成了语义演变

并逐渐词汇化的。

　　四、“提桶跑路”的表达力特征

　　某一语言单位之所以能够在语言系统中存

活并流行，必定有其特殊的语用价值。“提桶”

和“跑路”最初的组合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只

是打工人生活场景中的一个截图，两者组合产

生的新奇性和较强的概念表达力，促使其从临

时短语逐渐成为固定表达，并进一步衍生出其

他含义的用法。刘晓波［９］提出了词语称名生成

过程中的称名原则，即明晰性、经济性和表达

力，表达力原则是指人们在交际中渴望使用比

较新奇的表达方式，从而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

象，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人们在进行语言表

达时，经常会有求新求异的表达需求，追求“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效果，从而催生了各种

富有表达力的说法。用“提桶”这一动作行为，

可形象生动地显示离职的仓促性，刻画打工者

离开时的狼狈和辛酸，同时又不失风趣幽默，突

出了称名的“表达力”；而“跑路”来自方言系

统，其本身就自带表达的张力感［１０］。

称名三原则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即三

者不可兼顾，这种现象被称为“称名博弈”［９］。

“提桶跑路”具有独特的语用效果，但也或多或

少地与称名的明晰性原则相抵触，造成“初闻

不知提桶意”的困惑，这主要是因为“提桶”的

说法既不符合人们对盛放行李方式的常规认

知，又属于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最初接触时让人

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加之“跑路”带有的方言色

彩，影响到其概念表达的明晰性。但当交际者

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后，就会被如此称名的缘由

所折服，表达力的优势克服了其在明晰性上的

不足，从而为该词的流行打下基础。

　　五、“提桶跑路”的语义泛化和社会

动因

　　上文提到，作为流行语，“提桶跑路”在使

用和扩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语义的演变过程。

“提桶跑路”最先用来指称劳动密集型工厂员

工仓促离职，后来其义域随着使用范围的变化

而扩大，用来表示各行各业的仓促离职行为，继

而又摆脱对具体环境的依赖，进一步泛化演变

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意义和用法，其使用

范围进一步扩大。以自身语义泛化为支撑而扩

展和变化的流行语更具语言学和社会学价值，

而泛化的发生是无法从语言自身求得解释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社会背景的选择［１１］。流行语

随着社会变化发展应运而生，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

状态［１２］。因此要探讨“提桶跑路”语义泛化与

流行的社会动因之间的关系，必须跳出流行语

本身，结合其流行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流行语是反映社会现象的晴雨表。近年

来，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

题。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表现出高流动性的

特点，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变换频繁，“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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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明显且不断增强，进城务工人员年龄

越小，这种趋势就越明显［１３］。社会中下层的打

工者往往会由于工资低、环境差、升职空间有

限、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等原因频繁更换工作。

“提桶跑路”一词在劳动密集型工厂兴起，是对

社会现实的生动反映。同时，随着各行各业工

作压力的与日俱增，劳动者离职、跳槽成为司空

见惯的职场现象，虽然并不是每个行业的劳动

者离职时都会“提桶”，但利用隐喻的机制，可

以把各行各业的员工离职和工厂工人的离职处

理为同一关系，都用“提桶跑路”来表示；同样

利用隐喻机制把生活中存在的“及时摆脱某种

约束”的种种行为与职场离职行为处理为同一

关系，也用“提桶跑路”来表示。如此一来，通

过隐喻的方式削平了流行过程中各指谓对象的

区别性特征所导致的语义障碍，使流行语的使

用更加随心所欲、畅通无阻［１１］，由此推动了“提

桶跑路”的语义泛化和流行。

“提桶跑路”也反映了新一代打工者思想

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他们对职场不公的抗争和

维护劳动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者离职常态化

是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体现［１４］。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思想状态逐渐多元化，人们的主

体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空前彰

显，“自我意志”上的需求也逐步明朗化，开始

追求自己的主导权［１５］。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打

工者与之前的劳动者相比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更强，懂得为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发声，并渴望

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辞职”“自动离

职”等企业视角的称名说法，“提桶跑路”把称

名视角转变为了劳动者视角，更能展现底层劳

动者做职场抉择时的心态和处境，体现了底层

劳动者对社会话语权的渴望。还有一点值得注

意的就是，在之前“跑路”的使用中，其动作主

体一般是老板、创业者或不法官员，这里使用

“跑路”来指称打工者辞职行为，透露出其对原

工作环境的嗤之以鼻，也体现了其对离职主动

性的把握。加之“提桶”所表现的狼狈和心

酸，使离职行为引发的五味杂陈的感受得到充

分的展现，这些表达效果都不是“自动离职”

“辞职”等说法儿所能替代的。

　　六、结语

　　在“提桶跑路”这一网络热词中，“提桶”作

为异常现象，以“提箱”“提包”等标准现象为背

景被突显出来，体现了离职的仓促和狼狈；方言

词“走路”通过转喻机制而词汇化，进而经过普

通话系统的改造形成“跑路”。两者突出的表

达力效果和对概念的精准把握，克服了其在称

名明晰性上的不足，形成固定搭配，并通过隐喻

机制产生语义泛化，进而被广泛地使用。“提

桶跑路”的形成和流行与人们的认知规律和表

达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下职场以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

态，揭示了新一代劳动者思想观念的变化，用具

有戏谑、调侃意味的语言形式，表达了打工者对

不正常的工作环境和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的“非

暴力不合作”式的抵抗，体现了劳动者对社会

地位和社会话语权的渴望。

人们对职场现象和行为的关注使得各种形

象生动的称名层出不穷，如职场上多指白领离

职另谋高就的“跳槽”，指上班时间偷懒或做与

工作无关之事的“摸鱼”，表示在团体合作中不

出力不贡献的“划水”等，它们的来源和形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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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路”最初流行时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而“提桶跑路”中“跑路”现在已经基本不含贬义色彩，这种色彩义的变化与

方言和普通话的互相影响以及该过程对词汇的改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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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各有不同，但都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这些词

语有的已经被权威词典收录，有的还处在词义

的稳固阶段，其具体演变过程和语用效果都值

得关注。

流行语隐喻性语义泛化过程有三个阶段，

按顺序分别为以语义隐喻为特征的阶段、以语

义抽象为特征的阶段和以语义含混为特征的阶

段，其中，以语义含混为流行语生命力最旺盛的

阶段［１１］。从“提桶跑路”的语义泛化程度和使

用现象来看，其可能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

阶段转变之中，即从以语义抽象为特征的阶段

转变为以语义含混为特征的阶段，也就是说，

“提桶跑路”还有进一步提升流行频率的潜质。

至于“提桶跑路”能否到达流行语语义泛化的

最高潮阶段即语义含混阶段或被词典收录，还

需要接受时间和现实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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