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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流行语“犡到没朋友”的认知解读
刘状吉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目前，学界对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词语模理论、构式语法理论和隐喻理论。在现
有研究的基础上，对“Ｘ到没朋友”进行认知研究后发现：与词语模理论相比，构式语法理论能更好地解读流行语
“Ｘ到没朋友”。据此提出该流行语的构式继承网络，并对动词和名词出现在“Ｘ”位置时的构式压制机制进行解
读。分析名词出现在“Ｘ”位置时的转喻机制，并对“没朋友”的隐喻机制进行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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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类的语言也不断发
生改变，各种新奇的语言表达不断涌现，比如最近
几年出现的新兴流行语“Ｘ到没朋友”。由于该流
行语出现时间比较晚，学界对其研究还较少，目前
只有沈玉保、高卿云和刘春明分别从不同理论视角
对其进行了研究。

沈玉保从词语模理论和隐喻理论视角分析了
流行语“Ｘ到没朋友”［１］。词语模理论认为：词语模
是具有新造词语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架，这种框架
由“模标”和“模槽”两部分构成。模标指词语模中
不变的词语，模槽指词语模中的空位［２］。利用词语
模，人们就可以批量生产新词。沈玉保认为，语模
“Ｘ到没朋友”由模槽变量“Ｘ”和模标非变量“到没
朋友”两个部分组成。出现在模槽“Ｘ”部分的词主
要为形容词，而动词和名词进入模槽“Ｘ”的时候则
获得形容词的功能；进入模槽“Ｘ”的词语主要为单
音节和双音节词。从句法功能方面来看，“到”有发
展为补语标记的趋势。“到没朋友”通过隐喻由原
来的结果义虚化为程度义。

高卿云和刘春明都将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
友”认定为构式，并利用构式语法理论、构式压制以
及隐喻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高卿云的研究
主要包括“Ｘ到没朋友”的构式认定、构件“Ｘ”的选
择、“Ｘ到没朋友”的构式义及语用功能、“构式化及

形成机制”以及该构式与相关构式的比较。她认
为：形容词出现在“Ｘ”位置无须经过构式压制，而
动词和名词均需经过构式压制才能出现在“Ｘ”位
置；“没朋友”通过隐喻由极性结果义转变为极性程
度义，用于表达极性程度量［３］。刘春明主要对构式
“Ｘ到没朋友”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以及形成机
制和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她也认为该构式中构件
“没朋友”通过隐喻具有了极性程度义［４］。

三位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汉语流行语
“Ｘ到没朋友”进行了解读。笔者将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解析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构式语法
解读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友”的优势；其二，“Ｘ到
没朋友”的构式继承网络；其三，构式压制和动词出
现在“Ｘ”位置的压制机制；其四，名词出现在“Ｘ”位
置的理据性；其五，非变量“没朋友”的隐喻机制。

一、构式语法解读“犡到没朋友”的优
势分析
（一）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是在批
判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认知研究方法论。该理论
从形义对子（ｆｏｒｍ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ａｉｒｉｎｇ）视角对语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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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Ｇｌｏｄｂｅｒｇ对构式的定义是“当且仅当Ｃ作为

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Ｆｉ，Ｓｉ＞，Ｆｉ的某些方面或
Ｓ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Ｃ的构式成分或从已经确立
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Ｃ就是一个构式”［５］。
２００６年，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又将构式的定义修正为“任何
语言结构，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个方面不能严
格从其组成部分或从其他现存构式推知，就可以
将其看作构式。此外，某些结构即便是可完全推
知的，只要其出现的频率够高，亦可被认为是一
个构式”［６］。
（二）“犡到没朋友”构式的认定

根据构式的定义，笔者认为汉语流行语“Ｘ到
没朋友”是一个新的构式，理由如下：

首先，“Ｘ到没朋友”是一个形义配对体，它由
变量“Ｘ”、非变量“到”和“没朋友”组成，形式固定，
意义为“非常（或极为）Ｘ”。

其次，对于流行语“Ｘ到没朋友”来说，其意义
不能严格从其组成部分精确推导出来，即该流行
语的意义并不是其三个构件“Ｘ”“到”和“没朋友”
的简单相加。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意义的界定符
合格式塔原理，即构式义的界定遵循的是“１＋
１＞２”的整体观。该流行语意义的界定正符合这
一原则。

最后，“Ｘ到没朋友”在汉语中已经具有极高的
使用频率。目前，ＢＣＣ语料库①收录的该流行语的
语料有２１０条；该流行语已经被频繁使用于网络、报
纸、广播和电视等各种媒体；在“百度”上以“到没朋
友”为关键词检索到的词条多达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条。

综上，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友”符合构式语法
对构式的定义，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新兴的汉语
构式。
（三）构式语法解读“犡到没朋友”的优势

笔者认为，虽然词语模理论对汉语流行语“Ｘ
到没朋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能够让人们清晰地
看到该流行语的结构，并能够解释该流行语的造词
功能，但是词语模理论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不
符合模槽“Ｘ”位置形态和句法功能要求的词语也
可以出现在该位置。而构式语法理论与传统语法
理论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对各种非核心、边缘
的语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读能力。因此本文认为，
与词语模理论相比，构式语法理论能更好地阐释汉
语新兴流行语“Ｘ到没朋友”。

二、“犡到没朋友”的构式继承网络
（一）构式继承网络

构式语法理论认为“语言的形义配对体组成的
构式库不是一个简单的构式清单，甚至也不是一个
无序的“构式包”，而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分层级
的网络，其中的构式是相互关联的”［７］。构式继承
描述的是构式层级网络这一连续体中位于构式网
络顶端的抽象的图式性构式与位于构式网络层级
中间的半图式性构式以及位于最底层的具体的实
例性构式之间的关系。其中，低层级构式是高层级
构式的实例，高层级构式是对其低层级构式的结构
特征的抽象概括。

以英语中的构式“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ｕｓｉｃ”为例，其构
式继承网络（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关
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犳犪犮犲狋犺犲犿狌狊犻犮”的构式继承网络

图１中“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及物构式）位于构式继承
网络的顶端，下一个层级包括了“ｆａｃｅＯＢＪ”这一半
图式性构式，位于构式继承网络最底层的是实例性
构式“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ｕｓｉｃ”。实例性构式“ｆａｃｅ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继承了顶端的及物构式这一图式性构式的
形式特征和意义特征。
（二）“犡到没朋友”的构式继承网络

与英语构式“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ｕｓｉｃ”一样，汉语构式
“Ｘ到没朋友”并非一个孤立的构式，它归属于一个
构式继承网络，这一网络包括高层级的图式性构式
“Ｘ到ＶＰ”、半图式性构式“Ｘ到没朋友”和最底层
的实例性构式如“好吃到没朋友”。该构式继承层
级关系如图２所示。

在构式继承网络中，语言的创新更多发生在半
图式性构式和低层级的实例性构式中。高卿云在研

６４

①由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开发的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１５０亿字，包含多个领域的语料，
是可以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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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犡到没朋友”的构式继承网络
究中指出：在现代汉语中，与构式“Ｘ到没朋友”在形
式和功能上相近的构式还有“Ｘ到不可思议”“Ｘ到
人神共愤”“Ｘ到无法呼吸”等。虽然这些构式在现
代汉语中出现时间有先后，在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
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但不可否认这四者具有高
度相似性。其实，这些构式和“Ｘ到没朋友”都归属
于同一个构式继承网络，它们的最高层级都是图式
性构式“Ｘ到ＶＰ”。在这个构式家族中还有很多其
他成员，比如“Ｘ到爆”“Ｘ到飞起来”“Ｘ到哭”等等，它
们都具有相似的构式义，即“非常（或极为）Ｘ”。

三、动词出现在“犡”位置的压制机制
（一）构式压制

在构式语法理论中，压制现象指的是一个语言
单位与另一个邻近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影响力。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对构式压制的定义是“如果一个词汇项
在语义上与其形态句法环境不兼容，词汇项的意义
就当遵守其所嵌入运用的结构的意义”［８］。他认
为，“构式标示语义或语义类型，构式压制能够使某
一构式产生语义类型转变，即词语组合方式可以改
变词语的语义或语义类型”。压制是一个语用过
程，构式压制可以使构式中的某个词项产生其原本
不具有的某种特定的解读。换言之，构式压制产生
的原因是构式中的某个词语本身具有的语义或该
词语的语义类型与整个构式不兼容，为了适应该构
式的形态句法环境，必须对该词语进行构式压制，
以使其符合进入该构式的条件。例如：

（１）Ｈｅｓｎｅｅｚｅｄｔｈｅｎａｐｋｉｎｏｆ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２）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ｌａｕｇｈｅｄ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ｏｆｆｔｈｅｓｔａｇｅ．

“ｓｎｅｅｚｅ”和“ｌａｕｇｈ”在英语中本来都是一价动词，
一般只能在含有一个论元的小句中充当谓语。在
以上两个例句中，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ｓｎｅｅｚｅ”
和“ｌａｕｇｈ”临时发生了语义类型的改变，充当了三
价动词的角色。

（二）动词出现在“犡”位置时的构式压制
笔者在ＢＣＣ语料库中检索到的出现在“Ｘ”位

置的动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程度义］特
征的状态动词，如“卡”“挑剔”等；另一类是不具有
［＋程度义］特征的动作动词，如“睡”“赢”等。本文
认为，并非所有动词出现在“Ｘ”位置时都需要经过
构式压制，当状态动词出现在“Ｘ”位置时，符合该
构式的形态句法特征，不存在语义冲突，无须经过
构式压制。例如，在汉语中具有［＋程度义］特征的
状态动词是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的，比如：

（３）这台电脑有点／比较／非常／最卡。
（４）他这个人对食物有点／比较／非常／最挑剔。

既然具有［＋程度义］特征的状态动词可以被程度
副词修饰，那么当这类动词进入构式的“Ｘ”位置
时，不存在“Ｘ”与构式形态句法环境不兼容的情
形，无须经过构式压制。但是，如果出现在“Ｘ”位
置的是动作动词，由于动作动词本身不具有明显的
［＋程度义］特征，因此这类动词在汉语中一般不能
用表示程度的副词修饰，比如：

（５）周末的时候他很睡。
（６）这支队伍在这场比赛中非常赢。

当这类动作动词出现在“Ｘ”位置的时候，与整个构
式产生了形态句法环境上的冲突。但是，为什么动
作动词能够出现在构式“Ｘ到没朋友”的“Ｘ”位置
呢？甘塞认为，动作动词之所以能出现在“Ｘ”位
置，是因为它们受到构式压制的影响，动作性被压
制，而类似程度义的属性凸显出来。这种类似程度
义的属性特征就是动作动词的隐性程度义［９］。这
类动作动词虽然不像形容词和状态动词一样具
有明显的［＋程度义］的语义特征，不能自由地被
程度副词修饰，但是其也具有一定的隐性程度
义，这种隐性程度义与动作行为的某些属性相
关。这些潜藏于动作动词内部的［＋程度义］的
特征在特定语境中会被激发，从而使得动作动词
的动作义受到压制，凸显出［＋程度义］的语义特
征，比如：

（７）睡了２０个钟头。睡到没朋友了。（ＢＣＣ语
料库）

（８）上班上到没朋友！越是熟的朋友，见面少
了就越思念！（ＢＣＣ语料库）
根据语境可知，“睡到没朋友”和“上班上到没朋友”
中的两个动作动词“睡”和“上”分别强调睡觉和工
作超出了正常的时间长度，而不是强调睡觉和上班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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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经过构式压制，上述两个例句中的“睡”和
“上”具有了［＋程度义］的特征。

四、名词出现在“犡”位置的理据性
出现在流行语“Ｘ到没朋友”的“Ｘ”位置的词

语除了形容词和动词外，还有少量名词。如前所述
“Ｘ到没朋友”的构式义为“非常（或极为）Ｘ”，当名
词出现在“Ｘ”位置的时候，该结构相当于一个“副
词＋名词”的结构，这似乎不符合现有语法规则对
出现在“Ｘ”位置的词语句法功能的要求，但是有些
名词确实可以出现在“Ｘ到没朋友”的“Ｘ”位置，这
又是为什么呢？本文认为，名词之所以能够出现在
“Ｘ”位置，是因为该名词发生了转喻，使得其理想
化认知模型（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ＣＭ）中的
某一具有可伸缩性的［＋程度义］的特征经过构式
压制得以凸显出来。
（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和转喻

Ｌａｋｏｆｆ提出：我们利用一种被称为理想化认
知模型来组织我们的知识，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是
这种组织的副产品［１０］。Ｌａｋｏｆｆ的ＩＣＭ理论主要
有四个来源：Ｆｉｌｌｍｏｒｅ的框架语义学、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隐喻和转喻理论、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的认知语
法和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的心理空间理论。

转喻发生在同一个ＩＣＭ里。ＺｏｌｔａｎＫｏｖｅｃｓｅｓ
对转喻的定义是“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认
知过程中，一个概念性实体（载体）提供了与另一个
概念性实体（目标）在同一领域或理想化的认知模
型（ＩＣＭ）中的心理通路”［１１］。ＺｏｌｔａｎＫｏｖｅｃｓｅｓ认
为转喻有两种方式：其一，整体指代部分或部分指
代整体；其二，部分指代部分。第一种转喻方式主要
适用于以下几种ＩＣＭ：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ｔ（事物和部分）
ＩＣ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结构）ＩＣＭ、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ｖｅｎｔ（复杂
事件）ＩＣＭ、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ｍｂｅｒ（范畴和成员）
ＩＣＭ、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范畴和特征）ＩＣＭ。第
二种转喻方式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ＩＣＭ：Ａｃｔｉｏｎ（行
动）ＩＣＭ、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原因）ＩＣ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生成）
ＩＣＭ、Ｃｏｎｔｒｏｌ（控制）ＩＣＭ、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领属）ＩＣ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包含）ＩＣＭ以及其他一些概念关系无
法确定的ＩＣＭ。
（二）名词出现在“犡”位置时的转喻机制

笔者认为，出现在构式“Ｘ到没朋友”中“Ｘ”位置
的名词发生了转喻，这类转喻适用于上述第一种转

喻方式中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ＣＭ。这一ＩＣＭ
发生转喻通常有两种方式：范畴转喻该范畴的特征；
范畴特征转喻范畴。例如：用“ｊｅｒｋ”转喻“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
就属于用范畴转喻范畴特征，而用“ｂｌａｃｋｓ”转喻
“ｂｌａｃｋｐｅｏｐｌｅ”就是用范畴特征转喻范畴。

本文以“Ｘ到没朋友”的一个实例性构式“土豪
到没朋友”为例分析名词出现在“Ｘ”位置时的构式
压制和转喻机制。汉语中的名词“土豪”作为一个
范畴，包含的主要属性有文化程度低、钱多、高消
费、爱炫耀等。“土豪”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如图３
所示。

图３　名词“土豪”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名词“土豪”出现在流行语“土豪到没朋友”中，

其实就是用“土豪”这一范畴转喻其理想化认知模型
中的“高消费”特征，而“高消费”这一语义特征经过
构式压制使“土豪”不符合“Ｘ到没朋友”的句法特征
的矛盾得到消解，从而可以出现在“Ｘ”位置。

五、非变量“没朋友”的隐喻机制
（一）隐喻

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研究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悠久历
史。最早对隐喻进行全面研究的亚里士多德把隐
喻定义为“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
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
作‘种’，或借用类比字”［１２］，他仅把隐喻看作一种
修辞手段。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研究影响深远，在
接下来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多数人都将隐喻看作一种
修辞，是诗意的想象和华丽的修辞手段，是一种非
凡的语言，使用隐喻是诗人和作家的专利。因此对
于隐喻的研究也往往被边缘化，不受重视。
１９８０年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合著的关于隐喻的

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之后，关于隐喻的
认知语言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Ｌａｋ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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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Ｊｏｈｎｓｏｎ看来，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
仅出现在语言中，而且出现在思想和行动中。通常
情况下，我们用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都
具有隐喻性［１３］。其实，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充满了
隐喻，例如：

（９）Ｈｅｓ狑犻狋犺狅狌狋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ｉｎｌｉｆｅ．
（１０）Ｉｍ狑犺犲狉犲犐狑犪狀狋狋狅犫犲ｉｎｌｉｆｅ．
（１１）Ｉｍ犪狋犪犮狉狅狊狊狉狅犪犱ｉｎｍｙｌｉｆｅ．
（１２）Ｓｈｅｌｌ犵狅狆犾犪犮犲狊ｉｎｌｉｆｅ．
（１３）Ｈｅｓ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ａｎｙｏｎｅ犵犲狋犻狀犺犻狊狑犪狔．
（１４）Ｓｈｅｓ犵狅狀犲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犾狅狋ｉｎｌｉｆｅ．

从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出，人们谈论生活的方式很大
程度上源自谈论旅行的方式。认知语言学家认为，
人们之所以用“旅途”这一具体的概念来隐喻“人
生”这一抽象的概念，是因为这样能够促进人们对
“人生”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

隐喻是让人们可以用一个经验域（源域）去理
解另一个经验域（目标域）的认知方式。通常情况
下，源域是具体的概念，而目标域是抽象概念。例
如英语中“ＴＩＭＥＩＳＭＯＮＥＹ”的隐喻。时间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而金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因
此人们习惯于用谈论金钱的方式来谈论时间，
例如：

（１５）Ｃｏｕｌｄｙｏｕｓｐａｒｅｍｅｆｉｖｅｍｉｎｕｔｅｓ？
（１６）Ｉ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ｏｇｉｖｅｙｏｕ．
（１７）Ｙｏｕｒｅｗａｓｔｉｎｇｍｙｔｉｍｅ．
（１８）Ｔｈｉｓｇａｄｇｅｔｗｉｌｌｓａｖｅｙｏｕｈｏｕｒｓ．
（１９）Ｈｅｓｌｉｖｉｎｇｏｎ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ｔｉｍｅ．

（二）“犡到没朋友”的完整形式
笔者认为，汉语构式“Ｘ到没朋友”完整的表述

应该是“Ｘ到没朋友的程度”，只是出于语言的经济
性，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往往省略后面部分“的程
度”，以使语言更加简洁。在ＢＣＣ语料库中可以检
索到大量“Ｘ到Ｙ的程度”的构式，例如：

（２０）同精力充沛思维有规律的人交往可以振
奋精神，而同思想低下性格病态的人持续不断地往
来则会降低人的思想并使思想衰退到难以言喻的
程度，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像这种情况蔓延之严
重。（蒙田《蒙田随笔全集》）

（２１）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
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
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

（２２）他让她自由了……可是现在呢？现在她

肯定会从另外那些人中选上一个！这许是德伯恩
豪斯伯爵。他想这个猜测不会错，于是他立刻因此
痛苦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莫泊桑《我们的心》）

（２３）他看见的是一个仙境似的云洞，说不定是
一个陷阱；云开了一个洞，露出一块深蓝的天。蓝
到发暗的程度。他站在高山顶上，能够看见世间的
王国。（维克多·雨果《笑面人》）

（２４）关于冉阿让，读者想必知道得比德纳第要
更早一点。冉阿让为什么要离开小比克布斯修院
呢？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出。我们记得，冉
阿让在修院里是幸福的，甚至幸福到了心里不安的
程度。（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从以上来自ＢＣＣ语料库的例句中可以看出，汉语中
存在大量“Ａ／Ｖ到（或到了）Ｖ的程度”的语句，本研
究中的汉语新兴流行语“Ｘ到没朋友”是已经存在的
“Ａ／Ｖ到（或到了）Ｖ的程度”的一种省略表达，其完整
的形式应该是“Ｘ到没朋友的程度”。
（三）“没朋友”的隐喻机制

现有研究认为，“Ｘ到没朋友”中“没朋友”通过
隐喻具有了极性程度义。但是，根据上述分析，“Ｘ
到没朋友”的完整形式应该是“Ｘ到没朋友的程
度”，既然“没朋友”是“没朋友的程度”的简化表达，
那么该构式中的隐喻关系就不是用“没朋友”的人
际关系极端结果来隐喻“极性程度”，而是用具体的
“没朋友的程度”来隐喻抽象的“极性程度”。“没朋
友”的隐喻机制如图４所示。

图４　“没朋友”的隐喻机制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朋友有多少是有一个范围
的，有的人朋友很多，有的人只有几个朋友，有的人
甚至一个朋友都没有。从古至今，人们经常感慨知
音难觅，因此“没朋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容易
理解的一种极端情形。但是，极性程度是一个看不
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隐喻的作用就是在于用我们
熟悉的事物去更加直观地表达和理解抽象的事物。
因此，在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友”中，用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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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没朋友的程度”来隐喻“极性程度”是非常符
合人类认知的。

六、结语
流行语在语言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为了追求标

新立异，流行语往往违反传统的语法规则，从而产
生一些看上去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表达方式，本文讨
论的汉语流行语“Ｘ到没朋友”就是其中一个比较
典型的例子。由于出现的时间较晚，目前对于该流
行语的研究尚不充分，并且现有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也不尽相同。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
个方面对“Ｘ到没朋友”进行了认知解读，而是否还
有其他认知理论可以解读这一流行语，还有待进一
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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