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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语境中，“狗”突破了名词范畴，出现了典型的形容词用法，能够担任谓语、定语和补语，能够

受程度副词、否定副词修饰，能够以肯定加否定的形式表示疑问，能够重叠并出现在特殊结构中。“狗”

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表现，本文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

为“狗”的含义本身是形容词化的语义基础，转喻隐喻机制是其内部动因，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网络媒

体的助推、网民语用心理等是其变异的外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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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dog” breaks through the category of nouns and appears in typical 
adjective usage. It can serve as a predicate, adjective, and complement, can be modified by degree 
adverbs and negative adverbs, can express doubts in the form of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and can 
overlap and appear in special structures. The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dog” 
have all undergone new changes and expressi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se changes and ana-
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m.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eaning of “dog” itself is the semantic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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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ectives,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metaphor is its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language, the promotion of online media, and the pragmatic psychology of netizens are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its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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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止 2022 年 12 月，中国已经有 10.67 亿网民[1]，网络成为我们沟通交流的必备方式，网络语言也

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之一。一些新词汇、新结构因其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含义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

来，比如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含有“狗”的新用法：“单身狗”、“太狗了”、“不人不狗”、“累成狗”

等。“狗”的用法已经突破了常规的名词范畴，出现了形容词化的趋势，其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等都表

现出了新的特点。 
学界关于“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学者们多分析“狗”的褒贬色彩的演变及其影响因

素，或从跨文化对比的角度分析其含义在不同语言中的异同。如陈伟(2001)论述了“狗”在英汉两种语言

之间的文化和形式差异，并指出在英汉互译时要注意寻找对等词，重视深层结构意义的翻译[2]。 
而目前对网络流行语“狗”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词汇角度探究“单身狗”及其衍生结构“XX 狗”的特征和演变机制，其中“狗”的类词缀化

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多研究“XX 狗”的来源出处，“XX”的结构类型，“XX 狗”的语义、语法、

语用特征，并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其产生机制。如夏宗平(2015)对“XX 狗”中“XX”

的构成进行了多角度的分类总结，阐释了“XX 狗”的语用意义，从客观世界、人的加工和语言文字本身

这三个角度解释了“XX 狗”形成的原因[3]。 
二是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考察含“狗”的构式如“X 成狗”、“X 狗”、“狗 X”等，其中“狗”的

意义已经虚化，前人多研究其兴起的动因，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转喻分析其的演化路径，李军华

和聂纯叶(2016) [4]、孔敏静(2020) [5]等学者都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网络词汇“狗”的研究角度比较有限，集中于对词汇、几种构式的研究，对整体

句法层面关注不够，且主要关注“狗”的名词范畴，缺乏对其新兴的形容词性用法的探讨。“狗”在网络

语境下的用法发生了哪些形容词性的变异？表现形式有哪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用法的转变？相关的文

献还很少。 
由此，本文将重点考察网络语境下“狗”的形容词用法表现，总结其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特征，

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其演变动因进行深入分析。 

2. 网络语境下“狗”的形容词性用法变异表现 

本节主要对网络语境下“狗”的形容词性用法进行归纳总结，即脱离名词范畴，分析“狗”的形容词

化用法，总结其句法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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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句法特征 

从收集到的语料可以发现，之所以说“狗”出现变异，是因为它出现了典型的形容词特征，主要集

中在以下这些方面：(1) 主要作谓语、定语和补语；(2) 受程度副词修饰；(3) 能受否定副词“不”的修

饰；(4) 可以用肯定、否定的形式表示提问；(5) 可以重叠，进入特殊结构。 
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 
(1) 形容词性的“狗”在句中主要作定语、补语、谓语，在做定语和补语时，“狗”显示出其性状化

的修饰功能，表现出品质差、状态糟糕的含义，比如狗公司、累成狗等，即“狗 X”和“X 成狗”结构，

这两种结构在网络中十分常见，属于高能产结构。如： 

狗公司天天诈骗 1。 

不行，我昨天看完的赵厉铮，我现在不经意想起来还是生气什么狗玩意什么狗男人太让人生气了。 

每天累成狗，胃口也不好，但是一斤没瘦就很气人。 

谁替我耕地，我热成狗了。 

结果肚子痛成狗，什么都做不了。 

业主：楼市都跌成狗了，二手房都卖不出去，亏惨了。 

“狗 X”包含两种形式类似的结构，一种形式的造词方式是语素复合法，比如“狗头 1”，指狗的头

部，此时“狗”为中性义；第二种形式是“狗”虚化为类前缀后推造出的词，比如“狗头 2”，“狗头 2”
是对人头的贬称，本文讨论的是第二种，即“狗头 2”、“狗公司”、“狗玩意”中的“狗”，“狗”由

名词性的概念义引申出形容词性评价态度义，放在名词前做定语，含贬义。 
“X 成狗”中的“狗”也已经脱离动词范畴，进入形容词范畴，“狗”作为补语，是对“X”的补充

说明。根据孔敏静(2020)的看法，“累成狗”、“热成狗”中的“狗”既可以理解为结果补语，表示“X
得像狗一样”，也可以理解为程度补语，表示“非常 X”[6]。而在“痛成狗”、“跌成狗”中，“狗”

只能做程度补语，表示“痛”和“跌”的程度之深，即“非常 X”。由于前人对于“狗 X”和“X 成狗”

结构分析得已经很详尽了，本文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2) “狗”在句中做谓语时，可以受不同量级和类型程度副词的修饰，表现出程度化的陈述功能。“狗”

既能够被低量级的程度副词修饰，比如“有点狗”，还能够被高量级的程度副词修饰，比如“很狗”、

“太狗了”、“非常狗”、“好狗”等，“很”还可以接在“狗”后面作补语，构成“狗得很”。 

B 站有点狗，前个月想复习蜘蛛侠，结果大会员也需要另付费，且只能当日看完。 

拍视频这人太狗了。 

心疼妈咪，剧院那些人真的好狗啊。 

很狗，非常狗，连一小部分赶时间没来得及精雕细琢的地方也很狗。 

只有我们，便宜又狗得很。 

“程度副词 + 狗”不仅能表示相对程度，还能表示绝对程度，比如： 

哈哈哈哈哈咱俩就比比谁更狗。 

说着最冠冕堂皇的话，办着最狗的事，垃圾。 

(3) “狗”受否定副词“不”修饰时组成的结构为“不狗”，该结构在句中主要担任谓语，有时做定

语或补语。如： 

 

 

1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本文的语料均来自新浪微博，不再标明具体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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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摄影下的凌夏一点不狗。 

世界上有没有不狗的班？！ 

其实我觉得鸭现在长得不狗了，评选最帅高中生的时候完全就是小白狗。 

在以上三个句子中，“不狗”分别为谓语、定语和补语。其一般表达外貌不像小狗，或行为不离谱、

不讨好，行为正常、合理的含义。 
(4) 形容词性的“狗”可以用肯定加否定的形式表示提问，即“狗不狗”，该结构整体在句子中充当

谓语。如： 

这个姿势狗不狗？ 

指数延续低迷，超 3200 家下跌，量能萎缩 600 亿，没机构抄底，高位股顺势调整，大家今天稳稳手。你们说 A

股狗不狗？ 

“狗不狗”单独出现时，一般用于正反疑问句中，但疑问语气不强，偏向于反问语气，多带有较为

强烈的谴责态度，多用于贬义，可以指人的行为、外貌，也可以指公司或者集体的行为不道德，不符合

常理。如： 

时代峰峻狗不狗啊？好不容易到青岛了，还必须要特权码，无语死。 

我又不是几百万粉丝的网红，这是干嘛？盗号吗？狗不狗？ 

值得注意的是，“狗不狗”还出现在“人不人狗不狗”、“狗不狗人不人”、“猫不猫狗不狗”等结

构中，其中，“人不人狗不狗”最为常见，在句中主要担任谓语、定语和补语。 
贬义程度比“狗不狗”的程度更深，含义稍有不同，常指某人或某物行为或者外貌令人讨厌、样子

奇特，或者人的行为、品质、精神状态差，处于一种狼狈、卑微、困难的环境中，如： 

早八上课，人不人狗不狗的，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 

减重学校高中生都辛苦了……在这种人不人狗不狗的吊环境里学习，能挺过三年都算是一种奇迹。 

我自己是五战，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坚持和不易，考研的那些年过的(得)人不人狗不狗，不能赚钱、没有爱情、考

研又没上，这些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 

(5) 形容词性的“狗”可以重叠，比如“狗里狗气”，也可以进入特殊结构，比如“半狗不狗、比狗

还狗、不人不狗”等。这些结构在句中主要担任谓语、定语和补语。如： 

狗主人比狗还狗。 

半狗不狗的粮最可耻。 

跟两只狗狗一起长大的鼠鼠已经变得狗里狗气。 

狗里狗气多形容动物表现出狗的形象或气质，形容人的较少，并且主要是形容网络中的人物，比如

明星或小说男主。半狗不狗、比狗还狗、不人不狗等则多用于贬义，形容人的品质不好，行为幼稚、不道

德，或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如： 

最好是真的把我累成狗，别半狗不狗的。 

比狗还狗，粘人猫。 

连着加了 11 天的班，这个月初终于忙完了，拿捏新岗位的轻松感，压力瞬间减少一大半，这三个月谁知道我活

得比狗还狗，果然人都是在压力自己中成长。 

为什么十几天前我还在三亚美美度假，十几天后的现在过着这种不人不狗的期末周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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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句法特征中的“狗”体现了典型的形容词特性，其在句中可以做谓语、定语和补语，可以受程

度副词、否定副词等修饰。董秀芳(2018)指出，名词演变为形容词的路径之一是名词的内涵评价意义进入

定中结构的定语位置，此时其描述性意义增强，成为非谓语形容词；最后一步是名词进入谓语位置，独

立充当谓语，并能被程度副词修饰，从指别义发展为描述义[7]。据此，我们可以说“狗”的各种句法特

征符合名词形容词化的路径，“狗”的形容词性质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 

2.2. 形容词性“狗”的语义和语用特征 

在句法特征部分，本文简要说明了部分结构的含义，这里将对形容词性的“狗”的语义和语用特征

进行较为全面说明。“狗”的语义和情感偏向会随着其修饰对象的不同而改变，根据搜集到的语料，这

些修饰对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动物、人、事物。 
(1) 修饰动物时，一般形容体积较小，性格比较温顺，毛茸茸，外形和狗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动物，比

如猫、兔子、熊猫等，多指它们外形、动作像小狗一样可爱，或者带有小狗的傻气，傻乎乎，行为引人发

笑，多含褒义。如： 

太狗了，萌得我打军体拳。(原文附有小狗的照片。) 

猫猫订书机名不虚传……别看小家伙猫里猫气，下口狗得很。 

(2) 修饰人时比较复杂，分为小孩儿、男偶像、普通人、某个集体和自身。形容小孩儿时，和形容动

物相似，多夸小孩儿可爱，为褒义，如： 

这个小样太狗了！(原文附有小孩儿的照片。) 

形容男偶像或小说男主时，多夸赞他们长得帅气、可爱，类似于“小奶狗”的含义，此时常常用作褒

义，对修饰对象进行夸赞，表达喜爱之情，如： 

太狗了呃呃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原文附有男明星的照片。) 

啊啊啊彩盒最后那个小表情真的狗里狗气，太萌了！(形容明星) 

形容普通人或某个集体，即修饰他者时，往往带较强的贬义，指人的行为不道德，不靠谱，不正经，

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多是吐槽抱怨。如： 

太狗了，这样压榨艺人实在是非常过分的事情，而且运营商一点都不走心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戴萌真是被公司耽

误了。 

修饰自身时一是指自己的行为幼稚，可笑或可怜，带有狗的巴结、讨好之意，如： 

从泪到喘气，到一夜未眠，突然变成疯狂找人聊天模式，有点狗。  

二是指自己的处境卑微、困难，状态差，倒霉，工作或生活压力大，情感色彩倾向于微贬，多是自嘲

或调侃，发泄情绪。如： 

最好是真的把我累成狗，别半狗不狗的。  

连着加了 11 天的班，这个月初终于忙完了，拿捏新岗位的轻松感，压力瞬间减少一大半，这三个月谁知道我活

得比狗还狗，果然人都是在压力自己中成长。 

我自己是五战，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坚持和不易，考研的那些年过的(得)人不人狗不狗，不能赚钱、没有爱情、考

研又没上，这些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 

(3) 修饰事物时，一方面可指电影、电视剧或小说等的剧情离谱、特别夸张，过于荒谬，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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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狗血”；另一方面指情侣们变着法子秀恩爱，虐待单身人士的心灵，此含义和“单身狗”、“虐狗”

有关，如： 

你要么就不狗血，要么就极致狗血，搁这半狗不狗的，我夹在中间多难做人，你不在乎读者多膈应，你只在乎

你自己。 

半狗不狗的粮最可耻。 

还可以指事物的质量差，多用于贬义，如： 

华为手机之油画小猴，像素也太狗了！ 

可以看到，在形容外貌时，形容词性的“狗”还比较具象化，和名词“狗”的关联度比较高，但涉及

到品质时，形容词“狗”的含义十分宽泛而模糊，高度抽象化，难以依靠“狗”本身的含义进行推理，必

须依靠语境或图片才能理解。情感态度上时褒时贬，形容小动物、小孩儿、男明星或偶像时，通常为夸

赞，含褒义，多为夸张和搞笑；形容自身多为调侃、自嘲，幽默效果减轻了贬义程度，多为微贬；形容他

者时，贬义程度更深，多用于吐槽、抱怨、发泄情绪等，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还应根据语境进行具体

判断。 

3. “狗”形容词化的动因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知道“狗”的形容词性意义比较丰富，用法比较成熟，形容词化程度高，接下

来将从内外部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其中内部动因主要是从“狗”的语义本身和认知语言学中的转喻和隐

喻机制，外部动因则从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网络媒体平台的助推和网民语用心理等角度

进行分析。 

3.1. 内部动因 

3.1.1. “狗”的语义本身 
在网络语境下，形容词性的“狗”意义丰富而广泛，然而其意义范围无论如何变化，始终和名词性

“狗”密切相关。代宗艳(2022)指出，凡是能够形容词化的名词必须具有一定的语义基础[8]。名词“狗”

所拥有的某些性质被语境或搭配关系所激活，其内涵意义不断得到凸显，便逐渐开始具备形容词的性质。

狗是一种容易被驯化的动物，古时的人们将其作为家畜，用于看家或狩猎。在和狗的日常相处中，人们

逐渐认识到狗这种动物本身的特点：独居、易驯化、生活环境肮脏、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这些特点带上

人类的主观认知情感后，就演变为忠诚、善于巴结、讨好、地位低下、卑贱等。据徐鑫(2022)考察，大约

到战国后期，名词性的“狗”已经开始有贬义色彩，狗的无耻贪利、卑劣、低贱等特点开始被凸显。正是

动物狗本身的特质，为名词“狗”的形容词性意义的产生提供了语义基础[9]。 

3.1.2. 转喻、隐喻机制 
在动词性的“狗”逐渐形容词化的过程中，转喻和隐喻认知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转喻和隐喻是人

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刘丹青(2012)认为“词类的功能扩展，本质是一种转喻。转喻机

制的特点是喻体比本体凸显，心理上容易激活，因此被用来转指相关但不够显赫、不易激活的本体”[10]。
通过转喻机制，“狗”的指称性功能逐渐衍生出描述性功能，这种描述性功能在语境中不断被使用和强

化，于是“狗”的贬义性和评述性的语义特征不断被凸显并逐渐凝固下来。 
Lakoff (1980)指出，概念隐喻是“从相对熟悉和可理解的领域到相对陌生和抽象的领域的映射”[11]，

即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这两个概念领域之间的映射依赖于它们的相似性。“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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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动物，而人的外貌、品质、生活状态和“狗”的各种外形、习性的特点具有相似性，于是就用“狗”

的特点作为源域来映射人的特点的目标域，“狗”的各种描述性和评价性表述越来越多地使用于人的评

价上。例如，夸明星“太狗了”，源域是小狗的外形好看，可爱，性格温顺，目标域是男明星的长得帅

气、性格好，用小狗的可爱来喻指男明星的帅气可爱；“活得不人不狗”中，源域是狗的生活环境脏乱，

地位低下，卑微，没有自由，映射的目标域是人在生活中或工作中压力大，处境卑微、困难，状态差，没

有主动权，把狗的特点和人的状态对应起来，形象地表现出人的卑微和艰难。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有助

于激活人们关于“狗”的各种认知，有利于增强表达效果，使表述更加直观形象，画面感更强。 

3.2. 外部动因 

3.2.1.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即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准确、最形象的含义，它使“狗”能够突破原有的语法限

制，进入多种句法结构之中，担任多种语法功能。与一一陈述“狗”的各种语义相比起来，一个“狗”不

仅用字简洁、经济，而且含义丰富、生动形象，它能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卑微、低贱、讨好、卑鄙等各种

语义，实现自嘲、幽默、讽刺、调侃、抱怨等多种功能。经济性原则推动典型名词“狗”不断产生新的句

法和语义，使其适用于更广泛的语言环境之中。 

3.2.2. 网络媒体的助推 
我国是个网民大国，网络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沟通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交际的即时性

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人们要尽可能用最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最准确的含义，“狗”的含义丰富，功能

多样，符合人们的交际需求。同时，网络语境开放程度高，交际环境自由，人们对于许多不合规范的网

络语言的包容度高，各种“狗”类新兴的语言形式得以产生，例如“狗得很”、“狗里狗气”、“忙成

狗”、“半狗不狗”等结构。媒体平台的高速度、低成本、快捷性以及海量的使用群体都促进了“狗”类

结构在网络中的广泛传播，并使其不断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中。 

3.2.3. 网民语用心理 
首先是求新求异的心理，我们的网民群体以中青年为主，这一代人思想活跃、追求新颖，不仅对网

络中出现的新事物、新语言接受程度高，而且善于使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新的语言形式，以彰显自己

的个性和特色。其次是网民表情达意的需要，现实生活、工作压力大，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到

了匿名的网络空间，网友们就能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绪，或吐槽、或抱怨、或搞笑、或反叛。

暂时脱离紧张的现实生活，网民们进入网络空间是为了娱乐、放松，语言也更加多元、更加轻松幽默，

更具个性化。施春宏(2010)认为“网络语言表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非理性，去中

心化，多元化，游戏，随意性，为解构而解构等。”[12]游戏和娱乐的心理促使网友们打破常规，突破语

言结构功能上的各种限制，创造出各种幽默、新奇、形象甚至非常不合理的语言，“狗”的各种新兴结构

和用法便在这种心理的助推下不断被创造并流行开来。 

4. 结语 

本文对网络语境中“狗”的形容词性句法特征和语义语用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狗”的形容

词用法已经比较成熟，形容词化程度高。其实，不仅是“狗”有名词形容词化的这种用法，“雷”、“渣”、

“海”、“水”等词也有类似的演变趋势，如“今天过得太雷了”、“渣男”、“海王”、“数据水得很”

等，网络语境只是加快了它们转化的速度，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词语本身的含义以及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

制。我们对“狗”的形容词变异用法、原因等进行分析和总结，有助于了解此类网络新兴语言的句法特

点和衍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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