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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网络流行结构“不懂X的人有难了”为研究对象，以网络平台微博为语料来源，立足于语言事实，

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其进行研究。从构式“不懂X的人有难了”的句法

构成、句法功能两方面进行句法分析；从构式“不懂X的有难了”的构件义、构式义、构式义与词汇义

的双向互动三方面进行语义分析；并从构式“不懂X的人有难了”的语用环境、语用功能两方面进行了

语用的分析，力图展现其基本的语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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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opula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X are in troub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s the online platform Weibo as the corpus sourc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e grammar to study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based 
on linguistic facts. The syntact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the syntactic composi-
tion and syntactic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X are in trouble”. The 
semant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mponent meaning,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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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the lexical mea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gma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ragmatic environment and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X”, and tries to show its basic grammati-
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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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在青年人的日常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新

兴文化和思想状况，更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和使用状态，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其诸多的关注研究。流行构式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近段时间蹿红于网络，这一结构简洁精炼，语义丰富，语用价值独特。笔者从

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对该构式进行考察，利用 Python 将 2024 年 04 月 05 日至 2024 年 04 月 15 日的

微博实时语料中所有含“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的语料抓取出来，共得到语料 2424 条，其中包括重

复用例、省略用例等。后通过“语料库在线”网站进行分词，人工校对词性标注，再将分词后的熟语料

导入 Antconc，统计分析构式变项 X 在词类、词频、音节等方面的特点。 

2.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句法特点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句法分析主要从构式的句法构成、构式的句法功能两方面进行讨论。 

2.1.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句法构成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这一构式由不变项“不懂”、“的”、“人”、“有难了”和变项 X 组成。

不变项是指构式中的固定成分，不能随意替换；变项则是指构式中的非固定成分，可以进行替换。 

2.1.1. 不变项“不懂” 
“不”是现代汉语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否定副词，常位于谓词性词语的前面充当状语。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否定副词“不”负责修饰动词“懂”。 
“懂”属于心理动词，马建忠最早注意到心理动词，认为“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者，如恐、惧、

敢、怒、愿、欲之类，则后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1]。在构式中，心理动词“懂”作定语修饰限制构

式的中心语“人”。 

2.1.2. 不变项“有难了” 
关于不变项“有”的词性，学界仍存在多种观点：① 动词说。如朱德熙[2]；② 助动词说。如伍文

英、夏俐萍[3]；③ 副词说。如邢福义[4]。在考察相关语料后，本文认为不变项“有难了”中的“有”

为动词。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作谓语，与“难”一起构成动宾结构。 
吕叔湘认为“了”有两个，即“‘了 1’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如动词有宾语，‘了 1’

用在宾语前。‘了 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如动词有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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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用在宾语后。”[5]一般认为“了 1”为动态助词，“了 2”为语气词。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

中的“了”位于句末，具有成句作用，所以此构式中的“了”为语气词“了 2”，“了 2”在该构式中不

能省略。如： 
1) 不懂春笋焖牛肉的人有难了，笋比牛肉好吃！(微博，2024-04-09) 
例 1)中的“了”一旦省略，句式就变为“不懂春笋炒牛肉的人有难”。此时，句式就不自足、不完

整了。因此，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的“了”不能省略。 

2.1.3. 变项 X 
(1) 变项 X 的音节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变项 X 可为多音节、双音节及单音节，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1： 

 
Table 1. Variable X syllable distribution table 
表 1. 变项 X 音节分布表 

X 单音节 双音节 多音节 总计 

频次 36 474 1914 2424 

占比 1.50% 19.5% 79.0% 100% 
 

据表 1 可知，X 为多音节的情况最为常见，共有 1914 条语例，占比 79%。例如： 
2) 不懂有线耳机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3) 
3) 不懂香菜拌牛肉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4) 
以上例句中出现的“有线耳机”、“香菜拌牛肉”都是多音节词。 
变项 X 为双音节的情况也有出现，但数量相比多音节较少，共有 474 条语例，占比 19.50%。例如： 
4) 甜味烧烤怎么会不好吃？不懂甜口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1) 
变项 X 为单音节形式的情况极少。在搜集到的 2424 条语料中仅有 36 条，占比 1.5%。当变项 X 为

单音节形式时，“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充当复句分句，X 一般为人称代词。例如： 
5) 恨不得每天一杯铁观音拿铁，真的，不懂它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3) 
(2) 变项 X 的语法性质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能产性高，X 的类型多样。笔者对搜集到的语料进行观察后发现，X 的

词类和短语类型涉及名词、形容词、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性短语。X 的词类分布整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Table 2. Variable X syntax property case distribution table 
表 2. 变项 X 语法性质情况分布表 

X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总计 

频次 2300 56 68 2424 

占比 94.9% 2.3% 2.8% 100% 
 

由表 2 可知，X 为名词性的语料数量最多，共有 2300 条，占比 94.9%。例如： 
6) 不懂生椰拿铁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1) 
7) 我只能说不懂椰子水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0) 
变项 X 为名词性的情况最为常见，这与变项 X 前的不变项“不懂”有关。现代汉语中，“懂”表示

知道、了解，为心理动词，“X”与“人”分别为“懂”的间接宾语与直接宾语。心理动词“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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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带体词性宾语。因此，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X”多为名词性。 
动词性、形容词性的语例数量极少，仅占全部语例的 5.1%。例如： 
8) 上班摸鱼是一件多么舒爽的事啊，不懂摸鱼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3) 
9) 不懂喝奶茶自带杯有多划算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1) 

2.2.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句法功能 

根据语料考察，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句法功能多样，可以充当复句分句，也可以充任单句。 

2.2.1.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充当复句分句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可以充当复句的分句，与其他分句在意义上相关，在结构上互不作句法成分。

按照该构式在复句中的不同位置，可以分为充当前分句、充当中分句和充当后分句三种情况。 
(1) 充当前分句 
10) 不懂植物大战僵尸的人有难了，没品的家伙。(微博，2024-04-13) 
(2) 充当中分句 
11) 看完《长相思》了，不懂的人有难了，真的太好看了！(微博，2024-04-10) 
(3) 充当后分句 
12) 谁还没试过无糖饮料！！不懂无糖饮料的人有难了。(小红书，2024-04-10) 

2.2.2.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充任单句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也可以充任单句，通过简单的形式表达丰富的感情。例如： 
13) 不懂黑皮帅哥的人有难了。(小红书，2024-04-07) 
14) 不懂脆骨丸有多好吃的人有难了。(小红书，2024-04-11) 

3. 构式“不懂 X 的有难了”的语义特征 

“不懂 X 的有难了”构式的语义分析主要从构式的构件义、构式义、构式义与词汇义的双向互动三

方面进行讨论。 

3.1. 构式“不懂 X 的有难了”的构件意义 

虽然构式的构式义具有整体性，并不是各个构件义的简单加和，但构件意义对构式义有一定的制约

性，对构式义的研究也具有贡献作用[6]。在此，笔者对构式“不懂 X 的有难了”中的主要不变项进行

讨论。 

3.1.1. “不懂”的意义 
“不”作为一个否定副词，其基本的表达功能就是对事物、动作、性质、关系等的真实性、确定性、

相关性加以否定。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否定副词“不”负责对心理动词“懂”加以否定。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懂”解释为“知道、了解”[7]。由此可得，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

了”中的构件“不懂”的含义就是“不知道、不了解”。 

3.1.2. “有难”的意义 
上文中提到，“有”在构式中为动词。袁毓林的研究表明，动词“有”具有领属关系、包含关系、

包括关系和存在关系四种基本的语义模式[8]。从实际语料来看，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的“有”

为存现动词，表示存在、出现、发生等。 
“难”字是个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所列出的“难”的语义有以下几种：难[nan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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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事来费事的(跟“易”相对)；使感到困难；不容易、不大可能；难[nan51]，不幸的遭遇，灾难；质问。

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不变项“有难”意为即将发生或面对不幸的遭遇。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不懂 X 的人有难了”这一结构的各个构件意义组合起来为：不了解 X 的人就

即将面对不幸的遭遇。 

3.2. “不懂 X 的有难了”的构式义 

构式是语言中相对固定的形义配对体，它具有独立于其构件之外的语义内涵。构式“不懂 X 的人有

难了”的构式义并非来自其构件语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有了新的语义。 
15) 喜欢毛茸茸又可爱的小狗，不懂小狗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0) 
16) 不懂生椰拿铁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2) 
在例 15)与例 16)中，说话者并不真的认为不了解“小狗”与“生椰拿铁”人就将面临灾祸。例 15)

中，说话者在前一分句中对“小狗”表达了高度赞许，因此欲借助“不懂 X 的人有难了”这一构式中较

为夸张的语言，来获得听话者对“小狗”的肯定与认同，同时再一次强调对“小狗”的正向评价。同理，

例 16)中，说话人对生椰拿铁持肯定评价，因此使用这一构式，欲引发听话者对生椰拿铁的认同与支持。 
由此，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构式义可以简单总结为说话者对“X”具有极高的正面评价与

良好的心理感受，因此借助夸张式的语言，以期引发听话者对“X”的共鸣与赞同。 

3.3. 构式义与词汇义的双向互动 

构式义与词汇义的关系是构式语法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词项进入构式的过程中，如果词项的功能及

意义跟构式的原型功能及意义不相吻合，那么构式就会通过调整词项所能凸显的侧面来使构式和词项两

相契合，这个“契合机制”通过构式的“招聘”机制和组构成分的“求职”机制的互动关系发挥作用[9]。
因此，在构式的使用过程中，构式义与词汇义是双向互动的，词汇义对构式义产生制约作用，构式义也

对词汇义进行压制。 

3.3.1. 词汇义对构式义的制约 
虽然构式义并非构件义的简单相加，但构件义参与了构建构式义的过程，对构式的整体功能也有所

影响。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的不变项为“不懂”、“的”、“人”、“有难了”，这四个不变

项有着丰富的意义，且都参与了构式义的构建。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固定化后，不变项“不懂”、

“的”、“人”、“了”都保留了其语义特征，从而影响了整个构式义。 

3.3.2. 构式义对词汇义的压制 
作为一个形义配对体，构式对其自身的组构成分具有“招聘”条件。当构式义与词汇义产生冲突时，

构式会对词汇的部分意义进行削弱与压制，以强制该词汇获得临时性的意义。 
“难”表示某种灾祸或不幸的遭遇，但当它进入“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后，其自身所蕴含的负

面性含义被大大压制，为了适应构式的要求，“难”的语义就发生了变化，构式义在此对词汇义进行了

压制。 

4.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的语用功能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的语用分析主要从构式的语用环境、语用功能两方面进行讨论。 

4.1.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的语用环境 

语境是影响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因素，是分析构式时不可忽略的。构式语法的特点是注重构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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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功能，即强调说话人对情境的“识解”，也就是特定构式对特定语境的适切度，解释人们在什么样的

语境条件下会说这样的话。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使用中有其独特的适切语境，本节从构式的语

境共现与评价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4.1.1. 构式与“真的(属实、着实)”共现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使用中常与“真的”一词共现，少数情况下也会与“属实”、“着实”

等词一起使用。如： 
17) 不懂赣南脐橙的人真的有难了！(微博，2024-04-19) 
18) 喜欢和有幽默感的人一起玩，这样我才好意思讲一些抽象笑话，不懂幽默感的人属实有难了。(微

博，2024-04-15) 
 
Table 3. Construction and “true, verified, really” co-occurrence of the scale 
表 3. 构式与“真的、属实、着实”共现数量表 

词 真的 属实 着实 

数量 458 96 83 

占比 14.5% 3.0% 2.6% 

 
“真的、属实、着实”都属于确认类评注副词，表示对事物性质、状况的真实性予以肯定和确认[10]，

这与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说话者所欲表达的肯定与强调相契合。同时，根据表 3 可得，“真的”

一词在构式中出现的数量远多于“属实”与“着实”。“真的”具有较强的口语性，而“属实、着实”

具有浓厚的书面色彩，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对它们的使用中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也体现了“不

懂 X 的人有难了”作为网络流行构式具有口语化与随意性。 

4.1.2. 构式与“永别了”共现 
“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也常与“永别了”一词共现，在 3152 条语料中，共有 172 条，占比 5.4%。

例如： 
19) 永别了，不懂玲娜贝尔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1) 
20) 不懂牛蛙的人有难了，永别了。(微博，2024-04-14) 
“永别了”表示在生命即将终结情况下的诀别。但当它与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共同使用

时，语义有所改变，消极、负面的情绪得到缓解。“永别了”与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构件义相

关，其使用目的是说话者欲借助夸张式的语言，引发听话者对“X”的共鸣与赞同。 

4.1.3. 构式适用于评价语境 
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时，不免带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11]。同时，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为人们交流与表达情感提供了平台和途径，人们会选择各种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

的感情[12]。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是说话人受外界刺激产生的心理反应在语言上的表现，常出现

在评价语境中。在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说话人作为感受主体，对某人、某事、某物产生了积

极的情感反应，因此欲通过对构式的使用间接表达对事物的正面评价。例如： 
21) 今天去了张信哲的演唱会，天呐，不懂张信哲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15) 
例 21)中，说话人对于“张信哲的演唱会”产生了积极的情感反应，“不懂张信哲的人有难了”表达

了说话人对于“张信哲的演唱会”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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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的语用功能 

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虽然结构精简，但语用功能却很丰富。主要包括立场表达功能、焦点凸

显功能、标题吸睛功能三种。 

4.2.1. 立场表达功能 
立场指说话人或作者对信息的态度、感觉、判断或者承诺的显性表达。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

带有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说话者可以用这一构式表达个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13]，其具有立场表达功能，

说话者通过对构式的使用与听话者建构起一致性的话语立场，表达对 X 的正面评价。例如： 
22) 真的好爱我的全新发色，不懂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08) 
例 22)中，“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就表达了说话人对于“全新发色”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说话人欲

借对该构式的使用，引发听话者对“全新发色”的认同与肯定。 

4.2.2. 焦点凸显功能 
焦点是话语内容的语义重点，是话题结构的信息中心。一个句子的语义重心就是焦点，焦点的存在

是为了突出句子的重要内容，起到强调作用，使听话人能够注意到重点。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具

有凸显焦点的功能，“X”是该构式的焦点，是说话人想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例如： 
23) 不懂生椰拿铁的人有难了。(微博，2024-04-07) 
例 23)中，“生椰拿铁”是句子的焦点，是说话人欲表达的关键信息。说话人对“生椰拿铁”具有正

面评价，想要得到听话者的认同。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突出了“生椰拿铁”这一说话者想要强调

的信息。 

4.2.3. 标题吸睛功能 
当代社会，如何在海量新闻中抓住读者的眼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构式具有高度概括性和

简洁性，因此它常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的标题当中[14]。“不懂 X 的人有难了”构式形式简洁，新颖独

特，能够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有利于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例如： 
24) 不懂香菜拌牛肉的有难了。(微博，2024-04-08) 
例 24)将“不懂香菜拌牛肉的有难了”置于新闻标题开头，旨在与读者产生互动，构建一致性立场，

引发读者的共鸣与讨论。 

5. 结语 

本文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网络流行结构“不懂 X 的人有难了”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的

分析，主要结论包括：句法层面，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中的变项“X”以多音节形式为主，兼存

有双音节形式与单音节形式；以名词和名词性短语为主，兼存有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形容词和形容词性

短语；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句子中可充当复句分句或充任单句。语义层面：构式“不懂 X 的

人有难了”的构件组合义为“不了解 X 的人就即将面对不幸的遭遇”，构式义为说话者对“X”具有极

高的正面评价与良好的心理感受，因此借助夸张式的语言，以期引发听话者对“X”的共鸣与赞同。同

时，构式义与词汇义具有双向互动关系。语用层面，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了”在具体使用中多用于评

价语境，可与“真的(属实、确实)”、“永别了”共现，该构式具有立场表达、焦点凸显、标题吸睛的

语用功能。 
但是，本文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语料多是来自微博，未穷尽构式“不懂 X 的人有难

了”在网络上的所有情况；同时，该构式尚处于发展演变之中，未来的演化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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