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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种兵式X”是在流行语“特种兵式旅游”的基础上经过概括抽象形成的流行构式，满足了语言交际的

需要。构式构件具有一定的准入限制，“X”一般以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为主，构式整体可以位于句中充当

主语、定语、宾语，可以单独成句。其构式义可以概括为：描述某一种类似于特种兵作战或拉练的高强

度的动作行为或事件。本文从构式理论出发，对该结构进行句法、语义、语用层面的分析，考察构式形

成认知机制以及流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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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l Forces X” is a popular construct formed by generalization and abstra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opular phrase “special forces tourism”,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component has certain access restrictions, “X” is generally dominated by a verb or 
verbal phrase, and th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can be located in the sentence as a subject, a definite 
sentence, an object, and can be formed into a separate sentence. Its structural meaning can be sum-
marized as: describing a certain kind of high-intensity action behavior or event similar to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s or trai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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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form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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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特种兵式 X”能够被判定为是一个构式，是因为其具备构式的基本特征：不可预测性、高频性、

能产性。Goldberg 定义构式：“C 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配对<Fi, Si>，且

C 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1]。“特

种兵式 X”具有稳定的结构形式与明确的语义表达，属于形式与意义的配对。“特种兵式 X”由两个部

分组成：定项“特种兵式”以及变项“X”。从语法结构的内部关系进行分析，“特种兵式”充当修饰语

的，“X”则为中心语。二者之间一偏一正，构成了具有修饰与被修饰语义关系的偏正短语。“特种兵式

X”结构的整体意义不仅是该构式构件的简单相加，还呈现出对某一动作行为或现象进行描述的整体义。

可见该结构具有不可预测性。 
Goldberg 在之后的论著中补充了自己原本的观点，认为“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的预测，

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作为构式存储”[1]。这一观点强调构式具有高

频性。笔者通过新浪微博、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现包含“特种兵式”一词的语料已经有一

万余条，且“特种兵式旅游”成为 2023 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可见该结构已经具备了高频性的特征。 
2023 年，“特种兵式旅游”一词火遍全网，并被《语言文字周报》评选为“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

[2]。随着“特种兵式旅游”这一语言形式的流行，其中“旅游”一词被不断替换，“特种兵式 X”如雨

后春笋，很快衍生出“特种兵式上班”“特种兵式考研”“特种兵式午休”等说法。可见该结构具有能产

性。根据以上论证，可以判断“特种兵式 X”是一个构式。 
本文基于 Goldberg 构式语法理论，对流行语构式“特种兵式 X”展开深入探究，旨在从构式语法的

视角丰富该构式的研究范畴，细致剖析其句法结构、语义内涵及语用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生成机制及

流行动因。在语料选取上，由于该构式主要流行于新兴的网络媒体环境，本文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

络平台搜集语料作为研究基础。 

2. 句法分析 

2.1. 句法构成 

构式通常分为两类：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实体构式指的是语素、词、固定语等组成部分不能替代

的习语，在选词词汇上是固定的。图式构式，也被称为“半固定习语”。一般在图式构式的框架中，习语

会提供一个句法框架，可以选择不同的成分，在选择的词汇上并不是固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根

据构式的两个分类依据和特点，很明显“特种兵式 X”属于图式构式。根据我们所检索到语料，对“X”

的词性和结构进行描写，分析“特种兵式 X”的句法功能。 
从音节上看，充当 X 的成分中双音节占多数，多音节词中三音节词居多。X 为双音节词，例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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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兵式旅游、特种兵式打卡、特种兵式学习等。X 为多音节词，如：特种兵式看演唱会、特种兵式找工

作、特种兵式补作业。 
从词性上看，充当 X 的成分以动词和动词性短语为主。动词如：特种兵式考研、特种兵式开会、特

种兵式上班、特种兵式打卡、特种兵式学习、特种兵式考研；动词性短语如：特种兵式看演唱会、特种兵

式逛博物馆、特种兵式带娃旅行。也有名词性成分进入 X 的位置，如：特种兵式工作、特种兵式休养、

特种兵式面试。 
根据检索所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能够进入 X 位置的名词数量较为有限，且大多为双音节。而能进

入 X 位置的谓词中，双音节且多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占据多数。这主要是由于构式“特种兵式 X”源自

流行语“特种兵式旅游”。X 是对“旅游”进行抽象概括后的结果。运用“特种兵式 X”生成的语句共同

构成了该流行构式的“同族词语群”。在这个家族中，“特种兵式旅游”处于原型中心地位。双音节动作

动词的原型特征最强，最容易在类推的过程中因心理联想而替换“旅游”；其次，如果 X 为其他词类(名
词)时，功能和性质会向动词靠拢，因此，“工作、修养、面试”等名词的指称义较弱，陈述义凸显。 

2.2. 句法功能 

“特种兵式 X”作为一个偏正短语，中心语 X 虽然可以由名词性和动词性成分担任，但在实际运用

中，当与“特种兵式”黏合后，整体呈现 NP 化倾向。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定语、宾语，可以单独成句，

有时也可以同介词组合构成介宾短语。 
“特种兵式 X”在句中做主语，例如： 
(1) 特种兵式嗑 CP 是指找糖点主要靠豆瓣发帖“XX 和 XXX 怎么嗑？”了解人物主要靠在豆瓣发

帖“有人能讨论一下 XXX 的性格吗？”创作产粮主要靠捡手机软件。 
“特种兵式 X”在句中做定语，例如： 
(2) “特种兵式打卡”的背后，拥抱“新热度”下的新机遇。 
“特种兵式 X”在句中做宾语，例如： 
(3) 一天见 32 个对象！第一批回家的年轻人开始特种兵式相亲。 
“特种兵式 X”可以单独成句，常常出现在新闻标题中，例如： 
(4) 特种兵式上班！杭州男子深杭“双城生活”两年，一趟 2000 元，全程五小时。 
同介词组合构成介宾短语，例如： 
(5) 从“特种兵”式旅游透视城市高铁通达度：谁睥睨群雄？谁位居末梢？ 
“特种兵式 X”呈现出 NP 化倾向，这与“特种兵式”的句法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张谊生曾指出，

充当定语是“X 式”最为基本且常用的句法功能[3]。 

3. 语义分析 

“特种兵”与“X”在语义层面相互独立，倘若缺乏“式”的连接，于具体语境之中便不存在语义上

的关联。“特种兵”和“旅游”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若没有特定的引导，难以形成完整且具备明

确表意的表达。与之类似的情形还有丧偶式育儿、链接式友谊等等。另外，就联结语素“式”而言，张谊

生在探讨“X 状”的功能作用时曾指出，单音节语素“式”不管是在结构单位、句法功能方面，还是在表

义方式层面，均与“状”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即“二者的主要功能皆为摹状，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都衍生出了比况功能”[3]，而摹状时前后构件以语义关联为主，比况时则多相互独立。 
Goldberg 提出，构式所蕴含的意义无法全然从其“组成成分或者其他既存的构式当中进行精准预测”，

而构式义作为构式的整体内涵呈现，是整合与抽象的成果。语句实质上是构式的具体展现实例，因此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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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义理当拥有广泛的概括效能以及自上而下的阐释能力，以此来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有效的统摄与说明。

经过对语料语义的概括，我们得到流行语“特种兵式 X”构式的语义特征：表示一种社会现象；非常规、

特异性；自嘲的语义色彩。通过对语法和语义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X”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流行语

构式“特种兵式 X”常常指某种社会现象，如： 
“特种兵式旅游”在年轻人中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旅行方式，在这场高度浓缩的旅行中，年轻人选择

在周五晚上或周六清晨启程，行程排得比课表满，花最少的时间和金钱，游玩最多的景点，周日再连夜

坐车回来上班上学，日行数万步不觉疲惫。 
“特种兵式观剧”也是指在最少的时间内看最多的电视剧。 
“特种兵式社交”指的是一种高效、有针对性的社交方式，类似于特种兵在任务中快速建立信任、

有效沟通和协作的能力。这种方式可能包括快速判断对方的兴趣和需求、精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以及高效地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等。 
以上，“X”的动词词性或动词性短语类别决定了这一类的流行语“特种兵式 X”含有表示一种社会

现象的语义特征。 
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构式本身是为了描述一种社会现象，有描述和表达个人情感的功能。首先，

表示该现象和常规不同的，具有非常规、特异性的特点，能获得一定的关注。“特种兵式旅游”中“特种

兵”繁忙的训练和悠闲的“旅游”语义上原本是无法兼容的，但是大学生硬是用“特种兵”的精神来遍览

名山大川，玩出了新花样。其次，该现象具有动作行为者的自嘲语义色彩。如：特种兵式考研。网友自嘲

自己在短时间内复习所有考研知识点，学习时间短知识点多的这一现象为“特种兵式考研”。 

4. 语用分析 

4.1. 语境依赖性 

网络流行语在形式、含义和发展演变上具有不确定性，会产生语境依赖。上文提到“特种兵式 X”

可以描述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表达自嘲的感情色彩，有不确定性，只有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准确理解其

确切含义。而正因此，该构式被广泛运用短视屏的标题和标签之中，以吸引他人来观看自己的视频或推

文，如一则公众号推文的标题：特种兵式上班！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会好奇什么是特种兵式上班，这句话

提供的信息过于有限，无法确定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倾向和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只能观看标题下的文章

和视频获取更多的信息。 

4.2. 用作标题 

标题在新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文章的引领者和概括者，更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关键。

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以其凝练的结构，新颖的用法常用在新闻标题中，并且网络流行语更有趣味性，

能够吸引读者。例如： 
(6) 这个暑假，杭州不少孩子在“特种兵式”考级！有女生 7 月考出舞蹈、朗诵主持两项 10 级，这

个月备战歌唱 9 级、长笛 3 级。 
(7) “特种兵式旅游”走红！这届年轻人打开了旅行新思路。 
(8) “特种兵式考研”抓安创安，主打一个心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特种兵式 X”这一构式在新闻标题中的运用，不仅使标题更加凝练和有趣，

还赋予了新闻标题时代感和活力。这种构式通过类比特种兵的高效、迅速和针对性强的特质，为新闻事

件或现象提供了一种新颖、生动的表达方式。同时，网络流行语作为当时的一段流行趋势，其简练、生

动、易记的特点使其成为新闻标题中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元素。使用符合句法规范的流行语，不仅符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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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还能有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提升他们对新闻的兴趣和关注度。 

5. 认知机制与流行动因 

5.1. 认知机制 

5.1.1. 隐喻机制 
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将一个概念映

射到另一个概念，从而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本体和喻体具有适应语境的相似性。 
1) 映射过程 
在“特种兵式旅游”中，当代年轻人旅游新思路是花最少的时间和金钱，游玩最多的景点，这与“特

种兵”的特性相似，因此用“特种兵”修饰“旅游”，隐喻一种新型的快节奏旅游方式，是从“特种兵”

这一表示某种行为主体的源域向“特种兵式旅游”这一种表示短时间、高效率、快节奏的旅游的目标域

的映射，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的产生机制同样如此。 
2) 映射结果 
当“特种兵”这一表示“兵种”的源域向“特种兵式旅游”这一表示“短时间、高效率、快节奏的新

型旅游方式”的目标域映射过程中，并不是“特种兵”所有的含义都会被百分之百复刻到以“特种兵式

旅游”为代表的构式“特种兵式 X”中，这其中会受到情景义的限制和筛选。“特种兵”的义素有兵种、

高强度、高效率、快节奏，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兵种”被过滤掉，高强度、高效率、快节奏得到激活。通

过映射过程中激活和筛选的机制，让构式“特种兵式 X”中的关键义素产生了融合反映，进而形成了注

意的焦点，获得了凸显的效果。 
在隐喻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历了“认知、映射、互动、映合”四个环节，认知主体首先认识到“特

种兵”高强度、高效率的特征和新型旅游方式追求短时间、快节奏这两大特点，发现两个语义场出现语

义重合后，让二者之间发生映射，将兵种域“特种兵”的义素有选择地映射到目标域中，源域和目标域

的词义发生互动、融合后，凸显新型旅游方式“短时间、快节奏”这一焦点，出现了网络新词“特种兵式

旅游”，进而产生了新兴构式“特种兵式 X”让人们的语言表达更加新奇，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型原则。 

5.1.2. 转喻机制 
本小节引入王寅(2021)中提到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借此为转喻机制做出合理的认知解释。

ECM 是基于对各种“事件域”的进行体认知上形成的，ECM 认为，一件事会包含很多行为要素和事件要

素，人们可以选用一部分要素表达整个事件，这实际上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机制在起作用[4]。 
“特种兵”产生的转喻机制也是基于自身经验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特种兵”的特性呈现

为明确的目标性、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以及顽强坚毅的精神品质；“特种兵式旅游”也是有着明确的打

卡目标、快节奏的行事风格，因此二者存在语义上的相关性。每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认知角度不同，认知

结果也不同，人们在认识“特种兵”这个词的时候，仅仅对其中的一部分事件要素进行认知，这部分经

过认知的事件要素成为了固定的知识块，跟其他领域的知识块一样储存到了人脑中，人们在读取大脑中

知识块对语言进行编码时，会根据表达需要将已经储存在脑中关于“特种兵”的知识块和关于新型旅游

方式这一知识块形成关联，创造出了“特种兵式旅游”这一全新表达，进而创造出来新兴构式“特种兵

式 X”。 

5.1.3. 构式压制 
王寅提出扩大“压制”的主张，他认为只要对语句(包括短语或分句)的结构、意义和用法起主导性或

关键性(不可或缺)作用，并迫使他者作适当调变的现象都可以叫“压制”。在一个语句中可能是构式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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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就叫“构式压制”；也可能是词汇起主导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则可称为“词汇压制”[5]。 
施春宏(2012)指出，所谓“构式压制”指的是当词语进入构式时，为了能让其本身跟构式原型的意

义和功能更加契合，词语对自身的意义和功能进行调整，着重凸显某一侧以适应构式的需要[6]。由上文

可知，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的产生机制包括隐喻和转喻。现代汉语中“特种兵”的标准词性是名词，

是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技术兵种的统称。构式“特种兵式 X”中的定项“特种兵”进入构式时意义和功

能均发生了构式压制。在构式压制方面，表示社会现象的整体构式义对“特种兵”和“X”进行压制，

产生了“特种兵”的描述功能和“X”的陈述功能，并且非常规、特异性和自嘲色彩也会对流行语“特

种兵式 X”进行整体构式压制。在词汇压制方面，“式”对“特种兵”的压制，使“特种兵”的特征、

方式被凸显。 

5.2. 流行动因 

5.2.1. 符合语言经济原则 
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是语言经济性原则作用下的产物。语言的经济机制强调语言交际的效率，

即用最少的语言传递尽可能大的信息。关于构式的语用价值，刘国辉认为，“从编码、解码角度看，构式

体现了一种经济省力原则，即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效果”[7]。 
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以简洁的语言形式蕴含了丰富且复杂的构式意义。由于其框架的灵活性，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认知和表达需求，不断变换构式内的成分，从而创造出新的构式，有效节省了语言

资源。“特种兵式 X”构式家族的形成不仅适应了当今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方式，还符合人类有限的

记忆力这一认知特点。这种构式家族的形成还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高效、

精准表达方式的追求。 

5.2.2. 符合语言使用者心理 
徐朝晖(2013)认为，当代汉语流行语是大众心理因素发生改变的产物，它直接反映大众的思想观念和

复杂心态，流行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心理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流行性框架填构式“特

种兵式 X”的发展传播受到求新求异和从众效仿两种大众心理的影响[8]。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具有动态

发展性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网络流行语既是语言的创新，也是

对国家社会发展现状和国民集体心理状况的反映。“特种兵式 X”构式作为当前社会的网络流行语，体

现浓厚的自嘲文化色彩，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新鲜感、幽默感，对热衷于新奇潮流事物，渴望使用一

种非常规的用法来张扬个性，表达自己对某些行为的关注，实现自我存在感的年轻人来说，具有极大吸

引力，能够满足其求新求异的文化心理。 

5.2.3. 语言模因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模因作为文化基因，靠复制、

传播而生存，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可

见模因与语言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转和语言传播的规律[9]。 
Keylighen 提出模因复制和传递过程中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传播，由于“特种兵式 X”

构式整齐简洁，内容可根据说话人不同的需要进行填充，通过类推模仿，宿主的不断感染、同化、传播

很容易形成强势模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引起共鸣、吸引注意，最终产生新的浮现意义，在言语社

区经历固化，形成规约，完成语言模因的整个传播过程。 

6. 结语 

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从句法上看，既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定语；从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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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其描述一种非常规、特异性的社会现象；从语用分析看，对语境依赖性强、可用作标题、突出焦点

信息。隐喻、转喻、构式压制是流行构式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语言经济原则、语言使用者心理以及语

言模因和媒介传播是流行构式传播和发展的外部因素。网络流行语是当代社会语言层面的反映，能够折

射出一定的时代风尚和群众心理，流行构式“特种兵式 X”是公民积极参与语言生活的结果，我们应该

及时关注并研究，遵守语言规范的动态原则，把规范工作做在前面，推动我国的语言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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