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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际生活越发丰富。特别是在网络交际中，各色新词新语不断涌现，它们的使

用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交际中也多有使用，这无一不显示出汉语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力。

本文基于王希杰先生的“语言潜、显性”的理论，对“X搭子”这一新词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刻画和描写。

并分别从外部社会需求和内部语言规律两个层面对“X搭子”的潜词显化现象作原因分析和途径探究，并

结合该词族的语用实例评析其语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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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communicative liv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Particularly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a variety of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tinue to emerge, 
their usage expanding even into daily offline interactions—demonstrating the remarkable vit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Mr. Wang Xijie’s “Latent and Manifest Theory” 
of langu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neologism “X搭子 (X dāzi)”.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X搭子” from a latent to a manifest lexical item 
from both external social demand and internal linguistic mechanisms,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al 
pathways, and evaluates its pragmatic effects through real-world usag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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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潜、显理论”是王希杰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语言学理论，可以把 1987 年他发表

在《修辞学习》第六期上的《潜意识和修辞》作为这一理论正式提出的发端[1]。该理论创造性地指出语

言的潜性和显性概念。“语言首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显语言，我们所听到的和所看到

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第二个层次是潜语言。所谓潜语言，是在此之前，没有人说

过的，我们并未听到过和看到的，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它实际上存在着，随时准备破门而出为我们的社

会交际活动服务。”[2]于根元(1996)认为，显指现在态，潜指过去态、未来态。潜加显即全息[3]。潜显理

论被介绍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后，掀起了一阵讨论和应用热潮。语言的潜显理论是与语言的发展息

息相关的，往往是显中有潜，潜中有显。 
潜显理论分布在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新词汇、新语法等都有它的身影。本文正是立足于王希杰先生

的“语言潜、显性”理论来分析“X 搭子”这一流行用语语义和语用方面的显化特点，并运用该理论来

探讨该词族潜词显化的原因。 

2. “X 搭子”的产生与发展 

据《中国青年报》发布的相关调查显示，在 1335 名受访青年中，超过 72.6%的青年表示日常生活中

有“搭子”，这包含但不限于“饭搭子”“学习搭子”“运动搭子”“游戏搭子”“逛街搭子”“减肥搭

子”等多种类型[4]。 
“搭子”一词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的德国柏林，彼时的城市中经常举办以共同兴趣为基础，以辩

论、谈话为形式的小型沙龙[5]。而如今流行的“搭子”，反映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交关系模式，这也表明

“搭子”的使用由来已久。笔者从 CCL 语料库进行检索，发现在汉语中，也早已有“门搭子”“背搭子”

“钱搭子”等词语的存在，但他们与“社交、交际”这一义项并没有联系。“门搭子”“背搭子”“钱搭

子”分别表示“门栓”“出门时用来装被褥、什物等的布袋”和“装钱的袋子”，如例句(1)至(3) 

1) 有好多院子根本没有大门，就是有大门的，也不过到了睡觉时候，把搭子扣上防个狼。(赵树理《三里湾》) 

2) 小俊进去，陈菊英又把门搭子扣上。(赵树理《三里湾》) 

3) 那人肩上背着钱搭子，低着头走得很慢，可是一步一步走近那大岩石了。(冯德英《苦菜花》) 

除此之外，还有“兜搭子”(表示装东西的兜子)、“马搭子”(表示披在马身上的大型褡裢)、“皮搭

子”(表示皮质的兜子)和表示服饰的“布搭子”“前搭子”……这些“搭子”大多指的是装物的袋子或是

物体上的部件，这类“X 搭子”并不含有如今“社交、交际”的意味，可以大致视为“X 搭子”的本义之

一。 
笔者通过 CCL 语料库搜索发现，还有一部分“搭子”前可以加数词组成“数词 + (形容词) + 搭子”

的结构，作定语使用，如例句(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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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救他？那是当然。”金三打衣襟底下掏出一搭子票子。“我带了钱来，一个劲儿在这儿转悠，想把亲家赎

出来。要是这……”(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 

5) ……嘻嘻地说：“林先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开个邮政局啦。一来信就是一大搭子——全村的人也没有她一

个人的信多呀！”(杨沫《青春之歌》) 

作为含有“交际、交往”意味的“搭子”出现得并不早。根据 CCL 语料库检索结果来看，这种含义

的“搭子”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如例句(6)。 

6) 只是一件，今天在座的男女，都是配好了搭子的，其中布置，煞费苦心。若是这妮子果真一鸣惊人，雏凤清

于老凤声……(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此处的“搭子”指的是“男女搭配”，具有了在社交场景进行交际的意味。笔者依据语料库搜索结果

推测此处的“搭子”是含有“社交、交际”意义的“X 搭子”最早的使用形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

产生了“牌搭子”“桥牌搭子”“麻将搭子”等新词汇。 

7) ……两桌，有时三桌。她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从来没有

伤过和气。尹雪艳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 

8) 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

人来。一位是…… 

9) 毛毛娘舅说这个萨沙是他的桥牌搭子，很要好的。他的父亲是个大干部，从延安派往苏联学习，和一个苏

联……(王安忆《长恨歌》) 

10) 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白

先勇《白先勇短篇小说集》) 

需要注意的是例句(8)至(11)都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才出现的。而如今流行的“饭搭子”出现

得更晚，最早出现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如例(11)和(12)。 

11) ……已经来中国 6 年了。他们既是学习上的好伙伴，也是平日里生活中的“饭搭子”。两个人为了能更深入

了解中国，还一起到了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人民日报》) 

12) ……摄影师 LuLu：有的人通过才华吸引知音，有的人通过酒肉笼络饭搭子，云泥本就有别。沉静也好，喧

闹也好，方式并不重要，但求有人读懂……(网络语料\微博\Weibo) 

并且根据 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来看，在 2000 年至 2010 年左右所出现的 33 例包含有“饭搭子”的

语料中，网络语料有 32 条，占绝大多数。从搜集结果来看，“X 搭子”表示“社交、交际”含义的语料

出现时间并不是很早。并且依据检索结果来看，“X 搭子”最初往往指的是装物的袋子或是物体上的部

件，或是与数词结合组成“数词 + (形容词) + 搭子”的结构，但两者的使用频率较低，且如今已不活跃

于语言交际中；而表示“社交、交际”含义的“X 搭子”则出现得较晚，使用频次很高，大约占据了 64.47%。 

3. “X 搭子”的潜显交替 

潜显理论在语言学上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对语言的规范和预测上[6]。王希杰先生认为，潜语言的显化

取决于两个因素：社会文化语用需求和语言系统内部规律。于根元先生也认为潜词之所以没有进入交际，

是因为还没有具备相应的社会语用条件，现实中还不需要他们出现。一旦现实需要了，社会语用条件具

备了，潜词就会显化而成为显词进入交际系统。 
“X 搭子”从本义“装物的袋子或是物体上的部件”引申到“具有交际意味的伙伴、朋友”，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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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附加或是不同物体的共存”这一潜义显化而来的。比如，“门搭子”是门上的部件，附属于门，

具有共同协作的功能；而“背搭子”是装物的袋子，能够容纳不同物体，使之共存于同一容器中，互相协

调。这些义项都是由本义的某一部分义项显化而来的。这些义项显化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从外部社会层面来看，这是社会语用交际的需求。“搭子”原本多是中性词，一般指一些日常

用品，比如“门搭子”“背搭子”；再就是当作量词使用，如“一搭子”(后加名词)。在当代媒体网络迅

猛发展，以及平和繁荣的时代背景下，“X 搭子”的一些中性色彩正在慢慢的潜化，而新出现的事物由

于与“X 搭子”的部分意义相关，使得另一些中性词开始显化，如“麻将搭子、牌搭子”等；甚至部分新

词会具有偏褒义的情感色彩，如“学习搭子、运动搭子”等。 
同时，“X 搭子”能“走红”也离不开自媒体、网络平台的算法助推。在短视频平台上，与“搭子”

相关的笔记、动态爆料更易被内容平台识别和推荐。这种机械性复现的“X 搭子”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

词汇的地域化隔阂，这使得社会中的各类人群都能因相同的爱好互相结识，进而满足自身的交际需求。

而且，在自媒体文化的影响下，每个人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可以借助自媒

体平台“发声”的信息输出者，主体性更强，个人特色更明显[7]，因而“X 搭子”的用法也更为积极和

活跃。 
第二，从内部语言规律观之，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作为开放系统的一个显要特征为语言具有

自我调节功能。而自我调节功能的存在使语言在变化与不变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8]。从这个意义上

看，“X 搭子”表示“用来装物品的事物或者物件的一部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相对稳定的、不

变的，这是语言系统稳定性的一个表现。但是，随着语言的历时发展，“X 搭子”的传统的用法已经无

法满足人们交际的新需求，人们追求一种“去人格化，临时性、功能型伙伴关系”的交际概念，这便形成

了语义空缺，具有“社交、交际”意味的“X 搭子”得以显化。正如“遛狗搭子、考研搭子”，它将具体

的人类活动抽象为场景符号，并通过词法明示关系的临时性，既满足协作需求又规避情感负担，完成社

交功能的精准编码。 
“X 搭子”当中的“X”所容纳的类别越发繁多，许多名词或者动词都可以进入该结构，越来越多的

“X 搭子”日益成为显词，而像“马搭子”“钱搭子”和“背搭子”等词语因为社会交际的使用需求减

少，逐渐成为潜词。 

4. “X 搭子”的语用分析和语用规范 

4.1. “X 搭子”的语用分析 

“X 搭子”中的“X”多为连接搭子之间的“事件、行为、活动”，也有人会分为“日常活动、兴趣

爱好”等。根据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我们可以将“X 搭子”分为以下几种语义类别，它们或共同或分别

具有独特的语用效果。 
一是表示日常生活。这类“搭子”往往是由于均进行日常生活中的同一事件而形成的关系类别，例

如：饭搭子、上班搭子、溜狗搭子、麻将搭子等。 
二是表示兴趣爱好。该类“X 搭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的认同需求。组成“搭子”的双方往

往拥有着相同的兴趣或爱好或是类似的意愿行为动作。如例句(13)至(14) 

13) ……自从有了社区运动会，喜欢健身的邻居们经常聚在一起比“本事”，还有的成了“运动搭子”，激发了

大家的运动热情。(中国体育报) 

14) ……一种新型的旅行方式——“旅游搭子”正悄然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网络语料\搜狐\Sohu) 

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情感。前两类的“搭子”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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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和社会行为需求，营造了相对和谐的谈话氛围，推动了交际的进行，具有正向情感表达的语用效果。 
三是表示心态情感，比如“摸鱼搭子”“摆烂搭子”。 

15) “摸鱼搭子离职了，我比失恋还痛苦！”(网络语料\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该类“X 搭子”具有幽默反讽的语用效果，制造出了一种诙谐的幽默感，反映了部分青年群体的社

会心态以及对功利化社交的戏谑抵抗。 
四是表示身份归属，比如“单身搭子”“美女搭子”“大学生搭子”等，这些均代表对某种身份或属

性的归类。该类“X 搭子”具有叙述评价的语用效果，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无形地把自己划归到某一

特征类别，表达了该类人群对该群体的归属和认同。 
从以上对“X 搭子”的语用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社交需求和语言自身强大的内生力赋予了

“X 搭子”持久的生命力和演进的强大动能，构成“X 搭子”的语言成分也会越来越多元化。 

4.2. “X 搭子”的语用规范 

语言潜显理论出现后，人们的语言规范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为超前的预测观取代了滞后

的追认观，免除了语言规范工作中出现的尴尬局面，而且人们在注意语言的显性状态的同时也开始注意

语言的潜性状态，注意开发潜语言在语言规范中的作用[9]。但就目前而言，笔者通过检索《现代汉语词

典》(第 7 版)发现“搭子”并没有收录在其中。尽管在其他的词典上存在“搭子”的相关记载，但从严格

意义上讲，“搭子”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能视为词语。所以在使用和预测今后的“X 搭子”潜词时需

要特别注意语言和语用的规范性。 

5. 结论 

“X 搭子”作为一个新兴词语，在网络上经过发酵式扩散和使用，迅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X 搭

子”这一结构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人们社会交际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系统内部自身的发

展规律。本文从外部需求和内部语言规律两个层面对“X 搭子”进行了阐释，并且从语用角度简要地分

析了“X 搭子”的语用类别和语用效果。“X 搭子”具有生动形象，运用灵活和促进交流，调节气氛等较

为积极的语用效果，也具有幽默反讽的效果，还能表达对群体的归属和认同。同时，“X 搭子”的流行

也表现出了汉语强大的生命力和能产性，这也是对传统语言形式的一种丰富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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