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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构式语法角度探讨新兴构式“包X的”，根据“包”的不同义项将“包X的”构式分成四类进行讨

论，对该构式的构造与特征、发展演变及功能、使用语境、形成机制与动因进行分析。作为新兴网络流

行语，“包X的”多用于口头语及网络中，其构式义分别为施加义、时间或空间的限制义、强调义和情感

突出义以及承诺义，强调义是贯穿四种构式的基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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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Bao X 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
ma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Bao”, the structure of “Bao X De” i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or discussion. The article presents its own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functions, usage context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of 
this structure. As an emerging Internet buzzword, “Bao X De” is mostly used in collolanguage and 
on the Internet. Its structural meanings are respectively the additive meaning, the restrictive mean-
ing of time or space, the emphasis meaning, the emotional highlighting meaning and the commit-
ment meaning. The emphasis meaning is the basic meaning running through the four structural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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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 X 的”是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一种常见的口语表达式，如“包破防的”、“包开心的”、“包

爽的”、“包哭的”等，例如： 

【1】笑不活了，王爷前一秒还笃定自己就是眉林的首选，结果眉林转头就选了越秦公子，王爷包破防的！(微博

2025-01-04) 

【2】新年收到的礼物，包开心的。(微博 2025-02-04) 

【3】既然难看那就来看白色橄榄树吧陈哲远李瓒包哭的。(微博 2025-02-18) 

上述例子中，“包 X 的”带有保证义，例【3】中“包哭的”意思是两位演员的表演保证让观众感动

到哭泣，但是“包 X 的”又不完全等同于“保证 X”，使严肃的程度降低，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如例

【1】中的“包破防的”语义除了王爷保证会心理崩溃，还带有委婉义和一定的调侃义。 
根据 Goldberg (1995) [1]的理论可知，构式义本身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这些语法意义无法直接通

过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从“包 X 的”的组成成分来看，动词“包”以及助词“的”，本身不带有强调

和主观评价的意义，但在上述例子中，“包 X 的”能够表示说话者向听话者保证某人或某物能够让听话

者本人或与听话者相关的事物达到的效果，其中带有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义以及情感表达义等意义，这些

意义无法从其组成成分直接推导出来。 
因此，“包 X 的”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典型“构式”。这种“包 X 的”表达式在口语中经常使用，

但是以往学界对其关注并不多。该构式以极强的能产性和灵活性在短时间内流行于各大网络平台及现实

生活，具备探讨和研究的价值。本文拟从构造特征、发展演化及功能、使用语境及相关构式的比较以及

构式形成的机制与动因对该构式进行分析。  

2. 构式的构造与特征 

学界根据构件的成分将构式分为由实体成分构成的实体构式；由变式构成的图式构式以及由常项和

变项共同构成的半图式构式[2]。与组成成分单一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实体构式不同(Fillmore, 1988) [3]，
“包 X 的”是一个由常项“包……的”和变项“X”构成的半图式构式，具有能产性强和半开放性质的

特点。学界已有较多对于半图式构式的研究，但施春宏指出，由于半图式构式同时包含常项和变项，因

而在构式网络中的联结关系和方式都较为特殊[4]，因此对新兴半图式构式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接下来

将从“包”的性质、“X”的特征、“的”特征以及构件之间的关系四部分进行论述。 

2.1. 包的性质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对“包”的释义有：❶用纸、布或其他薄片把东西裹起来：包书、包饺

子。❷担保：包你没错儿、包你满意。❸把整个任务承担下来，负责完成：包教包会。❹约定专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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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包场。本文将不同意义的“包”分为包 1、包 2、包 3 和包 4，四种不同意义的“包”均可以进入“包

X 的”结构中，但其表示的含义大不相同。例如： 

【4】他再三的求我，給他辦這包果子的事情。(郑永邦、吴启太《官话指南》) 

【5】恭喜庄筱婷、林栋哲同学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交给我，包放心的！(微博 2024-11-12) 

【6】请组织放心！你们的 14 天安利计划写的内容已经转交给蔡蔡……交给我请放心包完成的。(微博 2024-10-

14) 

【7】那天坐的是我们正经理的车。今天这辆马车，是我包月的车。(蔡友梅《势力鬼》) 

上述几种“包 X 的”表达不同的含义，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其中网络流行最广、能产性最高以及

使用频率最高的属包 2，其 X 覆盖面积极广，不仅包括词、短语，还包括句子，接下来将从“X”的性质

角度进行分析。 

2.2. “X”的性质 

【8】都来试试蒸菜一锅出，包好吃的！(微博 2024-10-27) 

【9】包不关你事的，不要对别人的嘴有太多的占有欲。(哔哩哔哩 2024-8-31) 

例句中，说话者使用了“包好吃的”来强调“蒸菜”的好吃，带有说话者明显且强烈的情感倾向，即

对“蒸菜”的正面评价，以及出于自身对其的正向情感而向话语交际对象保证。例【9】中的“包不关你

事的”，也突出了话题焦点“不关你事”，凸显说话者明显强烈的负向情感色彩。如上所述，其所表达的

意义无法完全由形式或已有的构式推知，符合陆俭明(2016) [5]提出的“不可预测性”。 
结合本文的考察，包 1、包 4 的用法较为简单，使用较为固化，X 的组成成分较为单一，多是表示物

体名称的名词或表示时间、处所的名词。因此本文在包 1、包 4 的“X”构造部分不做专门讨论，主要以

包 2、包 3 为主。 

2.2.1. “X”为名词 
当“X”为名词时，“包 X 的”的情况有两种，分别是表示“担保”、“负责完成”两种意思，在该

构式中有名词活用或者省略的用法。 

【10】丁程鑫直播涨了 10 万粉，包火的。(微博 2024-11-16) 

【11】包水的呀，简直是泛商科水课结合…… (微博 2024-11-17) 

【12】这热搜真没必要，美国还有女篮包金的，别太上纲上线了…… (微博 2024-8-11) 

【13】刘耀文玩狼人杀的时候就说了个他包狼的呀。(微博 2024-3-21) 

前两例是包 2“担保”、“一定”的意思。“包火的”、“包水的”中“X”的词性为名词，然而其

表达的意义是该词的延伸义，“火”延伸出“变得受欢迎的”的用法、“水”延伸出“水平太差了”的用

法。后两例是包 3“负责完成”的意思。例【12】中“包金的”，“金”是“金牌”的缩写，指的是美国

女篮一定能取得金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包得金牌的”。例【13】中“包狼的”指的是游戏中的一定担

任某种角色，“包狼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包是狼的”。 
如上所述，构式中当“X”为名词时，其构式义对词汇义起压制作用，构式义占优势，消除两者冲突

(李勇忠，2004) [6]，因此该名词语义采用其延伸后的形容词语义或是语义扩展为谓词短语再进入该构式。 

2.2.2. “X”为形容词 
大部分性质形容词可以用于该构式，但是状态形容词在该构式中的使用还不普及，例如：“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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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但是“包雪白的”就不能说。 

【14】一进入拍摄，反差感包大的。(微博 2024-10-22) 

【15】全世界，请预约我们迪丽热巴古装大美人的慕胥辞……包漂亮的包好看的。(微博 2024-10-14) 

【16】宝宝你放心，包丑陋的。(微博 2024-10-14) 

为研究不同形容词在该构式中的使用频率，本文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新浪微博网以相应关键词进行相

关搜索，取前 50 条语料统计其相关性，收集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usage frequency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adjective “X” in “Bao X De” 
表 1. “包 X 的”中形容词“X”的使用频率和语义特征 

一般形容词 唯谓形容词 

形容词 X 使用频率 语义特征 形容词 X 使用频率 语义特征 

丑 94% [−期望] 对 90% [+期望] 

美 86% [+期望] 错 38% [−期望] 

远 14% [−期望] 狠 86% [−期望] 

近 40% [+期望] 稳 100% [+期望] 

勇 98% [+期望] 多 50% [+期望] 

怂 74% [−期望] 准 66% [+期望] 

丑陋 4% [−期望] 烦 86% [−期望] 

漂亮 92% [+期望] 害臊 2% [−期望] 

开心 74% [+期望] 带劲 20% [+期望] 

难过 4% [−期望] 可以 42% [+期望] 

 
如表 1 所示，单音节形容词在该构式中使用频率较高，多音节词使用频率较低。能进入该构式的单

音节形容词中，一般形容词和唯谓形容词都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接受程度较高，多音节形容词中，表正

向期望义的形容词明显高于负向期望义的词语，说明正向期望的形容词在该构式中使用频率相对更高，

负向略次。在预料收集中还发现，相比较一般形容词，唯谓形容词能够进入该构式的数量较少。 
根据共时语料分析可得，单音节表正向期望义的形容词更早进入该构式，使用范围更广，随着类推

机制的影响逐步扩展到双音节表正向期望义形容词、单音节表负向期待义形容词，最后扩展到双音节表

负向期望义形容词，如“丑陋”。另外，提及能进入该构式的性质形容词，我们不能不提及和性质形容词

相对应的状态形容词，本文认为，由于“包 X 的”构式本身具有强调义，表一定程度义的加深，因此与

其用法具有相似性状态的形容词无法进入该构式。 

2.2.3. “X”为动词 
结合本文的语料收集和考察，收集到的共计 115 条有关“包 X 的”语料中，有 58 条是“X”为动词

或谓词性短语，占比最高。在网络上使用频率最高，其内容也是其他几类中最丰富的。 
当 X 是动词的时候，可为动作动词，例如：“跑”、“走”等；可为存现动词，例如：“在”、“死”

等；可为心理动词，例如：“爱”、“恨”等；也可为使令动词，例如“让”、“叫”等。 

【17】刚问我弟吃不吃瑞士卷(美团优选有卖，隔天就到我弟秒回：那包吃的呀) (微博 2024-11-16) 

【18】参政院诸公，也未识他如何宣言，有几个包打听的人物……(蔡东藩、许廑父《民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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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讨厌的人走了我也包在的。(微博 2024-10-24) 

根据研究发现，当“X”为心理动词时，使用频率较高，另外，心理动词充当“X”的句子多数情况

是可以扩展的，例如：“包喜欢的”，可以扩展为“包喜欢紫菜的”。虽然“X”可以充当的动词较多，

但也存在不太适用于该构式的动词，即形式动词，例如：“作”、“进行”、“借以”、“招致”等词。

其中一部分的变形形式也可以用于该构式，例如“进行”可以说，“包在进行的”，但是多数形式动词不

能用于该构式。 
综上所述，经语料收集及整理发现，“包 X 的”中“X”以动词和形容词居多。当“X”为名词进入

构式时，一般是该名词的动词或形容词延伸义，亦或是谓词性短语的缺省；当“X”为形容词进入构式时，

大多是性质形容词可以进入该构式，状态形容词无法进入该构式，其演变方向是由表正向期望义的单音

节形容词逐渐发展到表负向期望义的双音节形容词；当“X”为动词时，形式动词无法进入该构式。其中

有一些特殊的数词用法，例如：“包零的”，也有一部分介词短语，例如：“包在此的”。但是该用法由

于其具有的特殊含义，不具有能产性，仅限于数字零和一，其表示特定人群中的专业用语，在此不做讨论。 

2.3. “的”特征 

不同于定语标志“的”，“包 X 的”中“的”作为一个语气词位于构式末尾，使原本的语义表达更

加委婉，也能拉进说话者和交际对象的心理距离，如： 

买家：你们家包邮吗？ 

卖家：包邮。/包邮的。 

其中卖家的两种回复中，语义相同，但语用表达上“包邮的”使话语更加轻松，说话者态度更加诚

恳，再如答语“好”和“好的”对比，后者明显更加亲切、礼貌，Goffman 的礼貌原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

释这一现象，由于后者语素更多，使得语言表达更礼貌[7]。 

该构式中，“的”的使用还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追求新颖表达的心理需求。如： 

这本书保证好看/包好看的书  包好看的 

从认知学角度来说，该构式的使用省略了中心语的结构，符合经济性原则，用最简洁的方式传递最

大的信息量，同时，“的”通过引导定中结构并实现语义抽象从而满足网络语言的简洁性和传播需求。 
从音韵学角度来说，“的”作为轻声词，在结构中承担弱化音节收束功能，例如“包好看的”，“的”

以轻声结束，与前两字的自然重音形成“强-强-弱”节奏对比，避免语句尾音突兀，符合汉语口语的语调

起伏规律。“的”通过轻声特性将修饰语与隐含中心语进行语音粘合，引导听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前半段，

强化“X”的语义焦点，再通过弱化收尾为语义留白。 
学界关于“的”作为语气词的传统用法研究已有很多，如吕叔湘(1980)的《现代汉语八百词》[8]、朱

德熙(1982)的《语法讲义》[9]以及沈家煊(1994)的《语法化研究》[10]都对此做出了详细解释，本文在此

不再赘述。 

2.4. 构件之间的关系 

“包 X 的”结构较为灵活，部件之间的紧密性较弱，作为语义中心的“X”，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

省略的，“包的”作为应答语出现在句尾，这种用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表

强调的口头标记。 

【20】我问长生转给不给我转，他说包的呀，包转我有 1000 块(微博 202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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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朋友：你喜欢妈妈  我：包的(微博 2024-11-16) 

表达的是肯定义的强调，但“包的”使用条件较多，语境依附性强，多出现在话语体中，如果缺乏预

设义，则无法使用。 
“X”可以省略，“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省略，由于“包 X 的”是由“包 X”发展演变而来，

“包你满意”、“包打听”等词已经收录进《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大部分“包 X 的”可以变为

“包 X”，然而其强调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折损，“包 2X 的”带有的夸张义受到一定程度削弱。值得一提

的是，“包 X 的”构式中“的”的省略语义上不发生改变，但是由于“的”语气词的特点，语用表达上

会有一定的偏差。 
同时，“包 X 的”的使用往往伴随一些语气词，如“呀”、“啊”、“呢”等。 

【22】我包无敌的呀。(哔哩哔哩 2024-5-17) 

【23】包打小聪明的啊。(哔哩哔哩 2024-5-6) 

3. 发展演化、功能及使用语境 

3.1. 发展演变 

早在元朝时期“包”就已经出现“保证、担保”的义项，在元朝杂剧、元曲盛行的情况下，在民族融

合的影响下，语音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字在句中使用的频率上升，出现了“包 V 的”的用法，

明清时期也皆有此用法。举例来说： 

【24】要在军前立下包状，你这个油嘴可包的，俺老樊恰包不的。(全元曲《徐征》) 

【25】小道人道：“包你不骂的。”老嬷只得又走将过对门去。(凌鞒踔《二刻拍案惊奇(上)》) 

构式是具有层次性的(郑娟曼，2009) [11]，因此在同一形式下产生的不同构式应该分层以便发现其中

联系、总结其中发展规律。结合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以及对“包”字的追根溯源，发现其义项产生的次

序如图 1： 
 

 
Figure 1.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four meanings of “Bao” 
图 1. “包”四种义项的演变过程 

 
然而，其构式出现的顺序则与之不同，在古代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是“包 2X 的”，其次出现“包 3X

的”、“包 1X 的”和“包 4X 的”，由于名人效应以及求异心理等影响，“包 2X 的”在近年内才展现

其能产性，其构式义的浮现也体现在现代汉语“包 X 的”使用中，与古代汉语“包 X 的”有差异。目前，

“包 2X 的”使用范围还集中在特定人群中，尚未完全普及，综上考虑，依旧以图 1 所示顺序来讨论“包

X 的”的发展。 
构式具有动态浮现性特征(施春宏，2013) [12]，其发展过程具有线性序列特征(蔡淑美，2020) [13]。

构式“包 X 的”具有很强的浮现性。 
以上是“包 X 的”在古代汉语中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现代汉语中，“包 X 的”是由“包 X”发展而

来，结合共时和历时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中“包 X”的普及程度更深，而“包 X 的”目前仅出现在部

分人群中，“包 X”诸如“包邮”、“打包票”这样的词出现时间远早于“包 X 的”，因此“包 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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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包 X”发展而来。 
“包 X 的”较之“包 X”，语义表达更为丰富，更符合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多层次言外之意表达的高

需求，在“包 X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遵循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又出现了“包的”。 

3.2. 功能 

“包 1X 的”普及范围广，大众的接受程度较高，是“包 X 的”构式中较早进入现代汉语使用的那

一类，“包书的”、“包头的”等是语言经济原则下概念转喻(Lakoff, 1987) [14]的结果，用功能指代事物，

减少那些人们难以准确在脑海中浮现其名称的事物。其构式表达的是一种施加在某事物上的作用。 
“包 4X 的”常出现在说话者表达对某种事物在空间或时间的占有义，是其形式义的扩大，也包含了

对时间或空间范围的限制义，举例说明： 
【26】福建的雨真的是包月的，一直下个不停(微博 2024-8-30) 

【27】统计了一下电影包场的(微博 2024-11-4) 

上述两例中分别对时间“月”和空间范围“场”进行了限制，如例【26】是以“月”为计时单位，表

达的是：福建的雨下得很久，将近一个月，如果理解为两个月、三个月则语义不符。同理，例【27】中表

示的是：买下电影院里一场电影在某一展区的全部票，空间范围是电影院的某一展区。在这一用法中，

“包 X 的”并不具备强调义。 
“包 2X 的”中在形式推导的承诺义基础上表示一种强调义，带有说话者的主观评价和隐性的情感表

达，由于其语义演变中“包 2”本身带有“保证、担保”的含义，因此整个构式的语义带有“保证能够达

成某事”，再加上随着原本结构的逐渐简化，“包 X 的”逐渐熟语化，出现可以单独成句的用法。较为

简单的语言结构表达更为复杂的意义再加上“包 2”本身带有的含义，因此该构式带有一定的突出、强调

义，较之“肯定”更加凸显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以及主观态度，带有拉近听话者心理距离的作用。例如： 

去了你会后悔的     去了你肯定后悔      去了你包后悔的 

这部电影好看       这部电影肯定好看    (这部电影)包好看的 

他不行的            他肯定不行          他包不行的 

上述三个例子比较可知，就语义表达上来说，“包 2X 的”表示肯定义，带有强调突出的作用，但比

之“肯定”，“包 2X 的”更突出一种主观表达的含义。由于“包 2X 的”中语用情景一般是说话者本人

想推荐或不推荐某物给对方，其使用该构式的时候隐性地带有移情(Kuno, 1989) [15]，举例说明： 

【28】有老师说饺子就是羊圈国足猫。笑了又哭了，包破防的。(微博 2024-9-29) 

【29】秋天的第一桶聚会桶！茉莉青提上头桶！包好喝的！(哔哩哔哩 2024-8-24) 

“包破防的”说话者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即上文中的评价不好。并且带有很明显的负向情感表达，

即令说话者哭笑不得、心里苦闷不舒服。该语境中“饺子”是说话者的宠物猫，说话者移情猫身上，并通

过该构式将表达的情感义进行加强。下一例中说话者带入听话者的角度，以自身的主观评价以及对该物

品的喜爱情感进行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收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一部分的“包 2X 的”带有夸张义，从而使强调义和自

身情感表达程度提升。 

【30】仗着自己年轻以为自己是铁人，于是两个晚上盖了四千多个章(部分)，干之前：轻而易举的对吗？今天早

上睡醒：包死的老弟(微博 202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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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包死的”是为了宣泄说话者本人的情绪，结合上下文情景表达的是说话者非常累，“死”明

显是夸张化的修辞表述，将作者对盖章这件事的负面情感色彩表达到极致。 
值得指出的是，该夸张化的表达更多集中在负面情感宣泄的语句中，这跟“死”本身的语义色彩有

一定的关系，然后结合语料，当“X”为句子的时候，共计 10 个语料中有 6 例都是表达消极义情感色彩，

2 例表达中性语义情感色彩，这表明与“X”为形容词时该构式的演变过程相冲突，当“X”为句子时，

使用频率更高、使用范围更广的是表示消极情感色彩的句子。 
“包 3X 的”承诺义在“包 3X 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其主观评价义一定程度上削弱，例如： 

【31】包供暖的，公寓的住户都是冬天穿短袖(BCC 语料库) 

由“包的”发展到“包 X 的”，说话者的情感表达是由带有一定施加义的客观陈述演变到带有主观

评价义、强调义以及承诺义的主观情感表达，在该过程中陈述真实性降低，夸张义浮现。在此基础上夸

张义消退，承诺义进一步增强，客观陈述性增强。 

3.3. 构式的使用语境 

“包 X 的”使用的语义前提为：对所谈论的话题焦点，说话者预设自己较听话者更为熟悉。因此在

使用中双方的信息未达成这一前提就会产生心理冲突。如话语交际对象 B 本身是某一领域较为资深的学

者，发出类似调侃的“论文怎么写啊？很那啊”。说话者 A 本身是某一领域的门外汉，A 接受到 B 传递

的信息后预设 B 在这一领域不如自己熟悉，于是使用该构式，“包会写的”随之细致讲解每一步该如何

做。这就违背了语义前提，两者就会产生心理冲突。 
另外，该构式的语用主要集中在口头语中，单句“包 X 的”使用如果无话题焦点则必须依靠前后文

语境。目前，也有一定数量的视频发布者在标题上使用该构式，隐藏话题焦点单独使用“包 X 的”其语

用目的是吸引阅读者的兴趣，从而提高浏览量。 
该构式目前还属于新兴流行语，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用于口语或较为轻松的场合，目前还未步入

正式语体中，未来随着使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存在进入正式语的可能性。 

4. 构式形成的机制与动因 

4.1. 形成机制 

“包 X 的”构式的形成得益于类推机制、概念转喻以及语法动态性的作用。“包 X 的”是由“包”

义项范围扩大而延伸出四种构式。诸如“X”为形容词的发展，可明显看出，“包 X 的”最开始带入那类

表某种正向情感色彩的词，随后在类推作用的影响下，逐渐向表负面情感色彩的词发展。 
结合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手段，不难发现无论是“包”义项的演变还是“包 X 的”构式的发展，都能

体现出词在句法层面上会产出词汇层面未规定的性质，即语法动态性的作用(郭锐，2004) [16]。在“包 1X
的”和“包 4X 的”的形成过程中，Lackoff 的概念转喻理论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发展和产生也符合人类

的认知规律，是语用因素结构化的结果。 

4.2. 形成动因 

“包 X 的”原是方言用法，出现于福建北部、江苏、湖南等地，在闽北方言中，如打麻将时会说“这

把包赢的”，“今天包去的”等，这一用法近几年之前还处于区域性语言。 
提及“包的”、“包 X 的”近年来在网络上的广受流行，源于新型互联网娱乐方式——直播的出现，

该构式出现在一档以游戏为直播内容的节目中，因其节目中主播对该构式的使用频率升高，被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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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追根溯源，该主播的家乡是湖南邵阳，而“包 X 的”用法也正是湖南等地一直以来的用法。 
正是因为“包 X 的”在部分地区已有该用法，部分观看该节目的人群对其接受程度高，另一部分观

看该节目的人群由于求异等心理去使用，流行于该特定群体，在互联网的传播下，其他未观看该节目的

人群处于追求潮流的心理也进行使用，进一步扩大了该构式的传播范围，因该构式所具备的突出情感表

达义和其使用的简单性，其用法引起大量年轻人的效仿，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和传播力。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表达式“包 X 的”，将其按照“包”义项的不同分为四类进行讨论，

构式义分别为施加义、时间或空间的限制义、强调义和情感突出义以及承诺义，本文从发展演变、功能、

使用语境、形成机制及动因等方面对该构式进行分析。另外，“包 X 的”也作为一种立场表达语，是一

种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承诺，带有说话者明确的情感倾向，是一种认识情态用法。 
“包 X 的”作为一种新兴的半图式构式，多用于口头语及网络中，富有表现力、能产力，表达较为

新颖，使用群体多为年轻人，在求异心理、从众心理等影响下，促使这一用法越发广泛。目前该用法尚

出现在非正式的场合和语境中，但未来是否能进入正式语体中，还有待时间验证，不可否认的是，该构

式的表现形式仍有越发丰富化的趋势，若是该构式能够随着使用频率的上升和适用范围的扩大从而出现

在正式语体中，便可追踪该构式在新闻、学术文本中的渗透轨迹，从而对网络语官方化的领域做出一定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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