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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能 V  % ( ' ) )  N ”+预期的偏离
□ 杨 洋

摘 要 ：“可 能 （了（个 ）假 N”从 年 初 开 始 被 广 泛 使 用 ，并 且 于 春 节 期 间 在 网 络 上 高 频 出 现 。本 文 从 分 析 进 入 构 式 的  

N的 条 件 入 手 ，在 大 量 用 例 中 归 纳 出 偏 离 预 期 的 构 式 意 义 。

关 键 词 ：可 能 （了（个 ）假 N ;构 式 ；预期

今年1月 1 4日开始，网上疯传美国纽约中学的 

一张中文试卷，试卷的难度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试卷上的许多题目就连中国人也不知道答案，美国 

的中文教师竟然给学生出这样的卷子，让无数网友 

惊呼“我可能学了假中文”、“我感觉自己上了十几年 

的假语文课”、“我可能是假中国人”。由于正值春节 

假期，“可能％ 了（个）假 N”中“假”的这一新用法在 

网络上被迅速发酵，我们收集到如下标题的帖子（以 

下例子均来源于网络）*

(1) 我可能来的是假英国

文章介绍作者眼见的遍地中国元素的英国某 

地，没想到自己为体验异域风情跨越万水千山来到 

英国，居然感觉置身自己的国度。

(2) 寻鸡舞龙？！我可能过了一个假年

文章介绍了作者参加的一个由某语言机构外教 

举办的中国新年聚会。在聚会中为了迎合中国鸡年 

主题，外教设计了“寻鸡舞龙”的环节，这种创新出乎 

意料。

(3) 汽修工$我可能回了一个假家，我可能有一 

个假妈

帖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主人公回家过年，因熬 

夜晚起、不做家务、总看手机而被爸妈“嫌弃”，过年 

回家深得妈妈娇惯的憧憬和被要求不能“坐享其成” 

的现实差距巨大。

(4) 我可能拍了假的全家福

这是一个图片帖子，展示了许多特别的家庭合 

影，照片中的孩子多不情愿或被恶搞摆拍，与传统 

“全家福”的正襟危坐形成反差。

(5) 我可能去了假的星巴克，咖F 师竟然是机器

人！

文章指出星巴克的经营理念是通过咖啡增进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但美国加州一咖啡厅竟然用机器 

人代替真正的咖啡师，超乎作者想象，体验很愉快。

(6) 我可能学了假法语

帖子介绍了法语中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突出 

了作者如今所接触到的法语和学习之初理解的法语 

不一样，随着学习的深人作者体会到了法语的玄妙。

新华字典中“假 （ji#)”有一个义项是*不真实 

的，不是本来的，与“真”相对，如假山、假话。示例⑴ 

-(6)中“假”的用法与此义项的关系最近，但新用法 

中的“假”不与“真”相对，而与预期中“真正的”、“标 

准的”、“最好的”相对。可以说，在语用层面，“可能％ 

了（个)假N”这个构式中的“假”并非“不真”，而是对 

预期的偏离。该构式用于抒发对偏离预期的慨叹。

语法上，不是所有名词都可以进人“可能％了 

(个)假N”这一构式。上述示例中的名词应该是具有 

描绘性特征的名词，以（1)为例，通常意义中的英国 

是具有英伦风、遍布英国元素的，但说话人所经历的 

事实并非如此，与预期（名词的描绘性特征）不相符 

合。这种情况下“可能％ 了（个)假 N”表达了现实与 

原有预期的偏离。名词的描绘性不够集中的情况下， 

需要语境对名词的描述性特征进行选择和明确，即： 

要通过语境把说话人的预期交待给听话人。与（1) 

相对的（5)(6)二例中的名词的描绘性特征不够集 

中，因此在文章中需要交代一些背景内容，即将进人 

该结构的名词的特征统一固化为所需要的方面，（5) 

中对星巴克提倡人际交流的经营理念和（6)法语高 

贵、浪漫的特征是对“星巴克”和“法语”不集中特性 

的统一。听话人与说话人认可相同预期的情况下， 

这一构式的表达就顺利实现了。“我可能买了个假 

货”中的“货”因为缺少说、听双方共知的描绘性特 

征，没有“约定”双方认可的某个预期，而不能激发 

“可能％ 了（个)假N”的构式意义。

“假”的新用法兴起于电子竞技圈。玩 CSGO的 

队员们喜欢喝酒，发挥不好的时候，就把责任归于 

酒：“我可能是喝了假酒。”“假酒害人啊！”……后 

来，有学生借此用法推卸考试失利的责任*&我可能 

复习了假书。” （下转第 8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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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里…… 一派黄澄澄的诱惑。(戎方跃《帮人 

也是帮己》）

以上事实表明，凡用“黄澄澄”的语境均可换用 

“黄橙橙”。二者的语义、语法功能没有差别。因此， 

以上语境中的“黄橙橙”，就是“黄澄澄”的变体。这 

种 改 变 ，源 自 作 者 对 “澄澄”读音的判定即 

“Ch6ngCh#ng”，从而选择了更为熟悉的书写形式“橙 

橙”。而且，文献中并不见“橙橙”单独以词的身份进 

人到语用当中。“橙橙”不可能由“橙”字经重叠发展 

成词。不仅“黄澄澄”与“黄橙橙”如此，其他相关类 

词也有这种用法：

(14) 两株很大的海裳树……结着红澄澄的果 

M 。（魏巍《东方》）

(15) 红橙橙的西红柿，已经成为我们..最常

用的菜蔬了。（姜德华《看戏赘语（续）》）

汉语中，像“澄澄”与“橙橙”这种语用现象并不 

鲜见。汪维辉(2016)在讨论词汇替换中旧词的变形 

保存问题时指出：“有些旧词会‘变形保存’，也就是 

改变了写法甚至读音，变成了另外一个字。”新的书 

写形式“黄橙橙”能否最终取代“黄澄澄”，以表达“金 

黄色或橙黄色”义，我们拭目以待。

综上，汉语中，伴随着ABB式形容词在唐宋时 

期的发展成熟，“颜色词+澄澄”构词模式应运而生。 

受此构词模式的类推影响，“黄澄澄” 一词首见于明

代文献。明清时期其语用范围限于修饰金属物质的 

澄澈光亮。现代汉语中，“黄澄澄”使用广泛，可状写 

各类事物。“澄澄”词义不断虚化，主要作为叠音后 

缀加强“黄澄澄”表示颜色的程度。随着“黄澄澄”构 

词理据的逐渐模糊，新的书写形式“黄橙橙”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黄橙橙”已拉开替换“黄澄澄”的序幕。 

当然，二者能否完成替换，何时完成，仍取决于其“约 

定俗成”性。同时，“黄澄澄”的发展源流已明示其读 

音--- hu%n$che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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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8 9 页）“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我可能学 

了假学问。”……再掀起小高潮的是一个网友用特 

别的画风调侃自己在西安旅游时“可能看到了假兵 

马俑”。直到这个春节“可能$ 了（个)假N”因为美国 

中学的一张中文试卷流行起来：觉得睡不够的人说 

“我可能睡了假觉”，抱怨年终奖少的人说“我可能领 

了假的年终奖”，对男友不满意的人说“我可能交了 

假男朋友”，更有甚者慨叹“我可能过的是假人生。”、 

“我可能是个假人。”（在“$ 的 N#是未完结状态，或 

者 $是判断动词时构式略有不同）。这些用法都是对 

现状没有达到预期的一种调侃。

从推卸责任到找借口，再到自黑，这一用法的重 

点不在讨论N 的真伪，更像是通过彼N 的 “好、标 

准、有创意”来反衬此N 的“不尽如人意、不是最好 

的”的预期偏离，这是人们以自黑的方式排遣压力的

话语探索，是一种新的吐槽文化，属于“反话正说”， 

把不易于表达的内容“义正辞严”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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