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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可能x 了假 x ”是 201 7年初出现的新的网络流行语。文章在构式语法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流 

行语的结构类型、语义内涵、构式理据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我可能x 了假 x ”；框式结构 ；语义；构式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7)02—0054-04 

2017年伊始，“我可能 x1了假 X2”通过微信、 

QQ等网络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成为新年首个网络 

流行用语 (这一说法源自华龙网2017年 1月22日转 

引自新华网一篇题为 “‘我可能是假的’成新年首个网 

络流行语 咋火起来的”的报道)。根据报道内容，这 

句话的来源有两种：一种说法是源于央视网的消息， 

即 “据俄官方通报，伊尔库茨克市不法商家利用含有 

酒精的个人洗涤用品，制成假酒饮料并销售，导致该 

市 100多人中毒，其中死亡人数22日已升至72人”。 

于是，“我可能喝了假酒”由此产生。另一种说法来自 

于电竞圈。即一起打游戏的队员，在发挥不好或者游 

戏失败时，用 “我可能喝了假酒”来调侃 自己，或者 

为自己开脱。并由此延伸进入各行业和人群，衍生出 

更多的 “我可能 x1了假 x2”结构。如：我可能拿到 

了假试卷、我可能长了假脑子、我可能上了假大学、 

我可能招了一批假高材生、我可能领了假年终奖、我 

可能交了个假男朋友、我可能买了台假劳斯莱斯、我 

可能看了假 《蝙蝠侠》、我可能看了场假直播、我可能 

遇到了假司机。(上述语料来源于百度网络热搜) 
一

、 结构类型 

邵敬敏 (1994)指出：“在口语交际中，常常有这 

样一类语句，功能多样，使用广泛，它们的含义往往 

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换句 

话说，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隐藏在 

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有的已经格式化了， 

即变换成分有固定的位置。其特点是范围比较宽泛， 

更加依赖语境的制约。 ”我们发现 “我可能 X 了假 

x2”正是此类 。 

邵敬敏 (2008)正式提出 “框式结构”这一术语。 

所谓框式结构，指前后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 

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 

义和特定的语法功能，如果去除其中一个，该结构便 

会散架；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 

可以了 。根据这一术语，针对网络社交媒体上出现 

的这一结构的相关语料进行分析之后，并对比“x奴” 

“舌尖上的 x”等词汇和短语层面的框填式结构，文 

章认为 “我可能 X 了假 x2”这一网络流行语属于句 

式层面的框填式结构。 

根据对语料的观察，这一结构中，“可能”之后的 

填充词基本为动词，包括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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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单音节动词占据主要比例。由于这一结构的强 

复制性，难以对语料加以穷尽统计。就本文所涉及的 

语料以及笔者针对网络搜索到的语料而言，单音节动 

词占主要比例。究其原因，就这一结构而言，“x，” 

后带有 “了”字，“Xl+了”构成了形式上的双音节音 

段。从音律上来说，汉语语音链上两字一顿的双音节 

音段成了汉语节奏的主要倾向。汉语词的双音化，既 

显示了音节节奏整齐化，也符合语言实际要求经济的 

原则以及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因此，在 “我可能 x 

了假x2”结构中，xl主要为单音节动词。 

除了 “我可能 Xl了假 X2”之外，有的语料中主 

语为复数第一人称 “我们”，也有的语料中在 “x ” 

前面带有量词 “个～‘台”“批”等。如：我可能交了 

个假男朋友、我可能买了台假车、我可能招了批假高 

材生等等。另有些语料，结构并不严格对应 “我可能 

x 了假 X2”，比如在 “可能”前有副词出现，如：我 

以前可能遇到的是假老师。或将 “可能”提至主语之 

前，如：那可能是我们看了太多假演技。也有的语料 

将 “x ”置于 “可能”之前，如：我浏览的可能是家 

假上市银行。但上述语料仍能改写为“我可能x1了假 

x：”这一形式，且未改变句子的隐含意义，也不影响 

我们对句子的理解，因此仍纳入语料考察范围内 (下 

文举例将不在赘述结构问题)，并将这一结构形式提取 

为 “我可能 X1了假 X2”。此外，“假”后的填充词基 

本为名词，因此，这一结构也可提取为 “我可能 V了 

假 N”。 

二、语义解读 

在这一结构中，“可能”用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前， 

词性为助动词，“表示估计、猜测，不很确定”。“假”， 

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在此结构中的意思跟 “真”相 

对，表示 “不真实的，伪造的 ”。“了”，为助词，用 

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如果动词有宾语， 

“了”用在宾语前“ 。因此，从字面的意思解读，x1 

所代表的动作已经完成，这一句式是对已经发生并完 

结的事情的描述，是对 “假”后面的x：的真实性产生 

怀疑。例如： 

(1)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一试卷内容不 

属于当前要考的科目内容。 

(2)我可能复习了假书。 一所复习的书本 

内容是错误的或者不是所学内容。 

(3)我--T~g上了假大学。 一大学不是教育 

部权威公布的正规高校。 

但是，根据这个结构的使用语境，这些例句中的 

“试卷”“书”“大学”都是真实的。试卷当然是考试 

科目所用的试卷，而且句中的 “我”也确实参加了考 

试。这句话的真实目的是要表达对于试题不会做导致 

考试考不好的一种自嘲。例 (2)中的书本也不存在错 

误的可能，所复习的内容也是已经学过并需要重新温 

习的。这句话的真实意图是要表达没有达到复习的效 

果或目的，因而影响考试结果。例 (3)中，现实社会 

中，确实有假大学的存在。但是在这一结构的使用环 

境中，则不是说这个大学非教育部正规高校，而是面 

对考试结果不理想的一种自嘲。 

由于这一句式的出现正值学生期末考试，大学生 

对于新鲜事物的接纳和使用是敏锐和灵活的，微信等 

自媒体的便捷更助推这一表达快速广泛的传播。如上 

述语料中，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我可能划了假重点、 

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我可能长了假脑子、我可能上了 

假大学等涉及到考试的句子迅速出现在网络媒体，从 

而延伸至更多行业。而这些句子的真实语义并不是对 

试卷、重点、脑子、大学等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试卷 

是真实的也是正确的，重点也在书本中，脑子也是正 

常存在的，所在的大学也是真实的。句子要表达的真 

实意图是对考试结果不理想或不在预期之内的一种 自 

嘲、调侃。 

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I 

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措试结果不理想，出乎预期，自我调侃。 

我可能上了假大学。 I 
一 

再如： 

(4)我可能是个假司机。(源自百度搜索) 

语义解读：这句话的使用背景是网络上的一组技 

术高超的停车画面，司机以很快的速度，将车准确停 

进狭下的车位，由此网民调侃自己的开车技术，而并 

非字面意义上的没有驾照的司机。 

(5)我可能遇到了假东莞。(源自 “东莞时 

间网”) 

语义解读：这句话是 “东莞时间网”上 2017年 2 

月22日的一则文章标题。广东省东莞市曾经因为“黄 

色”产业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城市印象。随着国家和政 

府对城市的支持和治理，城市的形象正在逐步发生改 

变，机器人产业链条初步形成，民营经济迅速崛起， 

保持了良好的城市生态底本。这篇文章套用当时流行 

的网络句式，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对东莞的城市形象 

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从用意上看，这一例句的 

使用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东莞的固有印象，达到让大众 

重新认识的作用。但是，从说话人自身的角度，我们 

仍可以解读为说话人自嘲式的无奈申辩。 

(6)我以前遇到的可能是假老师。(源自华 

龙网) 

语义解读：这一语料源自华龙网2017年 2月 13 

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网友针对网上刊出的重庆一位 

高中教师的公开信作出的评论。全信以俏皮可爱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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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轻松诙谐的方式，引用许多网络流行语言，通知 

学生开学以及开学后的各注意事项 。不仅拉进了师生 

的距离，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由此引发了网友关注。 

这一评论的真实用意是对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的 
一 种调侃。(这句话也可变化为 “我以前可能遇到了假 

老师”，语义上并未发生改变。因此仍纳入这一结构。) 

(7)我可能娶了个假媳妇儿。(源自 “搜狐 

新 闻”) 

语义解读：这句话来源于搜狐网页母婴栏刊出的 

演员孙茜的微信截图。句子是她的丈夫蔡远航的评论。 

原因是孙茜忘记了丈夫的生 日，反而是网友给了她提 

醒才想起来。因此蔡远航套用这个句式调侃妻子不记 

得 自己的生日。 

(8)我可能看了假片 (电视剧 )。(源于 “北 

青网”) 

语义解读：这句话源于北青网发布于 2017年 2 

月 7日的一则娱乐新闻。具体内容是一组电视剧的穿 

帮镜头画面，其真实的表达意图是要嘲讽电视剧制作 

的粗糙。 

(9)我可能过了个假年 (春节)。(源于百 

度网络搜索 ) 

语义解读：关于这一句话，百度网络上出现了不 

同的使用背景。如：一个红包也没有，我可能过了个 

假年。／我一定过得是假年，别人过年收的是红包，而 

我收的是文字。在这一的语境下，这句话的真实意图 

是对没有在春节期间收到红包、压岁钱的调侃。 

(1 0)我可能买了假股票。(源自 “网易财 

经 ”) 

语义解读：这句话源 自网易财经 2017年 1月 13 

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一位网民的文章，真实用意是 

吐槽 自己精心挑选的股票涨势不佳，自己不看好的股 

票却一直飙涨。 

综合上述分析，“我可能x 了假 x：”这一结构中， 

主语为第一人称 “我”，因此，是动作行为 “X ”的 

关联者。该结构所要表达的真实语义不是对 “假”后 

面的 “x2”的真实性的否定，而是说话人从自身角度 

出发，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或已经出现的结果的一种主 

观性的 白嘲、申辩、讽刺。 

三、构式理据 

Goldberg对 “构式”的定义是：“C是一个构式， 

当且仅当 c是一个形式一意义的配对<Fi，Si>，且 c 

的形式 (Fi)或意义 (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的组 

成成分或其它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 ’ 

其基本观点是语素、词、词汇、小句甚至语篇，均是 

独立的意义结构，称之为构式。根据对上述语料的语 

义解读，这一结构的意义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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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真实语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的词语意义及词语 

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根据这一定义及上述语义解读， 

我们判断这一网络流行语为构式。 

其次，本文认为，“我可能 x。了假 x2”是一种反 

预期信息表达。构式可以否定预设，当构式中的 xz 

不符合说话人认知中对x 的主观预期时，构式“我可 

能 x1了假 x2”通过否定 x2表明 X2是与说话人的主 

观预期相悖的，进而表达了说话人对 X2的主观评价。 

如在 “我可能拿了假试卷”中，人们对试卷应有的主 

观预期必然是试卷答题正确率高，取得高分。而事实 

情况则是试卷成绩不理想，没有达到主观愿望或主观 

预期，于是用 “假”来否定试卷的真实性，为自己寻 

找没有好好学习的理由，达到 白嘲的目的。再如，“我 

可能过了个假年”。按照中国农历新年传统，长辈会给 

孩子包红包发压岁钱。“年”当然是真实的，但却没有 

得到预期中红包，用 “假”字来否定春节，表明违反 

了自己的预期。 

最后，从情感语气来说，“我可能xl了假x2”这 
一

构式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在表达说话人的态度观 

点时，因语境不同带有 自嘲、讽刺的情感语气。从 自 

嘲的角度来说，这一构式是对负面情绪的委婉表达 ， 

传递的是说话者趋于正面的积极心态。从讽刺的角度 

来说，对事件的委婉批评也降低了直接表达在言语交 

际中对礼貌原则的违反程度，同时也达到了一定的幽 

默效果。例如： 

(11)我可能是个假中国人!(源自搜狐网 

页 ) 

解读：这一语料源于搜狐教育网页 2017年 1月 

17目的一则新闻标题，是网友针对网上出现的一份美 

国纽约市一所高中的中文期末考试试卷给出的评论。 

原因是这份试卷的内容让中国的学生难以轻松作答， 

有网友评论 “颜面尽失”，是个假中国人。这句话的真 

实语义是对自身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己现有和应有的 

学识水平的一种嘲讽。 

(12)敬业演员成清流?那可能是我们看了 

太多假演技。(源自腾讯新闻) 

解读：这一语料源 白腾讯新闻娱乐版块 2017年 3 

月 15日的一则新闻标题。演艺圈里演员演技在线且无 

绯闻、电视剧没有高片酬演员、拍戏不抠图。老戏骨 

加盟综艺等现象被视为“清流”。这些本应该是演艺行 

业应该有的正常现象，却被视为少见的“清流”，因此， 

网友用这一句话来讽刺演艺圈中与上述现象相反的乱 

象。 

结语 

网络流行语属于一种强势模因，具有复制性强、 

易传播的特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便捷使用更助 



推了流行语的传播速度。“我可能 X 了假 X2” 这一 

构式可以结合各种情境、职业和角色来具体表达，勾 

连起整个行业、群体的“趣味认同”，也反映出一定的 

社会热点和从众心态，归属于当前时代下的人们热衷 

的一种吐槽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断出现的新 

的流行语正是对社会文化的直观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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