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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依托于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日益显著，

微博、微信、贴吧等媒介的广泛使用催生了诸多新词与新表达式，“X到我了”构式在

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但伴随着它在网络上的高频使用，乱用、误用现象也不断增多，

这说明网民对该构式意义和用法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因此，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于语言事实，运用语义功能语法、构式语法等相关理论，采用多种分析方法，从句

法、语义、语用、形成机制和流行动因等方面对“X到我了”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研究对象和选题

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使用情况等。

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内容。第一章考察了“X到我了”

的构成与句法分布情况。首先对变项“X”的音节、词性进行了统计说明，又对常项“到”

的词性、“了”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到”在此构式中仍做动词使用，“了”位于句末，

具有完句功能。在句法功能上，“X到我了”独立成句或位于句末，在句子中充当谓语、

补语，且做谓语时前边主语有不同的类型。位于句末的“X到我了”常有副词、语气词

与之共现，这些共现成分都起了加重语气、凸显言者主观性的作用。第二章对“X到我

了”进行语义考察，先分析了其构成成分的语义，后总结了该构式的构式义和语义模式。

“X”为感受义和评价义；“到”仍具有明显的结果义；“我”在构式中为感事。基于

构成成分的语义及其结构关系，将“X到我了”的构式义概括为“说话人受到某人、某

事、某物的刺激或影响，产生了某种感受性的主观评价”。之后从构式义中总结出该构

式的抽象语义模式为“使动感知型”，即“使我觉得/感到 X”。第三章是对“X到我

了”的语用分析，从适用语境、语用功能和语用特点三方面进行考察。该构式多用于评

价性语境，用于主观表达语体，具有主观性的语用特点，焦点凸显功能和立场表达功能

较为突出。通过语感调查后发现，“X到我了”构式的使用者还具有年轻化和女性化倾

向。第四章探讨了“X到我了”的形成机制和流行动因。“X到我了”主要是由“V到

我了”类推而来，部分用例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隐喻机制。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流行既有

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和模因论的驱动，又有互联网的推动和大众心理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结语，概括总结了全文内容和主要结论，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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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语料未能及时整理分析，“X到我了”构式后续的演化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等。

关键词：“X到我了”，句法功能，构式义，语用特点，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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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一）研究对象

近几年，“惊艳到我了”“萌到我了”“帅到我了”这样的说法在微博、微信、抖

音类短视频平台中多以微博文案、评论、弹幕的形式传播，其出现频率较高，能产性和

可类推性较强，我们概括为“X到我了”构式，并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它主要体

现了言者对某一话题、某一具体事件或者电视剧、综艺的情节、人物、妆造等方面的评

价、看法或感受，是网友抒发情感、强调内心感受的一种主观表达式。如：

（1）这个问题真的难到我了。（BCC 语料库）

（2）一般我都不看这类节目的，不过这个真的感动到我了。（BCC 语料库）

（3）最近都没有心情实施我的马甲线计划，也没有减肥的想法，今天看见一个很

优秀的小姐姐 keep 运动 500 多天，秀到我了！（微博，2022-03-26）

以上三例中的“难到我了”“感动到我了”“秀到我了”均是言者的主观表达，例

（1）（3）的“难到我了”“秀到我了”分别是对“这个问题”和事件“小姐姐 keep

运动 500多天”的主观评价，例（2）中的“感动到我了”直观地表达了言者对这类节

目的内心感受。由此可见，后起的“X到我了”构式与现代汉语中原有的“V到我了”

格式不同，不再单纯表示“某一动作使‘我’产生了某种结果”，而是表示“某人、某

事、某物使‘我’产生了主观评价或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到”后成分大多是第一人称“我”，其余的还有第二人称“你”、

第三人称“他、她”、复数义人称代词“你们、她们、他们”和个别表人名词，但因为

其他人称进入此构式后，没有“我”进入构式后的使用频率高，也没有“我”进入构式

后所表达的主观性强，所以我们以第一人称“我”为代表，把该构式记作“X到我了”。

且“X到我了”表义独特，相关研究也很少，描写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我们以此作为

本文的研究对象，将运用语义功能语法、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理论，从句法、

语义、语用、认知机制等方面，对“X到我了”构式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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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信息层出不穷，网络媒体使得信息的更新速度、传播速度逐

渐加快，催生了一些网络新词语和新结构式，“X到我了”构式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我们选择“X到我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有利于促进“X到我了”的本体研究，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此构式。“X到我

了”作为一个不同于常规搭配的构式，虽然目前有了一定的使用频率，但意义尚有些

模糊，用法也不是很清楚，且前人对“X到我了”的研究不够充分，所以有必要对该

构式的意义及用法进一步描写与阐释。

2. 有助于规范化地使用这一构式，减少乱用、误用现象的发生。因为“X到我了”

的意义和用法尚不明确，网民对其产生原因和影响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一构

式发表看法或进行交流时很容易混淆其意义，出现乱用、误用的现象。

3. 对于现代汉语研究者和汉语学习者而言，可以帮助他们厘清“X到我了”与现

代汉语中原有格式“V到我了”的差异。我们希望此次对比分析能为对外汉语教学提

供一些参考，为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X到我了”提供一些帮助。

二、研究现状

（一）构式语法理论研究

构式语法是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的一种语法理论，是适应几乎整个语言门类

的研究方法，它是在认知语言学的背景下产生的，通常被看作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它以 Fillmore、Lakoff 等人对语法现象进行研究为起始，后又经 Goldberg、Langacker

和 Croft等人的发展，构式语法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较成熟的理论。这一理论包括：Fillmore

等人的构式语法、Goldberg的构式语法、Langacker的认知构式语法和 Croft的激进构式

语法等。

1. 构式的定义

Fillmore（1988）认为构式是规约化的句法表征，他将语言中被赋予一种以上规约

功能的句法结构形式都称作构式，他提出的“形义一体”已成为当今构式语法理论最基

本的原则之一。Goldberg（1995）继承了 Fillmore的构式观，认为只要是形式和功能的

一些方面不能从组成部分和已存在构式中推出来，整体意义不等于部分意义之和，就可

以看作构式，强调构式的不可预测性。Goldberg提出的这一观念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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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构式语法研究也大多引用这一经典理论。Goldberg（2006）又重新修改了构式的

定义，认为有高频使用率，即便能完全预测的形式—功能配对体也能成为构式。Langacker

（2008）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按照一定的句法配价关系联结而成的

象征结构，是“象征结构的汇集”，其组成部分和象征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Croft

（2001）提出构式是句法表征最基础、最原始的单位，是复杂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的

配对，形式和意义不可被分割。

本文研究对象“X到我了”的新语料仍在不断进入，还未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

但它在网络平台上使用频率较高，规约化程度较高，且能产性、可类推性较强。综合各

家观点和“X到我了”的形式、语义特点，本研究采用 Goldberg（2006）新修订的构式

定义，即构式是具有高频使用率、不同抽象程度、规约化的形式和意义的匹配，语义能

完全预测的也能称作构式。基于此定义，本文将“X到我了”认定为一个构式。

2. 构式语法理论的应用

构式语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汉语研究者的眼界，拓展了汉语语法研究的

新思路。国内学者自 20世纪 90年代起开始关注构式语法，他们先是借用构式理论对汉

语结构或句式进行探讨，后又从汉语语法角度对构式语法理论开展讨论和评述，再到出

版理论专书对构式理论进行详细介绍。

张伯江（1999）是国内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来解释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的第一人，他用

构式语法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沈家煊（2000）在讨论“偷”和“抢”时

肯定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沈家煊（2000）又对配价语法

和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推动了后人对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

纪之后，国内汉语言学界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双及物构

式，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这一理论对汉语的其他句式进行分析和解释。张伯江（2000）讨

论“把”字句时，发现人们对“把”字句的研究忽视了它自身的语义，他将关注的重点

从“变换观”转移到了“句式语义”，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顺序、邻近和数量这三个原

则阐述了其对“把”字句句式整体意义的影响。刘丹青（2005）分析了非典型“连”字

句，深入地比较了典型“连”字句和非典型“连”字句的特征，发现非典型“连”字句

是不可分解的结构。

随后一部分国内学者又对构式语法理论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和评价。严辰松（2006）、

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陆俭明（2008）等都认为构式语法的引入在国内取得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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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为我国语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后来关于构式理论的译作和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吴海波（2007）出版了 Goldberg

的代表作译本《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王寅（2011）《构式语法研究》分

上下两卷，牛保义（2011）也出版了《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牛保义等（2020）《构式

语法研究》又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重新整理。这些构式语法理论专书的出版，为初学

构式理论的人提供了理论指导。

通过对构式语法理论的梳理，我们对构式理论的基本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对

构式的不可预测性、构式的形义关系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为“X到我了”

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关于“到”的词性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大都由动词演化而来，但有些介词还处于过渡状态，未完全虚化，

兼有动词、介词等好几种词性，“到”便是其中一个。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到”是一

个多功能词，关于“到”的词性讨论比比皆是，有动词、介词、唯补词等说法。为了使

研究范围更加明确，研究结果更为清晰，我们将“到”的词性探讨范围限制在“X+到+NP”

中（X主要是动词，“NP”主要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关于“到”的词性的主流

说法有动词说、介词说和不应单纯看作一种词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多元说，这几种

说法在下面依次列举分析。

1. 动词说

朱德熙（1982）认为“到”是动词，做补语，与前边的动词组成述补结构。胡裕树、

范晓（1995）把“V+到+X”中的“到”分析为动词，又指出其与朱德熙的动词说不同，

“到”作为动词已经开始弱化，将其称为“弱化动词”。吕叔湘（1999）认为“到”是

趋向动词，与前边的动词组成动趋式，做动趋式的第二成分，后面带受事宾语或处所宾

语。

通常情况下，当“到”为动词时，一般先与前边的动词组成述补结构，再与后续成

分组成动宾结构。

2. 介词说

侯学超（1998）认为“到”是介词，与后续成分组成介词短语做前边动词的补语。

胡裕树（2001）认为介词“到”是一个构词语素，直接附着在动词或其他词语后边，与

其构成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动词。邢福义（2002）提出“介词的黏附化”概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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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边的介词“到”往前黏附于动词，“到”与后边的宾语之间可以加“了”，组成

特殊组合“动介（了）+宾语”。邢福义（2016）又进一步提出，“到”是一个“涉动

介词”，在组成介词结构之后主要归为动词。赵元任（2005）提出介宾短语做补语的介

词限于“到、在、给”，在此种情况下“到”为介词。

综上所述，当“到”为介词时，后续成分多为介引的对象，即宾语。从韵律上来说，

此时“V+到+NP”的结构层次可分为两种：“到”与介引成分组成介宾结构做前边动词

的补语，即“述+（介+宾）”；“到”附着于前边的动词，组成“（动+介）+宾”。还

应注意，当语音停顿在“V”和介宾结构之间时，可看作第一种结构层次。

3. 多元说

李人鉴（1958）将“到”的词性分为了动词和助词两种：单独使用、与“由、从、

来、去”等字结合使用时都是动词；粘附在别的动词后组成合成动词时为助词。

罗开农（1980）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讨论了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后的“到”

的性质，认为单、双音节动词后的“到”在后续成分和前置成分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

做介词或动词，只是前提条件不同。

李晓琪（1982）对“到”属前或属后的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到”后续成分不同，

“到”的词性也不相同，“到”属前时为动词，“到”属后时为介词。她分为两种情况：

出现“V”和“到”两项时，“到”属前，做“V”的补语；“V”“到”和“W”三项

都出现时，后续成分不同，“到”的词性也不同：“W”是时间词语、处所词语、数量

词语或程度词语时，“到”属后，做介词；“W”为非时间词语或处所词语，且“W”

做“V”的宾语时，“到”属前，做动词。

通过对“到”词性的梳理，我们认为“X到我了”中的“到”应属前做补语，仍为

动词。相比于“X+到+NP”，“X”由动词类推到形容词、名词的过程中，“NP”主要

为第一人称“我”，“到”在此构式中虽进一步虚化，但仍与前边的词关系紧密，做前

边词语的补充修饰成分。

（三）对“X到我了”的研究

学界对“X到我了”构式的研究较少，目前仅发现张小丁（2018）和王震、吴长安

（2021）这两篇相关的文献。本节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形成机制或流行动因几个

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述。

1. 句法方面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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