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2, 10(2), 323-33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2041  

文章引用: 奇曼古丽·许库力. 汉语新兴词语模“X 感”探析[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2): 323-330.  
DOI: 10.12677/ml.2022.102041 

 
 

汉语新兴词语模“X感”探析 

奇曼古丽·许库力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2月4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25日 

 
 

 
摘  要 

近年来，在网络交际中不断产生新的词语并开始广泛使用，其中有一些词语有一个形成的框架，其叫做

词语模。“X感”是能产性比较强的词语模之一，如今以其形式为基础形成了一大批新词语。本文在词

语模理论视角下，对词语模“X感”的形成、结构及语义特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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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new words have been produced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have 
begun to be widely used. Some of them words have a formed framework, which is called Word 
Models. “X Gan” is one of the productive Word Models. Now,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have 
been formed based o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Model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Word Model “X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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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凝结，是表达情意、传递思想的重要工具，其中词语是反应新现象、新事物、

新变化的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如今，随着网络交际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需要用一些新的词语

来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和感想，因此在现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新的词语。一般，通过新出现的词语，

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上的新变化、新发展。这类词语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框架，具有共同的特

点，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形成更多的新词语，不断满足语言使用者的需求。而且，随着这类词语使用

频率的不断提高，对语言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语料库中搜集由“X 感”构成的新词语[1] [2]
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以便对词语模“X 感”的了解及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2. 词语模概述及词语模“X 感”的形成 

李宇明(1999)首次提出“词语模”这一概念。他指出，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

这一框架就像造词模子(简称“词语模”)一样，能批量产生新词语[3]。我们发现，由词语模产生的新词

语能够表达人们日益渐增的语言需求，因此很快就被人们接受并开始广泛使用。而且这类词语逐渐成为

网络和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词语，因此，新兴模式也比较多。如，“X 霸”、“X 症”、“X 吧”、“X
族”、“X 虫”、“X 感”、“X 货”、“X 神”、“X 癌”、“X 哥”、“X 系”、“X 病”、“X
热”等。 

词语模具有造新词功能，有造词框架。词语模框架由“模标”和“模槽”两个部分构成。模标指

词语模中不变的词语，模槽指词语模中的空位[3]。如：“X 感”这一词语模中的“感”是模标，“感”

前面的“X”是模槽。从形式来看，词语模主要呈现为两种结构形式，即：1) “模槽 + 模标”形式，

如：“X 族”(红唇族、上班族、打工族、工薪族、拼车族) [4]；2) “模标 + 模槽”形式，如：“云

X”(云服务、云技术、云平台、云存储、云盘)，其中前者比较常见。词语模中的模标本来是一个独立

的词，具有具体的词汇意义，但是其与模槽一起构成一个新词语时，其语义逐渐发生虚化，具有一种

泛化的意义。 
一般，词语模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李伟(2014)提出，一个词语模的模标意义的形成通常包

括三个阶段，即：常规意义使用阶段、词义借用阶段、词语模形成阶段[5]。 
在《汉字源流字典》(2003)中指出，“感”本义指①心受到震动、激动、触动：帝～其诚|由是～

激(感动激发)，遂许先帝以驱驰|令皆～恩(感怀恩德)戴义，怀欲报之心|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情|～
人肺腑|～化|～动|～应。引申指②感触，感慨：善万物之得时，～吾生之行休|～极而悲者也。又引申

指③感激，感谢：～荷君子德，怳若乘朽栈|～恩图报。由感动又引申指④感受：所谓～邪而生病也|
偶～风寒|～染。又引申指⑤感到，觉得：深～不安|颇～意外|微～不适|～官。用作名词，指⑥感觉，

感情：自豪～|百～交集|责任～|美～|快～。由此可以得出，以上提出的六种意义包括“X 感”中的“感”

表达的具体意义。也就是说，词语模“X 感”中的“感”表示的是以上六种义项中的“感觉，感情”

这一义项，其意义是在原有的意义基础上很早就引申出的意义。这说明，“感”一词之前就具有了“感

觉；情感”之义，并且产生了一部分“X 感”类的词语。如，词典中提到的“自豪感、亲切感”等。

然而，尽管这样“X 感”类词语并没有现在网络上使用的这么发达。从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X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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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新词语不仅在原有的词语基础上不断类推，不断增加，而且迅速进入日常口语中并广泛使用。 
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中提出，“感”一词表示以上提到的六种基本意义，即： 
①觉得：身体偶～不适｜他对打麻将不感兴趣。 
②感动：～人肺腑｜深有所～。 
③对别人的好意怀着谢意：～谢｜～恩｜～激。 
④中医指感受风寒：外～内伤。 
⑤感觉；情感；感想：美～｜好～｜自豪～｜亲切之～｜观～｜百～交集。⑥受外界某种因素影

响而发生变化。～光｜～应[6]。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中的“感”的义项中有“感觉；情感；感想。如：美感；好感；

自豪感”这一义项。 
该义项主要表示客观事物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也就是说，人通过听觉、嗅觉、

视觉、触觉等感官获取的信息。在词语模“感”中，由模标“感”产生的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在原意义

的基础上较多地表达具有某种情感状态的感觉词，其中各成分的位置逐渐固定，意义不断虚化，后来

慢慢形成了由“X 感”构成的一批新词语。 
本文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收集的语料情况来看，由词语模“X 感”

产生的新词语数量多，使用范围广。如，使命感、责任感、惊慌感、压力感、满足感、自豪感、紧迫感、

获得感、优越感、失落感、真实感、挫折感、无助感、意义感、亲切感、时代感、光荣感、秩序感、镜

头感、刺激感、甜蜜感、幸福感、逼真感、层次感、使用感、冷漠感、画面感、距离感、自我价值感、

自我实现感、自我缺失感等。 
“X 感”类词语的出现及广泛使用与其承载的内涵息息相关，该类词语结构简洁，内涵深刻，能够

体现时代特色，不断满足人们记录社会生活、表达情感的需求，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和使用。而且，

“X 感”类词语跟我们如今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通过简明扼要的新词语能够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各种感

悟和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 
如，仪式感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幽默

感是通过幽默等形式能给人带来轻松的笑声和欢乐、消减矛盾和冲突，缩短人与人之间陌生的距离的感

觉；失落感指的是原来属于自己的某种重要的东西，被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力量强行剥夺后的一种情感

体验或是某件事情失败或无法办成的感觉；节奏感是指客观事物，包括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和艺术形象

中合规律的周期性变化的运动形式引起的审美感受；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

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寂寥感是指寂寞空虚，无人陪伴的感觉；宿命感是指摆脱不了命运注

定轨迹走向所产生的感觉或者感觉到事情一定会产生的结局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X 感”产生的新词语不仅使用在网络和日常交际中，在正式的政论文文献中也很常见。如： 

1) 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

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2020: 35) 

2)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强化贯彻落实。要增强紧迫感，只争朝夕，紧抓快干，按照职责分

工，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加快推进重点任务、重大工程落地见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2017: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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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版，2018: 165) 

4) 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2017: 352) 

5) 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

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2017: 351) 

6) 我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官兵对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产生了不信任感。(《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 402) 

7) 强化服务意识，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流动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和光荣感、归属

感与责任感。(《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008: 510)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最具时代感、方位

感、现实感，它引领中国、治理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可以有效地解决新时代中国现实问题、未

来发展问题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问题。(《新时代党支部工作理论与实践》，2021: 59) 

9) 在线教育也要有温度，有“设计感”，“仪式感”，长期工作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者都了解，教育

过程要强调设计感和仪式感，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实施，都要体现教育者的设计理念和思路。(人民日报，

2017-10-26) 

10) 撸起袖子加油干颇有画面感、极具冲击力，让人联想到当年“工业学大庆”的场景：石油工人

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民日报，2017-01-19)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到，由词语模“X 感”构成的词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已经进入社会的

各个领域并开始广泛使用。 

3. 词语模“X 感”的结构分析 

根据搜集的语料情况，本文对词语模“X 感”中的模槽“X”的主要结构特点的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分析。 

3.1. 根据音节的多少来分类 

1) 双音节 + 感 
词语模“X 感”中，“X”大多为双音节，占了优势比例。如：支持感、破坏感、理智感、罪恶感、

自卑感、认同感、失败感、占有感、冷漠感、空虚感等。 
2) 四音节 + 感 
词语模“X 感”中有一部分“X”为四音节词，但是与双音节词比例相比其比例很少。如：自我实现

感、自我缺失感、自我效能感、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自我目标感等。 

3.2. 根据“X”的词性来分类 

1) 动词 + 感 
词语模“X 感”中，模槽“X”为动词的词语有很多，而且比例也比较高。如：认同感、满足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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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受挫感、呵护感、支持感、控制感、占有感、失败感、依恋感等。其结构中，动词一般是情感类

动词。 
2) 名词 + 感 
词语模中的“X”为名词的词语占的比例也比较高。如：幸福感、使命感、时代感、道德感、压力

感、仪式感、节奏感、罪恶感、光荣感、责任感、整体感、挫折感等。 
3) 形容词 + 感 
词语模中的“X”为形容词的新词语的比例相对比较少。如：神秘感、孤独感、紧迫感、冷漠感、

真实感、自卑感、优越感、特别感、亲切感等。 
在以上提到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语后面加了模标词“感”后会形成具有某种心理状态特点的

抽象名词。基于语料，本文对“X 感”中的“X”的词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图 1： 
 

 
Figure 1. Comparison of part of speech ratio of mold slot “X” in “X Gan” 
图 1. “X 感”中模槽“X”的词性比例对比表 

 

从以上图标可以看出，词语模“X 感”的模槽“X”一般由动词、名词、形容词构成，其中“X”为

动词的词语的比例最高，之后分别是名词和形容词。 

4. 词语模“X 感”的特点 

1) 词语模是语言类推机制的一种表现，其中含有共同词，由此产生的新词语形成一类词语，从而帮

助我们了解这一类新词语的基本语义。类推造词具有简单、方便、快速、能产性高的特点，能及时满足

人们表达的需要，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7]。一般，我们掌握同一框架下形成的某一个词语的意思后，就

能推测到其他词语的意思。如： 
“优越感”这个词语早就开始使用，而且成为了心理学领域中的专用名词。“汉语词典”对其的释

义是：优越感是自以为比别人优越的意识[8]，在《社会心理学词典》中指出，优越感是广泛流行的术语，

一般指自以为在生理方面(体形、相貌或体力等)，心理方面(智力、知识、技能等)以及其它方面长于别人，

强于别人的心理状态。优越感往往容易以不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如高傲、固执、自我欣赏等。优越感

最先由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首先提出，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的总目标是追求“优越性”，摆脱

自卑感以求得到优越的地位。优越感就是想尽办法追求权力，企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愿望。他把人的整

个生命动机作用完全归结为摆脱自卑感的补偿作用[9]。 
我们了解“优越感”这一词表达的含义之后，就能够以此类推，很快了解新产生的“X 感”类词语

的意思。因此，词语模中先出现的词对我们了解其后产生的词语意义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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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语模“X 感”的内部结合在语义上是有规则的。“X 感”中，模槽“X”一般是表示人的心理、

情感活动的词语。如：自豪、满足、信任、幸福、认同、满意、光荣、失落、惊慌、孤独、无助、冷漠

等。可以看出，词语模“X 感”中模槽“X”的选择受到模标“感”意义的制约。模槽“X”有的是表示

抽象概念的名词，这也是与模标“感”所表达的人因受刺激而引起的心理状态上的变化有关。如：压力、

失落、受挫、破坏、失败、挫折、罪恶、羞耻等。 
3) 词语模“X 感”的能产性比较高，由其构成的词语的意义根据模槽“X”意义的不同表示褒义或

者贬义。如：幸福、信任、满意、幽默、获得等词语一般表示褒义，因此，加了模标“感”之后形成的

幸福感、信任感、满意感、幽默感、获得感等词语也是表示褒义；以此类推，冷漠感、空虚感、无助感、

孤独感等词语表示贬义。 
4) 词语模框架的出现是语言经济原则在网络新词语中的体现。语言经济原则指在保证完成语言交际

功能的前提下，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10]。如今，新事物、

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及交往交流的需要不断促使人们使用更新更复杂的语言单位，而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和

快节奏的生活则要求尽可能地使用减少的语言单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词语模框架下出现了很多新词

语，其结构简短、紧凑，会使语言表达简洁、利落，也符合我们如今快节奏生活的需求，达到需求和表

达之间相对的平衡和稳定。 
5) 词语模是产生新词语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能产性也比较高。通过语料库查阅，本文发现，词语

模“X 感”这一框架之下产生了一大批新词语，而且有日益新增的趋势。如：负疚感、明晰感、拓展感、

冲击感、秩序感、装饰感、必要感、奢侈感、倦怠感、分寸感、大局感、逼真感、解脱感、重要感、特

别感、融通感、呕吐感、甜蜜感等。 

5. 结论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其蕴含的各种信息很丰富，其中词语是表达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最直

接、最快的语言要素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及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新词语的产生及普及进程大大加

快。随之，其不断满足人们传达信息及交往交流的需求，最终使人们的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

前，在现代汉语中，由词语模形成的词语日趋发达，使用频率大幅提高。因此，在词语模理论视角下对

这一类词语进行分析对人们了解新词语的产生、语义特点等方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此外，关于这方面

的研究会加快新词语的推广普及进程，也会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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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爱护感 36 呵护感 71 满意感 

2 安全感 37 画面感 72 满足感 

3 饱足感 38 怀疑感 73 梦幻感 

4 逼真感 39 欢喜感 74 明晰感 

5 必要感 40 混乱感 75 能力感 

6 剥夺感 41 获得感 76 呕吐感 

7 参与感 42 获取感 77 疲劳感 

8 沧桑感 43 饥饿感 78 破坏感 

9 层次感 44 寂寥感 79 期待感 

10 成功感 45 建构感 80 欠债感 

11 成就感 46 节奏感 81 欠账感 

12 成人感 47 解脱感 82 亲近感 

13 冲击感 48 戒备感 83 亲切感 

14 穿越感 49 紧迫感 84 亲情感 

15 创造感 50 进取感 85 勤奋感 

16 刺激感 51 惊慌感 86 屈辱感 

17 存在感 52 景仰感 87 忍耐感 

18 挫折感 53 竞争感 88 认同感 

19 大局感 54 敬畏感 89 融通感 

20 带入感 55 敬重感 90 丧失感 

21 担当感 56 镜头感 91 商务感 

22 倒霉感 57 距离感 92 奢侈感 

23 道德感 58 倦怠感 93 设计感 

24 低贱感 59 科技感 94 神秘感 

25 翻身感 60 颗粒感 95 审美感 

26 分寸感 61 空虚感 96 生活感 

27 负疚感 62 恐怖感 97 生疏感 

28 负债感 63 恐惧感 98 失败感 

29 公平感 64 控制感 99 失落感 

30 孤独感 65 快乐感 100 失意感 

31 乖戾感 66 冷落感 101 失重感 

32 光荣感 67 冷漠感 102 时代感 

33 归属感 68 理智感 103 使命感 

34 归宿感 69 历史感 104 使用感 

35 好奇感 70 落地感 105 受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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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06 受骗感 141 在场感 

107 受益感 142 责任感 

108 数字感 143 增强感 

109 松绑感 144 增长感 

110 速度感 145 占有感 

111 特别感 146 涨价感 

112 体验感 147 真实感 

113 甜蜜感 148 整体感 

114 投入感 149 整体感 

115 图报感 150 支持感 

116 拓展感 151 秩序感 

117 完成感 152 智力感 

118 违和感 153 赘余感 

119 未来感 154 中心感 

120 无望感 155 重要感 

121 无助感 156 主宰感 

122 下沉感 157 装饰感 

123 信任感 158 自傲感 

124 形象感 159 自卑感 

125 幸福感 160 自豪感 

126 羞耻感 161 自杀感 

127 宿命感 162 自我缺失感 

128 虚拟感 163 自我实现感 

129 虚荣感 164 自我效能感 

130 寻找感 165 自尊感 

131 压力感 166 罪恶感 

132 压迫感 167 作呕感 

133 压抑感 168 惆怅感 

134 厌倦感 169 欣慰感 

135 依赖感 170 期待感 

136 依恋感   

137 仪式感   

138 义务感   

139 优越感   

140 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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