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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ranch of the network language, network new idiom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Inter-
net user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textuality on the basis of feature and word form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idio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ays of word formation in the 
new idiom of four-character grid network in the way which draws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i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intertextuality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new idiom of the four- 
character gri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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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新成语作为网络用语的分支，获得越来越多网民的青睐，其特点与生成方式和传统成语呈现互文性。

本文尝试在互文性理论的视域下借鉴传统成语的生成机制，对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的构词方式进行分析，

并探究性地验证互文性是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生成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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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网络新成语应运而生。关于网络新成语的规范性研究也随之衍生：郑

俊涛、马长林(2011) [1]把传统成语和网络新成语的产生背景作了相同、相异的比较，从网络新成语形成

的特点等角度诠释了其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网络新成语的发明，规范其应用。申慧(2012) [2]以近

年来网络媒体流行的部分“新”成语为语料，对其产生方式进行了探究。张雅婧(2014) [3]从网络新成语

产生的背景、形式以及特点的角度对网络新成语进行分析。 
前人分析了网络新成语的产生背景、构成形式和特点，但是在互文性理论视域下对网络新成语进行

探究的并不多见。网络新成语的构成形式与传统成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本身体现了文本之间互文性

的本质。本文尝试分析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的构词方式，结合具体用例来阐述渗透在其中的互文性内涵，

并揭示这一研究对于汉语新词新语发展与规范的意义。本文引用的语料来自百度，笔者以在百度上能够

搜索到来源为标准，选取了使用频率较高的四字格网络新成语。 

2. 网络新成语的界定 

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含义丰富、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4]。网络新成语具备成语的基本特征，

具有意义整体性、结构凝固性，另外还具有风格形象性的特点，因此，网络新成语属于成语的范畴。 

2.1. 网络新成语的含义 

在网络盛行的新时代，许多典型的惊奇时事作为新时代成语典故的语料来源，经过网民大众的浓缩，

凝练成为具有评论性内涵的网络新成语。网络新成语指在网络时代背景中，网民共同参与创造的，带有

浓厚口语色彩和比喻义的固定型短语。网络新成语不仅悬浮于规范的传统成语系统，而且从属于网络语

言系统，更趋向于传统成语的性质。网络新成语以四字格为主，受传统成语影响很大。本文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四字格网络新成语，三字格网络新成语拟另文分析。 

2.2.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的特点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借鉴传统成语意义整体性、结构凝固性特点。例如“刷漆绿化”，其意义并非是

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涂刷油漆进行绿化”，而是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类似于形式主义的

弄虚作假行为，反映了某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假作为”。“刷漆绿化”有定型、凝固的结构方式，不

能随意增添、删除，也不能任意换字，变为“刷漆红化”“刷绿漆化”。有些四字格网络新成语时效性

很强，参照传统四字格成语构词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社会的语境产生。笔者认为这类四字格网络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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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具有延续的生命力，将来有可能成为传统成语被载入词汇工具书。例如“久耕托市”仿照“螳臂当车”，

但是“螳臂当车”只能表现“蠢”的行为，而“久耕托市”进一步表现了少数政府官员可笑又可耻的行

径，这在现有词汇里找不到达意贴切的相关传统成语。 

3.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的互文性体现 

网络新成语大部分来自网络事件，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介得以广泛传播。这些网络新成语并非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的形成机制亦有迹可循。大多数网络新成语都和传统成语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这
里暂且将网络新成语和传统成语视为相互对立)，而有些网络新成语之间也存在着指涉关系，呈现互文性

的特点。这与互文性理论相偶合，即网络新成语的生成机制(构词方式)体现了互文性。 
由于帖子字数的限制，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习惯，交流经济原则等因素，许多言简意赅的网络新成语

应运而生，深受人们的喜爱。一方面，网络新成语的形式受到人们认知框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内容

反映了当下社会现象。网络新成语的形式和内容皆具备主观性与客观性，其形式的选择反映了人们的认

知框架(对传统成语的认知体系)和借鉴传统成语的构词方式；其内容表现了社会现实也映射了人们的情感

倾向。 

3.1. 互文性的理论简介 

“互文性”由法国著名理论学家克里斯多娃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 [5]
对互文性的理论作了详细介绍：互文性的意思是任何陈述均以特定的方式再次实现其他以往的陈述，任

何陈述之间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陈述之间的内容或形式有相似之处，呈现二者呼应的现象。 

3.2.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与传统成语在特点上的互文性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属于成语范畴，具有成语的一般属性，体现其在特点方面与传统成语呈现互文性。 

3.2.1. 意义整体性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同传统成语一样，其意义并非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各部分概括、提炼

成系统性整体后的意义。传统成语“破釜沉舟”实际含义不是“砸烂饭锅、沉下船”，而是“下定决心

做某事”。网络新成语“社病我药”字面意思是“社会病了，我来吃药”，实际意思是“明明是社会体

制有问题，却让我们百姓委曲求全”。 

3.2.2. 结构凝固型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同传统成语相同，其结构形式和构成成分一般是固定的，不可变动词序或增减其

构成成分。由于限制性指涉关系，“地命海心”不可改为“地心海命”，“林貌杨音”不可换为“林音

杨貌”。 

3.3.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与传统成语在语音上的互文性体现 

很多网络新成语同传统成语的语音具有相似点，在此方面体现互文性，例如：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累

觉不爱”与传统成语“屡教不改”调值相近，“累”和“屡”字的声母同为“l”，“觉”和“教”字的

声母同为“j”，“不”是同字，“爱”与“改”的韵母同为“ai”。又如：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男默女

泪”与“男尊女卑”同为双声类成语，而且“泪”和“卑”字的韵母同为“ei”。再如：四字格网络新

成语“不明觉厉”和传统成语“不明就里”同为叠韵类，“明”“厉”“里”字的韵腹同为“i”，“觉”

和“就”的声母同为“j”，“厉”和“里”的声母同为“l”，韵母同为“i”。“不计其数”和“不明

觉厉”中的四个字的调值基本相同。“不言而喻”和“不明觉厉”的四字调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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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与传统成语在语义上的互文性体现 

媒体常常利用传统成语中某个语素的谐音方法，创造出网络新成语，以达到讽刺社会现实的目的，

体现了“构建的互文性”[6]：网络新成语借鉴传统成语的构词方式，借鉴相似的语素模板，将换掉的语

素谐音为语义色彩不同的语素。 
“十面霾伏”是根据传统成语“十面埋伏”谐音改编而来的。“十面埋伏”的意思是设伏兵于十面

以围歼敌军的战术。“十面霾伏”也有相似的“包围”的意思，“霾”是指雾霾，代表着如今的社会环

境状态。例如： 

(1) 项羽在汉军十面埋伏的绝境中，心生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意，自刎而死。 

(2) 处在十面霾伏的空气环境下，大家出门都自备口罩，防止呼吸污浊的雾霾。 

“十面霾伏”借鉴了“十面埋伏”，都有“包围”的含义，也有“偷偷地，潜移默化”的意思，体

现了互文性。 
“前腐后继”指现今一些贪官污吏接连落马离职，嘲讽其执迷不悟进行贪污的肮脏交易，最终落得

遗臭万年的骂名。该词借鉴了“前赴后继”，都有“连续不断”的意思，一褒一贬，前后形成强烈的对

比，产生鲜明的讽刺效果。 
“爱民如子”形容两袖清风的父母官视百姓如亲人，爱护有加。“爱名如子”则是对待名利就像对

儿子宠爱一般，颇显污吏獐头鼠目之相。“爱名如子”借鉴传统成语“爱民如子”，都有“视某人或某

物为己命般重要”。“一个注重名誉”，“一个爱护百姓”，形成极大的反差。 
“刷漆绿化”与传统成语“画饼充饥”在语义上具有互文性：都有“弄虚作假，空有虚名，欺骗忽

悠”的含义。例如： 

(3) 那些搞传销的不法分子给你洗脑，简直是画饼充饥啊！你可不能上当受骗。 

(4) 某些下级部门敷衍了事地应对上级检查，就会刷漆绿化，只做表面文章。 

例(3)中的“画饼充饥”体现了不法分子弄虚作假，诱骗别人的套路。例(4)中的“绿化刷漆”则表现

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方式，未触及本质要求的形式主义做法”。以上两例皆体现了成语“不

切实际，徒有其表”的语义，揭示了“刷漆绿化”和传统成语“画饼充饥”语义方面的互文性。 
上述网络新成语皆源于传统成语，语义之间有联系，二者构成有机整体，鲜明地对比凸显丑陋的社

会现象。这类网络新成语鲜明地表现了其互文性的特征，凸显了文本的生产能力，揭示了“文本整改过

去文本，重构现有的文本(习俗)”的互文性特点：有些文本截取了另外一些文本的片段，它们被明显地甄

别其差异性，而文本也会将它们加以吸纳，并与之产生矛盾，讽刺性地呼应它们，形成对比鲜明的互文

现象。 

3.5.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与传统成语在语法上的互文性体现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往往是在借鉴传统成语的语法结构基础上产生的，二者句法结构具有相似性。从

网络新成语的构词方式中可以窥视到传统成语构词方式的影子，较为明确地体现了网络新成语的互文性。 

3.5.1. 复合结构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同传统成语语法结构相似，有主谓型、偏正型、动宾型、补充型、并列型、连谓

型结构。 
1) 主谓结构 
主谓结构的四字格网络新成语由施事者及其施事动作组合而成，往往引用典故，这和主谓型传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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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相似，体现语法方面的互文性。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兆山羡鬼”仿照“东施效颦”“夸父逐日”的语法结构。 

(5) 甲：“他爸死得多光荣，他不但被列为英烈子女，可以享受政策的各项照顾，而且政府给的抚恤金也够他花

一辈子的了，真羡慕啊！”  

乙：“人家都没爸爸了，你这不是兆山羡鬼吗？” 

(6) 现在很多年轻人盲目模仿偶像，他们简直是东施效颦。 

(7) 小明在模拟考试中的成绩只够大专的分数，却在填志愿的时候报了清华大学，同学说他是夸父逐日，不自量

力。 

例(5)中的四字格网络新成语“兆山羡鬼”借鉴例(6) (7)中的传统成语构词方式：从结构类型看，都

是主谓结构。语法功能也具有互文性，从以上两例看，“兆山羡鬼”参照“东施效颦”和“夸父逐日”，

都可以做例句的谓语，属于主谓结构的成语可以作句子谓语成分。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欧阳挖坑”借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语法结构。 

(8) 某某医院的院长针对婴儿室丢孩子事件不但不表示歉意，反而大放厥词：“孩子丢了不是医院单方面责任，

家长也有责任，况且偷者有心，我们也没办法。”这院长真是做了欧阳挖坑的蠢事啊。 

(9) 有志者，事竟成，我们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追求梦想。 

(10) 追求梦想也要根据个人实际能力，切不可做愚公移山的蠢事。 

“欧阳挖坑”模仿例(9) (10)中成语的互文性表现：结构具有互文性，都是主谓型语法结构。“欧阳

挖坑”的谓语动词“挖”带受事宾语“坑”，传统成语“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谓语动词“填”、

“移”分别带受事宾语“海”、“山”，具有互文性特征。其语法功能体现互文性：都能做例句的定语

成分。 
2) 偏正结构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林貌杨音。(释义：为了某种目的有意犯冒名顶替的错误。) 

(11) 现在公务员招聘考试更加公平了，林貌杨音的现象很少出现了。 

(12) 秀外慧中的小红，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姑娘。 

从以上两例看出，“林貌杨音”借鉴了传统成语“秀外慧中”的语法结构，都是偏正兼并列结构。

两者都有能够充当句子定语的语法功能。 
“三鹿毒奶”借鉴传统成语“世外桃源”的语法结构，都是定中型偏正结构。“非法献花”仿拟传

统成语“惨淡经营”，同为状中型偏正结构。 
3) 并列结构 
四字格网络新成语“旁岐曲径”仿照传统成语“秀外慧中”，同为并列式兼偏正式(定中型)语法结构。

“喜大普奔”借鉴“古今中外”，同为并列式语法结构。“范跑郭跳”仿拟“龙腾虎跃”，同为并列兼

主谓式语法结构。“东跑西颠”参考“深思熟虑”，同为并列式兼偏正式(状中型)语法结构。 
4) 动宾结构 
“敢动中国”参照传统成语“顾全大局”，同为动宾型语法结构。网络新成语“不学无术”(不学没

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专业)按照新成语的含义在语法上则模仿传统成语“包罗万象”，同为动宾型结构。 
5) 补充结构 
“化危为机”仿照传统成语“危在旦夕”，同为补充型语法结构，且补语都表示因行为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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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结果补语。“爱名如子”参照传统成语“爱民如子”，同为补充型语法结构，补语表示由于动作呈

现的情态，为情态补语。“细思恐极”借鉴“悲痛欲绝”，同为补语结构，补语为程度补语，分别形容

“恐怖”“悲痛”的程度之深。 
6) 连谓结构 
“开胸验肺”仿照传统成语“解甲归田”“卧薪尝胆”，同属于连谓型语法结构，成语内部的谓词

遵循先后顺序即先出现的动作在前：“开胸”在“验肺”之前，“解甲”后“归田”，“卧薪”后“尝

胆”。 

3.5.2. 紧缩结构 
紧缩结构由语句缩略而成，分为联合与偏正两大类。 
1) 联合式 
“男默女泪”仿照“男耕女织”联合式语法结构，分别缩略句子“男生看了沉默，女生看了流泪”

和“男人负责耕地，女人负责织布”。两者内部结构都是主谓型，谓语动词之间是联合结构。 
2) 偏正式 
“十动然拒”借鉴传统成语“不约而同”，皆属于偏正型紧缩结构，都有前后转折的意味。“笑而

不语”借鉴“不言而喻”，都属于具有转折含义的偏正型紧缩结构。 

4. 结语 

本文剖析部分网络新成语，验证了互文性是网络新成语生成的本质特征，并且阐述了互文性视角下

网络新成语的创造对于汉语新词新语的影响以及研究的意义。 
网络新成语是网络语言中的新生现象。笔者认为，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网络新成语为大众喜闻乐见，

将来有可能进入传统成语行列；一些有悖于语言规则且具有消极影响的网络新成语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逐渐淡出网络语言，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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