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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原有词语被赋予了新兴的用法，一些原来的固定搭配也被模仿且扩

展应用开来，“可X可Y”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如“可甜可盐”“可娘可MAN”“可素可荤”“可

圈可点”等，这些短语经常应用于各大网络平台和娱乐节目里，甚至是新闻标题中。文章结合源于人们

日常交际的各大网站、微博等处的大量语料，对“可X可Y”格式中X、Y的词类选择，X、Y的组配情况，

以及该格式的句法功能、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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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some original words have been giv-
en new usages, and some original fixed collocations have also been imitated and extended. The 
structure of “Ke X Ke Y” is such a usage, such as “ke tian ke yan” “ke niang ke MAN” “ke su ke hun” 
“ke quan ke dian” etc. These phrases are often used in major online platforms and entertainment 
programs, and even news headlines. Combin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orpora from major web-
sites and microblogs in people’s dai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part 
of speech selection of X and Y, the combination of X and Y, as well as the syntactic function, gram-
matical meaning and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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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可 X 可 Y”格式，是指由两个“可……”匹配而成的一种语法格式，在现代汉语日常口语中出现

频率很高，有其特定的表义功能和使用规律。本文所举用例中有很多都是现代流行语中一些比较固定且

使用频率很高的组合形式，如：可甜可盐、可飒可仙、可萝莉可御姐等。陈昌来，王鸣宇(2009)《类固定

短语“可 A 可 B”的多角度考察》一文曾指出“可 A 可 B”是指由固定语型“可…可…”和嵌入成分 A、

B 构成的类固定短语(张斌，1988；齐沪扬，2001；陈昌来、周宁，2007)，如“可颂可咏、可上可下、可

前可后、可贵可爱、可坐可卧、可多可少”等[1]。 
在现代汉语中，“可”具有多义性。《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可”主要有这几种用法：1) 动

词，表示同意，许可，准许；2) 助动词，表示许可或可能，能够；3) 助动词，表示值得；4) 连词，表

示转折，却，可是；5) 形容词，善，好；合意，认为正确，是；对[2]。在《汉语大字典》中，对于“可”

的解释，有如下一些义项：1、表示许可、肯定。2、能够。3、适合。4、副词：(1) 正好，恰好。或作“可

可”；(2) 表示转折语气，相当于“却”[3]。 
余小涵曾总结过关于近来兴起的“可”有如下几种含义：1、表示许可、肯定。2、表示能够、适合。

3、表示赞赏[4]。 
我们发现在“可 X 可 Y”格式中“可”的意义主要为： 
(1) 助动词，表可能义，同可以。如“可多可少”“可长可短”“可有可无”。 
(2) 表能够义。如“可睡可穿”“可坐可挂”“可进可退”“可歌可舞”。 

2. “可 X 可 Y”的句法功能 

我们从 BCC 语料库里选择文学、报刊、微博、多领域检索此构式，并将检索到的语料结果按照 X、

Y 词类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形容词，第二类“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动词，第三类“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名词，第四类 X、Y 分别

为不同的词性，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的位置可以互换。 

2.1. X、Y 均为形容词 

(1) 一款衣多种搭配多种风格，可帅气可甜美。(微博) 
(2) 演出的节目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每场收费 150 元以内。(人民日报 1995) 
(3) 爱，如同一只纸风筝。可近可远，可高可低。(微博) 
(4) 浓缩啤酒：呈橙黄色，采用冷冻浓缩方法酿制而成，香气浓郁，味道爽口宜人，饮用时直接掺水，

可浓可淡。(文汇报 2003-4-30) 
(5) 此女可萝莉可御姐，可优雅可活泼。(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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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姐一直很低调的，糖糖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论。意思就是说射手很广泛，也好也坏，可好可坏，能

好能坏。(微博) 
(7) 宋茜《山月不知心底事》变身“妹控”可甜可飒。(环球网 2019-08-27) 
这些“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形容词，从其语言单位来看，X、Y 多为词；从音节来看，X、

Y 可以为单音节词，也可以为多音节词，且 X、Y 的音节个数呈对称分布，即 X 为单音节词，Y 也为单

音节词，X 为多音节词，Y 也为多音节词的形式；其中 X、Y 为单音节词的形式占整个格式的绝大部分，

即四字形式的“可 X 可 Y”是其主要形式。从语义上来看，X、Y 多为表示相反或相对意义的两个词[5]，
如例(2)“可多可少”“可长可短”中“多”和“少”、“长”和“短”都是表示相反意义的一组词，例

(3)“可近可远”“可高可低”中“近”和“远”、“高”和“低”也是表示相反意义的一组词，例(5)“可

优雅可活泼”中“优雅”和“活泼”是表示相对意义的一组词。 

2.2. X、Y 均为动词 

(8) 幼儿园宝宝名字条姓名贴可缝可熨。(微博) 
(9) 春运返乡火车上必备装备：1、小板凳，可坐可当武器；2、被子，可睡可穿。(微博) 
(10) 超薄的机身，可坐可挂，快给你的客厅换换样吧！(微博) 
(11) 果然双向属性，可攻可受。(微博) 
(12) 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随性，可是可否的淡定，可浓可淡的味道，可依可坐的悠闲，可素可荤的八

卦，可留可走的从容，可 x 可 x 的...... (微博) 
(13) 刚刚听到某种传言，豁然开朗，原来这老兄在布局，可分可合，可进可退，可上可下。(微博) 
(14)《喜盈门》里有个强英，她私心极重，又蛮横无理，把婆婆气病、爷爷逼走；又对小姑子使坏、

给妯娌难堪，把个好端端的陈家闹得鸡犬不宁，真让人感到可气可恼。(人民日报 1981 年 09 月 11 日) 
(15) 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人民日报

1996 年 05 月 20 日) 
这些“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动词，根据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将其分为动作动词、存现

动词、趋向动词、心理动词、关系动词五类(见表 1)。 
 

Table 1. Verb types of X and Y 
表 1. X、Y 的动词类型 

X、Y 的动词类型 举例 

动作动词 可缝可熨、可睡可穿 

存现动词 可有可无 

趋向动词 可上可下、可进可退 

心理动词 可气可恼、可恨可悲 

关系动词 可是可否 

2.3. X、Y 均为名词 

(16) 此女可萝莉可御姐，可优雅可活泼。(微博) 
(17) 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随性，可是可否的淡定，可浓可淡的味道，可依可坐的悠闲，可素可荤的八

卦，可留可走的从容，可 x 可 x 的…… (微博) 
(18) 乃们要不要这么体恤姐啊。这种可娘可 MAN 贱贱惹人爱的极品贱人绝对不是你想当就能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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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19) 你不是可爷们可女人嘛！(微博) 
(20) “到位”在时间上没有任何要求，好像总有一个位置给留着，即可快可慢，可早可迟，一个月

“到位”是“到位”，三个月“到位”也是“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 年 05 月 27 日) 
(21) 在推广应用微型电脑这件事上，不要以为这是本单位自己的事，可早可晚，不搞也行，而要把

它和我们国家的四化大业紧紧联系起来。(人民日报 1984 年 02 月 19 日) 
这些“可 X 可 Y”中 X、Y 的词性均为名词，根据名词的语义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人物名词、事物

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关系名词五类(见表 2)。 
 

Table 2. Noun types of X and Y 
表 2. X、Y 的名词类型 

X、Y 的名词类型 举例 

人物名词 可萝莉可御姐、可娘可 MAN 

事物名词 可素可荤、可城可乡 

时间名词 可早可迟、可早可晚 

方位名词 可东可西 

关系名词 可姊可妹 

2.4. X、Y 分别为不同的词性，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的位置可以互换 

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关于“可 X 可 Y”格式，X、Y 的词性也存在不对称的情况，其中

现代流行语中经常用到的“可甜可盐”“可飒可仙”，X、Y 分别为形容词和名词，且二者的位置可以互

换。例如： 
(22) “阿兴真的可甜可盐”，“阿兴真的很暖”，“阿兴真的很甜”。(微博) 
(23) 边防女兵，可甜可盐，可飒可仙！愿你乘风破浪，归来仍是少年！(新浪网 2020-09-09) 
(24) 那个女儿，每一个人她的长处短处，都很可人可爱。(周汝昌《答疑红楼梦(下)》) 
佟铃在《网络流行语“飒”研究》中认为例(23)中的边防女兵，“可飒”“可仙”并列，“飒”和“仙”

可以选择，“飒”和“仙”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实现一个，“可飒”“可仙”并列[6]。还有一例 X、Y 分

别为名词和动词，在例(24)“可人可爱”中，X 为名词，Y 为动词，但两者的位置一般不能互换。 

3. “可 X 可 Y”的语法意义 

“可 X 可 Y”格式可以用“既可以…又可以…”进行替换，表示二者的并列关系。 
根据搜集到的语料，我们发现关于“可 X 可 Y”格式的表达大部分都可以用“既可以…又可以…”

或者“既能够…又能够…”的句式进行转换，或者是用“既适合…又适合…”的形式进行替换，在选择

替换时可以根据语境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选出适合的表达。例如： 
(25) 英文 sister 一字，可姊可妹，我就随便的写成妹妹了。(梁实秋《雅舍菁华》) 
(26) 最近又有一家占地达三千平方米的娱乐场所兴办起来，可歌可舞，观赏、自娱、表演融为一体。

(人民日报 1995 年 11 月 12 日) 
(27) 嗯！可古装可现代，可平头可长发。(微博) 
例(25)中“可姊可妹”可以替换表达为“既可以指姐姐也可以指妹妹；例(26)中“可歌可舞”根据语

境可以将其替换成“既能够唱歌，又能够跳舞”；例(27)中“可古装可现代”根据前后语境可以推断出这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5183


孙凌凌 
 

 

DOI: 10.12677/ml.2021.95183 1349 现代语言学 
 

里表达的是某个人物形象既适合古装造型，又适合现代造型。 

4. “可 X 可 Y”的语用功能 

4.1. 更高程度地表现某人或某物的特点、特性 

“可 X 可 Y”格式能够更高程度地表现某人或某物的特点或者特性。例如： 
(28) 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是这样：能上能下，能军能民，可东可西，可城可乡。(人民日报

1979 年 05 月 16 日) 
(29) 不住的同学可以安排至少两天来玩，其中环球影城玩一天就够了，圣淘沙岛至少玩一天，可玩

可看、可买可吃的东西太多。(微博) 
例(28)“可东可西”“可城可乡”是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具体化，既可以在基层，

也可以在领导机关工作，可以上城，可以下乡，极尽表现出共产党员能够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及时应变

的能力。例(29)中“可玩可看”“可买可吃”高程度地表现出圣淘沙岛可供吃喝玩乐的东西非常丰富。 

4.2. 准确表达说话人对某人或者某事的评价 

“可 X 可 Y”格式能够准确表达说话人对某人或者某事的评价。例如： 
(30) 我女神真的可少女可贵妇啊。(微博) 
(31) 嗯！可古装可现代，可平头可长发。(微博) 
(32) 毕淑敏《造心》杨丽萍不愧为大师，可看可听、可闻可触。(微博) 
例(30)中“可少女可贵妇”就是说话人对自己女神的整体评价，表现出说话人对自己女神的喜爱。例

(31)“可古装可现代”“可平头可长发”可以推断出是说话人对某个人物的角色、发型的评价，说明在说

话人心目中，这个人既适合古装造型也适合现代造型，既适合平头发型，也适合长发造型。例(32)“可看

可听”“可闻可触”是说话人对毕淑敏《造心》这个舞台剧的评价，可看、可听、可闻、可触，无论是

人物表演、音乐，舞台效果还是故事情节，都给人最美的享受，表现出这部舞台剧在说话人心中是极致

完美的。 

4.3. 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对现实生活变化生动表达的需要 

语言的产生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倾向于追求高质量高效的交流对话，

“可 X 可 Y”格式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对现实生活变化生动表达的需要。语言的表达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7]，例如： 
(33) 今年的主题定为红绿金三色 pa，可 pure 可 mix，请大家抓紧时间积极备装，只能说，遇人不淑。

(微博) 
(34) 番椒酱用料一般有面酱(特制)、猪肉(也可用牛肉)、白糖、鸡精、香干、大头菜、花生等，内容

可增可减，比例可随意调节，从无硬性规定。(微博) 
(35) 由此可见，女人确实容易比男人长情，因为长相可复制可超越，但声音，却很难拷贝，始终专

属。(新浪网) 
例(33)“可 pure 可 mix”中 X、Y 的形式是英文，但表达的是中文的意思，是现代人为了追求个性心

理的表现，其表达的意思是既可以纯净，也可以复杂，说明这种产品适用性很好，同时这种对比也能够

很好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例(34)“可增可减”四个字简洁有力，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说话人的意思，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适配料。例(35)“可复制可超越”这里的 X、Y 是双音节的复合词，且二者是递

进关系，其表明说话人认为长相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既可以长得很像，也可以长得更好，这样的表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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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有力，意思明确，很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中的有效交流。 

4.4. 经济有效，表达简洁、省力 

在互联网时代，网民追求个性的张扬和多面性，往往会选择用最简洁的文字去表达多层次的内容，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语言文化的传播途径也更为广泛，有网民使用一个新的词语，其他网民就会

不断地去复制传播，这样使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最终这种表达就会在网络中逐渐流行开来。“可 X 可 Y”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运用简洁的表达方式但可以传达丰富的表达内容，所以深受广大网民的喜欢，再

加上现代人们崇尚多元文化和多层次的个性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有的语言格式催生出一些新

的用法。例如： 
(36) 三十而立的我们可飒可美。(高铁网 2020-08-13) 
(37) 此女可萝莉可御姐，可优雅可活泼。(新浪网) 
例(36)“可飒可美”是近年来网络中比较流行的语言，主要表现的是某些女性既可以帅气利落，又可

以柔和美好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形象。例(37)中“可萝莉可御姐”是网络语言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表达，表现

了女生既可以娇小可爱又可以成熟霸气的形象特点。 

5. 结语 

本篇论文结合源于人们日常交际、网站、微博等处的大量语料，对“可 X 可 Y”格式中 X、Y 的词

类选择，X、Y 的组配情况，以及该格式的句法功能、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了探讨。在语

法上，“可 X 可 Y”格式中 X、Y 的词性可以为形容词、动词、名词，在某些情况下 X、Y 的词性可以

不一致，二者的位置也可以互换；在语法意义上，“可 X 可 Y”格式的表达大多都可以用“既可以…又

可以…”或者“既能够…又能够…”“既适合…又适合…”的句式进行替换；在语用功能上，“可 X 可

Y”格式能更高程度地表现某人或某物的特点、特性、准确表达说话人对某人或者某事的评价、以其经

济有效，表达简洁、省力的特点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对现实生活变化生动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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