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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X门”是在语义隐喻与文化模仿机制下产生的网络新兴词模，从音节上看，其变项“X”既可以是单音

节语素，也可以是双音节、多音节词。从词汇单位上看，其变项“X”有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词、

短语四种情况。“X”的指代功能统辖多个领域，可以指代人、食物或事物，也可以指代生活方式，所

构成的词模“X门”包含的语义特征有[+喜爱] [+认同] [+推崇]。“X门”整体指代某类人的集合，因而

是名词性的，可以充当句中成分，也可以充当单句或分句。基于说话人与话语潜在受众的身份认同心理，

“X门”具有较强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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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 Gate” is a new network word model produced by the mechanism of semantic metaphor and 
cultural im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llables, its variable “X” can be either a monosyllabic 
morpheme, or a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wo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 unit, its variable “X” 
has four cases: lexical element, non-lexical element, word and phrase. The function of “X” covers 
many fields, and can refer to people, food or things, as well as lifestyle.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word model “X Gate” include [+like] [+identification] [+admiration]. “Gate X” as a whole refers 
to a collection of certain kinds of people, so it is nominal and can be used as a component of a sen-
tence, or as a single sentence or clause. Based on the identity psychology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potential audience, “X Gate” has stron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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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2 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以来，产生了一系列“门族”词汇，指代具有新闻轰动效应的政界丑闻

或社会新闻。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X 门”进行研究，如王望妮[1]、杨永林[2]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

“X 门”，通过语言传播现象探究文化复制中符号表征的生成与流行，从而更全面地了解语言与社会的

共变规律。周日安、邵敬敏[3]从原型标记的角度分析了“X 门”的专化、类化与泛化，并且提出了其将

来发展为后缀的可能。夏宇、谢婕妤[4]从语法化的角度明晰了“X 门”语义特征减少、语义虚化的语法

化过程，在此发展进程中“X 门”逐渐成为了具有强大构词能力的附缀式构词语模。可见学界对“X 门”

的研究已取得了深刻的认识与丰硕的成果。然而近期网络中出现了一批以“麦门”为首的“X 门”，不

同于水门事件中以双音节词为变项的“X 门”，近期流行的“X 门”多以单音节语素为变项，以双音节、

多音节词为构词成分的情况较少。这些“X 门”共同具有新的抽象意义即表述说话人对某物的喜爱，且

情感到达信仰、信徒的至高程度，因而与“比利门”“朝鲜门”“伊朗门”等不属于同一词模。新词语

的界定包含形式、意义两个方面。与“X 门”对应，同样表达“追星的群体”，旧形式为“追星族”，

新形式为“星门”；同一个语言形式“库门”，旧义为仓库的门，而在网络语境中新义为“喜欢库洛米

的群体”，新义与旧义之间没有关联，可见近期网络中产生的一系列“X 门”为新词，其词语模“X 门”

为新兴词模。目前学界对于该新兴词模的研究还不充分，因此本文旨在结合相关例句对“X 门”进行考

察，以期明晰此新兴词模的创造与使用情况。 
鉴于该词模主要流行于网络平台，而新浪微博作为网络社交平台为网民自由发言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其话语内容以文本的形式保留为研究者搜索、记录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本文语料选自新浪微博。同时

考虑到发言者的隐私，文中例句将不再随文标注出处。 

2. 新兴词模“X 门”的语法结构及语义特征 

2.1. “X”的性质 

词模“X 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常项“门”，二是变项“X”，说话人通过改变“X”以适应

不同的表达意图。从音节上看，变项“X”多为单音节，双音节及多音节的情况较少，相关语例见下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Gate X” of word patterns classified by the number of syllables (part) 
表 1. 以音节数量为分类标准的词模“X 门”语例(部分) 

“X”的音节数量 词模“X 门”语例 

单音节 麦门 肯门 思门 抹门 猫门 芒门 鱼门 芭门 库门 帕门 颜门 

双音节 板烧门 芝士门 鸡蛋门 韩剧门 泡菜门 生蚝门 奶茶门 素质门 

多音节 酱油醋门 麻辣烫门 布洛芬门 月枫堂门 芝士奶盖四季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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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汇单位上看，词模“X”存在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词、短语四种情况(表 2)： 
 
Table 2. Examples of word patterns “X Gate” based on lexical unit classification (part) 
表 2. 以词汇单位为分类标准的词模“X 门”语例(部分) 

“X”的词汇单位 词模“X 门”语例 

成词语素 拍门 懒门 猫门 骂门 甜门 拌门 厚门 睡门 锅门 剪门 包门 爽门 

不成词语素 莓门 榴门 麦门 紫门 毅门 库门芭门 颜门 勋门 财门 郭门帕门 

词 苟活门 奶绿门 土豆门 背心门 生蚝门 素质门 芝士门 布洛芬门 

短语 板烧门 夜市门韩剧门 奶茶门 酱油醋门 芝士奶盖四季春门 

 
说话人截取所指代人或物名称中的一部分构成“X 门”，词模的组成不受语法规则的制约，即使构

词能力较弱的不成词语素与“门”进行组合也不影响其表意功能。 
除此之外，词模“X 门”的形式还存在语码混用的情况： 

(1) 一个喜欢 priest 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即使他犯下了滔天罪行，神明也会原谅他，

天堂的大门永远会向他打开，人间的一切美好都会属于他，p 门！ 

(2) 只要我每天发 p 过的照片，在大家眼里我就长 p 的这样，这就是我的世界观，p 图门！ 

(3) 耶耶耶，melody 门永存！！！ 

例(1)中“p 门”选择了所指代的晋江文学城作者刘垚的英文名首字母为变项“X”；例(2)中“p 图”

是指使用制图软件 photoshop 处理图片，说话人选择了“ps 图片”的简略形式作为变项“X”；例(3)中“melody”
是指动画人物美乐蒂。说话人出于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及形式创新的需要选择英语与汉语杂糅的语码形

式构成“X 门”。 
从形式上看，“X 门”中趋于变化的组成成分在音节、词汇单位上没有绝对限制。顺应表达主体的

话语意图，“X”的音节数量及单位性质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中英语码混用的情况。 

2.2. “X 门”的语义特征 

“门”的本义为双扉门，是房屋等建筑物出入口处用于开关的装置，《汉字源流字典》[5]指出，“门”

由“家门”之义引申为“家族”“门第”，又由门户的不同引申为“类别”“派别”。缑瑞隆[6]认为引

申义“类别”“门派”的认知基础为“门”意象中区别不同门户、人家的功能，最初用于区分不同老师

教授的思想，是不同老师、学派的一个形式标志，后来发展为个体量词，突破了学术域的限制，用于计

量不同领域中需要通过教育或训练获得的知识。“门”的“类别”义及其区别性功能是词模“X 门”的

语义基础。 
“X 门”组成成分的可变性决定了语义聚合的临时性，表达主体根据即时的语境创设相应的语言形

式，因而每例“X 门”对应的认知语境都是表达主体大脑中临时创设的心理建构体，并非客观、固定的，

而是具有交际的动态性特征。归纳“X 门”的共享语义特征需要结合相应的上下文语境。当“X”指代某

个人的名称，多包含说话人对某人的喜爱： 

(4) 一个喜欢李宏毅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喜欢李宏毅的人，即使她犯下了滔天大罪，

神明也会原谅她，天堂的大门永远向她敞开，人间的一切美好都会属于她，毅门永存！ 

(5) 撒娇女人最好命，断层 top 郑书意，我为舅妈举大旗，看谁敢与她为敌，入我意门，必须第一，选我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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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心顺意，书意不“输”，以爱为“赢”，三个角色队伍的数据都要做，但是要记得给我们小舅妈多 923 倍的爱喔。 

“毅门”与“意门”均选取明星或演员角色名称中的一个字构成“X 门”，用以指称喜欢该明星/演
员的粉丝群体。说话人通过“X 门”表达喜爱等情感的同时具有呼吁话语潜在受众加入粉丝群体的话语

意图。当“X”指代某类食物，多表达说话人对该类食物的喜爱与推崇： 

(6) 26 了，在家吃榴莲被爸爸阴阳怪气，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影响到了我俩的感情……榴门何时才能出头啊？ 

(7) 一个喜欢吃麻辣烫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如果一个人连世界上最美味的麻辣烫都不

喜欢，那他将如何对待人这种复杂又多变的生物。世界上没有麻辣烫会爆炸！麻辣烫门永存！ 

例(6)中说话人使用“榴门”指称与自己一样喜欢吃榴莲的群体，表面的“抱怨”属于言内行为，而

宣传榴莲这种食物才是言外行为，即说话人真正的话语意图。例(7)中说话人则更直接地表达了对麻辣烫

的喜爱，从说话人认为世界上必须存在麻辣烫这种食物到断言“喜欢吃麻辣烫的群体永远存在”凸显了

对该类食物的推崇。当“X”指代某种事物，多因此类事物具有某方面特性而得到说话人的认可，并通

过构造“X 门”表达对它的宣传目的。 

(8) 拍一拍要比@更有效率，让我们谢谢拍一拍，愿拍一拍保佑每一个在外拼搏的孩子，拍门。 

(9) 腾讯《长相思》今晚 6 点更新还有谁不知道吗？黑子放下屠刀，入我思门吧！ 

微信的“拍一拍”功能因使用的便捷性得到了说话人的认可，影视作品《长相思》因剧情、参演人

员等因素得到了说话人的喜爱，以上二例中说话人使用词模“X 门”凸显群体内的共性特征，以达到对

指代事物的宣传效果。当“X”指代某种生活方式，多表达说话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与提倡。 

(10) 一个人只要撸铁，那么他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铁门 yyds！！ 

(11) 爱拍照记录生活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拍门！ 

例(10)中说话人表达了对“撸铁”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例(11)中说话人表达了对“拍照记录”这种

生活方式的认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将对生活方式的认知转移为对伦理价值的判断，同时包含了

高度的自我认同。 
综合上述分析，“X”的指代功能统辖多个领域，可以指代人、食物或事物，也可以指代生活方式，

所构成的词模“X 门”包含的语义特征有[+喜爱] [+认同] [+推崇]，即进入“X”的语言单位必须具有说

话人“喜爱”“认同”的前提，该心理特征在上下文语境中得以体现。说话人使用“X 门”多表达对指

称对象的推崇，引出话题“X”后，“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X 门！”为说话人的常用

句式，将个体的喜爱认同情感上升为集体的价值判断，具有极性表达特征。 

3. “X 门”的句法功能 

位置敏感语法这一概念首先由 Schegloff [7]提出，其核心观点在于“语言形式适应于特定的话轮、序

列位置。”静态的语言单位脱离语境，但它用于社会交际或用于完成社会行为就具有语境敏感性[8]。网

络新兴词模“X 门”所在语境具有潜在互动性，虽然并非每则博文都有说话人之外的网友进行评论互动，

但鉴于该类网络平台的社交本质，网民发言具有“搜索我，认同我”的内在需求，因而与话语潜在受众

存在互动关系。“X 门”的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句法位置的分布上。 
词模“X 门”中“X”指代对象主要包含名词、动词两类，当指代对象为人、食物或事物时多为名词，

当指代对象为生活方式时多为动词，但“X 门”整体指代某类人的集合，因而是名词性的，可以充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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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分，也可以充当单句或分句。 

3.1. 充当句子成分 

词模“X 门”在句中出现可以充当主语、定语、宾语等成分，如： 

(12) 15 块收获两份小薯两份脆脆薯条，麦门永存！ 

(13) 对比一下 tims 和麦麦的薯饼，果然更喜欢麦麦的，我是忠诚的麦门信徒。 

(14) 如果麦当劳把麦麦脆汁鸡加入穷鬼套餐，我将一生忠于麦门。 

例(12)中“麦门”作主语，例(13)中“麦门”作定语修饰“信徒”，表明领属关系，例(14)中“麦门”

作宾语。词模“X 门”在充当句子成分时共现单位均为宗教信仰域相关词语，突出了“X 门”的整体性、

聚合性特征。 

3.2. 充当单句或分句 

词模“X 门”充当单句或分句时位置较为固定，位于句首或句尾： 

(15) 双向奔赴！追星的女孩子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星门！ 

(16) 锈门！#锈湖新作公开#为啥新出的版本在 app store 搜不到捏。 

当“X 门”位于句首，能够较好地吸引博文浏览者的注意，且通常需要相应的后续句补足语境信息；

当“X 门”位于句尾，表达说话人对前续内容的总结与感叹，将积极情感的上升作为独白话轮结束的标

志，意在激起受众的认同，具有较强互动性。 

4. “X 门”的产生机制 

4.1. “X 门”的语义隐喻 

隐喻建立在两个概念域所投射的映象之间的相似性的基础上，人们通过认知与联想，将已知概念域

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进行整合，激活相似认知域的目标域，从而达到对新概念的理解或创造新的语言形式。

上文论述到，“门”的“类别”义及其区别性功能是词模“X 门”的语义基础，王春江[9]认为“家庭、

家族、学派”是“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语义基础，门(们)常出现在代词/指人的名词后表示家庭、学派

等，促使“门(们)”发展为复数标记，因而由“门”构成的词模“X 门”本身就有群体性特征。其次，“门”

用于区分家族、学派时更加强调了群体内的聚合性特征，“师门”等“X 门”意为接受同一个老师学术

思想的学生构成的群体，而由网络新兴词模“X 门”构成的一系列新词意为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构成的

群体，群体内部的成员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这一条件构成了网络新兴词模“X 门”与“师门”等“X 门”

之间的隐喻关联，从而使网络新兴词模“X 门”获得了概念的理据性。 

4.2. “X 门”的文化模仿 

网络新兴词模“X 门”最初源于“麦门”的创造，是网民表达喜爱食用麦当劳的戏谑说法，以“麦

门”作为“麦当劳忠实门徒”的简称。同时，根据语料分析，大量“X 门”的上下文语境包含“这就是

我的善恶观”句式，“X 门”也常作为分句出现在句尾，与基督教中“阿门”的形式与句法位置相似。

由此可见，网络新兴词模“X 门”具有文化模仿性，以“麦门”自称，具有“对麦当劳有信仰”的涵义，

所表达的积极情感极性化。“阿门”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用语，用于祈祷和崇拜礼仪的结束表示“诚

心所愿”，说话人在句尾使用“X 门”，强化了词模“X 门”的文化模仿机制，将对指称对象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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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概念化为价值领域的道德判断，这种极性表达除了具有娱乐功能，还增强了说话人情感的真实性。

语义隐喻与文化模仿共同作用于词模“X 门”的产生，这一语言现象得到了网民的心理认同从而在网络

平台大量产生。 

5. 结语 

作为语义隐喻与文化模仿机制下的产物，网络新兴词模“X 门”具有高度能产性，“X”所承担的语

言单位没有音节、性质的绝对限制，说话人“喜爱”“认同”的情感是“X”进入词模“X 门”的语义前

提。该类新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有较高的语境依赖性，如“拍门”既可以指同样认可微信的“拍一拍”

功能便捷性的群体(见例 8)，也可以指共有拍照记录生活这一生活习惯的群体(见例 11)。“X 门”是网络

社群形成的新的依据，通过相关新词的创造，潜在受众以评论、点赞的方式实现身份互认，进而产生某

种情绪共振，使不同背景、性别、年龄的语言使用者产生身份认同下的归属心理，推动词模“X 门”的

使用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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