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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中常用话语标记“好家伙”，由形容词“好”与名词“家伙”构成，并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高

频共现，形成名词性偏正短语。通过演变，逐渐成为表达惊讶或感叹义的话语标记。本文通过对“好家

伙”一词的历时研究，分析其形成过程；通过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在关联理论

的框架下，以网络交流中具体的会话为例，对网络热词“好家伙”的语用功能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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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ommonly used words mark “Hao Jiahuo”, composed of the adjective “Hao” and 
the noun “Jiahuo”, and in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process, forming a noun partial positive 
phrase. Through evolution, it gradually becomes a discourse marker that expresses surprise or 
exclamation mea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term “Hao Jiahuo” through 
the historical study, and analyzes it through semantic,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Un-
der the framework of relevance theory,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Internet hot word “Hao Jia-
huo” is supplemented by specific conversations i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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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好家伙”一词由形容词“好”和名词“家伙”组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解释为“表

示惊讶或赞叹”。“好家伙”虽为名词性偏正短语，但李敏(2016) [1]、韩金秒(2019) [2]以及王娟娟(2020) 
[3]认为，在对其产生和含义的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变为话语标记。另有张斯文(2017) [4]、黄媛媛(2020) [5]
等对其历时演变和语用功能等进行了探究。 

话语标记指的是在口语交际中那些不影响话语的命题意义，游离于句法单位之外，具有情态和人际

意义的话语小词，如英语中 well，you know，I mean 等[6]。黄媛媛(2020)认为，话语标记语是自然会话

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部分连词，副词，感叹词，以及某些短语和小句。话语标记在语音上可以通过停

顿或声调高低来识别；句法上虽然本身具有独立性，但经常出现在句首，也可在句中，并且不与相邻成

分发生句法结构关系，它的有无不影响语句的句法合理性；话语标记在语义上是非真值的，即它的有无

不影响命题内容；在篇章语用上具有衔接功能。 
本文所涉及语料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

(BCC)语料库。 

2. “好家伙”的历时演变  

根据搜集到的语料，“好家伙”一词最早出现在清代，由名词“家伙”和形容词“好”共现而来。

我们分别对两个构成成分进行分析。 
(一) “好”的演变 
“好”的本义是指女子貌美。《说文解字》中“好，美也。从女子。”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作形

容词。早期典籍中多以“好”来形容女子，后又对该词的意义进行引申，表示善良、友好、健康、赞许

等意义[2]。如例(1) (2)： 

(1)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周《尚书·洪范篇》) 

(2)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春秋《诗经·北风》) 

之后，“好”又产生了副词义，为“很，甚，太”义，另有动词“喜好”义等。在明清时期，其形

容词义与“家伙”连用，形成“好家伙”。 
李小军和朱习文(2008)将形容词“好”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修饰人、风景、事物的“好”带有的主

观性弱，为“静态形容词”；当“好”用来形容行为动作方式时，“好”功能有所扩展，带有了较多的

主观评价，为“动态形容词”[7]。我们认为，在“好家伙”指人时，“好”为“静态形容词”，当“好

家伙”虚化为话语标记时，则为“动态形容词”。 
(二) “家伙”的演变 
对于“家伙”，在《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家伙”的 6 种语义：① 器具；② 指武器；③ 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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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称；④ 对人(或牲畜)的谑称；⑤ 犹言次、下子[8]。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 3 种含义：① 指工具或

武器；② 指人(含戏谑或轻视意)；③ 指牲畜[9]。“家伙”原作“家火”，又写作“傢伙”。“家火”

意为“家内日常生活所用的火、器具。”“傢伙”意为“器具、用具；指人(含轻蔑或戏谑的意思)。现多

作‘家伙’”。 
“家伙”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多为“工具”之意，如例(3) (4)。“家伙”前多是物件名称，与“家

伙”连用表示工具整体总称。 

(3) 急忙做茶饭。肉煮熟了。就捞出来。到吃完了饭。碗盏家伙收拾了。(元《老乞大新释》) 

(4) 其床帐家伙无物不备。(元《老乞大新释》) 

明清时期，“家伙”的表义范围扩大。多为表示“工具”“武器”以及“人”的含义，可以看出，

“家伙”从“工具”义延伸出“武器”如例(6)，例(5)中“家伙”同元代，为“工具”义，指前文的“钵

盂”，而例(6)中，所指的工具变为枪炮，“家伙”便延伸出“武器”义；例(7)中，“家伙”所指是前文

中的“我”，由此便有指人义；除此之外，“家伙”也由“工具”义扩大这“器物”义，前面不需要有

具体工具的名称，如例(8)，以及“行李”义如例(9)。 

(5) 穿的百衲鹑衣，半风子也有几斗。左手的钵盂，是个讨饭的家伙；右手的禅杖，是个打狗的本钱。(明《三

宝太监西洋记》) 

(6) 原路上打一看，原来路上埋的却都是些铁枪儿。老猴道：“你这一付家伙，是哪里得来的？”(明《三宝太

监西洋记》) 

(7) 不枉了南朝朱皇帝拜他八拜，拜为国师。我只是寻常的家伙，耍他不过。(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8) 店家并叠了家伙，关好了店门，大家睡去。(明《二刻拍案惊奇》) 

(9) 秦重一闻此言，即日收拾了家伙搬回十老家里。(明《二刻拍案惊奇》) 

由此可见，“家伙”由“工具”义向三个方向发展出不同的意象。其一将“工具”义具体化，指称

武器，由于人们往往攻击时选择的器物是周围的工具，于是“家伙”可指“武器”；其二将“工具”义

范围扩大，统称所有器物；其三将“人”比作“工具”，由便有了“对人的蔑称”一义。 
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情况。随着对“家伙”一词的普遍使用，词义也发生

了变化，如例(10) (11)，“家伙”的词义开始虚化，“家伙”开始和其他词义相近的总称词连用，如“家

伙什物”等。 

(10) 待我气绝之后，即便下棺，把钉钉上，切不可停到明日。我铺里一应家伙什物，都将来送与金大郎。(明·《醒

世恒言》) 

(11) 又递过一张单来，道：“铺内一应什物家伙，遗命送与你做遗念的。”(明·《醒世恒言》) 

(三) “好家伙”的形成 
到了清代，“家伙”指人的情况增多，且常与“大”连用成“大家伙”，此时有两种情况，一是指

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如例(12) (13)，这种情况“家伙”后带儿化音；另一种则指体型大的工具，这时“家

伙”后不带儿化音，如例(14)。重音上也有所不同，例(12) (13)中的“大家伙儿”重音在“家伙”上，而

例(12)的“大家伙”重音在“大”上，意在突显所指事物的体型大。 

(12) 贾牢头道：“什么事这么忙？难道弄出钱来我一人使吗？也是大家伙儿分。”(清·《七侠五义》) 

(13) 谁知半夜里有人嚷说：“你们小姐还了魂了！”大家伙儿听见了，连忙过去一看，谁说不是活了呢！(清·《七

侠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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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里的树林子里也藏不下老虎之类的大家伙。(海明威《那片陌生的天地》) 

如例(15) (16)，“家伙”和“好”连用，虚化为感叹词，表示惊讶、感叹。在“好家伙”中可以插入

形容词“厉害”，并不影响句意，如例(15)。张斯文(2017)认为，“好家伙”单独作为一个句子成分或者

独立成句时，所指称的事物并不明显称之为“指代模糊”。此时“好家伙”的词义已经虚化为感叹词，

处于“指代模糊”状态，并不与相邻成分发生句法结构关系，便逐渐成为话语标记。于立昌(2016)认为，

“家伙”在感叹句这种特定的语用环境中，逐渐失去实词的指称功能，而虚化为具有夸张语义色彩的类

词缀，由于经常与形容词“好”等连用而进一步词汇化[10]。 
除了“好”之外，“家伙”也常与形容词“小”等连用，如例(18)。 

(15) 北侠将刀只一磕，棍已削去半截。方貂道：“好家伙！”撒了那半截木棍，回手即抽出朴刀斜刺里砍来。(清·《七

侠五义》) 

(16) 世玉跌下台来，随涌身一跳，复上擂台，叫声好家伙，果然厉害。(清·《乾隆南巡记》) 

(17) “喝，好厉害家伙。不问啦！”遂转身就走。(清·《三侠剑》) 

(18) 若是用摇山动刨，一回就可以刨下一大块，况且欧阳爷百宝囊中小家伙俱全。(清·《三侠剑》) 

“家伙”除了常和“好、小”等形容词连用，也同“亮、抄、招”等动词共现，这时表示“武器”

义。 

(19) 黄三太说道：“你先在一旁隐藏，我们给班头助威。”大家亮家伙，观看贼人与班头动手。(清·《三侠剑》) 

(20) 店里伙计还有没完事睡觉的呢，一听东跨院喊有贼的声音，遂各抄家伙，一齐奔东跨院而来。(清·《三侠

剑》) 

(21) 正西上，亦飞过一枝镖来，正向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将说得声‘招家伙’，她早把身子一闪，那镖早打

了个空。(清·《侠女奇缘》) 
 
Table 1. A common c word for “Jiahuo” 
表 1. “家伙”的常见共现词 

使用情况 
词性 形容词 动词 

共现词 好 小 亮 抄 招 

例句数量 43 10 56 35 3 

百分比 1.4% 1.4% 8% 1.6% 0.4% 

合计 54 94 
 

由表 1 可见，“家伙”一词最常用做动词，表示“工具”“武器”，其指人用法较少。话语标记“好

家伙”便是由指人含义的“家伙”演变而来，表示惊叹。 
综上所述，“好家伙”的历时演变中，在语义上，由名词义演变为叹词义；在句法上，具有独立性，

且不影响语句的完整性；在语用上具有衔接功能；在语音上，可以通过声调高低来区分和表达情感。由

此最后演变为话语标记。 

3. “好家伙”的共时特征 

(一) 语义角度 
如上文所述，“好家伙”有两种含义，一是表示对人或牲畜的评价，二是表示惊讶或赞叹的话语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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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邮政局长也是一个好家伙……”轮到自己头上，伊凡不肯念下去了。(果戈里《钦差大臣》) 

(23) 墨瑞笑得很灿烂。“谁，豪尔？噢，他没问题的，他是个好家伙。”(菲茨杰拉德《美丽与毁灭》) 

(24) 敢出头管事，胆子就算好家伙，但他的话茬并不硬，不像个打算使横的人。(冯骥才《神鞭》) 

(25) 有两个男人坐在大门两边的麦秸靠垫的椅子上，背靠着墙，嘴里吸着烟斗。共忒朗说：“你看，两个好家

伙。看左边的那一个罢，戴着一顶希腊小帽的驼子！那是卜兰当老汉，从前在立雍监狱里当看守，现在变成了这个

浴室里的稽查，几乎就是营业主任。”(莫泊桑《温泉》) 

(26) 巴比特嚷说，“待会见，好家伙们，”一面冲过大厅休息室。(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 

如例(22) (23) (24)，是对人物和事物的评价，例(25) (26)则可以说明，“好家伙”指人时可以表示复

数或加“们”变成复数形式。在重音方面，“好家伙”指人或指物时，重音落在“家伙”上，表达感叹

时，重音落在“好”上，与“大家伙”有所不同。本文抽取 279 个“好家伙”现代汉语语料，除去重复

语料，共 274 个例句，其使用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Use of the “Hao Jiahuo” 
表 2. “好家伙”的使用情况 

使用情况 
分类 

好家伙 
合计 

指人或指物 表感叹 

例句数量 32 242 274 

中文文献作品 5 94 99 

百分比 1.82% 34.31% 36.13% 

外文文献作品 27 148 175 

百分比 9.85% 54.01% 63.86% 
 

由此可见，“好家伙”一词在表达指人或指物含义时，多为外文的译文文献。而表感叹含义时，无

论是中文还是译文文献，都是“好家伙”的常用用法。 
“好家伙”发展为话语标记，在句中带有对未知信息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要表达惊讶、感叹，多用

于感叹句和反问句。 
(二) 句法角度 
“好家伙”用在使用时，有两种情况：一是“好家伙”充当句子成分；二是处于句子成分之间，不

与相邻成分发生句法结构关系，作话语标记。 
 
Table 3. The syntactic composition of the “Hao Jiahuo” 
表 3. “好家伙”的句法成分 

数量比例 
句法情况 

句子成分 
话语标记 

主语 宾语 

数量 7 25 242 

百分比 2.55% 9.12% 88.32% 
 

由上表 3 可知，“好家伙”在现代汉语中多数作为话语标记出现，为惊讶、感叹义，而能做句子成

分时，为指人或指物义，且多作宾语。如例(27) (28)，“好家伙”在句中分别作宾语和主语。 

(27) 他身后踩着车子，身子从手把上直立起来，好让背部放松。他们都是好家伙。一定会成功的，他确信一定

行得通。(彼得·梅尔《茴香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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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对他匆匆低语，“哈罗，比尔，好家伙，告诉我，生意做得如何呢？”(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 

根据“好家伙”在句中的分布情况，如下例所示，分别位于句首、句中、句尾和独立成句。分析语

料可如表 4 所示： 

(29) 一时这边惊叫了一声：“好家伙！李奇微(美军前线司令)肚子上还长着毛，正向外爬哩！(魏巍《东方》) 

(30) 开田闻声高兴得一蹦好高地跑到门外去迎，好家伙，他果然是带了一帮青年学生来。(周大新《湖光山色》) 

(31) 店主你是粪缸里的元帅，希腊的大英雄，好家伙！(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32) 廖什卡说，“是十四号，我们在克列斯特坐班房来着……”“好家伙！”人们一听都傻眼了。(左琴科《京

城来的家伙》)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the “Hao Jiahuo” 
表 4. “好家伙”的分布情况 

数量比例 
分布情况 句首 句中 句尾 独立成句 合计 

数量 107 45 30 60 242 

百分比 44.21% 18.60% 12.40% 24.79% 1 

 
韩金秒(2019)认为，“好家伙”在复句中的一般格式是“分句 + 逗号 + 好家伙(+逗号或感叹号) +

分句”[2]。根据语料，可知“好家伙”前为感叹号或逗号居多，其后同样多为感叹号或逗号。如表 4 所

示，“好家伙”作为感叹词常位于句首或独立成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或者缓冲语气。 
(三) 语用角度 
“好家伙”作为话语标记，有着表达情感功能。黄媛媛(2020)认为话语标记语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即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说话者通过对语言的组织和情感的表达体现话语的主观性特征[5]。由上文可知，

“好家伙”在句中主要表达惊讶、感叹的思想感情。 

(33) 有人悄悄地指着说：“那，那是个什么东西，是定时弹么？”“喝，好家伙总有一人来高。”(魏巍《东方》) 

(34) 什长，大哥，等等。我错了。妖精迷了我的路，好家伙。三步，两步，一，二，三，四，(追及了。)我在

中间走。不说话。(沈从文《新与旧》) 

如上述例子，例(33)中“好家伙”表达惊讶义，对定时弹的大小表示出乎意料，前有感叹词“喝”，

通“嗬”，与“好家伙”连用增强情感表达。例(34)则表达的是感叹义，是对已然事件的感叹。 
“好家伙”有着语篇衔接功能。根据表 4 可知，“好家伙”常用在句首或者独立成句。在复句中，

经常前承的已知的事件、结果或状态，后接达话语主体的情感态度，衔接了复句整体，填补了话语间的

停顿，如例(33)。 
“好家伙”有着传递信息功能。话语者在使用“好家伙”一词时，多表达一种“反预期”效果。有

两种情况：一是已发生事情在说话人的意料之外，这时用“好家伙”来表达心中的惊讶，如例(33)；二是

说话人心中对发生的事件已有预料，用“好家伙”作为感叹，突出自己的情感态度，如例(34)。 
在网络交际中的“好家伙”含义更为丰富。下面结合网络会话中的实例，利用关联理论对“好家伙”

的语用功能进行分析。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过程是个明示–推理过程，也就是说话人明白无误地表达

自己的意图，而听话人则从说话人明示的信息中推断说话人暗含的意图[11]。丁晓静(2014)认为，在言语

交际活动中，人们必然要寻求话语的关联性。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或者隐含意义，要靠听话人结合当时的

语境假设进行推导，本质上说推理的过程就是寻找话语与语境关联的过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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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在话轮首句，开启话题 

(35) A：好家伙！ 

B：怎么？ 

A：他们一夜足足走了一百里！ 

B：他们怎么干得这么快呀！ 

…… 

如例(35)，两个人会话的开始，用“好家伙”来代替打招呼，可以推断，A 是有什么惊奇的事情，这

是 A 提供的新信息，B 要对它进行解码，并根据此时的语境，进行假设推理。A 在说出“好家伙！”之

后，B 进行解码，并进行深入简短的提问，积极的回应了对方，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使得双方

可以就此话题继续谈下去。 
2) 基本义，表示惊讶或感叹 

(36) A：抓蝗虫还能挣几个钱！ 

B：抓一阵蝗虫比种地挣得多！ 

A：好家伙！ 

(37) A：这是美食中心的东西？ 

B：不，路边摊，美食中心的东西还不如路边摊好吃。 

A：哇噻，好家伙！ 

例(36)中 A 的“好家伙！”表示得知 B 抓蝗虫竟然比种地挣得还多时的惊讶，例(37)中“好家伙！”

表示对路边摊东西的赞叹。在《关联性：认知与交际》一书中，Sperber 与 Wilson 区分了最大关联性和

最佳关联性。最大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最佳关联性就

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因而，

交际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性[13]。结合语境，用“好家伙”来回应，体现了听话人的接收到信息的惊

讶，正是获得了交际中的最佳关联。 
3) 避免冷场，缓解尴尬 

(38) A：你回来呀？ 

B：嗯，马上回来了。 

A：好家伙。 

(39) A：我不欠你的。 

B：你欠的。我就当喂狗了。 

A：好家伙。 

在网络聊天中，人们往往为了避免冷场，会用一些感叹性的词来缓解尴尬，避免造成直接的冲突。

例(38) (39)中 B 的回答让气氛较为尴尬，A 用“好家伙”来结束对话，避免冷场或让自己处于尴尬中。 
4) 表达激动 
例如一个爱猫人士看见猫： 

(40) A：好家伙！这也太可爱了吧！ 

B：好家伙！ 

在言语交流中，说话人会用“好家伙”来表示说话人内心的激动，听话人可以根据当时的语境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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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义，并获得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此时 A 的“好家伙！”作为话语标记。并没有实际意义，表示激动，

相当于感叹词“啊”。B 同样用“好家伙！”来回应，表示感叹。 
5) 表达气愤、无奈 

(41) 有谁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目送一辆公交，却不能与之同去！唉，一问，好家伙，半小时一趟！到那边

估计得 11 点！ 

(42) 请假都能记成旷课，问过了我之后都不记得备注请假，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例(41) (42)中的“好家伙”表达了说话人的气愤或者无奈。随着网络交际的扩展，词语被赋予的含义

也随着增多。网络交际是一个实时的动态过程，例(41)在表达时无意识的用“好家伙”将计划表达的句子

连接起来，突显说话人的情绪。例(42)中“好家伙！”表达气愤无奈，“我直接好家伙！”将“好家伙”

用作谓语，加强语言表达效果。 
6) 言语反馈功能 
胡健，徐宏亮(2007)认为，言语反馈是交际者在说话人的激发下发出的能够表明该交际者对当前言语

行为发生的位置及其所属的认识的言语行为[14]。黄衍(1987)中提到，会话中的反馈项目通常是由听话者

发出的，用来表明对说话者的注意、关切等等[15]。 

(43) A：你这是让狗咬了？ 

B：抓的。 

A：好家伙，怎么回事？ 

…… 

(44) A：这么晚你还在这儿呢？ 

B：好家伙。哎你怎么在这？ 

胡健，徐宏亮(2007)提到，在话轮替换系统中，说话者发出的信号可分为两种：一是放弃话轮信号，

表示说话者意欲放弃该话轮。如上述例(38)，A 再次回答时使用“好家伙”，表示对此话题并没有兴趣，

意欲放弃该话轮。二是保持话轮信号，表示说话者无意放弃该话轮。如例(43)，A 的“好家伙”是对 B
话语的反馈，表示听话人有意继续该话轮 

而听话者发出的信号也可分为两种：一为索求话轮信号，表示听话者意欲占有下一个话轮。例(34)
中 A 作为 B 的听话人，“好家伙”回答后，表示自己对此话题很感兴趣，无意占有下一个话轮。二为反

馈信号，表示听话者无意占有下一个话轮。例(44)中 B 一方面遵循了合作原则，回应了 A 的问题，另一

方面，发出索求话轮信号，表示自己并不愿意继续该话题，并意欲占有下一个话轮。 

4. 结语 

“好家伙”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人或事物的评价，二是作为话语标记，在复句中承上

启下，表达说话人的惊讶或感叹之情。“好家伙”由形容词“好”和名词“家伙”组成。 
在历时层面上，“好”字由指女子貌美的本义逐渐演变为形容词“赞许、友好”之义，“家伙”由

“家内日常生活所用的火、器具。”逐渐指人，含戏谑义。两词高频共现，在清代合成“好家伙”一词。

“好家伙”由指人或指物义虚化发展出叹词义，并多次在复句中承上启下，发展为话语标记。 
在共时层面上，从三个平面角度对“好家伙”进行分析。语义上，“好家伙”一表示对人或牲畜的

评价，二表示惊讶或赞叹的话语标记。其话语标记用法最为常见；句法上，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也可

处于句子成分之间，作话语标记；语用上，“好家伙”作为话语标记，有着语篇衔接功能和传递信息功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019


李颖琪 
 

 

DOI: 10.12677/ml.2022.101019 152 现代语言学 
 

能。 
另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对网络热词“好家伙”进行了分析，在言语交际中，“好家伙”有以下语

用含义：开启话题、表示惊讶或赞叹、避免冷场，缓解尴尬、表达激动、表达气愤无奈、言语反馈功能。

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顺应人们话语表达的需要，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说话人的情感态度，成为人们

日常交际中的常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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