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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吃瓜”是网络流行语。“吃瓜”本义为吃某种瓜类的果实。随着网络的使用，“吃瓜”在语义上已经

发生了变化，用来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其语义演变的机制是引申中的隐喻。

本文在描写“吃瓜”的语义演变与句法功能演变的基础上，探究动宾结构网络流行语新义的产生机制与

产生条件，并认为这类语义变异现象对相关词典的编纂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产生的新义是否具有稳

定性、新义是否表义明确等等。同时，这类语义的变异也在冲击着语言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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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 Gua” is a popular Internet phrase. “Chi Gua” originally means eating the fruit of a certain type 
of melon. With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t has evolved semantically to mean a state of being indiffe-
rent, of watching, without giving opinions. The mechanism of its semantic evolution is a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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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tension.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syntactic function evolution 
of “Chi Gu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conditions of the neologism generation of the 
emotion-object structure network buzzwords, and holds that this kind of semantic variation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mpiling of related dictionaries, such as whether the generated neologism 
is stable, whether the new meaning is clear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kind of semantic vari-
ation is also impac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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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吃瓜”、“割韭菜”、“种草 1”、“拔草”等词语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吃瓜”就是

其中典型的一个流行词，“吃瓜”一词原义为吃某种瓜类的果实。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它拥有了新的

意义并被广泛应用在各类媒体世界中。2016 年，《咬文嚼字》[1]公布了当年的“十大流行语”，“吃瓜

群众”则位列其中，例如： 
(1) 和平分手罢了，不必过多揣测，吃瓜群众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何况人家已经澄清了。(微博

2022/08/29) 
观察例子，可以发现，“吃瓜”的语义与原义不同。“吃瓜”产生了新义，而与之发生相同变化的、

产生新义的词语在网络世界中并不少见，如“种草”、“拔草”、“割韭菜”等。 
根据构词语素之间关系的不同，复合词可以分为联合结构、偏正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主谓

结构和重叠式，“吃瓜”属于其中的动宾结构。前人学者们对“吃瓜”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朱嫣红(2014) 
[2]对“瓜”字的意义进行探究，列举了“瓜”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多种意义，在此基础上对“瓜”

的各个语义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韩倩(2019) [3]选择“吃瓜群众”语义泛化过程作为切入点，对其整

个发展历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梳理，探讨其与当下社会心态、文化走向之间的关系。纵观“吃瓜”

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大多学者都是对“吃瓜”进行孤立研究，未将其与网络流行语中的相关结

构进行综合分析。本文选取部分来自微博网页版的语料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观察动宾结构“吃瓜”新义

的产生，探究动宾结构网络流行语中宾语新义产生的条件。 

2. 动宾结构“吃瓜”中“吃瓜”新义的产生及演变机制 

根据微博网页版“吃瓜”的搜索，2015 年 2 月 10 日，第一次出现了“吃瓜观众”，举例如下： 
(2) 作为一个吃瓜观众，今天修完牙回来连瓜都吃不了了。 
但经由语料上下文分析，我们发现，该例中“吃瓜”含义为本义。而出现在 2015 年 3 月 7 日中的一

则语料，“吃瓜”的含义为新义，举例如下： 
(3) 我觉得自己好像发了几百条弹幕了，结果好像全程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在微博网页版中以“吃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吃瓜”语料情况统计如下表 1。 

Open Access

 

 

1“种草”原译为将草种在泥土中。但在今天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中，很多旧的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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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pus statistics of “Chi Gua”  
表 1. “吃瓜”语料统计数据 

年份(单位：年) 语料数(单位：条) 

2015 24 
2016 356 
2017 658 

 

根据表格我们可以发现，2015 年第一次出现“吃瓜”相关短语，从 2015 年开始，“吃瓜”使用频

率逐渐增加。随着“吃瓜”使用频率的增加，2017 年 12 月 17 日，新义“瓜”第一次单独出现在句子中。

例如： 
(4) 还是集个资给你家主子换个团队吧，最近的瓜吃得可太搞笑了。 
“瓜”的使用逐渐脱落动宾结构，开始单独使用。基于语料的基础，我们来探讨“吃瓜”新义的产

生及“瓜”的句法功能。 

2.1. “吃瓜”新义的产生 

2.1.1. 本义 
“吃瓜”是一个动词短语，由动词“吃”和名词“瓜”组成。“吃”字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4]中的解释有 8 种，其中与“吃瓜”相关的解释为：“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瓜”在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有 3 种，与“吃瓜”相关的解释为：“蔓生植物及蔓生植物的果实”。因此，

“吃瓜”本义为：“把蔓生植物及蔓生植物果实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 

2.1.2. 新义 
网络上的“吃瓜群众”一词源于一则马路新闻，记者采访路边老农对于车祸事件的看法，老伯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吃西瓜”。后来新闻评论里就有人借此评论道：“我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

吃瓜群众”。而在戏院、火车站推售瓜子，有“前排吃瓜子”的广告词。“前排吃瓜子”的语义牵引促

使“吃瓜群众”的语义增加了围观看戏之意。基础义的“吃瓜”指的是吃真正的瓜果、瓜子等，后因为

与之相关的事件而引申出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在“吃瓜群众”这一词组中，

“吃瓜”在语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用来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普通网友们常

常戏称自己为“吃瓜群众”，而其中“瓜”的语义也发生了变化，可以用来表示某个热点八卦事件，如：

“有大瓜”、“吃瓜路人”、“慎重吃瓜”等。“瓜”变成了某个热点八卦事件。“瓜”与“热点八卦

事件”两者的共同点都有轻松、悠闲状态之意。基础义的“吃瓜”带有中性甚至褒义色彩，但在网络世

界使用中开始带有贬义色彩，带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动宾结构“吃瓜”中，宾语“瓜”

产生新义后可以分布在句中哪些位置？对此，我们将进行探讨。 

2.2. 动宾结构“吃瓜”与宾语“瓜”的句法功能 

在大量的语言实践中，受语言的经济原则影响，随着“吃瓜”相关用法的大量使用，“瓜”逐渐从

动宾结构“吃瓜”中脱离出来，在句法上具有更自由的分布。以下例句语料均来源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

微博网页版。 

2.2.1. “吃瓜”的句法功能 
a. 可以带助词“了”“着”“过”，表示动态 

(5) 我吃着瓜他吃着粉大晚上的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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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徹底完全極致路人吃了兩天瓜也覺得是製片人的問題…… 
(7) 还有啥我没吃过的瓜。 

b. 动词可以重叠 
(8) 这几天新闻要爆炸了，下周开始热料新闻会更多，尤其是关于婚恋关系，出轨，多角恋，性

丑闻等等，大众就吃吃瓜吧。 
c. “吃瓜”可以作定语，修饰名词 

(9) 每天默念一遍微博是吃瓜的地方不要炸粪坑不要炸粪坑不要炸粪坑。 
(10) 有人出内娱小寺，内娱大理寺的吃瓜合集么。 
(11) 笑死，一直以吃瓜的态度看 lyf，刚刚才发现我妈破防了，从昨天开始一直淡定破防。 

d. “吃瓜”可以作主语 
(12) 忙碌的高中生活里瓜料一直不断吃瓜才是人类的本质。 

e. “吃瓜”可以作宾语 
(13) 我已经开始吃瓜了。 

随着词语“吃瓜”的频繁使用，“吃瓜”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吃瓜”的紧密度变低。如： 
(14) 吃个机场的瓜他们现在在哪? 
(15) 快去吃王嘉尔的瓜。 
(16) 吃了一晚上辣眼睛的瓜。 
(17) 吃内娱男流量的瓜总能看到李胜利可真是个奇人。 

2.2.2. “瓜”的句法功能 
“瓜”从“吃瓜”中独立出来，句法上具有更自由的分布。具体说明如下： 
a. 单独作主语、宾语 

(18) 周雨彤完美诠释了我平时对闺蜜的行为，但我意外听到了瓜！ 
(19) 有人知道怎么发瓜帖嘛，瓜太大了，发不进超话。 

例(18)中，“瓜”可以单独充当谓语“听到了”的宾语成分；在例(19)中，“瓜”可以充当句子的主

语。 
b. 做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语 

(20) 来个课代表捋一捋今天的瓜。 
(21) 今天的瓜好大。 
(22) 刷到了点昨天和今天的瓜。 

例(20)、(21)、(22)中，“瓜”可以受到时间名词“今天”、“昨天”和“明天”的修饰。 
(23) 这瓜还是葫芦瓜么一串串的？ 
(24) 这个瓜还有视频！ 
(25) 呜呜呜我也看了但这瓜太有意思吃好久。 

例(23)、(24)、(25)中，“瓜”可以受到指示代词“这”的修饰。 
(26) 整么还有这么多陈年旧瓜，又臭又长又多吃都吃不完了是吧！ 
(27) 所以谁有真瓜，找一晚上了。 
(28) 是怕吃的假瓜然后有心造谣传谣被告吗？ 
(29) 第一次吃到热乎的瓜，结果是自己喜欢的明星。 
(30) 卧槽越来越多的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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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6)~(30)中，“瓜”还可以收到形容词的修饰，如：旧、真、假、多等等。 

2.3. 演变机制 

2.3.1. 隐喻机制 
张谊生(2016) [5]对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问题做了全面的讨论。文章认为，动因与机制的关系可以概

括为：动因是为什么演化，涉及可能性、前提、基础、环境、必要条件、各种可能因素；机制是怎么样

演化，涉及现实性、表现、过程、状况、充分条件、各种现实因素。 
严格意义上讲，旧词“瓜”产生了新用法。“瓜”在使用过程中实际上是“既有日常词语网络化后

赋予新义”。“瓜”一词的使用已经从实际生活领域应用到网络世界，呈现出词义扩大趋势。这一语义

演变过程是通过隐喻方式实现的。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另一类事物，隐喻要涉及两个认

知领域的语义互动。当两个不同的领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时，可以用一个领域的词去说明另一个领域的

对象，形成隐喻映射。两个领域之间互动的前提是语义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人们才有可能透过已经熟

悉的概念去认知未知领域的事物，最终实现隐喻映射。隐喻在词义引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表达一个新的概念或术语，在现有的语言词汇中找不到合适的词，或有近义词但不足以表达恰当

含义时，人们常常借用旧词语的结构模式。运用隐喻手法，是创造新词的一种方式。“吃瓜”的“瓜”

字本义是“草木蔓生植物名”，“吃瓜”给人悠闲、轻松的印象，而围观他人事件时也是热闹、事不关

已、悠闲的自在状态。因为“吃瓜”时的悠闲状态与在网络热点事件发生而表示的事不关己的悠闲状态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于是两者之间产生联系，“吃瓜”开始逐渐引申为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

仅围观的状态。“吃瓜群众”一词就是这样产生的。 

2.3.2. 压制理论 
Goldberg (1995) [6]认为，压制就是构式使词汇义发生强制性的改变。网络流行语动宾结构“吃瓜”

并非普通的咀嚼一种瓜果，而是围观分析某个热点八卦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这个结构的新义需要放到

具体的热点八卦事件中去进行分析。动作“吃瓜”的突出功能是吃瓜时轻松悠闲的状态。这是“吃瓜”

新义的产生。“吃瓜”如果不还原事件，人们可能不容易把握这几个词语的确切语义。同时，“吃瓜”

表征一定的功能/特征。 

2.4. “瓜”新义的产生路径及呈现状态 

本义为“吃某种瓜类的果实”的动宾结构“吃瓜”因为在某个网络事件中通过隐喻产生了“围观分

析某个热点八卦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的新义并在网络及现实生活中被频繁使用。又由于整个动宾结构

的压制，宾语“瓜”也产生了新义，不再是指某种瓜类，而是代指某个热点八卦事件。“瓜”相关语料

一般以聚集性状态呈现，会在某一时间段迅速增多。“瓜”的具体对象要依据上下文推断或者多为最近

发生的热点事件。例如： 
(31) #鹿晗##30 天安利鹿晗# @M 鹿 M 鹿晗跨年其实从九月份就盼着现场唱时差但吃瓜也可以

毕竟知道小哥哥可以陪家人过年我更开心。 
(32) 【马苏工作室声明：造谣者已涉嫌构成刑事犯罪】今天@马苏去了北京海淀法院对黄毅清

的相关言论进行起诉，马苏工作室随后声明，指黄毅清公然捏造散布关于马苏的谣言，马苏方将采取法

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Andy HYQ 黄毅清：受理了也不代表能赢！黄毅清现已被禁言，通过头像和置顶

传达信息！不管马苏在跨年瓜中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她本身权利也是不容被侵犯的，吃瓜

有度，适可而止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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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流行语中宾语新义的产生条件 

3.1. 宾语产生新义的情况 

网络世界中，动宾结构“吃瓜”产生了新义，宾语“瓜”也随着结构的变化而产生了新义。与“吃

瓜”情况类似的结构还有许多，如“割韭菜”、“种草”、“拔草”、“入坑”等等。在网络世界中，

与动宾结构“吃瓜”宾语产生新义的类似结构还有很多，如“割韭菜”、“种草”、“拔草”、“入坑”

等等。 

3.1.1. “割韭菜” 
宾语“韭菜”这个词发生了词义变化。《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将“韭菜”解释为：“多年生草本

植物，叶子细长而扁，花白色。是常见蔬菜。”现在，“韭菜”一词产生了新义：指代在直播带货中，

被主播利用赚钱的群体。 

3.1.2. “种草”“拔草” 
宾语“草”产生了新义。王竹喧(2020) [7]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将“种

草”中的“草”释义为：“高等植物中栽培植物以外的草本植物的统称”。现在，“草”一词产生了新

义：指代“被别人推荐的东西”。 

3.1.3. “入坑” 
宾语“坑”产生了新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将“入坑”中的“坑”释义为：“洼下去的地方”。

现在，“坑”一词产生了新义：常指代某篇小说、某个电视剧、某个动漫等等。 
与“吃瓜”情况相似，这几个动宾结构都产生了新义，其中的宾语也产生了新义。“韭菜”、“草”

在此结构中不表示“植物”，“坑”也不表示实在的物体。但与“吃瓜”变化不同的是，动宾结构“割

韭菜”“种草”“拔草”“入坑”的宾语“韭菜”“草”“坑”不能单独使用，而动宾结构“吃瓜”的

宾语“瓜”可以脱离动宾结构单独使用。例如： 
(33) #吴亦凡#最烦拉吴亦凡做攻的，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你心肝是个什么货色也配要吴亦凡宠！ 

配得到全世界宠爱的在真粉丝这里只有吴亦凡。任何拉吴亦凡瓜，卖人设的。全部不是吴亦凡粉丝。 

3.2. 产生条件 

观察上列网络流行语可以发现，上述都为动宾结构。笔者在微博网页中进行搜索发现：产生新义的

网络流行语结构多为动宾结构。分析发现，产生条件如下： 

3.2.1. 动宾结构的能产性 
沈梦璎(1987) [8]、汤廷池(1989) [9]等学者对新词语的构词手段进行统计后认为，动宾式是能产性较

强的构词法之一。动宾式构词法在汉语的构词活动中比较活跃，所构成的复合词数量也颇为可观。因为

动宾式结构使用多，结构灵活，所以在网络流行语中发生变化较多的也是动宾结构。 

3.2.2. 结构的压制理论 
李青(2019) [10]解释道：“所谓的压制是指语言中的某一成分为适应另一成分的要求而被迫改变自己

的意义和功能。压制广泛存在于语言的各个方面”。对于压制概念及理解，各位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本

文笔者认同 Goldberg 的观点。Goldberg (1995)认为，压制就是构式使词汇义发生强制性的改变。目前，

国内外对语言压制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类型压制、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而与语义相关的压制问题，

目前学界主要讨论事件压制。孟凯(2022) [11]认为：“压制产生新词语的重要方式包括两类，即事件压制

和功能/特征压制。并且两类语义压制往往交叠共词，有一定的选择倾向，两类的类推性强弱也因类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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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不同”。 
本文笔者认为，网络流行语动宾结构“吃瓜”和宾语“瓜”新义的产生及其发生相同现象的动宾结

构也是受到事件压制和功能/特征压制共同交叠的作用。孟凯(2022)认为：“事件压制是将事件语义压制

进新词语的成分里。事件信息往往很丰富，事件压制类新词语的语义通常包含溢出成分之外的事件关键

信息。功能/特征压制是将事物或事件凸显的功能或特征压制进新词语的成分里，以成分的功能和特征来

体现事物或事件的特点。两类语义压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往往彼此交叠，共同体现在同一个

词语中”。“瓜”不再只是植物果实，“瓜”包含着超出本义的内涵，“瓜”的具体对象要依据上下文

进行推断或者多为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3.2.3. 省力原则、经济原则在网络新词选词和造词上的体现 
“一方面说话人传达自己的信息、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尽可能少

地付出脑力、心力和体力，从而做到最省力。”同时，也离不开类推作用在语义变异当中所起的作用。

在此结构中，用同样的字、不同的含义来表达新的内容，就是省力原则、经济原则的体现。用同样的词

语“吃瓜”来表示不同的内涵。 

3.2.4. 网民群体的好奇心理 
根据语料我们发现，“瓜”一般多指热点问题，易吸引网民眼球。网民群体多为年轻人，他们不喜

欢循规蹈矩。“吃瓜”刚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使用起来新颖独特。“瓜”语义的扩大不仅是语言

内部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群众心理满足的需要。 

4. 宾语新义的使用限制 

虽然许多动宾结构的宾语产生了新义，但宾语新义并不能灵活使用，受到了许多条件限制。选取“吃

瓜”、“入坑”、“种草”、“割韭菜”四个动宾结构在微博语料中进行考察发现： 
a. “瓜”与“坑”、“草”、“韭菜”相比，在句法上具有更自由的分布，可以单独作主语、宾语，

如上例(18)；也可以作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语，如例(22)。 
b. “入坑”已经从动宾结构凝固成了动词，“入坑”粘合度更高，例如： 
(34) 哦哦哦好好嗑！我入坑了！ 
(35) 妈咪们这边刚入坑。 
也多用来修饰名词，如入坑姿势、入坑的瞬间、入坑肖战、入坑的新粉。 
最终考察语料发现，限制宾语新义的使用条件是动宾结构动词和宾语的紧密度。由于使用更多，一

些结构的宾语慢慢脱离该结构，与动词的紧密度降低，从而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受到动词和结构的限制。 

5. 结语 

在动宾结构吃瓜中，“吃瓜”产生了新义，宾语“瓜”也产生了新义。结构与宾语都产生新义的结

构还有很多，如“拔草”、“割韭菜”等等。网络流行语动宾结构因为在某个网络事件中通过隐喻产生

了新义。又由于整个动宾结构的压制，宾语也产生了新义。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该结构的句法功能及

语义得到了发展。这反映出语义变异是语言本身的需要，也增强了语言的活力。这类语义变异对相关词

典的编纂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产生的结构新义和宾语新义是否具有稳定性、新义是否表义明确等等。

同时，这类语义的变异也在冲击着语言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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