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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网络用语“v了个寂寞”构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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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网络用语中出现了一种新兴表达式“V了个寂寞”，该表达式由常项“了个寂寞”和变项V两部分构成，

组合一起类似一个动补结构。其产生受到了语言模因和语言创新的影响，整体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评价义”，在社会

和网络的推动下逐渐固化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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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ing Internet Phrase "V is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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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 new expression "V is lonely" has appeared in network language. This expression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constant term "V is lonely" and the variable term V, which is similar to a dynamic complement structure. Influenced by language

memes and language innovations, i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subjective evaluation meaning", which is gradually solidified and popular

under the promotion of society and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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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近期在网络中流行的新兴表达式“V了

个寂寞”，例如：

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上海初雪下了个寂寞。

今天可以打印准考证了，才发现自己没缴费，我是报

了个寂寞。

今天英语听力考试听了个寂寞。

以上几例中，“V了个寂寞”整体均表现出一种“一

无所获”的结果或者说这个结果对于评价主体来说并不满

意。“V了个寂寞”整体倾向于一个动补结构，其中“寂

寞”充当前面成分的结果补语。

在网络高速的传播和影响下，“V了个寂寞”迅速流

行开来，并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的能产性的框式结构。其中

“了个寂寞”为常项，“V”作为变项，组合一起整体能够

表示做了一件事产生“未达成”“无结果”或“没有达到

理想效果”的结果，常带有主观评价义，附着调侃戏谑的

语气。这个意义的获得并不能从构成成分中简单推知，因

此，我们将“V了个寂寞”判定为一个构式。本文拟从构

式义、构成要素以及流行动因三个方面对“V了个寂寞”

结构进行分析。

1 “V了个寂寞”构式义

构式语法强调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构式义并

不能从各构件和已有构式中进行简单推测。对于“V了个

寂寞”构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先观察以下例子：

那同学可斜着眼睛看了个准，回去就报告了。（人民

日报 1949年 05月 31日）

可是如今，那些有钱和不太有钱的人家都几乎逃了个

干净。（刘斯奋《白门柳》）

那年腊月二十七，又把家里的粮食抢了个干净。（人

民日报 1948年 12月 11日）

（7）本想录屏，画完之后没点开录屏功能，录了个寂

寞。

以上四例，均可将横线部分的结构提炼为“V了个A”。

“V了个A”是汉语中已有的结构，其中A可以看作是补充

说明V的结果。在例（4）（5）（6）中，“准”和“干净”

都是补充说明“看”“逃”和“抢”的结果，“V了个A”

还可以转化成“V得很A”。这个意义可从原有结构中简单

推知，但新兴构式“V了个寂寞”中，寂寞并不是补充说

明V的，不能转化成“V得很寂寞”，如例（7）就不能改

写成“录得很寂寞”。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已有格式和构

件要素简单地推导出它的意义，而是整体具备某种语义，

具体如下：

“V了个寂寞”整体表示“未达成”“无结果”或“未

达到理想效果”的意义，并附有主观评价义，表达评价主

体不满意、调侃戏谑的主观态度。例如：

我真是看了个寂寞，精彩的部分都删没了。

插着充电线没开电源开关，充了个寂寞。

分析上述三例，例（7）中“看”的结果是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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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想效果，而不是没看，例（8）中“充”的结果

是没有达成，即未充。无论“未达成”还是“无结果”，

“V了个寂寞”均表达了评价主体不满意、调侃戏谑的主

观态度。

2 “V了个寂寞”构成要素分析

构式中的各个要素是构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式

义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从变项“V”以及固定项“了”

“个”“寂寞”四个方面对构式“V了个寂寞”的构成要素

进行分析。

2.1 V的音节及句法限制

从音节上看，“V了个寂寞”中的V最常接纳的是单音

节动词，其次偶有双音节词。例如：

必须发条微博谴责一下，我安利琅琊榜安利了个寂

寞。（微博）

今天股市大涨，我却炒了个寂寞。（腾讯网）

以上两例中，例（9）是双音节动词进入“V了个寂

寞”结构，例（10）中的V均是单音节动词，通过分析语

料我们发现进入该结构的V绝大部分是单音节动词，双音

节动词较少。这是因为语言为保持韵律和谐的特点对V的

音节作出了限制，V与“了”结合起来形成“V了”，汉语

是以双音节为主的语言，为了使“V了”成为一个双音节

词语，故进入“V了个寂寞”的V多为单音节。但有些双

音节V也可以进入该结构也可以成立，是因为这些双音节

V不能缩减成单音节，例如（9）中，“安利”不能简单缩

减成“安”。当双音节动词可以简化成单音节并不改变意

义时，进入“V了个寂寞”结构通常要简化成单音节V。

2.2“寂寞”的空无状态性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对“寂寞”的解释是：①

孤单冷清；②清静；寂静。“寂寞”本身就具有[+空虚，+

寂静，+感受]的语义特征。古汉语中也经常用寂寞表示一

种冷清孤独的心情或一种虚无凄清的状态，例如：

布素寒儒守乡学，夜夜孤灯同寂寞。（《元诗选》）

巡陆夷之曲衍兮，幽空虚以寂寞。王逸注：“寂寞，

无人声也。（《楚辞》）

例（11）中的“寂寞”表示的是人孤独冷清的心理感

受，例（12）中的“寂寞”表示的是一种寂静空虚的状态。

构式“V了个寂寞”中的“寂寞”并不是指心理上或

环境上的空虚孤独，而是表示主观情感上或客观实体上的

“空无状态”。因此，该构式中“寂寞”的语义并不能直接

由词语本身获得，而是经历了一个词义引申的过程。通过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寂寞”无论是用来表示心理感受还

是环境氛围，均可以体现出“空无”的意义。构式“V了

个寂寞”中的“寂寞”就是由本义向“空无”引申而来的，

体现了物质实体或情感态度上的“空无状态”。在现代汉

语中早就存在“V了个空”的表达。例如：

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王朔《空中小姐》）

尽等着今天过节团圆呢，又等了个空。（人民日报 19
46年）

轮椅一下子被推走，他们一行四人接了个空。（亦舒

《承欢记》）

上述三例中，“空”皆是表示“无结果”“未达成”的

意义，“寂寞”引申出“空无”的意义后也能进行这种表

达，即当“V了个寂寞”表达式出现后，例（13）（14）（1
5）中的“空”均可替换成“寂寞”，句子的意义不会发生

改变。这种情况下，“寂寞”通常表现客观实体的“空无

状态”，即“无结果”“未达成”。

另一方面，“寂寞”还能表现主体主观情感的“空无

状态”，所以“V了个寂寞”与“V了个空”相比具有一定

的主观评价义，这种情况下“寂寞”不能替换成“空”。

综上所述，新兴表达式“V了个寂寞”与“V了个空”相

比，表义范围更大，我们可以将二者的表义功能归纳成如

下表格：

客观实体 主观态度

V了个寂寞 + +

V了个空 + -

（三）“个”的主观程度量

现代汉语中，“个”是使用范围很广的个体量词。在

构式“V了个寂寞”中，“个”已经不具备量词的典型特

征了，而是主要起连接作用，还有加强语气的效果，但“个”

的表量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个”表示的并不是客观个体

量，而是一种主观程度量。在例如：

店里两个郁郁不乐的人看起来，甚至谈起来，就仿佛

被强盗抢了个精光。（查尔斯·里德《患难与忠诚》）

不到一年，辛辛苦苦赚到的八九千港元就全赔了个干

净。（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 年 06 月 30 日）

白天补觉你可能补了个寂寞，大脑“排毒”还得按照

昼夜节律。（澎湃新闻）

上述三例“V了个A”结构中的“个”均有一定程度

上的表量功能，但该结构中的“个”不是个体量词，通常

是表示主观程度量。刘振平、闫亚平（2019）提出“V个

VP”结构中的“个”经历了“主观赋小量”到“主观赋

大量”的过程，其中表示主观大量的“个”主观性更强。

主观小量如“吃个新鲜”“看个热闹”，这种表达轻松、随



教育与学习 4卷 12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27

意的意味，体现了主观程度量“小”。上述三例中的“个”

则均是“主观赋大量”的情况，更能体现说话人强烈的主

观态度以及夸张、强调的意味。此外，“精光”“干净”“寂

寞”等词语均有一定程度上表量的特点，“V了个寂寞”

结构也通常出现在主观性评价语境中，“个”通过对语境

的吸收，主观性进一步增强。

2.3“了”的动作完成性和实现性

在构式“V了个寂寞”中，“了”与变项V组合成“V

了”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析：

一方面，当“V了个寂寞”整体表示“没结果”或“未达

到理想效果”时，“V了”表示的是动作V的完成。例如：

这部电影剧情太烂了，真是看了个寂寞。（微博）

房子装修装了个寂寞，一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

样。（微博）

以上两例中“V了个寂寞”分别表示“未达到理想效

果”和“没结果”，（19）中评价主体认为这部电影不值得

看，但客观事实是看了，（20）中房子装修一年没有变化，

但客观事实是装了，这种情况下虽然评价主体认为不满意

或者没效果，但“V了”体现了动作的完成。

另一方面，当构式“V了个寂寞”整体表示“未达成”

时，“V了”虽然不能体现动作的完成，但可以体现动作

的实现。例如：

去商场才发现没货了，真是买了个寂寞。

杯子里一点儿水也没有，喝水喝了个寂寞。

以上两例中“V了个寂寞”均表示“未达成”，例（2

1）中说话者没有买到想买的东西，但是实现了“买的动

作”，即去商场，例（22）中说话者没有喝到水，但实现

了“喝”的动作。这种情况下“V了”虽然不能表示动作

V的完成，即不能理解成“买了”和“喝了”，但能体现

动作V的实现，即说话者做出了动作V。

3 构式“V了个寂寞”形成和流行的动因

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跟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内

部结构都有关系，本文将结合语言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

从多个角度分析构式“V了个寂寞”形成和流行的动因。

3.1语言模因的驱动

以语言作为传播媒介的模因被称为语言模因，模因是

一种复制因子，模仿是其主要的复制方式。前文中我们已

经提到表示结果的“V了个A”结构早已存在，“V了个寂

寞”构式就是来自于“V了个A”结构。另一方面，在网

络交际中，“寂寞”一词衍生出调侃、嘲弄的意味。

3.2语言创新的结果

在已有结构V了个A发展过程中，语言创新刺激了新

兴程度补语“寂寞”的产生。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当已

有的语言形式使用过度，就会刺激新的高程度量表达式的

产生。

4 结语

构式“V了个寂寞”是网络环境中语言运用的产物，

整体表示做一件事产生了“未达成”“无结果”或“没有

达到理想效果”的结果。该构式来自已有结构“V了个A”，

其形成受到语言模因、语言创新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受

到社会环境和网络平台的推动。构式“V了个寂寞”流行

的速度很快，传播的范围很广，但产生的时间尚短，未来

是否会进一步固化或泛化，亦或是慢慢消亡，还有待时间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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