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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心态变化必然会促使语言的变化，生

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愤懑必然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汉语通过自身特点逐步产生出“狗”

词族的用法对其进行指称。用“狗”词族来调侃显示生活中的压力，不仅新颖独特，又轻

松幽默，加上网络媒体的传播扩散使得新词“狗”词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附缀式的构词

语模。“狗”词族的形成经历了“不受待见”“人们接受”“乐于自称”的一系列演变积

累，借助“V成狗”格式达到模糊“狗”的词根义，并通过框式填词的力量使人们接受

“狗”，最后在“狗”词族中通过结构规约成为一个词语模，完成“狗”指人的类词缀用

法。因此，本文拟从“狗”词族的形成轨迹切入，探讨词素“狗”的语义演变以及“狗”

词族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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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语，通常是利用语言中现有的词素或词，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则

和表达习惯而构成的。王德春（1997）曾提出：“词和词素是汉语构词法的基本单位，词

素按其所表意义及其在词中的作用分为词根和词缀。词根表示事物、动作、性质、状态等

实体词汇意义，构成词汇意义的基础。词缀表示附加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除了词根和

词缀，吕叔湘（1979）又开创性地提出了“类词缀”的概念，即“除了典型词缀之外的，

虚化程度不高，尚且处于由或词根向词缀方向演变的成分”。关于类词缀问题，最早开始

讨论的便是它的界定标准，通过八十多年的研究可以确立界定类词缀的四条标准为：意义

的虚化、构词时位置固定化、构词的类化性、能产性。正是由于其意义的虚化和构词的类

化性，类词缀也已经成为新词语得以批量生产的重要标记。

需要说明的是，在成员构造上，新词语并不限于“词”，还包括短语。人们一般认为

词和短语的界限本身存在模糊性，王力指出词与短语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认为词与短

语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吕叔湘（1979）还曾将“大树、仔细检查、变老实了”等还没有

进去“的、地、得”因而其成分不能进行无限扩展的组合称为“短语词”，认为“短语

词”是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关于“词”和“短语”的界限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一直未有明确的定论。本文则将

新词或新短语统称为“新词语”。我们认为，新词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出现的，形式、意

义、用法三方面中至少有一个方面是新的，能用来交际的词或短语。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就是近几年来流行并广泛应用于日常表达的新词族“X狗”，如

“单身狗”、“手机狗”、“游戏狗”等。

目前关于“狗”词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侧重点：“XX狗”式中“狗”的类词缀

化；“XX狗”式认知视角下的解释。关于类词缀化。夏宗平（2015)认为“XX狗”主要用

来表示具有某种兴趣爱好或稳定在某种状态的特定人群，并且“狗”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类

词缀化语素。万晓丽（2016）通过从负面义消解、结构规则和交际效果三个方面对诱发

“狗”发生类词缀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彭雨晴（2016）分析了“XX狗”构式的语义特

征，考察并总结其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并且提出“狗”的词缀化和词组的结构固化是

“XX狗”构式的形成原因之一。

关于认知视角下的解释。李静莹等（2015）首先分析了“X狗”式流行语的来源、语

法搭配、音节结构及感情色彩，然后用隐喻理论解释了“X狗”式流行语的衍生机制，最

后运用范畴化理论分析了“X狗”式流行语的语义泛化的原因。蒋平（2016）从认知语言

学角度对“单身狗”及其衍生词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阐释，认为其产生机制为隐喻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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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孙文高（2016）指出“X狗”式流行语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人们的认知能力，这些词

汇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人们对“狗”的认知有所拓展，从而使得语义逐渐模糊并且能够符合

大众语言习惯。

本文基于语料库语言学、词汇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知识，对以“狗”为标

记的流行新词族展开了动态和深度考察，揭示其产生和流行的内部和外部机制。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对新词族研究思路的探索和对“狗”词族研究内容的增益，同时

这“狗词族的语料库和研究数据也可供后来研究使用。

2. “狗”词族的形成轨迹

古有孔夫子自嘲为“丧家之狗”，今有众多网友自比为“单身狗”。不论在古代社会

还是现如今，“狗”似乎与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近些年，狗类日益“人

化”，而人类却日益“狗化”。近年来，“单身狗”一词因其生动形象、引人共鸣的风格

红遍网络。随之“XX狗”式新词语应运而生，成为青年群体中最为流行的说法之一。

1）萌生阶段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XX狗”新词族最初是源于“单身狗”这个网络热词。关

于网络新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关于“单

身狗”的出处就有多种说法。据出现时间及事件判断，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单身狗”于

2011年初最早出现，起初在网络社区中使用。其来源与电影《大话西游》最后一幕有关：

至尊宝化作夕阳武士，与紫霞仙子的对话：“那个人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

一条狗。”孙悟空借夕阳武士之口表达了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自嘲活得好像一条狗。

借此契机，“单身狗”一词产生了。

“单身狗”一词被赋予指人之义之后大受欢迎。社交软件、贴吧论坛、新闻媒体等到

处可见“单身狗”的身影。如：

（1）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多年经验的资深单身狗，我终于在今年的平安夜升级成了雪橇

犬！（微信朋友圈）

（2）看尽世间繁华，终抵不过单身狗的宿命。（百度贴吧）

（3）高校校园“人民币”玫瑰花求婚，重创单身狗（扬子晚报网）

（4）这样的男人最容易成为单身狗，十个特征教你分辨“剩男”。（人民网）

（5）“萌神”皮卡丘化身最萌“红娘”亮相放映现场，为“单身狗”们创造了一次千

载难逢的脱单机会。（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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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指一个人没有恋爱对象或指未婚男女。“单身狗”则是以“狗”来指代单身

的“人”，借自嘲方式对自己单身状态的一种调侃性及贬低性喻指。后来也渐渐用来称呼

其他人，一般用于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值得说明的是，“单身狗”并非是对单身群体的

纯粹的恶意调侃或人身攻击。其含义既富形象色彩又能凸显单身群体的可怜、可爱之处，

颇有趣味。

以2020年9月30日为时间节点，在百度引擎搜索下，关于“单身狗”的相关结果高达

约1810万个词条。可见，“单身狗”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它不仅在网络中被众多网友广

泛运用，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2）流行阶段

“单身狗”一词的用法出现之后并没有立刻流行起来。经语料搜索考察，发现大约在

2014年左右，“单身狗”才真正开始流行。这一年，“单身狗”登上年度热搜榜，成为

“大学生十大校园流行语”之一。随着“单身狗”的备受热捧，广大网友们也开始有意识

地去模仿创造“XX狗”式流行语。由于词素“狗”本身的隐藏的文化意义较为丰富，所以

“XX”进入“XX狗”式就显得较为容易，所受限制并不多。正因如此，在不知不觉中，各

式各样的“XX狗”词就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如：

（6）这8个网友公认的‘加班狗’行业，看完你还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吗？（搜狐网）

（7）终于结束了这种动荡不安，每天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回学校安心当个论文狗。

（新浪微博）

（8）我是一只失眠狗，失眠本领强。（豆瓣小组）

网页搜索时会发现一些关于“狗”词族成员的专门百科（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维基

百科等），如“单身狗”、“游戏狗”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XX狗”命名的歌曲和

应用软件，如“单身狗之歌”、“加班狗”外卖软件等。

“狗”词族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有部分成员也已成为高频词汇。我们对该词

族做了高频词数据统计，详见<表1>：

<表1> 网络搜索中出现的“狗”词族高频词

网站 出现频率 词数 词例

百度搜索 一千万以上 11 单身狗、游戏狗、手机狗

百度搜索 五百万以上 17 保险狗、程序狗、理工狗

百度搜索 一百万以上 56 摄影狗、论文狗、远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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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数据得知，“狗”词族中出现频次高于1000万的词群成员达11个，这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XX狗”式流行词的用法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

中。截至2020年9月30日，经过网页搜索和分析统计后，“狗”词族已经一开始的“单身

狗”逐渐扩充到了拥有约128个成员的家族（本研究将针对这128个成员进行分析）。尽管

词族成员的收集肯定存在遗漏之处，但这个成员数量和使用频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

词群已经由起初的萌生期逐渐走向成熟期。

通过关键词网页检索得知，在128个“XX狗”词语中，其出现频率排在前十位的是：

1. 游戏狗 (2280万)；2. 单身狗 (1810万)；3. 广告狗 (1570万)；4. 管理狗 (1540万)；

5. 手机狗 (1450万)；6. 工作狗 (1440万)； 7. 大三狗 (1360万)；8. 恋爱狗 (1350万)；

9. 学生狗 (1230万)；10. 秘书狗 (1200万)。

“狗”词族中一些成员不仅有较高的流行度，同时还会在它流行阶段呈现出该词特有

的曲线趋势特征。

3.“狗”词族的语义演变

1）“狗”意义的指南

在《汉语大词典》中，“狗”的释义如下：

① 犬。

② 指事之失度或人之失意。

③ 比喻坏人。

④ 奉承，巴结。

⑤ 詈词。表示极端鄙视。

⑥ 十二生肖之一，配地支的戌。

⑦ 星名。

“狗”的本义是上述释义中的义项①，动物指称义“犬”。然而，在新兴“狗”词族

中的首发词“单身狗”出现之后，“狗”便开始有了“指人”的含义。因此，由“犬”转

指到“人”，这是词素“狗”发生语义演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然，“狗”

之所以能转化为“指人语素”，并且使得“XX狗”式词语如此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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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特性与某一类人相似。

早在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对“独”的记载：“独，犬相得而斗也。羊

为群，犬为独也。”段玉裁为之注：“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意为犬性好斗，常常

独居，而不像羊多以群居生活为主。由此可见，狗的生活习性与“独”义有关，这为其得

以进入“单身狗”一词提供了有力例证。

综上所述，“单身狗”的出现，赋予了词素“狗”[+人]这一义项，打开了新兴

“狗”词族的大门。

2）指称对象的泛化

伴随着“单身狗”的流行，许多新“XX狗”词语应运而生。在“狗”词族逐渐走向成

熟时，词素“狗”也由指称“单身群体”慢慢扩展到可以指称“某几类人群”，这个过程

就是词素“狗”发生泛化和虚化的过程。我们通过分析整理语料发现，“狗”词族的指称

对象出现了类义，我们将其关涉义项归纳为以下几类。

1. [+身份][+职业/专业/领域]

此类关涉义主要用于表明身份，指称从事某一职业、学习某个专业或者来自某个领域

的一类人。如：销售狗、会计狗、IT狗、文科狗等等。

（9）事实是，销售狗的生活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能以热情、智慧和技巧获取或猎取

自己的目标，是一种独特的、宝贵的才能。《发现你的“销售狗”》

（10）《公司人说：设计师自嘲生活不如IT狗》（央广网）

（11）《调查：广州艺术生最想创业“文科狗”热情不低》（南方都市报）

通常情况下，当这类词被用于自嘲时，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于身处的职业、专

业或领域的困扰或压力。

2. [+状态][+压力/紧张]

此类关涉义主要用于表明状态，一般用于指称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生活压力和高度紧张

或其他特殊状态的一类人。与类别1不同的是，这类强调的是“状态”而非“身份”。

如：搬砖狗、考研狗、加班狗、留学狗等等。

（12）还有四天就可以休息了，一连上了十一天班的搬砖狗想睡个懒觉！（新浪微

博）

（13）作为考研狗的我们，因为备考很多事情可能没办法帮妈妈做，那么就用最好的

答卷交给他们，小编相信，一份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可以换回母亲多少的笑容，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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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母亲的，最美的报答。（搜狐教育）

（14）《“加班狗”拨110求送餐 南充无效警情超八成》（华西都市报）

（15）前段时间的爆文‘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留学狗也想说

‘回国，理想中的回归自我，回来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豆瓣小组）

人们现在多用“搬砖”来喻指“上班/工作”。当上班、考研、加班、留学等被普遍

认为是社会生活压力下的紧张状态时，用狗来自嘲，在某种意义上能让自己的精神压力得

到一定的纾解。

3. [+喜好][+行为/事物]

此类关涉义主要用于表明喜好，一般用来指称对某种行为或某一事物具有极大热情或

是极度依赖的一类人。如：摇滚狗、足球狗、追星狗、手机狗等等。

（16）身为一个摇滚狗，我悲哀地发现我竟然一首关于究竟的歌都没有。（新浪微

博）

（17）《日本高中生真的好幸福！中国足球狗偷偷擦眼泪…》（凤凰体育）

（18）我妈对于一只追星狗要在首尔这个几乎没有景点的城市待7天感到异常震惊。

（新浪微博）

这类词语多用来表现人们对某种事物或行为非常痴迷，比如追星、手机等，几乎都是

大众的讨论聚焦点，容易引起一类人的共鸣。

4. [+厌恶][+行为/事物]

此类关涉义主要用于表明厌恶、讽刺，一般用于指称做出让人心生反感的行为的一类

人。如：势利狗、抄袭狗、炫富狗、超车狗等等。

（19）这就是一群拜高踩低、鼠目寸光的势利狗！（新浪微博)

（20）《让司法之链拴住“抄袭狗”》（新浪网）

（21）壕无人性的炫富狗，让你感慨活得不如狗。（手机凤凰网）

第4类的“XX狗”是表示对别人的厌恶，含贬义，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用于自称的。

3）色彩义的中性化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关于狗的记述大多带有贬义色彩。拿成语、俗语来举例：狐朋狗

友、狗偷鼠窃、狗咬吕洞宾；更甚者以其部件来取义：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

不出象牙。另外还有直接“以狗喻人”的用法，比如：走狗、看门狗、狗腿子、狗东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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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种情况不多见，且喻指他人，带有非常强烈的贬义色彩。与此同时，含“狗”的俗

语也存在少量褒义或中性的，如：犬马之劳、白衣苍狗等。现如今尚在使用的“丧家之

狗”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

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可见“悲惨潦倒”之义深入人心。

通过分析语料发现，“狗”词族中的词语大多是用于自嘲、自黑和自我安慰。而且与

以往出现过的引申含义相比较来看，现如今那种强烈的贬义色彩已经渐渐弱化，更多的是

继承了“悲惨潦倒、辛苦”这一类的语义色彩。此外，带有褒义色彩的用例暂时还没有出

现。笔者对128个词族成员进行了语义色彩类别的相关数据统计，详见<表2>：

<表2> “狗”词族成员的色彩义类别统计

类别 词数 词例 比率

非贬义类 108 科技狗、银行狗、辩论狗 84.375%

贬义类 20 盗图狗、扒手狗、插队狗 15.625%

合 计 128 100%

由<表2>数据可知，“狗”词族中非贬义类词语有108个，占比80%以上；而贬义类词

语所占比率较少。纪宇婷（2017）指出：“类词缀化的指人语素的语义在发生虚化和泛化

的同时，其感情色彩不断趋于中性化，这是语素的语义虚化、泛化的必然结果；而色彩义

的中性化加深了指人语素的类词缀化程度和语素意义的虚化程度。”可见，新兴“XX狗”

式词语在流行之后，指人语素“狗”发生了虚化和泛化，继而“XX狗”词语的贬义色彩已

经逐渐退化甚至消解成为中性化词汇。至于那些少量的贬义类词，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

拿出来使用，而且几乎不用于自称。

总而言之，大部分可以用于自嘲、自黑的“XX狗”，已经基本没有贬义，反而体现了

该说话者一种善于自我调侃的幽默精神。综观整个词群使用情况，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社

会趋势：当处于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加的境遇时，人们倾向于选择地位稍低但是较为忠

实勤奋的动物意象（即“狗”）来指称自己，从而让有压迫感的心理获得一定的宽慰。同

时，这也反映了现如今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低姿态的处世态度。

4.“狗”词族的主要特点

1）词素“狗”的类词缀化

雪玫、李葆嘉（2015）认为：“汉语存在两类词缀：一类是半虚化（古汉语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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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单音节，汉语中几乎没有‘语义已经完全虚化’的词缀）的旧词缀；一类是实义性的

新词缀。如果不纠结于虚实，新词缀可以理解为‘基于语义的泛化性而形成的反映类别特

征的词缀，即“类词缀”。由前文可知，词素“狗”发生了语义的泛化，与之相应地，

“狗”词族出现了意义的类化。因此，我们可以称“狗”为该词族的指人类词缀。当然，

“狗”词族中的词素“狗”，其类词缀化不仅仅是体现在语义的类别化上，还体现在其位

置的固定性和组词的能产性上。

通过观察语料，发现128个“狗”词族成员的结构都是统一的“XX狗”形式，“狗”

始终处在“中心语”位置上，固定不变。不仅如此，在128个成员之外的用例中，“X成

狗”式短语中的“狗”位置也是始终如一。比如我们常说的：“累成狗、困成狗、饿成

狗、冻成狗”等等。正因为词素“狗”位置的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意义的虚化

和泛化，两者相辅相成。

“单身狗”大约于2014年开始流行起来，直至2020年初，六年时间，“狗”词族已经

发展成为拥有约128个成员的“狗”家族。毕竟，新词缀“狗”用以指人，与人搭配的相

关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比如职业、爱好、经历等等能提供各种素材。随着使用范围的不断

拓展，搭配素材的不断增加，只要语义相符、表达习惯相称的“XX”都能进入“狗”词

族。可见，指人类词缀“狗”具有超强的组词能产性。随着指人语素的类词缀化，在“X

＋指人语素”这一构词形式中，语素原有的部分语义会发生脱落。流行语的传播与类词缀

化的进程相适，使语素的语义虚化成一种较原有语义而言更抽象、更具概括性、更易于接

受和理解的类化（泛化）意义，使得“X＋指人语素”这一构词形式更易于类推和套用，

能产性更高。

2）词音结构的三音节化

邱雪玫，李葆嘉（2011）提出：“由于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以及新词缀多与双音

节词根组词，当代汉语新词的词音结构呈现出多音节化趋势。”这一点在许多新词群中得

到了印证。如：

被XX：被自愿、被就业、被结婚、被捐款

微XX：微理财、微动力、微支付、微公益

XX族：低头族、北漂族、闪离族、月光族

通常来说，流行新词族成员的词音结构一般都呈现出三音节化趋势，“狗”词族成员

亦是如此。经过分析“狗”词族成员语料，不难发现，128个“XX狗”式词语的音节结构

基本全都是三音节的。如果“XX”本身是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结构，那么，在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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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狗”词族时一般会出现自我截缩。以“远光狗”为例：

（22）乱开远光灯的司机被网友称之为‘远光狗’，虽比喻很不雅观，但却足以看出

人们对乱开远光灯的愤恨程度。（《人人喊打的“远光狗”终于要被扣分、罚款了》搜狐

汽车）

“远光狗”是用来指代在夜间行车时，因胡乱使用远光灯而给其他车辆造成视线困扰

的司机。其实“XX”本是指“远光灯”，但是进入“XX狗”格式之后，语素“灯”被省

略，截缩成三音节词“远光狗”。

3）词性的单一化

根据收集的语料分析得知，“狗”词族成员中，与“狗”搭配的变动项“XX”，其词

性主要分为三种：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详见<表3>：

<表3> “狗”词族中的“XX”的原词性统计

原词性 词数 词例 比率

名词性 75 足球狗、职场狗、学术狗 58.59%

动词性 45 考研狗、抄袭狗、工作狗 35.16%

形容词性 8 单身狗、悲伤狗、矫情狗 6.25%

合计 128 100%

由<表3>数据得知，“XX狗”词中的“XX”以名词性、动词性成分居多，而形容词性

成分的情况较少。“狗”本身是个名词，当它处于“XX狗”位置时，可看作是整个结构的

中心词素，因此，“XX狗”则可以看作是一个偏正型词语。而且不论“XX”是名词性、动

词性还是形容词性的成分，与类词缀“狗”搭配之后，“XX狗”都会变成名词性结构。可

见，“狗”词族成员的词性比较单一。

当处于具体的语境时，作为名词性结构的“XX狗”在句中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

如：

1.“XX狗”作主语

（23）程序狗是如何在高大上的公司生存的？（简书）

（24）把爱存在照片里——摄影狗用30张照片记录我们的2017。（值客原创）

2.“XX狗”作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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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从9月1日至今广告法已经出台两个月了，真是憋死了不少文案狗。（微信公众

号）

（26）天天大陆剧不能停，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剧狗了。（新浪微博）

3.“XX狗”作介引成分

（27）作为一个淘宝狗，我收到一个前无古人的退货理由：货号与八字不合。（糗事

百科）

（28）身为文艺狗，我错过了今年最有意思的展，我对自己深表歉意。（新浪微博）

4.“XX狗”作定语

（29）吃饭睡觉打豆豆，这就是单身狗的日常。（微信朋友圈）

（30）《一个比单身狗更可怜的种族——创业狗的女朋友》（创业网）

5.“XX狗”作谓语

（31）已经毕业狗了，还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新浪微博）

（32）本人物理狗，表示半工半读真的要累死了。（百度贴吧）

5.结论

本文基于语料库语言学、共时与历时语言学、词汇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知

识，对“狗”流行新词族展开了动态和深度考察。

在语料库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狗”词族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词群成员数量增

长、词族高频使用领域、词族成员音节结构等相关情况，展现了该研究词群在各个方面呈

现出的变化特点。

利用词源考察和动态跟踪的研究方法，梳理了“狗”词族是由最初用法“单身狗”衍

生出许多“XX狗”式新词，逐渐扩展到拥有128个成员的过程。

在词汇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义项分析法，归纳了“狗”首先由指称义[+动物]转指

为[+人]，再经过泛化衍生出[+身份][+职业/专业/领域]、[+状态][+压力/紧张]、[+喜

好][+行为/事物]、[+厌恶][+行为/事物]四类指称义。

在语用学理论的指导下，探求“狗”词族并总结了该词族词素“狗”具有类词缀化特

征、词音结构的三音节化和词群成员词性单一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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