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尬X”族流行词指的是像“尬舞、尬聊、尬戏、尬

演”这样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带“尬”的词语。2017

年，“尬”字走红网络，并衍生出许多“尬”系列流行

语。这些与“尬”有关的词语高频率出现于微博、微

信、贴吧等社交平台以及报纸新闻上。在《咬文嚼

字》发布的“2017年十大流行语”中，出现了“尬”。

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十

大网络用语”中，出现了“尬聊”，且该词排在第二。

“尬”字两次上榜，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一、“尬X”的结构考察

（一）“尬X”的音节数量

“尬”字不仅大量构成新词，还经常单独使用于

句法结构中，本文仅从词汇范围来考察“尬X”的音

节数量。从音节的角度看，“尬X”族流行词大多是

双音节，如：尬舞、尬聊、尬演、尬笑、尬煮、尬吻、尬

拍、尬睡等。少部分是三音节，如：尬尬舞、尬广告、

尬游戏、尬红毯等。也存在四音节，如：尬里尬气。

（二）“尬X”的结构类型

据统计分析，当“尬”组成新词时，其结构类型有

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具体包括了偏正结构里的定中

结构和状中结构。也有“尬”单独使用于句法结构中

的情况，本文仅作简要介绍但不归于研究之内。

1. 动宾结构

“尬”表示动作、行为，“X”表示动作、行为所支

配干涉的事物，例如：尬广告、尬游戏、尬人生、尬红

毯、尬台等。

（1）尬聊过时了，现在流行“尬广告”！（凤凰资

讯 2017年5月24日）

（2）黄子韬《快本》后台尬游戏 爆料杨幂游戏技

术很强大（湖南卫视2017年7月13日）

（3）最会生活的大沽路|讲真歪果仁看得不要再

看了，吃过澳洲的战斧牛排再来尬人生（搜狐美食

2017年8月1日）

（4）女明星拼尽全力尬红毯，谁才是真毯星（搜

狐时尚2017年5月25日）

（5）人气高的烦恼，林更新深夜发尬台经历（搜

狐娱乐2017年11月11日）

例（1）中“尬广告”意为强行打广告，最初来源

于某空气净化器微博蹭各种热点强行做广告的现

象。例（2）中“尬游戏”意为比拼游戏，是说艺人黄

子韬和工作人员比赛玩游戏。例（3）中“尬人生”意

思是聊人生，同时带点尴尬和调侃意味。“尬人生”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使你的人生尴尬，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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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遇一哥们，他不是在尬舞，他这是在尬人生呀。”

例（4）“尬红毯”中“尬”意为争、斗，指女明星在重大

活动的红毯上争奇斗艳。例（5）中“尬台”意为在舞

台上很尴尬。

2. 偏正结构

“尬”修饰、限定“X”。具体可分为定中结构，

如尬剧、尬点、尬礼、尬图、尬值等；状中结构，如尬

聊、尬演、尬夸、尬笑、尬黑、尬撩、尬唱、尬煮、尬谈

等。

定中结构举例：

（6）2017十大尬剧（凤凰资讯2017年 12月 24

日）

（7）2018春晚尬点集锦：网友直呼最后一个尬

点可以笑一年!（百度2018年2月16日）

（8）你家娃收到过的尬礼（微博热门话题2018

年1月26日）

例（6）中“尬剧”字面意思是令人感到尴尬的电

视剧，即我们所谓的烂剧，其特征有演员演技差、剧

情荒谬、抠图替身、三观不正等。例（7）中“尬点”意

为令人尴尬的点，是指春晚节目中令人感到尴尬的

片段。例（8）中“尬礼”指送礼人不顾收礼人感受及

实用性胡乱送出的各种奇怪的礼物 。

状中结构举例：

（9）尬聊我们从来没有输过!一分钟教你如何把

天聊死（凤凰视频2017年6月9日）

（10）十位让人瞬间出戏的“尬演”典范，各位看

官小心避让!（凤凰资讯2017年7月30日）

（11）欧阳娜娜秀演技被宋丹丹尬夸，章子怡的

表情亮了!（凤凰资讯2017年11月13日）

例（9）“尬聊”意为尴尬地聊天。遇到一个不会

聊天的人，但是情境所需又必须要聊下去，这样强

行聊天被网友们称为“尬聊”。例（10）“尬演”是指

演员演技不过关，却硬要演下去，使观众尴尬。例

（11）中的“尬夸”意为本不值得夸奖的人或事物却

被大肆夸耀，让人感觉很尴尬。众网友本来以为演

技欠佳的欧阳娜娜去《演员的诞生》的舞台，一定会

被评委狠批，但她却被宋丹丹大肆夸奖。“尬夸”还

有一个意思是不会夸人还硬夸，让被夸者感觉很尴

尬。

3. 单独使用于句法结构中

（12）6得飞起！郑州最魔性的广播体操横空出

世，小学生都已经尬起来了（搜狐网2017年11月6

日）

（13）这部北美票房冠军，真的尬死了！（搜狐娱

乐2018年1月25日）

（14）最尬的现场表演，你看过几个？（搜狐科技

2017年7月10日）

例（12）“尬起来”中“起来”是中心语“尬”的补

语，意为尴尬地跳起来舞来。例（13）中“死”作“尬”

的结果补语，意为非常尴尬、尴尬得要死。这两例

的“尬”在句中作谓语。例（14）中“尬”作定语，受程

度副词“最”的修饰，除此之外，还有“好尬”“太尬”

“有点尬”。因为本文研究的是“尬X”族新词，所以

这一类不在研究之中。

二、“尬X”的语义分析

新兴“尬X”族流行词的语义重点在“尬”上，所

以我们首先探究“尬”字的意义。《说文解字·卷十

下·尣部》：“尬，尲尬也。从尣介声。”[1]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尲尬也，双声字。”[2]“双声字”即双声联绵

词，“尴”与“尬”两个音节声母相同，两音节连缀成

义而不能拆开使用。笔者查阅了相关古代和现代

汉语语料库，除了“不尴不尬”这个固定结构，也确

实未见“尴尬”拆分使用的情况。

《汉语大字典》：“‘尴尬’也作‘尲尬’。”[3]该词有

三个义项：①处境困难或事情棘手。②神色不正

常；鬼鬼祟祟。③不安全；危险。”《辞海》：“‘尴尬’

亦作‘尲尬’。”[4]有两个义项：①处境困难或事情棘

手。③ 神色、态度不正常。《现代汉语词典》：“‘尴尬

’形容词。①处境困难，不好处理：他觉得去也不

好，不去也不好，实在～。②（神色、态度）不自然：

表情～。”[5]

例（1）～（11）中，除了例（2）“尬游戏”和例（4）

“尬红毯”，其余九个例句中的“尬”都并未脱离“尴

尬”的本义。可见2017年流行起来的“尬X”族新词

中的“尬”表尴尬义，是对“尴尬”的缩略使用，即由

“尬”单独承担原本的“尴尬”义。“尴尬”一词从古至

今都没有“争、斗、相较”的义项，那为何在2017年

“尬X”族新词流行后，增加了这一义项？不仅有例

（2）“尬游戏”、例（4）“尬红毯”，还有“尬车”“尬酒”

“尬戏”“尬舞”“尬雨”“尬歌”等词。

（15）《尬车》（台湾知名乐团五月天1997年单

曲）

（16）28 块你有没有？来尬酒啊！不醉不归

啊！（搜狐美食2017年10月27日）

（17）看两部韩剧演技教科书尬戏，到底是怎样

一种体验？（新浪博客2017年2月6日）

例（15）中“尬车”即赛车、飙车，含有挑衅意

味。例（16）中“尬酒”意为斗酒、拼酒量。例（17）中

“尬戏”指的是演员之间比拼演技，相互切磋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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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非“尬”字新增了“争、斗、相较”这一义项，而

是因为在台湾闽南语里“较”字发音为“ga”，闽南话

“较舞”用普通话写出就成了“尬舞”。所以“尬”在

保留基本意思尴尬未变的基础之上，还通过假借增

加了争斗、比拼的义项。“尬舞”的流行最初缘于

2016年5月播出的一部少女魔幻剧《舞法天女朵法

拉》，该剧造型雷人、剧情枯燥无味、演技浮夸做作，

是一部令观众尴尬的电视剧。该剧以舞蹈为主题，

剧中演员每一次使用法术之前，都会先跳上一段舞

蹈。于是在某档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戏称该剧“发明

了全新的舞蹈流派——尬舞”，“尬舞”一词因此走

红。这里的“尬舞”指的是动作简单重复、毫无技巧

和难度、跳舞的人不但不自知还乐在其中的舞蹈。

自此，“尬X”族新词产生并流行起来。

“尬X”族新词中，偏正结构中的“尬”均为尴尬

义，动宾结构中“尬”字在借用闽南语“较”的争斗、

比较意之外，还蕴含了一层尴尬义。如例（2）“尬游

戏”，在使用时除了有比赛打游戏之外，也蕴含着调

侃意味。而例（4）“尬红毯”在表明女星走红毯时争

奇斗艳的同时，也有很强的尴尬和讽刺意。

三、“尬X”的语用特点

（一）创新性

结构上，在2017年“尬X”族新词流行起来以

前，并未见“尬”字构成的词语（“尴尬”一词除外），

也未见“尬”单独使用于句法结构中。而自2017年

“尬舞”一词走红，“尬X”族新词大量涌现，也出现了

“好尬”“有点尬”“尬死啦（了）”“尬不尬”等用法。

语义上，“尬”字借用了闽南语中“较”字的意

义，新增了“争、斗、比拼”义项。“尬”字有时仅表尴

尬义，如“尬剧”（例6）、“尬点”（例7）、“尬聊”（例9）

等。有时仅表争斗、比赛义，如“尬游戏”（例2）、“尬

车”（例15）、“尬酒”（例16）等，新词中单用这一义项

的很少。有时是一个词有尴尬义和争斗、比赛义两

个义项，视语境决定单用哪一义项或是两个义项融

合使用，如“尬红毯”（例4）、“尬戏”（例17）等。以

“尬戏”一词做具体分析，“尬戏”：对戏，比拼演技；

尴尬地演戏。例（17）中“演技教科书尬戏”即前一

义项，在“别人都是在演戏，你们这明明是在尬戏”

句中即后一义项。例（4）“尬红毯”。即女星们在红

毯上争奇斗艳，在使用了“争斗”义项后，整个词语

还有一层尴尬义，即某些女星用力过猛、造型雷人。

（二）能产性

“尬X”族词语数量很多且具有很高能产性，只

要人们有语用需要，就可以创造出“尬X”式新词，在

特定语境下，也不难理解其含义。如：送礼人不考

虑礼物实用性或者不顾收礼人的心情、感受，随意

送礼，使收礼人尴尬和困扰的行为，我们可称之为

“尬礼”；收礼人也可将收到的礼物称之为“尬礼”。

在网上，朋友亲人聊天时流行发表情包，即我们所

谓的斗图，我们可以造出“尬图”一词来替换“斗

图”。斗图时一方表情包不够用还强撑，这时我们

可以把他们发出的图片叫“尬图”，即令人尴尬的图

片。去朋友家蹭吃蹭喝，我们可以说“尬吃”“尬

喝”，去饭店蹭吃蹭喝或者不文明地吃喝，我们都可

以称之为“尬吃”“尬喝”。

四、“尬”文化与“尬X”的兴起

（一）“尬”文化的定义

“尬”文化，是一种新时代、新媒体环境下产生

的新文化。其突出特征为直面尴尬、承认尴尬、以

一种幽默调侃的方式化解尴尬。“尬”文化从“尴尬”

一词衍生而来，“尴尬”一词常形容某人神色、态度

不自然，感到窘迫或者难为情。自2017年“尬舞”一

词走红，“尬”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种语境

中，现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出现的感受之

一。当日常的尴尬情绪被无限放大，“尬”文化就由

其原生含义：焦虑、困窘和拘谨的情绪体验转变为

现在的放飞自我的精神释放。

（二）“尬”文化的深层意蕴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尬”来

评价自己和他人？为什么短时间内产生了数量众

多的“尬X”族新词？“尬”文化有何深层意蕴又折射

出了当代人怎样的心理？

1. 自嘲与调侃

自我调侃与嘲讽，不仅可以先发制人，避免自

身尴尬，还可以使他人感到轻松快乐。例如：喜剧

类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靠吐槽收视飙升，风靡全

国。该节目每一集邀请一位名人作为“被吐槽”的

嘉宾，由这位名人邀请一群自己的好友以脱口秀的

方式吐槽自己。被人吐槽是一件令人感到难为情、

困窘的事，但直面尴尬，就反而并不尴尬了。

2. 放飞自我与情绪释放

随着“尬”文化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人们对于尴

尬越来越习以为常。究其原因，其实是人们对于自

我的逐步重视。他们更加注重解放天性，追求自己

真实个性，因而他们在精神上追求着放飞自我并渴

求能够尽情释放自己的真实情绪。

3. 博取眼球与功利主义

尴尬情绪普遍存在，心理学认为善于表达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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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和社会资源。那些容

易感到尴尬并善于表现出尴尬情绪的人，更容易获

得他人的信任。基于此，网络社会中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以自我丑化来博得眼球，通过自黑提高自

己的知名度。他们往往通过表面上贬低、丑化自己

的方式来达到美化抬高自己的实际目的。例如：女

星杨幂通过自黑获得大量关注，男星黄子韬通过自

己的表情包走红。

（三）“尬X”的兴起

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提到：“语言是一种社

会现象”“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

而且跟随者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6]，所以“尬X”

族流行词的兴起和流行与社会有着紧密的关系。

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网

络文化传递出很多现代年轻人的观点——直面尴

尬。他们不仅承认尴尬，而且直接、勇敢地表达出

自己的尴尬。因此，新媒体时代，“尬”文化的产生

衍生出大量“尬X”族新词。如今，在各种语境下，只

要有表达的需要，都可以创造出新的“尬”词：尬舞、

尬聊、尬戏、尬图等。

当然，除了“尬”文化因素外，语言自身的规则

也是这类词语产生的动力。影响“尬X”类流行词产

生和发展的语言内部原因其一为语言的类推机

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类

比必须有一个模型和对它的有规则的模仿”[7]，也就

是说类推后的新形式与原型深层结构一致，具体内

容发生变化。例如由“尬舞”推出了“尬唱”“尬演”

等。总之，类推机制推动了新词语批量产生，对词

汇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其二为语言的经济原则。语言的经济原则即

使用者力求用尽可能简单、熟悉和省力的表达来满

足始终在发展、变化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吕冀

平、戴昭铭两位先生在《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

个问题》中也指出“信息传递的第一个要求是准确

无误，第二个要求是省时省力，合起来可以称为效

率原则。对于语言来说，最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

确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8]

而词汇领域里的经济趋势是许多语言学家早已承

认的。“尬X”族新词以双音节为主，三音节较少，四

音节仅有一个。结构虽短，却准确而生动形象地传

达了意义。且这类新词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量，语用

效果好。以“尬酒”一词为例，作简要分析。这里的

“尬”取闽南语中“较”的相互比拼、争斗意，所以“尬

酒”意为斗酒、拼酒量。“尬”又源于“尴尬”一词，保

留了尴尬的本义，所以这个拼酒的过程可能会有些

让人尴尬的场面产生。“尬酒”一词仅仅两个汉字，

但其意味深长。

五、“尬X”的发展趋势

（一）“尬”字的语素化趋势

我们认为语素化一般是指在语言系统中非语

素成分转变为语素的过程。本文粗略地将语素化

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音节升格为语素，具体包括

汉语传统联绵词中的某个构词音节语素化以及汉

语外来词中的记音汉字的语素化；另一类是词降格

为构词语素，具体包括古汉语中的单音词不再独自

使用从而降格为构词语素和缩略词中的语素从原

来独立的词降格为构词语素。“尴尬”作为一个典型

的联绵词，“尴”“尬”两字本应该仅表音而不能单独

表义，但是在“尬X”族新词中“尬”字表示了原词的

尴尬义，且还有“尬”单独用于句法结构中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下的“尬”表现出了强劲的语素化趋势，

且很有可能成为能够独立成词的自由语素。

（二）“尬X”的词语模转变

“词语模”这一概念由李宇明[9]率先提出，他认

为“词语模是具有新造词语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

架”“词语模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苏向红[10]认为：

“（词语模）是语用主体利用有限的规则创造无限的

新词语的便捷而且有效的手段”以及“词语模具有

相当高的能产度”。查阅“词语模”相关资料，发现

词语模兼具结构半开放性和可复制性两个特点。

半开放性即词语模中模标（词语模中不变的词语）

固定不变，模槽（词语模中的空位）可随意替换；可

复制性即词语模具有能产性和产出的批量性的特

点。基于此，我们认为“尬X”结构在逐步向词语模

转变。

古已有之的“尬”文化，在当今社会又被重新阐

释并迅速走红，“尬”字强劲的语素化趋势以及“尬

X”结构的词语模转变这三点因素让我们有理由相

信“尬X”结构或许并不会像许多其他流行语一样昙

花一现，“尬X”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词，如“尬舞”

“尬聊”还有可能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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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实习调研的选题都能与十九大重要思想相结

合，60%的学生研究关注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等时代主旋

律。

（3）在服务社会方面，学生利用学院法律援助

中心、“3·15”活动日、法律咨询日等服务社会平台

将课堂所学知识有效应用于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4）在法制宣传方面，学生利用法学院的“法律

情景剧”“法治大篷车”等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广

泛宣传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能够理论联系实践地将“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内容融入

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宣传工作当中，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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