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二代”语模的形成与变异①

周 岷②

摘 要 本文从 “富二代”入手，通过分析模槽

“X”所蕴含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特征，对目前流行的

“X 二代”词族进行系统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总结归

类; 通过剖析“富二代”向众多 “X 二代”发展衍化

的进程及特点，发现词语模的推衍不仅能在语义语法的

框架下展开，还能背离原有的语义语法框架，造成词语

模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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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 9 日《山西科技报》刊出“‘富二代’动摇国

人财富观”一文，“富二代”现象引发社会关注。十多年来，以

这个词为基式，构成富有活力 “X 二代”词语模［1］，衍生出数

十个意义不尽相同的同类形式，值得关注。

前人对“X 二代”的研究往往偏重在 “其相应的社会文化

背景与隐含的社会文化心理”［2］，对于语言本体的观察分析不

足。本文从“X 二代”结构本体入手，对众多流行的 “X 二代”

进行分类，并尝试探寻 “X 二代”词语模产生、推衍以及变异

的过程。

一、“X 二代”的概貌

“X 二代”主要反映父母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对于子女社会角

色的影响，可以根据这个组合所蕴含的内部语义语法关系，做如

下分类:

( 一) X 二代 1: 【父母 X，子女分享 X】或【父母 X，子女

继续 X】

此类结构中“X”大多表示财富、权力、事业、职业等。从

语义关系看，X 一般指“拥有或占有 X 的群体”，X 本身一般为

“形容词 + 名词”的偏正词组的缩略，省略的中心名词一般是

人，如“富”指“富裕的人”。后来 “X”泛化，偏正组的前一

成分不仅可以是形容词，而且可以是名词甚至是动词: 如 “官

二代”“拆二代”，即 “做官的人的第二代” “被拆迁的人的第

二代”，语法结构仍是偏正词组的缩略。从语义上看，它的意义

是双重的，既反映父母在某个方面的特点，也表示子女在这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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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拥有的条件。即父母获得了 X，子女没有参与获取 X 的过程，

但分享父母在 X 方面的结果。在后来衍生出的 “X 二代 1”中，

X 所表达的成功程度是有区别的，按 X 所表达的成功程度递减，

可以做以下分类:

1. 1 “X”含有积极成功的意义，表示父母事业成功，多

与某种事业或职业有关，而第二代只是被动分享。如:

“富二代”，拥有财富的人的第二代。

“权二代”，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第二代。如:

( 1) 特权思想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行业，呈现出

不同的特征，实属正常，领导干部不仅要 “自身净”，还要 “身

边清”。无论如何，少数“权二代” “富二代”或权贵们本身的

嚣张应该得到法律控制。相关部门要及时查清，按规处理，还给

民众一个明白。( 西安网 2014 年 11 月 3 日)

“星二代”，明星的第二代，如:

( 2) 孙俪儿子神似邓超 盘点最有明星范儿的星二代 ( 中

国日报网 2014 年 12 月 22 日标题)

“官二代”，官员的第二代，如:

( 3) 刘铁男案戳官 2 代教育之痛: 自己苦不能 “二茬苦”

( 腾讯新闻 2014 年 12 月 12 日标题)

“拆二代”，因父母的房屋被拆迁所获补偿而致富的第二

代。如:

( 4)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拆迁”正是让这群

富豪站起来的“魔棒”，而成长在这种家庭中的“拆二代”最近也

成为一个热词。他们多是 80 后，出生在城市近郊，因为拆迁，他

们的家庭“一夜暴富”。( 新华网河北频道 2014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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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二代”，也作“企二代”，接手父辈创办的民企的第二

代。如:

( 5) “民企二代”培训先上心理课 22 岁董事长减压爱玩跳

楼机 (《华西都市报》2014 年 6 月 5 日 a17 版标题)

“创二代”: 与 “企二代”类似，父母创业经营企业，第二

代接手。如:

( 6)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市委统战部组织南宁市 “创二代”

考察团一行 12 人到宁波市，专程就 “创二代”企业传承发展、

企业家培育引导工作开展考察学习。(《南宁日报》2014 年 12 月

23 日第 2 版)

“红二代”: 革命领导人的第二代，如:

( 7) 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 “红二代” ( 人民网

2014 年 12 月 22 日标题)

“东莞台商二代”: 父母是来到东莞投资的台商，如:

( 8) 据台湾 《联合报》报道，9 名 “东莞台商二代”利用

各人自身经历和资源日前自创投资公司，由于位在东莞台商大厦

九楼一号，又称 “901”，成立以来 引起东莞台商界的注意。

( 中国新闻网 2014 年 11 月 18 日)

类似的结构还有:

“房二代”，拥有房产的人的第二代。

“名二代”，名人的第二代。

“特二代”，有特权的人的第二代。

“体二代”，从事体育运动的人 ( 通常是运动员) 的第二代。

“商二代”，经商的人的第二代。

“医二代”，从事医学工作的人的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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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二代”，高校教师的第二代。

“文二代”，作家的第二代。

“篮二代”，篮球运动员的第二代。

“非遗二代”，父母有着诸如扎风筝，画脸谱，玩皮影戏等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活。

“藏二代”，父母收藏古玩等;

1. 2 “X”反映父母的某些行为或品质特征，同时子女也

继承了这一特征。它们可以是偏向积极的或中性的，如:

“梦二代”，怀揣梦想，其后代继承其梦想; 如:

( 9) 袁善祥在北京大学开讲 “梦二代” ( 中国新闻网 2014

年 11 月 24 日)

“诚二代”，有诚实品质的人的第二代。

“奋二代”，父母奋斗，子女继续奋斗。

“萌二代”，父母喜欢“卖萌”，其后代继续“卖萌”; 如:

( 10) 2013 级国宝小团子们，名副其实的萌二代。有的走着

走着，撞柱子了; 有的传染了 “摔倒病”; 有的秀 “走箱子”，

却摔个大跟头…… ( 人民日报 2014 年 12 月 2 日《告诉你什么是

“萌二代”》)

“萌”乃近些年来的网络热词，含义大概相当于稚嫩可爱;

这里“萌二代”已超出了指称人的范畴，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指

称动物 ( 熊猫) 。

“艳二代”，父母打扮艳丽，其后代效仿他们注重化妆打扮，

父母多指母亲一方，多出现在演艺圈。

“尚二代”，父母注重潮流时尚。

也可以指前一代从事的普通的职业，后代还继承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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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护二代”，两代人共同致力于养护道路; 如:

( 11) 青藏公路“护二代”: 生活在 “路”上 ( 中国新闻网

2014 年 11 月 21 日标题)

“路二代”，父母修路，其后代继续修路，类似“护二代”。

“环二代”，父母为环卫工人。

“民二代”，父母为农民工。

“工二代”，父母为工人。

“农二代”，父母为农民。

“饼二代”，父母摆摊或开店卖烙饼。

1. 3 “X”倾向于消极，表示前一代工作、生活艰辛，第

二代工作、生活仍然艰辛; 或前一代曾有不端行为，而第二代并

没有这些行为。如:

“拼二代”，父母打拼未获成功，子女继续打拼; 如:

( 12) “拼二代”大学靠自己 西南大学 “绿色通道”助力

寒门学子 ( 新浪新闻 2013 年 9 月 18 日标题)

“租二代”，指父母无力买房，一家人只能靠租房生活。如:

( 13) 爱她就给她看得到的幸福，不想每天在别人的花园里

和她散步。没有归宿感的爱情就是耍LM，即使我们不能让自己

的孩子成为富二代，也不能让孩子成为“租”二代。 ( 腾讯房产

邢台站 2014 年 11 月 19 日)

“穷二代”，上一代生活比较贫穷。

“贫二代”“苦二代”，含义大致类似于“穷二代”。

“压二代”，上一代承受比较大的生活压力。

“腐二代”，上一代为腐败堕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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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二代”，上一代为恐怖分子。

“黑二代”，上一代为黑社会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X 二代 1”中，很多模槽中的 “X”可

以反映两代人的多重关系。如 “红二代”中 “红”只能确定父

母是革命老干部，不包含子女。类似的结构还有如 “星二代”

或“巨星二代”，只能确定父母为明星，不包含子女。此外，还

有“体二代”“商二代”“学二代”“农二代”等，只从语义上

分析也只能确定父母身份，不包含后代。在实际语料中，这类结

构大多倾向于表示父母和子女两代人都从事同一事业，即 “父

母 X，子女也 X”。

( 二) X 二代 2: 【父母移居于 X，子女在 X 长大】

这类结构中的“X”一般为名词，且多直接指某一群体，不

再是某一名词性词组的缩略，如“海归”“台”“华”“深”等。

在语义上强调父母的身份或生活工作环境，而不在意成功与否，

子女在“X”因素影响下生活，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但并没有

涉及父母成功带来的利益:

“海归二代”，从海外归国的第二代。

“台二代”，迁徙至台湾的第二代。

“华二代”，出国华侨的第二代。

“深二代”，移居深圳闯事业的第二代。

“移二代”，与 “华二代”类似，指海外移民的后代，也作

“移民二代”。

“复二代 1”，复旦大学员工的子弟。

( 三) “X 二代 3”: 【父母与 X 无关，子女 X】

与之前的结构不同，这类结构中的“X”虽然也是某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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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词组的缩略，但“X”在语义上与父母的行为无关，只表示子

女的行为，如:

“毒二代”，吸毒的一代，如:

( 14) ……某某吸毒，让人再次引起了对 “星二代”的关

注，吸毒、强奸、打架、滥交成为一些 “星二代”的 “娱乐项

目”，人们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是什么让 “星二

代”变成了“毒二代”? ( 中国青年网 2014 年 8 月 19 日《“星二

代”缘何变成“毒二代”》)

“负二代”: 背负压力的一代; 是 “富 二 代”的 对 称，指

1980 至 90 年代出生，没有显赫家世，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房

屋，没有万贯家产的大多数年轻一代。背负了很多的包袱、压力

的人。

( 四) 其他的“X 二代”

套用“X 二代”的形式，但并不表示家庭中前代人对后代

人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意义不同的 “复二代”是 “富二代”

的谐音仿词，含有戏谑意味:

“复二代 2”，指第一次考试失利，通过复习再考的学生。

“复”指复习，“二代”没有亲缘关系的含义，只表示第二次考

试的人。

“复二代 3”，指居住复式楼房的人。其中的 “复”“二”表

示有两层的复式楼房。模标 “二代”在这里仅保留形式，语义

上实际已被拆解。

此外，网络上还有并不指称人的 “综二代”和 “剧二代”。

其中，“综”指综艺节目，“剧”指电视连续剧。当某一综艺节

目或电视连续剧推出后获得成功，主办者借势用原来节目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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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它们的续篇，“二代”就是指后续推出的同名节目。

二、“X 二代”的分析

“X 二代”词语模由“富二代”而起。从语法结构上看，模

槽中的 X 本来是偏正词组中的定语，但是由于 “富二代”既可

以是“富有的第二代”的缩略，又可以是“富有的人的第二代”

等名词性词组的缩略，所以模槽中的 X 既可以插入形容词也可

以插入名词，如“官二代”。后来甚至还允许插入动词，如 “拆

二代”“创二代”等。但都是名词性词组的缩略。从语义上看，

“富二代”最初表示的是，子女凭借父母致富成功而享受富裕、

优越的生活。在最初的时候，子女只是享受者。但是，致富的父

母成为富人，他们的子女自然也是富人，父母直接影响了子女社

会地位的确定或社会角色的选择，子女承袭父母的事业或职业也

很常见。因此，上文所列“X 二代 1”中各形式，很多结构在表

达“父母 X，子女享受或承受 X”时也都可以表达“父母 X，子

女也是 X”的意思; 而那些看似只表示“父母 X，子女也 X”的

结构在很多时候也可以表示 “父母 X，子女在 X 条件下生活”

的意思。

从整体来看，在意义关系上，“X 二代”所体现的父母对子

女的社会角色的影响，在“X 二代”扩散的过程中，逐步减弱。

其中， “X 二代 1”最初表示子女被动地从父母的那里接受 X，

进而发展为子女跟父母一样也是 X，成为从事 X 事业的人。在

“X 二代 2”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已经与父母的成功与否无

关，而仅仅是父母选择的生活环境。而在“X 二代 3”只反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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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本身的状况，不受父母影响，更与父母没有承袭关系了。

( 一) “X”的意义

从意义方面看，“X”大致反映了人物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表经济状况: 富、房、复 3 ( 复式住房) 、拆 ( 拆迁获赔) ;

穷、苦、贫、租 ( 租房居住)

表权力: 官、权、特

表职业或产品: 商、台商、民企、企、星、巨星、体 ( 体

育) 、球 ( 球类) 、篮 ( 篮球) 、非遗 ( 传承非物质遗产 ) 、灯

( 制灯 ) 、学 ( 学 术 研 究 ) 、文 ( 文 化 工 作 ) 、医 ( 医 学 ) 、藏

( 收藏) 、工 ( 工人) 、农 ( 农民) 、民 ( 民工) 、饼 ( 制饼) 、护

( 护路) 、路 ( 修路) 、环 ( 环卫工作) 、综、剧

表迁居身份: 移民、移 ( 移民) 、华 ( 华侨) 、海归

表迁入居住地: 台 ( 台湾) 、深 ( 深圳) 、东莞、复 1 ( 复

旦大学)

表社会评价: 红、新、名 ( 名人) 、黑

表外在性状: 艳 ( 艳丽) 、尚 ( 时尚) 、萌

表行为: 创 ( 创业) 、奋 ( 奋斗) 、拼 ( 打拼) 、复 2 ( 复

习) 、恐 ( 参与恐怖活动) 、毒 ( 吸毒)

表内心或品质: 诚 ( 诚信) 、梦 ( 心怀梦想) 、压 ( 压力) 、

负 ( 背负压力) 、腐 ( 腐败)

高志武 ( 2013) 对“X”的词性进行过分析，认为 “X”本

质是名词性的; “进入 ‘X 二代’语义槽中的动词成分或形容词

成分，所 指 的 往 往 是 名 词 性 的 或 者 是 名 词 性 成 分 压 缩 而 成

的。”［2］深入观察可以看到，从表面上看，X 的词性可以是名词、

动词、形容词，但实际上，当 X 跟两代人都发生关系的时候，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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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表示人物的状况，并且指称上一代人物。其中，名词中的指

人名词直接表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如“官”“商”等; 而非指人

名词的语义功能和动词基本一致，差别在于，非指人名词隐含了

一个行为，比如“民企”指“经营民营企业”，“房”指 “购有

房产”，“权”指“掌权”，“学”指“从事学术研究”等等; 而

动词往往隐含了行为对象，如 “创”指创业，或不必有对象，

如“拼”; 一些动词含有复杂的行为意义，比如“租”指“租房

居住”，“拆”指“拆迁获得赔偿”。非指人名词或动词跟表示性

状的形容词一样，通过转指表示具有某种行为或性状的人，如

“创”实际指创业的人，“拼”实际指打拼的人，与 “富”指富

人、“体”指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台”指迁居台湾的人等一致。

因此，从语义上看，X 在本质上是一个指人的名词，非指人

名词则通过各种转指途径，具有指人名词的意义。只有那些不表

示上一代人物状况的 X，才只表行为，不转指人: 比如 “毒二

代”中，“毒”表示吸毒，而不是吸毒的人，即应理解为 “吸毒

的下一代”，而不是“吸毒者的下一代”。

( 二) “X 二代”语模的形成

“富二代”作为一个基式，构成“X 二代”词语模，并通过

各种仿词手段，衍生出一系列词语，其中，“富二代”成为基式

的条件，或者说，在词汇的衍生过程中被广泛仿效的原因，值得

关注。

首先，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一批人富裕起来之后，他们

的子女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下生活，形成了行为张扬、很受社会关

注的一个特殊群体，“富二代”应运而生。

其次，“富二代”反映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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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差异，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方

面，因此广为流传。

再次，“富二代”表示子女对父母财富的享用，反映了家庭

背景与对个人社会角色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人的家庭

社会观，激起国人的种种联想。

最后，“富二代”蕴含了复杂的语义关系，包括: 父母与子

女两代人、父母的成功与财富、子女与财富等关系。其中，“父

母”义并没有在这个词中出现，但它隐含在 “二代”之中，因

为有“二代”必先有 “一代”，这个 “一代”就是 “父母”。而

“富”表面上看是修饰 “二代”的，实际上却是 “一代”人所

努力的结果。因此，“富二代”不是指 “富裕的第二代人”，而

是指“富人的第二代”。

由于同类的社会关系和语义关系不仅存在于财富方面，还存

在于权力、职业等等其他方面，模仿 “富二代”造词的现象随

之出现，“X 二代”语模形成。

( 三) “X 二代”的推衍关系

“X 二代”系列词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涟漪状的扩散过

程，在此过程中，以 “富”为中心，通过意义的相关性，向外

扩散。扩散的过程有两个特征，首先通过意义的类同关系扩散，

其次，向同类概念范畴相对的另一个极端的相反相对关系扩散。

首先，财富与权力是社会上最受关注的两个要素，因此，

“X 二代”中的“富”被“官”“权”“特”“黑”“腐”所替换，其中

“黑”“腐”指那些获得权力后，未能善终的人物，具有明显的消

极意义。

在财富与权力之外，一些表示社会关注度高、具有明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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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的娱乐性职业的语素，也进入了 “X 二代”，比如“星”“巨

星”“体”“球”“篮”等。同时，反映这一群体外表的 “艳”“尚”

“萌”也进入了“X 二代”。

有些职业，虽然在社会上并不显赫，但因专业性而颇受尊

重，也具有 较 高 的 成 功 意 味，表 示 此 类 职 业 的 语 素，比 如:

“文”“学” “医” “藏” “非遗” “灯”，以及表示事业成功的

“名”等，也进入了“X 二代”语模中。类推开去，表示其他职

业的语素，尽管没有成功的含义，也成为 “X 二代”的表达对

象，比如“工”“农”“民”“饼”“护”“路”“环”等，“X 二

代”在调侃中褪去了成功或精英的色彩，走向底层平民，指称

社会分工的另一端。

跟人的事业有关的，是他们的迁徙居住情况，一些反映特殊

迁徙居住情况的语素，如 “移民 ( 移) ” “华” “海归” “台”

“深”“东莞”“复 1”等，也进入了“X 二代”。

多数“X 二代”所表达的人物状态都是静态的，但人物的

成功是有过程的，体现这个过程中人物的积极行为特点的语素，

如“创”“奋”“拼”“复 2”，以及表示负面极端行为的 “恐”，

进入了这个语模。与此相关，反映人物行为过程中特殊心理状态

的语素“诚”“梦”，也进入了“X 二代”中。

另一方面，“X 二代”在财富范畴之内也出现了一批变体:

由于财富与职业的关系， “X 二代”中的 “富”被 “商”

“台商”“民企”“企”等表示具体职业的语素所替代。

由于财富与金钱物质的关系，“X 二代”中的“富”被“房”

“复 3”“拆”等体现所获的具体金钱物质的语素所替代。

贫穷是财富范畴内的另一个极端，一些表示负面财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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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如“穷”“苦”“贫”“租”，以及相应心理状态的 “压”

“负”等，也取代了“富”，进入“X 二代”语模中。

此外，还有一些在语义模式上与 “富二代”相去甚远的形

式，如“毒二代”表示吸毒的下一代人，都不反映父母对子女

的影响。至于 “综二代” “剧二代”更与人无关，这是 “X 二

代”在语义上完全异化的成分。

三、余论

词语模的运行，主要依据它所表示的语义特点，即 “一簇

词语，包含两个特点: 含有共同词语 ( 包括语素) ; 所含的共同

词语同其他词语 ( 包含语素) 之间的语义和语法结构相同或基

本相同”［1］，因此，出现在“X 二代”的 X 位置上的各个语素之

间，多数在意义上有相邻相类的关系，它们在进入这个词语模之

后，也基本承用了这个词语模原有的意义关系。

但是，忽略词语内部的语义特征，只重视形式的类似，在

“星二代”基础上仿造出了“毒二代”，“X 二代”语模中表示父

母特点的 X，不再反映父母的状态，只反映子女自身的状态，

“X 二代”语模的基本语义出现缺损。

谐音仿词在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与基式保持一致，更具感

染力和表现力。因此，仿 “富二代”产生的 “负二代” “腐二

代”都有很好的修辞效果。但是，谐音仿词强调 “形似”，容易

造成 “义 变”，仿 “富 二 代”的 三 个 “复 二 代”中，来 源 于

“复旦”的“复二代 1”还保持了 “富二代”语模的基本特点，

但是，来源于“复习”和“复式楼房”的“复二代 2”“复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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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根本不反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通过断章取义，其中

的“二”只与第二次或两个楼层有关，“代”在意义上则完全没

有着落了，“X 二代”语模的基本语义完全被改变了。谐音仿词

通过“形似”原则而背离基式的语义特点，在语义上对 “X 二

代”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背离 “二代”的 “子女”义，只偏重

其中“二”的意义，还造成了 “综二代”和 “剧二代”这样与

人物指称没有关系的词。

可见，在词语模的推衍过程中，虽然大多在确定的语义语法

框架下展开的，但是，也可能利用同音或多义的关系，背离原有

的语义语法框架，造出一些另类的新词语，造成词语模地变质和

分化，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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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Xiao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

On The Formation of Concessive Marker Dangran ( 当然) and

Its 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Hu Lang ( 227)………
Abstract: Concession markers can expres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concessions between clauses，and indicat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following text． Dangran ( 当 然 )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a

phrase meaning be supposed to a convincing adverb，then to a adverb

meaning confirmation and concession at the same time，and further

developed as a conjunctive adverb and a concessive marker for

mitigating，which is more typical than the one meaning confirmation

and concession． In this process， the principle of politeness is a

motiv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ncessions marker．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text，the adversative meaning absorbed by dangran ( 当然)

interacts with its core meaning confirmation，the concessive marker

dangran ( 当 然 ) emerges． In addition，Inter-subjec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concessive marker for

mitigating．

Key Words: concessive mark; dangran( 当然) ; motivation;

mechanism

( Hu Lang，College of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Sichuan，637002)

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The X Second Generations”

Zhou Min ( 240)…………………………………………………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its analysis by analyzing“th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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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generation”． By analyzing“the vacancy of the mode”---“X”，

this paper has unveil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by

utilizing this method，it has analyzed lots of commonly-used“the X

second generations”and classified them systematically． By studying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 from“the rich second

generation” to other “the X second generations”，this pape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evolution of“the mode of words”can not only

evolve within the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frame，it can also deviate

from its original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frame，and lead to the

variation of“the mode of words”．

Key Words: “the X second generations”; the mode of words;

formation; variation

( Zhou Min，College of Lib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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