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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味情话”的语用预设及认知理据
唐慧玲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土味情话”是指交际中听起来腻人又撩人的情话，是近年来流行的网络用语之意。促使其不断被创造并应用在言语交际中

的重要动因是其背后的语言运作机制，即语境影响、接收心理制约、经济性及类推机制、对“韵律美”的追求等。本文分析了“土味情话”

的语用预设意义及其认知机制，试图为网络用语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即从语用预设的角度研究网络用语意义的传递和识解，从认知的角

度浅析网络流行语的语用预设使用及其认知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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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网络信息时代促使文化多样化发展。“土味情话”（cheesy 

pick-up lines）作为“土味文化”的衍生品之一，伴随网络直播流

行起来，被创造性地运用到各类网络和现实社交场合。“土味情话”

以略带乡土直白式的幽默被道出，如果运用得当，则能以出乎意

料的方式拉近社交距离，获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土味情话”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传播力强，能产力

高，该现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语义关系、复杂的产生机制和凸显

的使用动因。“土味情话”中蕴含着丰富的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即话语中必然含有预先设定的所指对象。当人

们使用该类话语进行交际时，预设信息和新显信息相互关联，基

于语境发挥作用，才能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本文基于互联网语料，

探讨“土味情话”中的语用预设及其认知机制，试为网络语言研

究提供新思路。

二、“土味情话”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索了“土味情话”的定义、修辞特点、

分类、构造机制、传播机制和应用范围等方面，丰富了网络用语

的研究。综合文献来看，“土味情话”是指情感表达直白肉麻的

情话，直白幽默地将情感寄托于简单的修辞中。“土味情话”的

定义多样且开放，但总的来说，“直白”“肉麻腻人”“幽默”

是使用“土味情话”的主要特点。英汉语中都出现了“土味情话”，

相同之处为语音相似、语义别解、语义形象、语义相关和语义转

折，相异之处是英语“土味情话”能够进行音节变化，而汉语中

则多套用模板如古诗词等进行字词重组。总体上来看，英汉语“土

味情话”的构成理据是以利用大众心理为前提，创造让人出其不

意的交际效果。

“土味情话”对于促进交际的语用方面做了较大贡献，因其

强大的能产力，不少学者将其认定为一种模因，研究其复制传播

的机制和情感建构的过程，但单纯研究“土味情话”语言传播本

身忽视了对话双方的交际参与联系。有研究从关联论和顺应论视

角下研究对“土味情话”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情况，突出了

关联理论对解释“土味情话”构成过程的重要作用，但重点在于

“土味情话”如何促进教学，对于如何交际双方参与“土味情话”

交际背后的认知理据则少有探究。据此，文章拟从“土味情话”

的语用预设入手，探索其背后的认知理据，为网络语言研究提供

些许思路。

三、“土味情话”的语用预设

预设，也称“前提”，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 1892 年提出

来的。他认为，人们在声言时，必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预设，即在

声言中的专用名词必有所指。人们对预设的研究始于语义预设研

究，逐渐到语用预设分析和语用语义折中分析。通过观察发现，“土

味情话”需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能成功触发预设之意，所以将从语

用预设的角度分析“土味情话”并对其进行分类。基于互联网语

料，根据“土味情话”中话语词汇、语音、语义等特点，本文将“土

味情话”以下四类：

（一）谐音双关类

当言者利用词的多义或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

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就会出现双关预设。英汉语里的“土味情话”

都运用到了同形同音词、异形同音词以及句尾词音相同句。

具体看三个例子：（1）“我肯定是盐吃多了，不然我怎么总

是闲（咸）得想你。”，例 1 汉语的对 话中预设了言者“我”和

听者“你”，巧用“闲”和“咸”同音异形的特点，将盐和想你

相关联，幽默大胆地表白；（2）（情人节男生送女生一把尺子，说）

“You rule me.”例 2 中的“rule”是同音同形异义词，听者需知道

“rule”既指“规则”又可指“统治”，送尺子给女生预设了“You 

are the ruler.You rule me.（你是我的统治者，你说了算）”的意味，

表白强烈而有特色；（3）“这是手背，这是脚背，你是我的宝贝”。

在此例子中，言者利用三个短句尾字读音相同的特点，在句末最

后一个词里放入预设的谐音信息，以此来表达对听者的喜爱之感。

（二）词性变化类

“土味情话”有时因言者灵活运用预设中某个词语的词性多

样性，借助改变或弱化句中某个词语词性用法而成。例如（1）A：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怪。”B：“怎么怪了？”A：“怪可爱的。”

在此预设中，“怪”一开始是形容词词性“奇怪的”，而马上转

变为副词表示程度高，原指对方很奇怪，后用来修饰“可爱”，

语义突转，感情色彩由贬到褒，形成“土味情话”，达到交际目的。

例（2）A：“你可把我害惨了 !”B：“我怎么害你了？”A：“你

害我那么喜欢你 .”在此对话中，言者预设了听者了解“害”的动

词意义，指“使某人受伤害”，但在“害我那么喜欢你”一句中，

可替换为“让”，围绕“害”的整个对话，由一开始的贬义变成

了褒义，妙趣横生。

（三） 隐喻类

隐喻是人们基本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抽象概念的工具，用人们

所熟悉的事物去描述另一个更抽象的事物。在网络交际中，人们

能找到大量带有隐喻的“土味情话”。言者在使用“土味情话”时，

会根据对听者的了解和具体的语境，选取合适的隐喻进行预设，

如：（1） A：“你会弹吉他吗？”B：“不会。”A：“那你为什

么能拨动我的心弦？”，在此情景中，“弹吉他”的“拨弦”动

作是拨动琴弦，与拨动“心弦”相类似，所以这里用拨动琴弦的

动作比喻拨动“心弦”，达到微妙传达爱意的效果。能使这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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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情话”发挥效果的预设是听者不会弹吉他，且听者有一定弹吉

他和汉语搭配常识。再看“土味情话”在广告中的运用：（2）A：“我

是你的什么？”B：“你是我的优乐美呀，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

手心里了”。B 将 A 比作奶茶，预设的是奶茶甜蜜可口，温暖细腻，

传递给人舒服安心的感觉，又凭借其小巧的瓶身，可以捧在手心，

温暖身体。而 A 给 B 的感觉就是这样，让人感觉温暖，同时又想

让人呵护，以言者和听者在具体语境中都熟悉的事物来使用“土

味情话”，促成了交际中表白的成功。

（四）拆字成义类

此类“土味情话”利用汉语构字法或英语构词法，将某个关

键字进行巧妙拆合，或是将某个关键词语切分，各自构词成新义，

以组成“土味情话”。例如（1） “从今以后只能称呼你为‘您’，

因为你在我的心上。”在此例中，汉字“您”的上下结构，分成

上部分的“你”和下部分的“心”，巧妙地将“您”“你”和“心”

联系起来，大胆表达爱意。此对话中言者预设了听者未听过这类

的土味情话，并且具备中文构词法的常识。例（2） A：“You 

know what’s on the menu?” B：“Beef noodles，chicken…” A：“It’s 

ME-N-U.”，此例中言者利用英文构词法将“menu”被分成“me”“n

（and）”“u（you）”，语意由原来的意义变成了新的意义，出

人意料却又能立刻感觉到欢喜甜蜜的感觉。这里的预设既用到了

谐音也用到了构词法，言者 A 基于具体语境预设当 B 听到这句话

是，以为 A 要点菜，所以回答的内容跟点菜相关，但话锋一转，

利用谐音大胆表白了，营造了轻松浪漫的氛围。

四、“土味情话”的认知理据

“土味情话”得以流行，是语言内部活力和语言使用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与其在使用环境、韵律机制等方面的动因密切相关，

反映了语境与接收心理制约作用、语言的经济性与类推机制以及

人们对“韵律美”的追求。

（一）语境与接收心理制约

“土味情话”的运作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情

话”的内容才能被人理解，才能达到以最直白简朴的语言表达最

真切的感情的效果。在这样的语境中，预设了言者“我”和听者“你”，

语用预设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明确发话人和接收者，否则无效。

所以，有时预设的意义从表达到识解，需通过多次对话才能实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位女性在帮一位男性揉捏肩膀时说了句“I 

knead （need） you.”马上就向男性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应情应景，

而若是平白无故地说出来则会让人不知所云。

另外，“土味情话”的流行还要受到接收心理制约，这是个

复杂的过程，需要进行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言者要使“土味情话”

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充分考虑接收者的接受心理。如果在两人

对话中，言者问“你会弹吉他吗？”时得到回答“会”，那么很

有可能造成对话的终结。或者，当信息接收者当天无心思聊天和

社交，那么也没有使用该类对话的机会。可见，在用“土味情话”

对话时，要综合考量接收者的情况，特别是接收心理状况，结合

接的实际选择最合适的“土味情话”，避免交际尴尬。

（二）经济性与类推机制 

“土味情话”流行背后也体现了语言与认知经济性原则。高

速发展的社会充斥着多样化的信息，人们在进行信息交流时，更

加要求言简意赅、直白的表达。“土味情话”能够满足交际双方

在极短的时间内表达内心情感的需求，简洁幽默，实用性高，恰

好就成为了人们乐意使用该类语言的亮点，是应对人际交往的优

先选择。同时，简洁直接的特点也使得给言者提供更好的使用方法，

能产力强，模式易上手，能够给大众提供类推模仿的机会。人们

利用类推机制，使得交际双方的新旧信息相互转化，产生新显结构，

实现交际目标，事半功倍。

（三） 对“韵律美”的偏好

韵律机制在语言发展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催生了一

大批网络流行语。“土味情话”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

对“韵律美”的追求，在进行言语交际时，善于利用听觉错位达

到幽默风趣且印象深刻的效果。结合搜集的语料来看，“土味情话”

中利用韵律机制来创造交际亮点，提升交际效果的可能性较高，

可操作性强。比如，只要符合并列句式加上句中选用的词的词末

字音相同，就能产生很多类谐音双关类的“土味情话”。

语言使用即要为了传达意义选择合适的形似，也要选择合适

的形式表达多样的意义，语言运用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土

味情话”能在语音方面富有能产力，一定是语言内部的机制和语

言外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配合，不

断基于“土味情话”生命力和创新力。

（四）辩证看待“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是言者在充分考量听者的心理状况的基础上，

选择符合实际的语言内容才能达到让听者喜悦惊喜的效果，完成

交际的使命。所以在使用“土味情话”的过程中，逐渐显现一些

问题。首先，巧用谐音双关等“土味情话”易造成错别字使用泛

滥、滥用成语等现象，特别是对知识水平较低、辨别能力较弱的

学生群里来说造成的影响将会更大。其次，网络用语更新速度快，

随着使用频率变高，人们对套用固定模板的“土味情话”的接受

度逐渐下降，如果“土味情话”更新速度赶不上时代语言风潮，

则容易造成交际失败，效果适得其反。对于像“土味情话”一类

的网络用语，既彰显生命力，也会造成新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

矛盾的统一体，利弊并存，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土味情话”。

五、结语

“土味情话”因其简单直白、灵活性高、幽默风趣、出人意

料的特点推动交际，具有重要的交际作用和研究价值。本文从语

用角度浅析了“土味情话”中的语用预设及其语言背后的认知机

制。语言变化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土

味情话”的运作和传播要收到语境制约、接收心理制约，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语言经济性及其独有的类推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人们对“韵律美”的追求，这些都是“土味情话”得以流传

开来的重要认知动因。而现代多模态技术手段传播也进一步促进

了“土味情话”的流行，实现帮助言者达到交际目标的使命。总

之，“土味情话”这一类的网络流行语的成功，反映了语言自身

能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和创造力。同时，我们也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类语言的流行，

谨慎选择语言形式，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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