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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摸鱼”的古今演变
■杨静钰

摘 要:有实际意义的“摸鱼”最早出现在元朝，其性质为动宾型短语，表示“抓取鱼类”，近代以来“摸鱼”

逐渐凝固为一个词。如今该词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表示做与工作、学习无关的事或空闲时间做的事，在口语

及网络语中被广泛使用。

关键词:摸鱼 语义演变 词汇化

一、前言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

言三要素中发展变化最快的。词汇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旧

词的消失和新词的产生。新词的产生包括新造词、旧词

新义、短语凝固为词几种情况。新造词如“社牛、绝绝子、

内卷”等，旧词新义如“划水、摸鱼、甩锅、翻车”等。这些

手段催生了大量新的词汇。本文主要对当下网络及社会

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摸鱼”一词的产生展开研究。“摸鱼”

一词的使用较为广泛，如下例所示。

（1）本人虚度光阴十余载，混吃摸鱼、吃喝玩乐，无一

或缺。

（2）别以为我傍晚才有通告，你早上就可摸鱼。

对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一是“摸鱼”词义的演变分析；

二是“摸鱼”的演变特点；

三是“摸鱼”流行的动因。

二、“摸鱼”的句法功能及语义

“摸鱼”最初为一个动宾型短语，意为“水中抓取鱼

类”，一般在句中充当谓语，如“小侄男由九岁起在此［摸

鱼］，莲花湖的水，我都摸遍啦。”在当今网络语境下，“摸

鱼”产生了新的意义及用法。网络词“摸鱼”起源于画手

圈，指画手不做正事，放出一张草图后就去做其他事，而

后该词在网络空间下使用逐渐频繁，语义泛化为“工作、

学习时不干正事”或“空闲时间做的事”。由此引申出更

多用法，可以作定语如“摸鱼大神”“摸鱼本”等，作状语

“我摸鱼写完了作业”，作宾语“这个学生很喜欢摸鱼”，作

主语“摸鱼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下将具体

探讨“摸鱼”一词的演变。

三、“摸鱼”词义的演变分析

（一）“摸鱼”词义的演变过程

从 CCL语料库检索显示，“摸鱼”最早见于唐代，有

教坊曲名“摸鱼子”，宋代时出现词牌名“摸鱼儿”，词牌

名是词的一种制式曲调，其意义多数与词的内容无关，故

得名来源不明。在 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

171条结果，其中 149条为词牌名。如。

（1）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

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弃疾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2）过垂虹、四桥飞雨，沙痕初涨春水。腥波十里吴

歈远，绿蔓半萦船尾。连复碎。爱滑卷青绡，香袅冰丝

细。山人隽味。笑杜老无情，香羹碧涧，空只赋芹美。（李

彭老《［摸鱼］子·紫云山房拟赋莼》）

元朝时期，“摸鱼”用来描述“在水中抓鱼”的活

动。如。

（3）［摸鱼］爪老粗如扒齿，担水腰肢奔似碌轴。早

难道耽消瘦，不会投壶打马，则惯拨麦看牛。（元《般涉

调·耍孩儿·拘刷行院》）

动宾短语是由有支配、涉及关系的两个成分组成，前

面起支配作用的部分是动语，表示动作行为；后面被动

作支配的部分是宾语。［1］从上下文意义与语义关系来看，

“摸鱼”在此处作为动宾短语，“摸”为动语，“鱼”为宾

语，意义为“抓取鱼类”，这是“摸鱼”动宾短语用法的最

早出处。

明清时期，“摸鱼”基本延续元朝动宾短语式的意义

与用法。如。

（4）再近前去，又有一伙小番，也有在崖上打柴的，

也有在水里［摸鱼］的，望见这些船来，仓仓皇皇，抱头而

走。（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5）遂告诉高恒什么鱼好，什么鱼贵重。从此高恒遂

日日［摸鱼］，也许卖个三吊五吊的，爷俩儿零花。（清《三

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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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三十六计》中出现“混水摸鱼”一词，原意是

在混浊的水中，鱼晕头转向，乘机摸鱼，可以得到意外的

好处。此计用于军事，是指当敌人混乱无主时，乘机夺

取胜利的谋略。该成语的出现，使“摸鱼”一词有凝固

倾向。

在《中国成语大辞典》中，“浑水摸鱼”指趁混乱时

机捞取不正当的利益。这表明该成语的意义已从最初

的军事策略，泛化为“趁乱捞取利益”，使用上也更加灵

活，如。

（6）其余那些人，有的是浑水摸鱼，乘机会弄个资格。

（老舍《四世同堂》）

（7）但是，他不是浑水［摸鱼］的人，不肯随便去摸到

个教授头衔。（老舍《四世同堂》）

上例中“摸”的语义也有所扩大，从一个具体的有边

界的行为，泛化为一个抽象的行为。通过该词原始的义

项，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语义泛化的根源。在《现代汉语词

典》中，“摸”有以下几个义项:①用手接触一下（物体）

或接触后轻轻移动。②用手探取。③试着了解。④在黑

暗中行动。因此“摸鱼”一词也引申出了贬义的色彩，指

称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如。

（8）蒙哥马利身材不高，到处惹是生非，上树、［摸

鱼］、打架等等，男孩愿意干的事，他都愿意干。（《蒙哥

马利》）

当代网络语境下，“摸鱼”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网

络词的造词方式之一便是给旧词赋予新义，重新定义汉

语的原有词汇，“摸鱼”在网络空间下，不仅语义发生了

改变，其语法功能和使用范围都有所变化。该词新义最

早来源于画手，常指画手放出一张草图之后就跑去刷微

博聊天，不肯认真作画。随着语义泛化，“摸鱼”也可以

运用到工作、学习等更多的领域，表示偷懒、不干正事，具

体表现为在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广泛使用于网

络空间，如。

（9）再摸几条鱼就放假啦！

（10）马上下班了，出来摸会儿鱼吧！

（11）上班“摸鱼”对工作结果有帮助？研究说:没

错！必须要摸鱼！

（12）适合摸鱼的涂鸦简笔画。

通过总结互联网上搜集的语料，得出网络词“摸鱼”

有以下几个义项:①画手对自己作品、草图的自谦②指偷

懒，不干正事，不好好干活的行为③空闲时间做的事。与

古现代汉语中“在水中抓取鱼类”“获取不正当利益”相

比词义扩大，在网络语境下，使用频率更高，且脱离成语

“浑水摸鱼”独立使用，基本凝固成词。

（二）“摸鱼”词义演变的机制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人类思维的方式，

两个概念之间是相似性的关系，我们认识理解一个新的

概念是建立在对已有概念理解的基础之上。“摸鱼”的词

义演变与隐喻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摸鱼”原始义为“在水中获取鱼类”，在成语

“浑水摸鱼”中解释为“获取利益”，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

其义项之间的相似性。古代农业社会中，“摸鱼”是一项

实在的生产活动，“鱼”是生存的物质资源，渔民以此为

职业来谋生，因此“获取鱼类”也即“获取利益”，两个义

项具有相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摸鱼”逐渐演变成一

项休闲的娱乐性活动，具有娱乐放松的意味，新义中表示

“空闲时间做的事”，可以挖掘出其相关性。这是隐喻机

制发生作用，旧词新义的来源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从其原

始义项中发展而来，具有内在相似性。

四、“摸鱼”的演变特点

（一）由短语词汇化成词

徐时仪认为，“双音词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从

非词的、分立的、句法层面的单位到凝固的、单一的、词汇

单位的词汇语法化过程，即由短语或词组演变为词。”［2］ 

从古汉语语料中得出，“摸鱼”最开始为一个动宾短语，

成语“浑水摸鱼”出现以后，“摸鱼”一词逐渐有了凝固

的倾向，由成语引申出“捞取不正当利益”的义项。网络

词“摸鱼”出现，构成该词的两个语素整体表达词义，该

词语基本凝固。然而由于网络用语的随意性与灵活性，

有时在使用上会把该词拆分为“摸几条鱼”“摸会儿鱼”

等，如例句（9），但在具体语境中我们仍可以得知其表达

的是网络词“摸鱼”的整体意义，只是形式发生了改变，

可以看作离合词。学术界对于离合词的定义一直存在争

议，但笔者认为此处“摸鱼”的分离用法并非是短语与词

汇的中间阶段，因为此处的义项与动宾短语时该词汇的

义项完全不同，因此只是网络词语在互联网语境下的灵

活用法。 

（二）语法功能的扩大

最初，“摸鱼”在句中主要充当谓语，在成语“浑

水摸鱼”中，是谓语中心语，也有部分作主语的情况，

如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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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摸鱼］吃不饱，便要饭吃，每日他要来饭，将那

好的与他老娘用砂锅烩软和了…… （清《三侠剑》）（作

主语）

如今，“摸鱼”的语法功能扩大，可以充当多种句法

成分，如。

（14）春节过后，少有的在单位值班的时候［摸鱼］看

了两部电影。（作状语）

（15）工作规划一口气排了半个月，反正是没有摸鱼

时间。（作定语）

（三）词义色彩转变

从古至今，“摸鱼”一词的感情色彩变化大致经历了

“中性—贬义—中性”的过程。

首先作为动宾短语的基本意义，“摸鱼”一词不具褒

贬色彩，后由于成语“浑水摸鱼”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引

申用法，“摸鱼”一词附上了贬义的色彩，表示“捞取不正

当的利益”，多依附于成语“混水摸鱼”使用，有时也单独

用，如例（8）。

在互联网语境下，很多观点认为“摸鱼”是一个贬

义词，表示“偷懒、不干正事”，而笔者认为网络视域下的

“摸鱼”又回归到了中性词，它只是网民在压力大、集体焦

虑的环境下一种自我调侃与放松的方式，是释放压力的

出口。几乎所有的网络流行词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民间

幽默感，都有戏谑的成分，不能完全用“严肃”的标准去

衡量其褒贬，认定其是一种负面的行为。清华大学一位

学生开过一门《摸鱼学导论》的课程，顷刻间吸引了千余

名同学的加入，本意只是想开个玩笑放松一下，没想到反

应了大众普遍的心理需求。此处的“摸鱼”，也并非人们

传统认知上的不想努力而偷懒的意思，相反，它是一种自

嘲，也是年轻人特有的释放压力的方式。

五、“摸鱼”流行的动因

（一）经济性原则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是指人们在交际时倾向于选择既

能满足说话者完整表达又能满足听话者完全理解所需的

最少的语符。即在语言交际中讲究省时、省力并且高效

的交流，也称为省力原则。由于网络空间交际并不如我

们面对面直接、清晰，键盘、屏幕也形成一道阻碍，因此简

短、快捷的语言就更有必要，力求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

富的信息。网络语言基本符合这一原则，也正因如此，网

络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广泛应用于网络空间。基于语

言经济性原则，“摸鱼”一词除了表示其基本义之外，还

可表达“画手对自己作品、草图的自谦”“指偷懒，不干正

事，不好好干活的行为”“空闲时间做的事”等三个义项，

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出完整的语义，符合互联网交际的

需要。

（二）社会因素

网络流行语是语言系统对现实社会迅速、直接的反

映，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符号，不仅代表着当下人们的生活

状态与精神面貌，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文化环境

的变化。“摸鱼”一方面反映了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压

力大的情况，一方面又反映出人们在高压环境下自我调

侃、寻求自我放松的心理。该词的演变反映了当代年轻

人工作与生活态度的转变和调整，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消极的，如“摸鱼学

导论”一课程的初衷，与积极心理学有类似的作用。“摸

鱼”是人们寻求压力释放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嘲，该

词符合网络词流行的趋势，反映大众心理需求，故流行

甚广。

六、结语

“摸鱼”从古代汉语中一个动宾短语逐渐词汇化成

词，其变化符合汉语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意义下，网络

词“摸鱼”多为贬义用法，而通过分析演变过程中义项

间关联性及社会心理动因，笔者认为其网络空间下的用

法并非完全贬义。而在短语词汇化成词方面，学术界对

于离合词的界限仍存在模糊的中间地带，有待继续研究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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