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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熊”这种动物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熟语和当下流行语中,体现出不同的语义和感情色彩,这其中

蕴含着中国人思想认识的变化。本文将对比与“熊”有关的传统熟语和流行语,比较“熊”在两者中不

同的形象和色彩,并对引起这些变化的文化原因作分析。 

[关键词] 熟语；流行语；“熊 XX”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跟“熊”有关的流行语流行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对比发现,今天

流行语中的“熊”与传统熟语中的“熊”

在语义和感情色彩上大有不同。 

1 熟语中的“熊” 

熟语是人们常用的已经定型的固定

短语,在现代汉语中,熟语包括成语、惯

用语、谚语和歇后语四类。跟“熊”有

关的熟语数量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

俗语中,“熊”表现出不同的语义和感情

色彩。 

1.1“熊”有吉兆之意 

“熊”在中国传统熟语中有吉兆之

意,如“飞熊入梦”和“梦熊之喜”。“飞

熊入梦”源于周文王与姜子牙相遇的故

事,后用来比喻君王遇见贤臣的征兆,同

时在《诗经·小雅》中写道“吉梦维何？

维熊维罴”,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梦见熊罴

是吉祥的征兆。这实际上体现了古人对

熊的崇拜之情,《山海经》有云“又东一

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

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

兵。”在科技及其欠缺的远古时代,人们

还不知道熊有冬眠的生活习惯,只当熊

的冬眠与苏醒是死而复生,是神力,因此

视熊为吉祥之物,是吉祥的预兆。 

1.2比喻人的才能、外形和性格 

“熊”在中国传统熟语中可指人的

才能、外形、胆量或懦弱的性格,如“熊

罴之士”“熊据虎跱”“熊韬豹略”“虎背

熊腰”等成语和“人熊有人欺,马瘦有人

骑”“掉进陷阱里的熊——熊到底了”等

俗语和歇后语。从上文可知,“熊”可指

君王遇见贤臣的征兆,因此“熊”也被视

为是有能力、大无畏之人的象征,如“老

羆當道”指有猛将在边关镇守；而“虎

背熊腰”一成语,则形容身体魁梧健壮的

男性；“熊心豹胆”则用于形容人的胆子

大,在古人看来,熊和豹子都是极为凶猛

的动物,若能捕获这两种动物,说明狩猎

者定是胆子极大,因此古人用“熊心豹

胆”或者“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一

个人胆大包天。随着古人的社会生产水

平和狩猎技术的不断提升,熊在古人眼

中已不再是凶猛不可接近的野兽了,人

类可以与之一战,并使其成为盘中餐,或

用其皮毛制作精美的衣服,因此在熟语

中也有“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之句和“画

荻丸熊”“衣狐坐熊”的成语。在此现

实基础上,逐渐有了用“熊”来形容人

懦弱、无能的性格的习惯。如在“人熊

有人欺,马瘦有人骑”“掉进陷阱里的熊

——熊到底了”中,“熊”均为无能、

懦弱之意。“熊”在熟语中除了形容人

懦弱、无能的性格外,还可以表示恶人,

如“柙虎樊熊”一成语,出自于清代洪

昇的《长生殿》,原句为“不提防柙虎

樊熊,任纵横社鼠城狐”,用以讽刺杨国

忠和安禄山的肆意妄为。 

1.3表示光焰旺盛、气势状盛 

“熊”还可表示光焰旺盛、气势状

盛之意。这与“熊”字的字源有关。“能”

是“熊”的本字,《说文解字》中说“能,

熊属”,因熊强壮的身躯故将“熊”假借

为“贤能”的“能”。众所周知,“灬”

字底与“火”有关,因此“熊”字最初既

可表示猛兽的“能力”,也指“大火可如

猛兽般恐怖”。在“熊熊燃烧”“熊熊烈

火”等成语中,“熊”表示光焰旺盛、气

势状盛之意。 

2 流行语中的“熊” 

在当前的网络流行语中,“熊”除了

以动物的形象出现之外,还有“熊样”

“熊抱”“熊孩子”等用法。在流行语“熊

样”中,“熊”依旧保留着过去形容人窝

囊、性格懦弱的用法,但大多情况下,“熊”

的语义和感情色彩与过去有较大差异。 

2.1比喻人身材和气质 

“熊”在比喻人身材和气质时,语义

和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在古时,“虎背

熊腰”一词多形容男子魁梧健壮的体格,

属褒义词；而在现代“虎背熊腰”一词

多用于形容人粗壮肥胖的体型,男女皆

可用,在运用此成语形容女性的身材体

态时,体现出贬义的感情色彩。若用该词

语形容男性,则包含的感情色彩又发生

了变化,今天人们喜欢用“胖熊”一词来

形容身材发胖的男性。熊体型巨大,四肢

不灵活、笨拙,加上西方的文化浸染,在

现代汉语中“熊”多了憨厚的气质,如“胖

熊”一词,虽是用“熊”来比喻男性的肥

胖身材,但也突出了男性因微胖的身材

而获得的憨厚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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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比喻人的动作 

“熊”在流行语中可用于比喻人的

动作,典型例子为“熊抱”。“熊抱”一词

最早流行于2006年,如今仍在使用,其完

整含义为“像熊一样紧紧拥抱对方”。在

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不一样的感情色

彩。如： 

2.2.1迪士尼动画《超能陆战队》中

的那个充气健康机器人不仅“萌”动了

我们,而且温暖了我们的心,他超级温情

的“熊抱”总有让人含泪而笑的力量。(人

民日报海外版) 

2.2.2台“立法院”6月25日又上演

蓝绿对决闹剧,剧情包括扯头发、泼咖

啡、咬人及“熊抱”,议事殿堂沦为摔角

擂台。(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例(1)中,结合上下文可知“熊抱”

一词带有温柔、温暖的感情色彩,能给人

安慰。而在例(2)中,联系上下文中“闹

剧”“扯头发”“泼咖啡”等词语可知,

此处“熊抱”带有粗暴、不礼貌的含义,

有贬义的感情色彩。 

2.3“熊XX”结构 

“熊”放在“孩子”“家长”等名词

前头形成“熊XX”的结构,这也是当下

“熊”字最流行的用法。该用法源于北

方方言词语“熊孩子”,并由此衍生出“熊

大人”“熊家长”等新词。 

(3)说起熊孩子,很多人满是“槽

点”。比如,口红被当成蜡笔,包包被翻了

个底朝天,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更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熊孩子背后的“熊家

长”,说“小孩子不懂事”理直气壮,甚

至觉得“不束缚孩子、让孩子发挥天性”

是教子有方。(人民日报) 

根据例(3)中对“熊孩子”描述,可

以看出“熊孩子”指的是行为顽劣、惹

人讨厌的孩子,而“熊”家长则是指有过

分维护自己的孩子、放纵孩子的行为,

并以此为荣的思想不成熟的家长。由这

两个例子可知“熊XX”用来形容行为顽

劣、思想不成熟、惹人讨厌的某类人,

在这个结构中“熊”带有了贬义的感情

色彩。“熊XX”结构还衍生出了“熊”的

形容词和动词用法,如“真熊”,用于感

叹某人不懂事的行为或不成熟的思想,

而在“别让‘熊孩子’继续‘熊’下去”

这一句子中,“熊”名词用作动词,意同

“无理取闹”“调皮捣蛋”。 

3 熟语、流行语中的“熊”之

异同 

在熟语和流行语中,“熊”的相似点

有二,一是都被用来形容人的外表,二是

都可以形容人懦弱的个性。不同点则数

量更多,在熟语中“熊”的用法多样,可

以是吉兆的象征,也可以用于指代贤能

之士,还可以用来比喻人的身材、胆量、

性格,同时还可以形容光焰旺盛的样子。

而在当下的流行语中,“熊”主要用于形

容人发胖的身材,若用于形容女性则带

有贬义的色彩,用于形容男性时贬义色

彩则被削弱,并凸显憨厚的气质。在“熊

XX”结构中“熊”字更多地形容人的顽

劣和思想不成熟,并且衍生出形容词性

和动词性的用法。 

4 从熟语、流行语中的“熊”

之异同看文化的改变 

“熊”在熟语和流行语中的不同反

映出人们精神文化的改变。 

4.1对科学愈加重视 

由于科学的发展,熊冬眠的生活习

性已成为常识,因此“熊”在当今流行语

中不再是吉兆的象征,也不再是贤能之

士的象征。今天,人更偏向于观察熊的外

表、动作,并用来形容人的外表、性格和

行为,如“熊抱”“胖熊”等词语。 

4.2对瘦的追求 

古今中国人的审美有着极大的不同,

古时候重视武术,追求魁伟健壮的身材,

女性更是以肥为美,故“虎背熊腰”在古

代是褒义词。如今,人们以纤瘦为美,成

语“虎背熊腰”的语义和感情色彩也发

生了变化,用来形容人肥胖的身材,在形

容女性时甚至带有贬义的色彩。 

4.3对整体素质的倡导 

从“熊XX”结构的广泛使用,可以看

出当代人对教育和素质的重视,在此结

构中“熊”可以用来形容一切行为、谈

吐令人厌恶的人,可见在当今的人际交

往中,整体素质已经是当代人衡量他人

的重要标准。 

“熊”在熟语和当今流行语中呈现

出不同的语义和感情色彩,这是由古今

中国人在科学意识、审美倾向、行事标

准等方面的改变引起。语言是精神文化

的体现,“熊”的前世今生便是最好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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