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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三题
刁晏斌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网络语言值得深入探究�而它近年来也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重要话题。网络语言有以下三个最大特点：

陌生性、流行性、类推性。可以按可接受度的高、中、低级把网络语言分为三类。人们要想对网络语言达成一致的认
识�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作法�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认识基础：一是给它准确定位�二是对语言规范要有正确的理解
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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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不断变化的时
期�我们如果把它比作一辆开动起来的过山车�可
能并不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它往往能带给人足够多
的刺激�并且人们经常也不知道下一个刺激是什
么�但它或许比前一个刺激来得更让人心跳�更让
人激动不已。当今的社会是这样�如果缩小、具体
到网络语言�可能就更是如此了�并且这个比喻如
果用之于网络语言�或许更为贴切一些。

那么�什么是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什么？在
早期�人们似乎比较认同 “三类说 ”�即认为网络语
言由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特别用语以及网民在
聊天室和ＢＢＳ上的常用词语这三部分构成；①后来�
多数人主张缩小网络语言的范围�这一点�权威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的释义就反映得很充分：
“指网民在网上聊天室和电子公告牌系统等里面习
惯使用的特定词语和符号。”最近我们又看到了新
的表述�反映了一种新的认识：

网络语言�是专指网民在网络交际活动中作为
“工具 ”使用的�区别于 “中国语言文字 ”的语言符号
系统。它包括具有特定意义的图像、文字、符号、字
母以及杂糅组合而成的各种表意图形�表达的意思
是在广泛的网络交流当中约定俗成的�是信息时代
的产物�而并非是技术层面支持网络应用与运行的
“计算机编程语言 ”�诸如Ｃ／Ｃ＋＋之类。［1］

这里已经把网络语言上升为一种语言符号系

统�足见重视程度之高了。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当
然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过这里的 “区别于‘中国语言
文字’”却还需斟酌。

不管人们的认识如何�目前对网络语言的所指
基本还是明确的�这样�我们以下的讨论就有了一
个确实的基础。

网络语言当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事实
上�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 “陈
旧性 ”�我们所见�不仅有大量的论文�还有专门的
工具书以至于专著。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网络语言的特征、规范化�网络语言对传统
语言的冲击与影响�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及构词特
点�网络语言的修辞方式及各种变异现象等方
面 ［2］。

总的来说�网络语言研究进展不小�但是仍有
进一步讨论的很大空间�特别是结合网络语言自身
的发展变化及语言及相关研究的一些新进展�以及
针对社会上对网络语言的态度甚至于某些作法等�
就更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网络语言的特点
在网络语言的世界里�人们把现实世界中的某

些时尚以及对时尚的追求放大�并且把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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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生灭流转过程大大压缩了�由此就呈现出一
些非常明显和突出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
少讨论�但还有进一步探寻以及总结和归纳的必
要。我们认为�网络语言有以下三个最大的特点。
1．陌生性
网络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陌生化�即同

样的意思�采取了一种甚至是多种对很多人来说是
新鲜�甚至是怪异的表达形式�或者是对于一个新
鲜事物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因而使人感到新奇的命
名方式。这一点是大量网络语言得以流行的最主
要、最根本原因。其实�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求
新、求异、求变几乎永远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这一点
在当今追求和崇尚个性自由的多元化社会大背景

下显然被放大了�而在自由度更大的网络世界的虚
拟空间内�这一追求更是几乎被无限放大了。也正
因为如此�所以才有那么多各类网络写手 “语不惊
人死不休 ”�而有更多的网民则对之喜见乐用。

陌生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二：一是采用生僻的
形式�像 “火星文 ”自然不必说了�就是 “冏 ”之类�基
本也是如此；二是赋予自然语言的某些形式以风马
牛不相及的意思�比如 “做俯卧撑 ”、“打酱油 ”等即
为此类。
2．流行性
“流行性 ”的内涵大致有二�这里我们用一个比

较形象的说法。内涵之一是如一阵风来。时下�媒
体在提及某个网络词语时�经常会用到 “一夜走
红 ”、“窜红 ”�甚至是 “井喷式爆发 ”这样的说法�可
以说是相当充分而又形象地反映了网络语言的这

一特点。许多网络新词语流行的速度之快和范围
之广�用 “匪夷所思 ”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内涵之
二是如一阵风去。许多网络新词语或新形式的生
灭周期往往很短�有的可能只流行了几天�然后就
淡出使用�而再过一些日子�可能就烟消云散�只存
在于以往的各种文本中了�比如上举的 “做俯卧撑、
打酱油 ”以及汶川地震后流行过的 “郭跳跳、鲁嫁
嫁、猪坚强 ”等�都是如此。

流行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往往还有 “次生 ”现
象�即有不少网络词语产生后�还成为构词元素�构
成其他一些新词语。比如�“俯卧撑 ”流行后�很快
就有网友把那些口不离 “俯卧撑 ”的网友称为 “俯卧
撑党 ”�有人在豆瓣网站上成立了 “俯卧撑小组 ”�而
网游 “魔兽世界 ”里也随即出现了一个名叫 “河边的
俯卧撑 ”的任务日志。
3．类推性
许多网络新词语有很强的类推性�流行性越

高�类推性往往就表现得越明显和充分。这里的

“类推 ”也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命名或产生机制的
类推�比如 “做俯卧撑 ”表达的是与原义风马牛不相
及的意思�而差不多同样的意思稍早一些的网络流
行语是 “打酱油 ” （原形是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 ）�
而就追求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一点来说�
二者显然如出一辙；另外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类
推�即对某一网络词语保留其主体�只作部分的替
换�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指称形式�比如2008年在抗
震救灾过程中�出了 “范跑跑 ”之后�迅速 “跟进 ”的
就有 “郭跳跳、鲁美美、鲁救救、鲁嫁嫁 ”等；人们刚
找到了 “猪坚强 ”�很快又冒出了一个 “猪刚强 ”。

另外�新的网络流行语不仅仅作为词语使用�
经常还用于造句�比如新近流行的 “躲猫猫 ”�它的
重要 “伴生 ”句子就有 “今天你躲猫猫了吗？”

二、网络语言的另外一个分类
差不多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类和归类的�网络

语言自然也不例外。已有的研究已经较多地涉及
了这个问题�比如根据命名方式、构成形式以及内
容的差异等而作出的一些分类�事实上�这样的分
类已经成为网络语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有
的各种分类当然都有其意义和价值�特别是从 “纯 ”
研究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们这里对网络语言的讨
论基本侧重于它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及其在现实世

界中的使用问题�所以我们想在已有分类的基础上
再特别提出以下一个分类系统。

这是按可接受度的分类。可接受度是研究语
言规范的人较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它指
的是一种语言形式 （包括一个具体的词 ）可以接受
的程度。可接受度一般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级�这样
也就相应地可以把网络语言分为三类。
1．低接受度
一般来说�可接受度最低的大概当属所谓的

“火星语／文 ”了。以下是 “百度百科 ”中对 “火星
文 ”的一段表述：

火星文�可解作火星人的文字……由符号、繁
体字、日文、韩文、冷僻字等非正规化文字符号组合
而成。乍看像是乱码或打错的字�用法也不同于汉
字那么规范�从字面上根本无法了解。

以下是一个比较 “初级 ”的例子：
1切斗4幻ｊ�↓ｂ倒挖ｄ！ （一切都是幻觉�吓

不倒我的！）
笔者是 “地球人 ”�虽然主要是做当代语言研究

的�对网络语言相对比较熟悉�但是惭愧得很�对这
种 “火星语／文 ”基本一窍不通�相信这也是大多数
人的感受。
2．高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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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度高或比较高的�是那些流行时间较
长、流行范围较广的词语�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已经
进入现实的语言交际中了�比如 “美眉 ”与 “ＤＩＹ”
（均收于于根元主编 《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下边的
例词也是如此 ）�以下是《人民日报》中的用例：

昔日扎小辫子的小姑娘�经十八变�已经出落
成赛过大城市美眉的水灵灵的少女�她们把窈窕身
影留在十里长堤�丛林绿地。 （2008．12．29）

旧厂房重新装修后�变身为 ＤＩＹ大教室�大人
孩子在这里天马行空、信手涂鸦�不亦乐乎。
（2009．2．25）
其他再如 “戒网、泡网、网虫、伊妹儿 ”等�也都

有较多的现实用例。实际上�网络语言应该而且实
际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新词语的一个来源地�我们
相信�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以及网络媒体与传统
媒体的交互和交融�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
走进现实世界的语言交际中。
3．中接受度
处于高、低二者中间的�就是可接受度为中等

的网络词语了�它们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入
高可接受度词语的行列�但也可能止步于此�相对
来说�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比前一种大得多。比如
“菜鸟 ”一词�属于 “资深 ”网语�现在我们偶尔也能
看到它的现实用例�比如：

从训练场上的 “菜鸟 ”到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
功三次、三等功一次的军事尖子�从普通战士到青
年士兵的楷模�沈阳军区某高炮团修理连二级士官
向南林�在军营与时代的海洋中收获和奉献着人生
的价值。 （《人民日报》2008．4．21）

只是这样的用例还不多�而 《人民日报》中仅有
的几例无一例外地都加了引号�正反映了人们对此
词欲迎还拒的心态�也反映了此词当前所处的境
地。

据我们观察�此外像 “恐龙、青蛙、灌水、潜水 ”
等�大致也都处于这一阶段。

与可接受度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流通度�指的是
流行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持续的时间�高可接受度的
词语往往也会有高流通度�而流通度高了�可接受
度往往也会相应提高。对于低流通度等来说�也是
一样的。

三、关于对网络语言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网络语言的态度和认识远

未达成一致�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缺乏一个共同
的认识基础。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的认识基础至少
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网络语言的定位。

一般来说�特定的对象、人群和交际范围之中�
往往有一些有共同特征的话语形式�它们通常被称
为社会方言�比如一些行业用语等�而网络语言其
实也是一种社会方言�即是一种在特定人群和特定
使用范围内流行的话语形式。就社会共同交际语
与社会方言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即后者通常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某些变通或变化

使用�而前者也经常会吸收一些后者中鲜活的、有
生命力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某些不足。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和理解网络语言拥有自己的特

点�哪怕是与社会共同交际语言有较大的距离。
第二�对语言规范的理解和认识。
时至今日�人们的语言规范观已经有了很大进

步�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了动态观�即认为语言是动态发展

的�那么语言的规范也应当是动态发展的�所以就
不能按一个标准、一成不变地来对待和要求各种语
言现象；

二是建立了层次观�即规范是分层次的�比如
语言使用者是分层次的�语体、文体也是分层次的�
而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的规范与不规范也应当
加以区分�这样�也就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或尺度
去衡量或规范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

三是建立了柔性观�以前人们的规范原则和标
准基本都是刚性的�即认为语言现象要么是规范
的�要么就是不规范的；现在人们更多地采取了柔
性的原则和标准�认为判断语言现象规范与否�不
能一刀切�在二者之间还可能存在中间物�这样�人
们在实践中就可能比较自觉地区别过渡状态和语

病�从而使研究以及结论更加客观和理性�同时也
更有利于语言的发展 ［3］ （Ｐ9－10）。

以上三点中�与我们的论题最直接相关的是第
二点�比如�对小学文化程度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就不能要求都用一个腔调说话或写作；对朋友、家
人之间的闲谈与公开场合的演讲应该有不同的规

范要求；文学作品与法律文书的规范标准当然也应
当有层次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差别�决定了语
言交际和使用中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成
不变的规范和准则�而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因
人、因时、因事、因地 （使用范围 ）、因文而异�当然�
还有因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异。

有了以上三点认识�我们就可以谈现实世界中
网络语言的使用以及我们的态度和对策等问题了。

早就有人提出�网络词汇泛滥会造成现实语言
的不规范和使用混乱�而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依据
之一�就是如有报道所说�学校老师和家长抱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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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说 “人话 ”�难以沟通。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
够看到以下这样的见解：

目前网络语言出现了词义表达混乱、汉字与各
种符号混用、表情符号书面化等现象。这些现象造
成了语言交际功能减弱�影响了汉语言的纯洁性�
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和完整性�也造成了社会的道
德危机。［4］

从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角度来看�“网
络流行语 ”违背了语言发展规律�错字、怪字、杜撰
字层出不穷�病句更是司空见惯�不了解 “网络流行
语 ”的人读来如坠云雾�茫然摸不着头脑�表现出类
似精神病患者的言语特征。［5］

后一段文字的作者虽然要说的是网络语言与

精神病患者语言存在的一些差异�但是把二者进行
类比�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作者的一些态度和看法。

也正是在这种心理和态度下�才出现了高考作
文中如果出现网络词语可能会被扣分这样的举

措。②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上海市2006年出台的
那个地方性法规�规定政府文件、教科书和新闻报
道中不准出现 “美眉、恐龙、ＰＫ、粉丝 ”等网络词汇�
否则违法。③

当然�对于网络语言的看法�远没有达到一面
倒的程度�我们所见�也不乏持正公允之论�比如以
下一段话：

有人不分泾渭把新奇的网语一律痛斥为 “文化
垃圾 ”是显然有失偏颇的。我们的态度是�应当肯
定网语的在网络交际中的不可替代性�因势利导总
结其良性发展规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同时也正
视其存在的不规范和不道德表现�在网民中倡导正
确的语言观�引导人们自觉遵循法律和道德规范�
共同努力促进网络语言健康向前发展。［6］

这样的认识�实际上也有一个过程�即 “人们对
网络语言现象已经由漠视到关注�由陌生到熟悉�
由简单的斥之为 “语言垃圾 ”到理解、宽容�到理性
地对其进行研究 ” ［7］。

在我们看来�关于部分教师以及家长所抱怨的
现象�主要是一个使用中的错位问题�即不当的超
范围使用�也就是把网络语言用于网络交际之外。
但是据我们了解和观察�这方面的问题似乎多少有
些被夸大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
严重�比如说在一篇作文中几乎全部用的都是网络
语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教育引导�并且区
别对待不同可接受度和流通度的网络词语�或许就
不一定非得使出高考作文中如果出现网络词语就

要扣分这样的 “杀手锏 ”了。
至于上海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则多少有些把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就是 “一刀切 ”。其实�即
使不作这样的规定�在政府文件这样 “高规范度 ”的
文本中�一般也很难会出现 “美眉、恐龙、ＰＫ、粉丝 ”
等；而中小学语文课本之外的其他教科书�出现的
可能性应该也不大；至于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新
闻报道中也不允许出现网络词语�否则即为违法�
恐怕就很难做到了�而据我们近年来对上海各家媒
体的观察和了解�实际上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
如以下就是上海《解放日报》中的用例：

春节期间�各大商店纷纷举行打折促销�哪个
品牌举行打折？谁家打折幅度最大？美眉们只能
互相打听�但难免挂一漏万。 （2007．3．3）

全国报名参加人数逾万人�经过层层ｐｋ后�目
前已有100多名车主获得中汽联颁发的ｄ级赛手执
照。 （2007．12．19）

“美眉 ”与 “ＰＫ”外�“粉丝 ”用得也很多�据我们
检索�仅在2008年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内�《文汇报》
就刊登过133篇含有此词的文章。

作为一名语言研究者�我们的看法和建议是�
网络语言不是洪水猛兽�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它的危
害；网络语言早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任何
一个人或集体、组织所能取缔或消灭的。因此�我
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网络语言�在充分了解
它的基础上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使用的层面
来说�我们要呼吁人们尽可能只在网络世界的范围
内使用网络语言�而在这方面�语文工作者、教师�
特别是媒体�都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适时地引
导、监督�甚至是把关；而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我们
也应当欢迎那些高可接受度和高流通度的新词语

加入现代汉语的词语库�为它补充新鲜的血液。
注释：

①周洪波 《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序》�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②见 《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③见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

法》�2006年3月1日起生效。
参考文献：

［1］吴早生．网络语言的发展与规范 ［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报�2008�（4）．

［2］ ［7］刘春丹．中国网络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Ｊ］．山
东社会科学�2008�（9）．

［3］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 ［Ｍ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张树森．网络语言亟须规范化 ［Ｊ］．学术交流�2008�（7）．
［5］马华峰�胡南丁．网络流行语与精神病患者语言特征之比较

［Ｊ］．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增刊．
［6］吴土艮、吴云峰．汉语网络语言泛论 ［Ｊ］．浙江树人大学学

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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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义动词比较明显的自主性、可控性的行为特点�而是具有
明显的主观性、自愿性�所以进入 “被 ＋ＸＸ”这一格式中�词
语自身的含义就与 “被 ＋ＸＸ”格式在语义上不相容�因为
“被 ”的传统搭配组合的格式是要具备比较明显的动作性的
动词�②这一看似矛盾的组合就需要使用者重新调整进入该
格式词语的语义容量�使词语符合该结构的需要�这些具备
主观性、自愿性语义的成分由于组合的分布位置关系而临时
获得了 “被迫发出动作性 ”的语义�从而完成语义增容；也就
是当原本不能进入该格式的词语却进入该格式的词语位置

进行填充使用�这就使词语通过超常搭配而获得了某一方面
语言功能的凸显�在这一模式里由于主观性、自愿性的词语
形式与 “被 ”负载的强迫性、被动性的结合凸显了强烈的非
自愿性、非主观性 （被迫主观性、被迫自愿性 ）的特点�从而
在语言运用上实现了突出的情绪化的感情色彩。

注释：
①李雪�邵平和 《从 “被自杀 ”看网络 “被 ＸＸ”格式》；周

卫华�蔡忠玲 《热议 “被 ＋ＸＸ”》结构；付开平�彭吉军 《“被
ＸＸ”考察》等文章都是就这一词语结构模式来进行探讨的文
章。

②范晓 《被字句谓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对与 “被 ”组合的
动词的语义特征探讨很详细�可以参看。
参考文献：

［1］范晓．被字句谓语动词的语义特征 ［Ｊ］．长江学术�
2006�（2）．

［2］付开平�彭吉军．“被ＸＸ”考察 ［Ｊ］．郧阳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学报�2009�（5）．

［3］李雪�邵平和．从 “被自杀 ”看网络 “被 ＸＸ”格式
［Ｊ］．语文学刊�2009�（10）．

［4］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68．

［5］沈怀兴．从 “被 ”一特殊用例说到汉语规范化 ［Ｊ］．河
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2）．

［6］王振来．“被Ｖ”和 “被 ＶＮ”及其词汇化分析 ［Ｊ］．汉
语学习�2008�（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
词典 （第5版 ） ［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1．62．

［8］周卫华�蔡忠玲．热议 “被 ＋ＸＸ”结构 ［Ｊ］．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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