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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影响探究
王晓清

（广西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

摘要：网络语言发展至今，已经可视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在

这语言中，网络流行语是其分类，具有规范性、凝练性、传播意

义和活跃性等特点，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影响较大。本文将在网

络流行语的来源、特点进行探讨，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趋势，

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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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社会的发展中，语

言的形成多姿多彩。有代表区域特色的方言，具有普世流传的通

用语—普通话，还有因网络技术发展而诞生的网络语言。不管是

方言，普通话还是网络语言，在流通过程中，都相互影响着。语

言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缩影，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方言具有地域性，流通范围具有限制性，主要流通方式是口

口相传，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较少。而网络语言，依托于网络技术，

流传范围大，流通速度快，对汉语言文学的冲击力比较大。

由于网络语言的输入方式便捷，表达方式多样化，有图有文

甚至还有标点符号，因此，细分之下，网络语言有多种类型。有

谐音型，顾名思义，发音相同或相似，如数字谐音“9494”，汉

字谐音“稀饭”等。这种类型的网络语言，输入方便，表达幽默，

是网络语言中的常规现象。紧缩型，是对表达内容进行缩减而又

让人一眼明了的类型，如“人艰不拆”，“喜大普奔”等。图像

型，这种类型的语言，以图像符号为主，特点是形象生动， 能够

体现丰富的情感，如 QQ 聊天里“微笑”“笑哭”的表情包等，

图文型和图像型相似，可视为同源。与静态的图像型不同的是，

图文型是动态和静态兼具，如“恭喜恭喜”，文字为静态，在“恭

喜恭喜”静态图文的上面加上时不时闪动的狗爪子图形，整体图

文则变成动态。

旧词新意型，这类词的语言符号没有变，变动的是语言符号

代表的意义，如“内卷”，“躺平”，“破防”等。

以上网络语言的分类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划分，着重从语法方

面进行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划分，即从时间上对社会的影响力

划分，可分为网络新词、网络热词和网络流行语。网络新词是在

互联网上新兴的流通词汇，在一定的社会群体流传，如果流传范

围扩大，在社会上广泛影响，就会演变成网络热词；如果词汇具

有代表性意义，反映社会某种现象，得到广大网民甚至民众认同，

就转化为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语言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之一，能够引起

社会广泛的关注，能够让民众迅速接收并且认可，在语言文化中

占据重要作用。

一、网络流行语的概念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语言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

网络语言从 1969 年随着互联网技术诞生，发展至今，已经形成成

熟的语言。最初的网络语言是计算机运输代码，并不具备交流功能。

随着网络设备的推陈出新，普及大众，在 70 后、80 后、90 后和

00 后几代人的交流融合过程中，网络语言找到生长发展的契机。

在此种背景下诞生的网络流行语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语言之一，

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

目前，关于网络流行语并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的概念。纵观

网络上称之为流行语的网络语言，有以汉字作为语言符号的，有

汉字和字母座位语言符号的，如“芭比 Q 了”；有纯字母作为语

言符号的，如“YYDS”。这些网络语言有规范性的，也有驳杂的，

无序的。而驳杂无序的网络语言流传的重点在于趣味性，本身并

没有值得探究的含义。这类网络语言本人认为并不能称之为网络

流行语。

经过对网络语言的探析，本人认为网络流行语是通过网络技

术输入以规范汉字为语言符号反映社会某种现实的网络语言。

二、网络流行语的来源

在人们熟悉的网络环境中，一旦发生某种风吹草动，便会引

起关注，当关注的网络范围变大，便会影响整个网络环境，通过

中介媒体，事态扩大，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往往喜欢凝聚具有代表性的词汇来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或对

其命名。而这种词汇一经认同，便会广为流传，成为网络流行语。

从广度讲，网络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在社会环境产生的

关注度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环境传播，成为热点性事件。总而

言之，网络流行语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来源于时事政治

这类网络流行语来源于时事政治事件，在社会上广泛影响。

事实上，能够对时事政治进行及时了解，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

规模才能实现的。在以往，人们了解时事政治都是通过新闻媒体

的报道，而新闻具有滞后性。而即便能够了解，人们也无从表达

自己的观念。现在网络技术普及，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

这促使网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时事政治，就对社会有广泛影响力

的时事政治事件用网络语言进行命名，让其快速流传。

（二）来源于群体

这类网络流行语来源于某种群体，反映某种群体所具有的共

同特征。“打工人”是当代年轻人的自拟，反映年轻人面对社会

工作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侧面反映当今社会就业的压力。

“集美”是姐妹的谐音，表示姐姐们，妹妹们。

（三）来源于社会事件

这类网络流行语来源于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事件，从事件中归

纳得出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网络语言。“逆行者”一词最先出现

是在 2015 年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此事件中消防人

员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在火势严重的情况下逆行进入

火场进行人员拯救。“逆行者”是对这群英勇无畏的消防人员的

赞美。

（四）来源于影视剧

很多网络流行语来源于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一般对社会

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影视作品中某个情节、人物能够体现社

会某种现象，网民们就会提炼语言来表达，如“后浪”一词。

（五）来源于政策

这类网络流行语来源于政府对社会比较有影响力的现象做出

的调整政策。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都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尤为重视。尤其是在经济条件日渐宽松的条件下，

把更多的经济收入注入教育资源。因此，孩子除了要按时完成学

校布置的作业，还要参加家长安排的各种校外培训，使得孩子承

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给孩子们造成很大的负担。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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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性地对社会对国家下一代教育造成严重影响的现象，政

府就出台相关文件进行调整。

三、网络流行语的特点

（一）具有规范性

根据网络流行语的定义，网络流行语语言具有规范性。网络

流行语的语言符号是规范的汉字，不是字母、数字和图像符号。

网络流行语的用词和表达符合语言规范，可以运用于正式公文用

语，有些语言甚至脱胎于公文用语，如 “给力”。

（二）凝练性

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趋势是日趋凝练，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

丰富的内容。网络流行语诞生于网络语言，与网络语言的发展有

一脉之承。从网络语言引起关注至今，网络语言的发展趋势由长

长的句子发展到至今简短精悍的词汇。这种转变是网民思想转变

的体现。现在的人们趋向于简约而精致的生活，这种思想在网络

流行语中就体现在表达简约，与此同时，又需达到“传神”的效果，

因此，凝练是网络流行语的必备特性。在《汉语词典》收录的网

络语言“给力”有三层含义，分别为：给予力量，给予支持；出力、

尽力；带劲儿。

（三）具有传播意义

网络流行语具有传播的意义。语言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播以达

到交流的目的。语言能够诞生并流传都是具有传播的意义的。其

他语言的流传要么经过口头相传、要么书文相传，这样的流传方

式具有局限性，流传的范围也比较小。而网络流行语的流传正如

俗语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通过网民的认可，通过网络

流通手段迅速发展，一时间蔓延整个网络，甚至跳出网络环境，

融入社会环境，引起社会广泛影响。

（四）活跃性

网络流行语来源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热点、实事、新闻层出

不穷，导致网络流行语发展的土壤深厚肥沃，致使网络流行语具

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具有非常的活跃性。从近几年评出的网

络流行语中可看出，网络流行语反映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热点和时

事，都没有重复。

（五）时效性

这是网络语言也是网络流行语最特别的一个特点。不管什

么语言，其实都有时效性，都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思想。但是，

它们的可用时间很长，长到可以让人忽略时效性这个特点。比

如古代汉语，从秦朝使用小篆开始延传至清代，尽管其中各朝

使用的文字不用，但符号意义相同，行文所遵循的语法相似，

因此都是古代汉语。这些语言的时效性长达几千年，直到近代

语言改革。

网络流行语不同，它的时效性比较明显。根据网络流行语的

来源可知，其运用的时间和场合比较短暂，事件一过，人们就容

易淡忘，相应的网络流行语也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网络流行

语一经出现，就不会轻易消亡。这里的时效性指的是使用网络流

行语的频率会比其他语言的少得多。根据网络流行语的活跃性特

点，其更新换代的频率也快，也许不过了多久，就会出现新的网

络流行语取代原来的。

四、网络流行语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影响

网络语言和汉语密不可分，它们的共同使用者都是中华民族。

网络语言和汉语是同根同源的语言体系。相比书面语和口语，网

络语言更具活跃性，传播范围更广。网络语言和书面语、口语是

相互影响的。与此同时，规范的网络流行语对书面语、口语的影

响更为深远，更具有意义。

（一）丰富语言的词汇量

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一直是“拾人牙慧”的，在

表达上人们永远追求新意。这点在网络语言诞生的环境中能很好

地体现。网络流行语之所以流行，在于“新”，在于“传神”，

这点往往被网民下意识的忽略，却迅速地接受。同时，网络流行

语的作者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千千万万的网民。随

着网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网民的知识储备、审美认知的提高，

为网络流行语的推陈出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网络流行语的规

范性使其可运用的场所不受网络的局限，可以出现在正式公文、

新闻媒体创作、散文、小说等。等网络流行语的“新鲜劲”一过，

它就归为生活日常用语。此时，网络流行语自动收录在汉语言语

库中，被人们运用到适合的场合。

（二）给语言的创造提供思路

通过对比，发现网络流行语和成语、俗语的形成何其相似。

成语和俗语都来源于生活经验的总结，或历史故事的提炼，都是

经过再加工而形成的语言。这些语言都有来历和出处，都表达特

定的含义。网络流行语具有的这些因素为汉语言的创作发展提供

新思路。语言的发展创新来源于人们思想的认知，情感的体悟，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圈子里是比较难获得灵感的。网络环境则不同，

在网络里，人们面对的环境是全世界，可以随时了解世界各国的

动态，了解周围的变化，拥有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网络流行语

作为灵感的结晶，也是别人语言创作的灵感源泉。

（三）助力汉语言文学产业发展

在此互联网背景下，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影响，除了会受到一些消极、负面因素影响，它还会在正向对汉

语言文学展开促进。网络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汉

语言文学的综合水平发展。当前，我们应对汉语言文学的后续发

展目标、方向展开分析，找到一个明确路径，这样方可持续增强

汉语言文学的感染力、影响力。在实践中，有关人员及部门应重

视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探究，并结合实际情况、网络

环境等因素，制定一些优化策略，这样方可更好地解决汉语言文

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汉语言文学的精髓经历了千年时光，

网络语言的出现能够为汉语言文学发展提供新的血液和资源，对

汉语言文学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四）助力汉语言文学向国际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变得愈

发深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国汉语言文学的传播起到了助

力作用，让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专家投入到了汉语言文学的研

究中，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影响力有了很大程度提升。在发展过

程中，孔子学院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孔子学院，国外友

人能够了解到非常正宗的汉语言文学，这也在无形中为汉语言文

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助力。若想促进汉语言文学得到进一

步发展，我们必须要保证汉语言文学的影响深度、宽度，这样方

可让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汉语言文学，从而喜欢汉语言知识。网

络是助力汉语言文学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工具，它能够更为直观、

深入、生动地展示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让更多外国友人了解汉语

言文学的价值与特色，这对增强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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