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汉语言文学专结合网络传播环境的意义概述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对社会发展有着极其

重大的人文价值和社会科学价值。汉语之所以成为“联合国六种工

作语言之一，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绝不仅是因为全球华
人多，而是汉语作为一种典雅、优雅和富有诗情画蕴的语言，它己

经从文化气质上，征服了人心，“是流俗之上的优雅，是重压之下

的逃逸，是无可代替的贴心会心与舒心”，中国古人在造字造词时，
就对浓郁典雅的生活情趣，进行了高度的提纯。比如很多成语、固

定语背后，多有妙趣横生的典故故事成语“指鹿为马”见证了赵高

的奸诈，“请君入瓮”见证了来俊臣的凶残;“孔融让梨”呼唤的是
`少年君子”;“见贤思齐”呼唤的是向善向美这些语言在完成传播

功能的同时，更将古和今;古典和时尚，融为一体，让文化历史韵

味得到现代化传播，让今人和现代汉语，富有“腹有诗书气自华”。
所以，每次看到经史子集中的固定语，仍飘扬在现代化审美

中，都有一种深厚的文化自豪，这种优雅厚重，才是汉语最有光

彩的地方但是，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它在带给人们全
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

语言习惯的改变，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举个例子来说，原本

表示疑问的词语“什么”，到了互联网时代，竟然逐步演变成了“神
马”语言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每一

个字词句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容不得有半点含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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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网络词语异常盛行，一些原本正常不过的词语，逐步演变成
了网络词语就像文中提到的“辣么美”一样，原本是由“那么美”

演变而来。而“那么美”可以正常解释其含义，就因为`辣”和

“那”读音相近，“辣么美”就逐渐在网络上红火起来，取代了“那
么美”的位置，着实让人感到大煞风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汉语言要创新发展，做好文化传承、历史借鉴，留住这种独特的

光彩和古韵，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规范遣词造句，避免网络用语
的影响，加大汉语言文学的传播力度，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文字

环境，让更多的人体验汉语的美，改变汉语言文学的传播路径。

2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网络语言在创造之初就以提高聊天效率为目的而产生的聊天

用语，所以在一些词汇的创造上并不符合汉语言文学的语法规律，
在群众的广泛使用中不仅会导致汉语言语法的使用混乱，还会对

一些原有的汉语词汇、语句产生冲击。比如“男默女泪”是对一

些公众号、新闻过于注重标题，经常使用“男人看了会沉默，女
人看了会流泪”这一句子的缩略，但这样的缩略语并不符合汉语

言文学的缩写规律，仿成语的形式也会对青少年造成误导，经过

广泛的传播，青少年会认为这本就是一个汉语成语，以至于不仅
在网络聊天中使用，在学习工作等严肃性场合也会使用。还有当

前一些网络流行语也呈现出低俗化的特点，在笔者的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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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近年图像符号和字词的结合成为网络用语的主要趋势，比如

用“?”代替“吗、妈”等谐音字，这导致在使用中会增加双方交

流的难度，不少网友在说“你吃了吗”会表示成“你吃了?”，这
样的长期使用，不仅对让人对原本的字词记忆模糊，也会使汉语

发展混乱。还有一些汉语中原本存在的词语经过网友的改造，赋

予其全新的语法含义，比如“果酱”、“卤煮”表示“过奖”、“楼
主”的意思，这导致人们会对汉语原有词汇产生歧义，使用混乱。

2.2积极影响

除了上述所说的消极影响，网络语言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在
某种意义上，网络语言同样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为汉语注

入了新的发展动力。网络语言的大量产生在第一个方面是扩充了

现有的汉语词汇，大量新型的词汇出现，给人们的交流提供更加
便捷和高效的语言，比如“人艰不拆”这一词汇，将“人生已经

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这一长句缩略为四个字，在

聊天过程中显示出简洁、方便的特性。对于现有的一些词汇网络
语言也对其语义进行了扩充，比如“山寨”原义为山村，但其在

广东方言中的意思是指抄袭、弄虚作假，网络化的发展使得它在

广东话中的含义更为广泛，甚至除去在特定语境下，人们当前更
接受第二种含义，甚至收录于汉语词典中，使得这一词的词义扩

大。第二点，网络用语的大量流行也推动了语言和语言间的交流

融合，调查中显示，当前存在一部分网络用语是中文和英文的结
合，比如“吃饭ing”就表示正在吃饭的状态，将英语语法和中文

语法进行结合，推动了汉英语言的交流融合。再比如“三q”是对

英语“thankyou”的读音直译，也是汉语言对英语的特殊变化表
现。网络语言由于极富有创造性，在人民使用过程中经过社会和

专业机构的检验，也会被正式收录进汉语词典。比如英语单词

“Internet”曾被称为因特网，在长期使用过后这一名称也被广泛
采纳。并且网络语言的产生也间接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在笔

者的调查后发现，互联网时代下相较于传统纸质书本、传统小说、

严肃文学，人们更倾向于电子书的使用，在各电子阅读平台上以
各类网络小说最为盛行，在这些网络小说的写作中，作者会使用

大量的网络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网络化的特点。

3　网络语言在汉语言文学发展中的使用建议
3.1树立正确的使用观念

在网络用语的产生之处，不少专家和学者都曾明确表示反

对，原因就在于其对青少年的误导，所以我们在网络语言的使用过
程中首选要树立正确的观念，要明确区分网络和现实生活，将网络

聊天和工作生产等严肃性场合进行正确区分，绝不能将网络语言代

入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已经出现的错误使用观，也要及时引导和
纠正，通过大家的共识共同塑一个健康的汉语言发展环境。

3.2发展汉语言文学和网络语言的积极融合

网络语言并不可怕，我们要做的应当是消除其负面影响，努
力将正面影响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学和网络用语也可以进行正面

的积极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促进我国汉语言文学的广泛传播。

在对近几年网络语言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曾有一段时间，人们热衷
于古代文言文的网络表达方式。比如“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这

一网络用语曾被网友用古汉语翻译为“吾心已溃，如崩如坠”，“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被网友借用古语表达为“天高地阔，
欲徃观之”，在这样的交互融合下，如果我们能进行大力推广，将

会有不少人认识到古汉语的表达方式，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让

汉语言文学迸发出新的能量。
3.3建立微博、微信公共平台，进行以手机、工pad为移动

终端的微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传播者与受
众传播需求、表达需求、内容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微博、微信等

微传播媒介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格

局我们似乎处在一卞`微传播”年代，微信作为一款集文字、音

频、视频、图片、表情等多种媒介为一体的手机社交软件，不仅
带来了社交网络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

和社交模式，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同时，它也更新了传播理念它

作为一种互动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传播方式，获得了众多手
机用户和网民的青睐汉语言文学传播可以设立官方微博和微信群

发送相关的文学作品及赏析，使更多人了解汉语言的文学美，参

与到汉语言文学作品的赏鉴中，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角。同时还可
以在一些新媒体平台中播放一些古装电视剧及电视节目中的作品

评鉴，并对这些音视文本的进行精准投放和推送，通过手机和工

pad终端接收，让更多的市民随时随地接受汉语言文化的熏陶。
3.4生成二维码，进行数字化传播

2015年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连续七年持续上升，

未来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仍然会持续增长，我们要适应这种趋
势，把优质阅读内容变得适合于数字化传播，“只要方法得当，

数字化阅读的内容可以` 深起来”。随着微信的发展，人们对二

维码越来越熟悉，为了提高汉语言文学的传播效果，我们也可以
利用二维码实现汉语言文学的数字化传播二维码在当前信息传播中

的应用十分广泛，它具备容量大、面积小、辨识力强的特点，

在全国“网络文化传播”的建设背景下，可以尝试建立汉语言
文学数据库系统，生成二维码，用户通过手机扫一扫可以获得关

于汉语言文学的分类框图，点击相应的模块，如诗词歌赋赏鉴、

历史典故等可以显示不同的历史文化，从而建立起一个全面、针
对性强、覆盖面广的汉语言文学传播系统。

3.5 开发应用软件，进行虚拟仿真体验式传播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至今流传下来
无数文化珍宝，如: 汉字、戏剧、工艺、建筑等等有物质的，

也有非物质的，更有很多传统文化己经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种只有历史长河才能沉淀出的文化瑰宝，作为年轻一代的
我们，应将其发扬广大，并让其源远流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我们可以通过开发应用软件，领略中国的浩瀚文化，感受

中国的人文精神，如中国传统文化APP汉语言文学可以开发汉语
言文学A 即，将汉语言文学的各个分类都融入到这个虚拟空间

中，并以一定的故事情节巧妙的串联在一起用户可以通过角色扮

演的方式，根据故事情节在这个虚拟城市中“生活”，通过视觉、
触觉、听觉等诸多方式感知古典文化的气息，体味汉语言文学的

发展历史，还可以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北京故宫

博物院自2015年以来先后推出的《撤镇美人图》《紫禁城祥瑞》《韩
熙载夜宴图》等多款APP应用，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享受和

互动体验，这种虚拟仿真体验式传播突破了用户年龄和知识结构

的制约，更容易引起受众对古典文化的关注、响应、参与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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