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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语言在语法规范上的异化与对策
葛丹丹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本文针对新时代网络语言产生与发展及其在语法规范上的一些异化现象进行了探讨，研究了网络语言的产生背景与其三个类别，

初步归纳了网络语言的新创词汇、词义变迁、词性活用、句式变异等特点，肯定了网络语言健康发展的价值性原则、实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

并就引导网络语言规范发展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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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网络语言的兴起与发

展。在新时代，网络语言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深入千家

万户。在重大社会活动中，网络语言也往往占有一席之地。比如：

很多城市在节庆期都会举办大型“灯光秀”。而这个“秀”字，

就是一个网络语言新词，与原来《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词义

不全相同。原来“秀”的几种释义中有“表演、演出”一义，如“时

装秀”意思就是“时装表演”，而现在的“灯光秀”，应该是由“表演”

的意思延伸为灯光的“华丽展示”，用以表现由某一事件激发的

欢乐之情。换一个用法，“作秀”则是另一略含贬义的网络新词，

同样有“展示”之意，却含“故作姿态”之意。“秀”字的不同解读，

说明网络语言在形式与内涵上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研究之处。本

文在网络语言的性质、特点与使用规律方面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语言的性质与发展

语言作为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为社会服务的，又

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依附社会，它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随着社

会消亡而消亡；离开了人类社会无所谓语言，语言并不是人的本

能的反映，不学习就不能掌握语言。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人类出

现以语言为存在条件。历史、文化传播，共同活动、生产等环节

都离不开语言。因此，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

语言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生成、演变、发

展中，随着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过程而同步发展的。因此，语

言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各种社会活动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发展，

活动领域与其内涵也不断扩展、提升、延伸，作为人们交流工具

的语言必定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语言也就随之而有所改变。

但语言的发展演变又有自己的特点与规律，语言是相对固化

的交流工具，不能即时性地改变，而且语言作为某一民族的群体

使用工具，它的每一种改变，都必须要获得广大人群的共同认可，

才能发挥其准确沟通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的应有作用。

汉语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曾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改变，第

一次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倡白话文，文言文逐渐退

出社会实际生活，这对汉语言的使用变化颇大。首先是词汇的改变，

大量新创词进入生活；在使用规则上，文言以单音词居多，而现

代白话文以双音词居多；语法上也有很大改变，譬如许多文言句

式在现代汉语中不再使用。第二次改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汉语又一次出现许多改变，主要外显在词汇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领域又有

许多改变，其中词汇的改变颇为显著，而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

在汉语词汇与语法方面亦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二、网络特有语言的产生与类型

（一）产生背景

网络语言，应该是一种在互联网 + 的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有别

于传统语体形式的新型化、特殊化语言。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大家为了进一步提高交流

效率以及保证聊天过程的趣味性和诙谐性，往往运用到一些特定

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互联网有着传播速度快以及传播范围广等

特点，这些特定语言一经出现便如燎原之势，在网络上得到快速

传播，这便是网络特有语言，亦可简称为网络语言。

（二）主要类型

第一种：谐音类。网络特有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谐音类居多，

又分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数字谐音。如“886”（意指拜拜了）、

“1314（意指一生一世）”“5555（意指哭声）”。这类网络语言，

以数字谐音来表现某些语义。相较于文字词语而言，数字在键盘

上打字时间较短、操作简单，利用其谐音方式创造出来的词汇诙

谐程度高，因此备受人们青睐。其次，汉语谐音。这其中包括两

个层面的谐音语言，一是普通话谐音，这类词本身是一些特定事

物，在谐音上与人们常用的普通话用语相同，故而出现谐音表达

方式，以此来提高用语的诙谐程度，如“稀饭”意指“喜欢”“斑

竹”意指“版主”，“蜀黍”谐音代指“叔叔”；二是方言谐音，

即一些方言谐音形式的网络用语，如“母鸡”（粤语谐音，意指“不

知道”）、“灰机”（粤语谐音，意指“飞机”）等。三是混合谐音。

如“3Q”（意指 Thank you）、“U2”（意指 You too）等，“米兔”

（意指 Me too）、“恰饭”（意指吃饭）它们主要是多种语言组

合之后的一种谐音式语言呈现。

第二种：符号类。即运用一些直观性强的符号来让人能够更

加快速地了解对方意思。如“：）”（意指微笑）、“* _^”（意

指挤眉弄眼）、“：-（”（意指不悦）、0 区（数字符号与汉字

结合，意指呕、呕吐）等。  

第三种：代指类。一是词义代指，通过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简

化描述来表达其意思。如“打卡”（意指到达某地）、“朝九晚五”

（意指正常上下班）；二是简化代指，对某种语言进行简化提炼，

如“今天滴滴”（意指今天乘坐滴滴回家）、“回头记得电联”（意

指回头记得打电话）、“活久见”（刷新三观的事，意指活了这

么久才见到这种事）；三是字母代替，即用首字母代替词义，如

“YYDS”（意指永远的神）、“SSFD”（意指瑟瑟发抖）、“XSWL”

（意指吓死我了）等。

三、网络特有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新创词汇。即一种创新性的词汇语言，其包括词语新

创和旧词新译两种类型。前者如“校花”（意指学校里长得漂亮

的女生）、“蹭车”（意指搭乘别人的车）等，是一种在语词语

法和意思方面的创新性语言；后者如“恐龙”（意指丑女）、“潜

水”（意指网络群组或论坛中不说话的人）。

第二，词义变异。即对汉语固有词语进行内涵、词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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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如“顶”（词义范围：支撑。词义特征：支持观点）、“暴”（词

义范围：突然而又猛烈，由“暴雨、暴雪”的“暴”进行词义的延伸、

扩展使用。词义为“非常”，如“暴可爱”，意指“非常可爱”）。

第三，词性活用。如“田螺姑娘”（这里的“田螺”本指故

事人物，这里实际上是起着形容词的作用，意指“勤快的”）；

“我很不爽这个人”（此处“爽”字，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

后带宾语。意指“我看这个人不舒服”）。

第四，句式变异。如“他被就业了”（被动语态变异，意指

非自主性的就业）、“我要吃饭饭”（意指我要吃饭，词根重叠变异），

此类网络语言看似精简方便，但随意性强，如任其无拘发展，也

会给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语言体系带来负面影响，致使他们出

现用语不规范等问题。

四、网络语言健康发展的几条对策

网络语言有着传播速度快、内容精炼性强等特点，这于当前

互联网时代人们讲究的经济、方便以及快捷原则是相契合的。与

此同时，不管是简略缩语、谐音词，还是叠加词、代指词，他们

都比之前传统的表达方式要简洁一些。所以，这些在被经过简化

再创造的语言，能够成为人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有效的工具。同

时，网络语言大多出自于人们生活之中，非常接地气，能够被更

多人所接受。再者，网络语言比较崇尚创新，这也折射出当今时

代的创新要求，尤其是凸显和推动了年轻一代人的激情创新。此

外，网络语言大多诙谐幽默，往往能给人一种画龙点睛或者眼睛

一亮的感觉，让语言变得更具灵活性和可感性。因此，倘若运用好、

创新好以及规范好网络语言的话，对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有

所裨益。

网络语言必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新、不断规范，它的创

新原则应该是：

1. 价值观原则。网络语言的创新应当切合今天时代的价值观

主线，要富有正能量、感召力以及思想性，切实做到有益无害。

2. 实用性原则。网络语言的创新应当把控好实用性原则，凸

显其“取自生活，用于生活”的特点，不断丰富汉语言体系的内涵，

紧跟时代潮流，实现活力新生。

3. 科学性原则。网络语言的创新要讲究方式与思想的科学性，

做到合理规范。

为了促进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并更好地融入整个汉语言规

范体系，特在此提出以下对策：

对策一：科学对待，甄别良莠

对待网络语言，我们既不能抓住其在个别案例中出现的随意

性、粗糙性方面的不足，认为其会对语言体系、社会文明带来损害，

也不能只看到其便捷实用、贴近生活的优势，认为它一律能促进

语言体系、社会文明的创新，而是要以一种积极而辩证的态度去

看待这一语言变异现象。在落实网络语言的规范化发展过程中，

要做到扬长避短、辩证取舍，切实围绕其创新的三个原则进行甄

别与规范，以此来不断强化其精华，坚决摒弃其糟粕，更好地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和语言体系发展。

对策二：架构层次，规范标准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网络语言的运用已经覆盖了社会各个领

域。而由于各领域对于其运用需求各不相同，如官方性、政府性

网站在运用网络语言时要保证规范而严肃，而私人聊天过程中网

络语言则可以比较随意些。对此，我们有必要搭建一个涉及多层

次的网络语言规范化运用标准，从而在新问题出现时可以随时校

正网络语言的发展方向。

对策三：多管齐下，净化环境

网络语言当中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人不认可网络语言的重要原因。对此，为了促进网络语言的科学化、

内涵化发展，我们有必要搭建一个涉及多方力量的网络语言运用

体系，净化人们的网络用语环境。首先，政府部门要尽早出台和

完善网络语言规范化使用方面的条例，倡导人们规范用语，合理

创新。其次，媒体方面要做好网络语言的规范使用的宣传教育工作，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网络语言使用意识。再者，网民们自身也要

提高自身的网络语言辨识能力，面对那些在语音、词语以及语法

等方面运用不规范的网络语言，或者内容负面的网络语言要自觉

杜绝使用。同时，在现实当中要多用正能量且能体现新时代精神

的网络语言。

对策四：时时关注，不断调整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工具，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

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语言更是层出不穷。我们应当明白网络

语言的规划并非朝夕之事，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工程。对此，我们

一定要时时关注其发展变化，结合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做好对网络

语言因时而化、与时俱进的工作。同时，在做好大量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要尽早制定出一套网络语言规范标准条例，将网络语言

引入规范化发展的正确轨道。

五、结语

我们必须认识：网络语言只是汉语言体系中的一个局部，网

络语言的使用也要视对象、视场合而定。在面对全体国民的宣传、

教育等场合，很多网络语言在严肃性与认可度方面显得不足，因

此不能把网络语言作为新时代社会交流的唯一语言。对广大青少

年学生来说，在老师指导下学好规范的现代汉语母语尤为重要。

所有使用现代汉语的人群既不必怀有偏见排斥网络语言，也应该

把网络语言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使用。

总之，网络语言虽然诙谐性、便捷性和生活化特征明显，适

应了新时代广大网民的交流需求，但其中也会存在某些不规范甚

至不够健康的因素，有时可能会给部分年轻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并对汉语言体系以及社会文明发展带来一些干扰。对此，我们有

必要正视各种问题，围绕网络语言创新要求，不断运用新的思路

和方法，切实做好网络语言规范发展的研究引导工作，从而让网

络语言逐步成为汉语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伟大的新时代

同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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