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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源及发展

“体”，原指文字的书写形式或作品的体裁。（《现代

汉语词典》第 7 版）而网络流行体，即产生于网络语境

并在网络中传播的一种语言现象，在此处有“语体”“文

体”的意思，属于语用范畴。因此可大致将“废话文

学”界定为网络流行体。

一般认为，“废话文学”来源于 B 站评论区，出自 up

主“那就叫王师傅吧”和“旅途船长”的视频，看起来

说了一堆话却好像什么意思也没有表达。网友纷纷表示：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听了半天一堆废话。

这种“废话文学”在表达上没有实际的意义和内容，

但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错误，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了又

好像没说”，往往用来形容那些文不对题、不知所云、模

棱两可、打太极式的媒介信息。

而“废话文学”之所以流行，和当下较为普遍的社

交焦虑不无关系。很多人活跃于网络，面对看不见的陌

生人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戒备、彻底放松，但是在面对

面的现实交流中，却小心翼翼、吭吭哧哧，甚至还有了

“社交恐惧症”一说。人们在现实中畏惧表达，到了网

络便有一种弥补心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怕是废话

连篇。

二、分类

1. 同义词转化型：

这西红柿有一股子番茄味儿。

这手，和巴掌一样大。

2. 单位换算型：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十年磨一剑，五年磨半剑。

3. 重复叙述型：

你要开心，这样就不会不开心了。

三人行，必有三人。

4. 首尾矛盾型：

如果夏天不热，那还挺凉快的。

让我们切一个厚厚的薄片。

5. 陈述事实型：

明天的事情，我们后天就知道了。

我前脚刚走，后脚就跟上了。

三、语用特点

“废话文学”作为一种网络流行体，具有丰富的语用

内涵。

（一）语用原则

在语用原则上，“废话文学”体现出反合作原则、反

礼貌原则。

1. 反合作原则

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Grice）1967 年首次提出“合

作原则”的概念，指交际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某些

基本原则，以使对话顺利进行下去。

在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格莱斯提出四条相应的准则，

每条准则又各有几条次准则：

1）量准则。即所说之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

息，所说之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2）质准则。即不要说自知虚假的话，不要说证据不

足的话。

3）关系准则。即要有关联，切合题旨。

4）方式准则。即要通俗明白，避免晦涩；要清楚

明了，避免歧义；要简明执要，避免冗长；要井井有条，

避免杂乱。

而“废话文学”显然在故意违反“量准则”“质准

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见如下语例：

例（1）：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的建议是别过来。

该语境为其他人对有经验的前辈进行请教，回答人

看似回答了问题，其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有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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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答出提问人所需要的信息，违反了“量准则”。

例（2）：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应该会出意外。

按照正常逻辑看，如果不出意外，那就是有其他的

情况发生，但该语境中，后半句与前半句没有绝对的因

果关系，违反了“质准则”。

例（3）：当亲戚问到你：“今年多大了，该找个对

象了。”这时可以回答：“是啊，确实不小了，等要谈恋

爱的时候就可以找个对象了。”

该语境中，亲戚提问的目的是让回答者找一个对象，

但回答者脱离对话主题，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违反了

“关系准则”。

例（4）：你是个明白人，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我

也是明白人，明白人就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

只要大家都明白明白人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

这样网络环境就是充满明白人所明白。

该语境主要表达对话者双方都能明白彼此的意思，

但内容冗长赘余，复杂不清，让人难以理解，违反了

“方式准则”。

2. 反礼貌原则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提出“礼貌原则”其中

有“赞誉准则”和“谦虚准则”，即交际中尽量多褒奖别

人，少表扬自己。

例（5）：其实你不讨人厌的时候，其实还挺讨人喜

欢的。

这里虽然采用的礼貌的形式，但只是形式上的礼貌，

实则并不礼貌，因为它试图建立不平等的交际关系。

（二）话语表达

在话语表达上，“废话文学”的词语选择、句子配置

各有特点，但在辞格运用上的特点不大。

1. 词语选择

在词语选择上，“废话文学”不够准确，但有特效作

用。分析如下：

1）求准确。“废话文学”大都前后句表达意思重复

或者用于对话时文不对题，也有对古语或谚语进行改编

的情况，因而不够准确。

2）求特效。为强调表达内容和突出无奈、玩乐等心

态，“废话文学”的逻辑与正常语序逻辑不同，没有听话

者期待的因果、转折、递进等关系，带给人一种反差感。

2. 句子配置

在句子配置上，“废话文学”通常前后并列，先扬后

抑，前句给人铺垫，但后句却没有对应的结果，甚至前

后句可以颠倒顺序。如例（6）所示：（6）你除了好看，

还很漂亮。

3. 辞格运用

“废话文学”大都用白描的方式平铺直叙，通俗易

懂，不具有典型辞格特点，收尾矛盾型“废话文学”只

是内容的矛盾，并不能上升到到对比的修辞，例如（7）

把土豆切成厚厚的薄片。（8）好是好，就是有点烂。

（三）语体风格

1. 语体类型

语体按色彩可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通过语例

中对“废话文学”的分析，得知该构式多见于口语语体

中。见语例：

（9）你瘦下来一定很瘦吧。

（10）众所周知，蝉的翅膀非常薄，到底有多薄呢？

薄如蝉翼。

例（9）（10）中的语气词“吧”“呢”都具有口语色

彩，是典型的口语语体。

可见，“废话文学”一般较多出现于非正式的谈话场

合和日常口语对话中，而很少出现于严肃和正式的政论

语体、科技语体等书面语体中。

2. 风格类型

“废话文学”具有丰富的时代风格、表现风格及个人

风格，相比之下，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则不那么明显。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废话文学”这类无害的“吐

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情绪，在时代洪流下应运而

生，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另外，“废话文学”语言特征

鲜明，内容大都简明扼要，具有独特的表现风格。此外，

“废话文学”门槛低，人人都可理解、运用和创造，个

人风格突出。

相比之下，“废话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就不

那么突出。

四、“废话文学”的社会影响

“废话文学”作为网络流行体，流行速度极快。其实

自古至今我们就有说废话的习惯，并非是当今网络才独

有的现象，“废话文学”火了之后，有网友在一些经典影

视剧中，比如《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甄嬛传》

《西游记》《仙剑奇侠传三》也找到了很多当年初看时并

未察觉的废话，甚至鲁迅在《秋夜》里写的那句“我家

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也被网

友认为是“废话文学”，可见“废话文学”运用极广，对

社会有着不小的影响。

1. 积极影响——缓解尴尬，维持交际关系

“废话文学”在一些对话和交流中有缓解尴尬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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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了使得对话可以礼貌的进行下去，在涉及到无法

回答或评价的情况时，“废话文学”可以达到既说了话又

没明确表达意思的作用。如例（11）中，在面对亲戚朋

友催婚时，可以回答（11）“快了，该结的时候就结了”，

在不想回应该问题时，既使得交际关系继续下去，又巧

妙回避了该问题，缓解双方尴尬。

2. 消极影响——内容浅显，不利于语言规范化

大部分“废话文学”内容浅显，没有逻辑、价值

和内涵，如例（12）“一日不见如隔一天”、（13）“谁能

想到，一名 16 岁少女，4 年前只是一位 12 岁少女”前

后句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只是用不同形式表达相同的意

思，长此以往，很可能造成语言、词汇的匮乏。还有像

例（14）“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15）“台上一分

钟，台下 60 秒”，对原本的句子“听君一席话，胜读十

年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进行改编，没有真

正有价值的内容，不利于语言规范和文化的传播。

五、总结和反思

“废话文学”作为网络流行一时的语言，它让人们看

到了这届年轻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也展现出年轻群体

以娱乐、戏谑的乐观态度，主动对抗无聊的心态。但快

节奏的社会里，对话往往讲究效率，如果言语里充满了

废话，就很容易淹没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任何一种网络

语言、文体，都以迅猛的势头出现，又以极快的速度消

散。适度“玩梗”，跟随年轻人的节奏当一把“互联网弄

潮儿”未尝不可，但要知道，任流行潮起潮落，规范化

语言的力量和传统文学的美感，永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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