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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也逐渐步入大众的视线中，并成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影响着大家的日常生活。

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语言及文学

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意义。本文将分别探

索与分析网络流行语对于语言和文学发展两方面的积

极意义与消极影响，以便根据其积极影响得出后期我

们将如何正确对待、利用网络流行语这一新兴文化流

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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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流行语的概念及特点

（一）概念

网络流行语即产生于互联网，并运用于网络的语言，

这种语言不仅包含了文字，还包含了中英文的字母、标

点符号、图案、拼音等，是一种组合式语言，和我们传

统的语言形式大相径庭。

（二）特点

首先，网络流行语以一种组合丰富但又朗朗上口的

形式呈现，它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或只适用于特定的环

境下，一旦改变了它原有的生存环境，那它可能就会转

变为另一层含义。在某一种情况下，把某些网络流行语

直接应用在现实生活中，那它看起来只能是一个含有语

病的语句或错误的语句，有许多的符号和表情参杂其中。

例如，“duck 不必”这个词语，事实上是我们常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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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必”的意思，作为语言学家来讲，这显然是一个错

误的词语，但是在网络中，它却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并广泛使用。

其次，网络流行语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必然具备了大众文化的一些特征，例如娱乐性、世俗性

甚至渗透性。就娱乐性而言，网络流行语在表达使用者

情感的方面往往比其他语言能够更加强烈，它表现出一

种将讽刺、调侃、恶搞等戏虐性情感融合于一体的情感

态度。通常网友们都会采用生动、幽默、风趣的形式和

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者借此来宣泄自己不满的情

绪。从网络流行语的内容上来看，大多具有戏谑性的语

言风格。在互联网草根文化的发展下，网络流行语本身

的产生和创造都是为了娱乐大众，使大众的情绪得以宣

泄。网络流行语的流行也是网民通过戏谑化的口吻对传

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调侃，进而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

网民的现实状态。[1]

最后，超强的媒介性、传播性是网络流行语的重要

特点之一。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产物，能够反

映出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政治面貌、经济文化状态以及人

类的心理活动等，它能够利用网络传媒所具有的推动力，

让自己变得流行起来。过去，我们常见的流行语言可能

是来自报纸、书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如今，因为互

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普及速度也更上一

层楼。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网络流行语相对其他语言

来讲，都具有着其他语言无可比拟的媒介性、传播性。

二、网络流行语对于中国当代语言发展的思辨意义

（一）积极影响

1.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出现，

并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网络

流行语的出现对于汉语的传播及对外汉语的教学具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在课堂中适当运用网络流行语，能够更

加引起汉语非母语国家学生的兴趣，从而促进他们的语

言学习，进一步达到传播汉语的目的。在这个网络盛行

的时代，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网络流行语，是必然

与这个时代脱节的。同样，留学生如果群体不掌握网络

流行语，学到的只是不灵活、不具有时代特征的交际。[2]

例如，利用影视剧作品教授汉语，也是现代汉语教学中

非常常用的手段，在现代影视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一些网络流行语，而这些网络用语我们可以创造性

地运用它们，选择合适的现代化影视剧作品，并从中选

出具有实用性的网络流行语，让学生能够通过观看影视

剧作品了解其含义，并在现实生活中去实际使用出来，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主流媒体的用语，因为增加了网络流行语的使

用，也使得原本严肃的文风向活泼、有趣转变，能够

更容易聚焦观众的视线。由此可见，网络流行语借助自

己超强的渗透力，拉近了官方和民间的距离，使得双方

在话语使用方面更加一致，这对双方来说显然都是美事

一桩。因此，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对于官方用语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影响显然是更具有积极意义

的。在《主播说联播》这档新闻评论类节目中主播们纷

纷使用了“怼”“拉黑”“老铁”“我太难了”“你 get 到了

吗”“奥利给”等鲜活生动的网络流行语，使整个传播的

话语体系更加贴合年轻人，间接的扩大了年轻的受众群

体，并且用通俗简单的词语来传播主流语态，使其主流

的话语声音更易被大众所接纳。[3]

3.对于社交语言的改变，网络流行语也起到了不可

估量的作用。例如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李培根，在

一次毕业典礼的演讲稿中加入了许多诸如“打酱油”“拼

爹”“被坚强”这样的网络流行语，令在场的老师和同学

们印象深刻，而李培根校长也成了大家口中的“根叔”。

之所以这篇演讲稿能收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是因为它加入

网络流行语后更具鲜活性和趣味性，使得李培根校长的形

象从一个老派作风校长转变为了亲近的邻家大叔，以至于

后来每届毕业生们都非常期待“根叔”的讲话，这恰好与

传统的高校毕业场景大相径庭。在高校毕业典礼这样一个

比较正式的社交场合，出现网络流行语，和学生群体的语

言习惯更加靠近，从而使李培根校长受到是生的一致好

评，借此拉进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起以往传统的毕业套话

模式，使用网络流行语更容易被学生们接纳并牢记，在学

生们的情感交流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和良好的传播效果。[4]

（二）消极影响

网络流行语不注重语法是否正确，而汉语却是一种

很注重语法、语序的语言。网络流行语的普遍使用，很

容易对青少年的语言体系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很多不规

范用语等现象的出现。例如，网络语言中我们经常使用

的“有木有”，它其实是表示有没有的意思，但是这种口

头表达，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说，其实是错误的，而这一

错误性的表达如今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学习也有着不可否

认的消极影响。对于年龄尚小的青少年儿童来讲，他们

对于语言知识的积累、区分语言正确与否的能力尚且不

足。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流行语中一些消极因素的

影响，使得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经常使用一些不规

范的语言表达，而这就为我们如今的学校教育以及授课

老师的语言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老师纠正学生

规范用语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强。

三、网络流行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辨意义

（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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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发展状况直接反应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

化的发展情况。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越具有包容性，才越

能够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之所

能能够繁荣鼎盛，正是因为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局面，当时的文化包容性强度可见一斑。如今网络流

行语作为新型文化发展元素流行起来，不仅彰显了如今

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草根阶级

表达自我的一种特有语言方式，为网络流行文学的兴起

也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和发展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语言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足以

体现我们的语言文字具有很强的可塑造型，可以在这种

可塑性的基础上去继承并创新当代文学。自互联网的出

现，激活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且网络语言的出现帮

助人们更加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一个表情符号可以

直接代替上千条语言文字描述，且传递的信息也变得生

动，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外在风格。例如“神马都是

浮云”这一网络用语由多个普通词组成，形成一句略带

调侃、又独具中国生活哲学的网络用语。[5]

2.对于一些科技类、历史故事类的文学作品而言，本

身就具有很强的知识性、严肃性和专业性等，所以在大众

接受程度上显然落后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但是，如今

正是因为网络流行语的出现，给予了这类文学作品一定的

创作灵感，使得这些文学作品能够逐步从不被大众广泛欢

迎转型发展到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著名的

科幻文章《三体》，在它当中有一些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作

品的语言，直到现在其中的某些语言还在流行，并成为一

种文学梗、幽默梗出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降维

打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而由陈磊及其团队创作的

半小时漫画历史系列的图书如今也广受欢迎，不论是《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还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都运用了

许多更具趣味性的语言、形式、漫画等表现出来，显然这

也是深受互联网时代，网络流行语快速发展的启发。

（二）消极影响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媒介，它能够传播并直观地反

映大众文化，但同时，这种大众文化又具有非主流性，

如果受到积极正确的引导，便能为文化发展起到更好的

促进作用，但有些新闻媒体为获取流量，不顾网络语言

文化环境的好坏，一味使用低俗、恶趣味的语言，致使

许多不良风气的出现。很多分辨力较弱的青少年会经常

使用一些粗俗的、带有暴力、黄色性质的词语，如“卧

槽尼玛”“泥妹”等。这说明这些低俗化的网络流行语已

经带来了负面、消极的语言文化影响，不仅会使得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产生负面情绪，还可能会使得许多不

良的亚文化流行起来，从而产生消极的文化影响，甚至

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四、如何正确利用网络流行语促进语言与文学发展

网络流行语应先进行自我修正。而且这种自我修正

应该是主动发出的，事实上就是网络文化内部对于外界

阻碍的一种条件反射性的应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主动的

结构修整，实质就是标出性的自我调整：当正项察觉出

异项对中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时，会尽力的降低标出性

标准，从而激发中项偏边来更好的支持自己，以阻止异

项的“壮大”。[6]

从外界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修正。当作为一种网络文

化的网络流行语中的消极成分不能够被及时有效的应对，

例如文化标出性出现过度容忍异类、过度边缘异类、错

误标记异类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忽略、误判或者反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从外界对网络流行语来进行被动的修正，

例如，直接规范和限制网络流行语中某些字、词的使用。

受众自身应该培养高雅的文化审美，从自我做起，

积极抵制那些低俗、恶趣味的低级网络文化。这一点可

以从学校教育方面以及政府宣传、培训方面着手，学校可

以开设专门的课程或讲堂，让学生明白网络流行语的利

弊，也能更好地区分网络流行语言和中国当代汉语体系的

区别；而社会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公益宣传广告、开展公

益宣传活动，将汉语独特魅力展示出来的同时，对其做以

创新，融入网络流行语，引导大众群体正确对待并使用网

络流行语，也可以开设适应年轻人的网络流行语类综艺节

目，以此来潜移默化中对大众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五、结语

随着生活节奏地不断加快，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变

得仓促起来，而网络流行语的诞生，为人们在快节奏下

的沟通提供了方便。但同时，网络流行语所具有的负面

特点，容易造成文化形态的单一化、简单化，因此，面

对网络流行语这把双刃剑，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使网络流行语成为既适应大众文化需要，又更具正面影

响因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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