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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红玲

融媒时代网络语言的传播、发展与规范

如
今，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体和互

动媒体等各种形态的媒体之间呈现出了融合趋势。融媒

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

式，也影响并塑造着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的传播与使用。对融

媒时代的网络语言进行研究，既具有语言学价值，又具有传播

学研究意义。

融媒时代网络语言的来源与功能特征

从来源上看，大部分网络用语都是对已有语言资源进行再

创造的产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利用生僻字

来表达现代意义，如“囧”，本意指“光明”，现用做一种表情

符号，意为“无奈”；“槑”原是“梅”的异体字，现用来形容

一个人呆上加呆。第二，在词语原意基础上增加新含义，例如，

“土豪”如今的新含义为“富有却缺乏文化与品位之人”。第三，

利用谐音来创新，例如“酱紫”（这样子）等。第四，把词语

进行缩略，比如“高富帅”“白富美”等。第五，把构字、构

词部件进行再组合，例如“艹”和“根”组成上下结构形成一

个新字，意指草根。除了这五种主要类型外，还有一些字母、

数字、图形以及混合字符等构成的网络交际符号。

从功能上看，首先，网络语言的核心作用在于反映社会热

点、传递社会心态和情感。例如，“APEC蓝”“打虎拍蝇”“大

妈”“表叔”等反映出网民对国家公共事务以及社会热点事件

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单身狗”“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且

行且珍惜”“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等则表达出

人们内心的情感、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其次，网络语言具有诙谐、

幽默、娱乐与个性表达的特点。融媒时代激发了青年网民参与

社会对话的愿望，同时也给了他们颠覆传统话语体系、追求个

性表达的机会。这类语言能够恰当表达出网民的诙谐与幽默，

甚至还表达出群体无厘头、狂欢、无聊以及围观起哄的心理状

态。再次，网络语言具有简洁、省力、高效的特点。为了节省

语言输入时间，网民们会对冗余信息进行结构性删除，因此，

网络用语往往呈现出简化的、不符合使用规范的缩略用法，例

如“累觉不爱”“细思恐极”“不明觉厉”“男默女泪”等。这

些网络四字用语虽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但还是被广大网民接

有讲师的主观色彩。要尽可能避免语音分享中的情绪化、主

观化，将知识进行立体化展现。首先，是“相同知识的不同

分享”。可以在对课程进行细分的同时，增加同一课程讲师人

员配备，达到多人多视角解读的效果。这样用户在学习时就

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对该知识点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可

削弱分享式知识的主观色彩。其次，根据用户类型，将知识

点进行细化分层。从消费市场来看，我国互联网用户的渗透

趋势是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从中青年人群向低年龄

人群（18 岁以下）及中高年龄人群（45 岁以上）。这种变迁

表明，知识付费市场仍存在巨大潜力。平台可利用这种趋势，

制定适用于不同用户的讲解方式。例如，与经济学相关的知识，

可以依据用户的年龄、生存环境适当进行分类，对相同知识

点的讲授深度、模式、价格进行划分，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

规模。

3. 回归内容本身，摆正平台定位

“得到”将自己定位于知识服务、互联网大学，更应该是

供人们学习、生活的辅助性工具，所以平台更多应是扮演老师

的角色，对其用户的学习起到引领作用。平台要引导用户树立

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价值观，致力于平台知识内容的制作和

产出，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而非极力渲染以省时、省钱、

省力的方式轻松掌握一门学科的学习方式。

小  结

打破出版、媒体、教育三者界线的知识付费平台，正不断

让更多群体利用碎片化时间接触更优质的信息、更专业的知识。

生活的快速变迁，只会让人们学习新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如

此来说，知识付费必然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即便知识付费只

是创业者基于商业目的偶然成功，也已经颠覆传统的知识传授

模式，实现了专业知识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时代和技

术如何变迁，系统、全面、独立思考都将是个体掌握知识的核

心要素，因此平台和用户都应摒弃惰性思维，以保证知识输出

有深度，知识用户有收获，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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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使用与传播。

网络语言的传播特征

1. 传播主体年轻化，青年网民起主导作用。当前，我国

总体网民规模达 8 亿多，网民中学生群体最大，2015 年《中

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网络语言使用情况调研结果显

示，网络语言的使用正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5.3%

的受访者属于 80后，21.9%为 90 后，还有 1%为 00 后；数据

还显示，89.8%的受访者使用过网络流行语，这其中又有 2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使用网络流行语。①由此可见，网络语

言的传播主体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青年网民在网络语言的生产

与传播中起主导作用。

2. 传播速度快，呈病毒式扩散趋势。网络流行语多源于

社会热点事件，这些词语一旦出现，就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呈

现出病毒式传播特点，掀起舆论热潮。从模因论视角来看，网

络流行语是一种“强势语言模因”，一经产生便具有强劲的复

制和传播能力。②例如，网络流行语“有钱就是任性”因结构

简单但意义丰富，迅速被网民扩展成不同语境下结构形式相同，

内容和意义不同的版本，如“腿长就是任性”“长得帅就是任性”

等。

3. 传播时间短，排浪式消费难以持久。许多网络新词新

语因社会热点事件而产生，又随热点事件的平息很快淡出人们

的视野，所谓“来去匆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曾对

2014 年产生的 25 个网络新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进行制图分

析，研究发现其传播趋势呈显著波浪形状。这种现象类似于经

济学中的“排浪式消费”概念，即消费者的跟风心理使得某种

消费品的购买迅速形成消费浪潮。③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平息

也可看成网民对语言产品的消费行为。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网络热词往往与社会热点事件有

关，其产生与平息和热点事件的传播期与影响力有关。第二，

社会热点事件频发，随之产生的新词迅速占领网络空间，对原

有流行语造成冲击与稀释。第三，如果该词不能适应各种语境

下的使用，那么就很难得到长期使用。事实证明，网络热词新

语很难得到长期使用，仅个别词语能够进入主流媒体。

融媒时代网络语言的发展与规范

1. 什么样的网络语言才能广为流传？第一，在语言上，

要看是否符合汉语造字、造词以及造句的语法规律。这一点从

2014 年发布的第三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新词汇的收录

情况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贯彻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语文词典。2014 年该词典的再版引发了

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其中收录了数百条反映当代社会热点的新

词汇，包括网络热词如“给力”“正能量”“吐槽”“失联”“接

地气”等。而同时期的网络流行语如“高富帅”和“喜大普奔”

等则没有收录。这是因为“高富帅”这种短语缩略形式不符合

汉语构词法，而“喜大普奔”这种生造的网络成语是不规范的

缩写与编创。这些网络语言会造成汉语语法以及人们的使用习

惯的混乱，因而没有收录。第二，在实践上，要看是否满足了

人们的交际需求。网络语言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人们的交际需

求。例如，近几年，一些字形有趣但几乎失去使用价值的生僻

字，如“嫑”“砳”等，常借助互联网以全新的意义闯入人们

的生活。然而，这些生僻字在流行一段时间后又会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当然，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的文字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或击中现代社会的某

个兴趣点时，它又会重新焕发出新活力，但能否继续使用下去，

还要取决于在更长时间里、在更广泛的使用语境下，该词语能

否继续被大众使用，并普遍接受其已形成的用法。

2. 如何看待融媒时代网络用语的发展与规范？面对融媒

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网络新词语，如何对其进行发展与规范是

当今语言学界以及传播学界都应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

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融媒时代网络语言的发展与规范，“疏”与

“堵”结合，“收”与“弃”兼顾。

第一，公民网络用语规范意识须强化。网络用语的过度使

用会导致语言使用不文明与不规范现象。例如，目前网络上仍

充斥着一些不文明词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规范用词现象，

如语音失范用语“蓝瘦香菇”“不造”等；语法失范用语“小

伙伴 s”“吃饭 ing”等；缩略失范用语“十动然拒”“城会玩”

等。这些失范用语不仅会阻碍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会

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众传媒、出版发行、语言教

学、辞书编纂等公共宣传领域应强化与引导正确使用网络用语

的意识，谨防滥造与滥用网络流行语。

第二，语言传承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无需谈“新”色变。

相对于近 9000 个常用汉字和 5600 个汉语常用词，网络新造词

语只是很少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语言系统是一个包容性极

强、具有自身净化功能的体系，从汉语发展规律来看，网络新

造词语很少能进入汉语系统，即使有少数在长期使用中被保留

下来，那并不是人们刻意的选择，而是汉语系统自身发展的结

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新造词语不会扰乱语言系统的发展，

我们应以包容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网络新词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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