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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对汉语生态的影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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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主要的交际方式，网络语言应运而生。网络语言脱胎于现代汉语，但在现代汉语
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多变异现象，已成为流行于网络社会中的一种语言变体。网络语言虽然在丰富汉语系统的词汇、汉语

的表达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对汉语生态的和谐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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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生态”这个术语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
（ＨａｕｇｅｎＥｉｎａｒ）在１９７１年提出来的，是指特定语言和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

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同样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种语言的

竞争也很激烈［１］。世界上的语言同世界上一切生物一

样，优胜劣汰。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矛盾、相互影响和渗

透，犹如动物之间的生死斗争，处于有利地位的语言得以

保存，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则走向消亡。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革新，网络已成为现代人主要的交际方式，网络

语言伴随着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的交际应运而生。网络语

言脱胎于现代汉语，但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多

变异现象，已成为了流行于网络社会中的一种语言变体。

网络语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其强大的扩散能力，逐

渐向现代汉语渗透，并对汉语内部生态正在产生深刻

影响。

１　网络语言的一般特征分析
关于网络语言的界定，学界一般将其划分为两类：一

类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专业术语，另一类是网民在网

络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本文讲的网络语言是指网民在

网络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网络语言是在网络这种特定

的语境下产生的，网络语境给予了网民交际高度的开放

性、自主性、虚拟性，这种特殊的传播环境，结合网民的年

龄、性别、职业等外部因素，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

这种语言变体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语言游戏化。故意使用错别字，如“俊男”写作

“菌男”、“版主”写成“斑竹”、“邮箱”写作“幽香”等；肆

意扭曲词语，如“贤惠”表示“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神

童”表示“神经病儿童”等；滥用方言，如“人”不叫人，叫

“银”；“我”不叫我，叫“偶”；“什么”不叫什么，叫“虾米”；

合音变异，如“这样子”用“酱紫”来表达，“酿紫”表示“那

样子”、“表”表示“不要”；拆字猜谜，如用“走召弓虽”来

表达“超强”的意思。从上述实例看，网络语言无不带着

强烈的游戏色彩。引起网络语言游戏化的主要动因在

于：一是网民都相对年轻，其中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崇尚个性，喜欢轻松、自由，在当下学习压力大、竞争

激烈的环境下，在网络上使用游戏化的语言可释放压力、

放松自己。二是这种游戏化的语言在网络环境的滋润

下，被无数网民追捧、转发和模仿，往往一夜之间就成为

了网络流行语，这能给词语创造者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因此这种游戏化语言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第二，语言新奇隐喻化。认知语言学家 Ｌａｓ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工作机
制，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反应。网络环境下，人人

都是麦克风，可自由表达，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隐喻思维能

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网络语言的生成大部分是隐喻思维

的结果［２］。隐喻语言分为概念隐喻和新奇隐喻，认知语

言学家根据语言的相似度等参数，认为相似程度越小的

隐喻，就称为新奇隐喻。网络语言新奇隐喻化现象众多，

看起来往往觉得新颖、怪异、雷人，如用“恐龙”来隐喻“长

得丑的女孩”，用“青蛙”来隐喻“长得丑的男人”，用“大

虾”来隐喻“网络高手”，用“老孔”来隐喻“假正经”等，这

类语言显得有点夸张，但又很形象生动。此外，还有用数

字隐喻：如“５４４３０”代表“我时时想你”，“１４１４”代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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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意思”，“２８６”隐喻“低智商”。用专有名词隐喻：如“你
说的是什么啊？这也太哈姆雷特了吧”中的“哈姆雷特”

是隐喻对方说的话让人无法理解。网民大部分都相对年

轻，他们想象力丰富、隐喻思维活跃，又有求奇求新心理，

只要事物间有丝毫相似之处都能被他们捕捉到，然后放

大，因此网络语言会出现新奇隐喻化［３］。

第三，语言借用和语码转换现象普遍。语言接触是

导致双语现象或语码转化现象的动力源［４］。网络使世界

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交流更方便、快捷、频繁和紧密，相

互影响更大。人们为了适应全球化趋势和网络交流，自

觉不自觉地在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字习惯，直接借用外文

中更富于表现力的新词汇，或混码使用。一是字母词日

益增多。如“ＹＹ”表示意淫的意思，“ＰＳ”表示补充说明、
备注的意思，“ＨＤ”表示厚道的意思。二是语码转换现象
大量出现，如Ｈｏｌｄ住、我们太ｏｕｔ了等。

第四，语言符号简单直观化。由于网络交际双方是

即时、非面对面的、匿名的交流，为了弥补肢体语言的缺

席，网民在交际过程中，往往会借助键盘上的符号来直观

表达情绪，如：－）是抛媚眼；：－Ｄ是非常高兴地张嘴大
笑；：－）这是最普通的笑脸，通常加在句尾或文章结束的
地方，表示开玩笑的意思或表示微笑；：－＞：＞是一张邪
恶戏谑的嘴脸；：－Ｏ是“哇！”表示吃惊或恍然大悟。这
些语词都是从直观入手，抓住那些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官

的外观表象特征，利用键盘提供的符号系统，形成一种

“象”，使语言情绪直观化。此外，语言经济中的省力原则

驱使语言简单化，如汉字缩略、拼音缩略、英文缩略等现

象［５］。如２０１３年网络流行词语“人艰不拆”，是“人生已
经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的缩略形式，来自林宥

嘉《说谎》（作词：施人诚）。“我伙呆 ／我伴都呆 ”是“我
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的缩略形式，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

作文，并且其中的“小伙伴”的语义已经泛化了。“累觉不

爱”源自网上一热帖，一名９５后男孩感叹“很累，感觉自
己不会再爱了”，引发一众簈丝青年齐吐槽。

２　网络语言对汉语生态的影响
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相同之处，如自然生态环境

中各种生物之间形成了一种生态链，它们彼此相互依赖、

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同样，语言生态系统中，语言与语

言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也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语言的生态环境因此有所改变，汉语在具

有高度的开放性、自主性、虚拟性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形成

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当前，这种语言变体———网络语言

对汉语生态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２．１　积极作用
第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词汇是语言中最活

跃的要素，同时也是最能敏感地体现社会发展与变迁的

一种要素。由于网络对信息的反应最敏感、最及时、最直

接，传播速度最快，所以，近年来，反映社会新事物、新现

象的新词新语都率先在网络上出现，在其强大扩散能力

的驱动下，大量地被传统媒体使用，得到了老百姓认可。

据统计，近５年中每年都有５００个以上的新词进入汉语系
统，这其中有些词语在大浪淘沙中逐渐沉淀了下来，成为

了现代汉语的一般词汇。如“给力”这个词是２０１０年的
网络流行词，源于日本搞笑动画《西游记 －旅途的终点》
的中文配音版，是有作用、给劲、带劲的意思，在２０１０年世
界杯期间，开始成为网络热门词汇。该词语已被收录于

《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中。另外，像宅男、宅女、劈腿、
雷人等网络热词也被收录于《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
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６］。

第二，使汉语表达更形象生动。如２０１０年流行的热
词“蒜你狠”，这是源于大蒜价疯涨超过１００倍，价格超过
肉和鸡蛋的现象，这个词从字面上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

大蒜价格昂贵的现象。“范跑跑”源于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
地震时，四川隆昌县教师范美忠，因不顾学生安危，第一

个跑出教室而得名的，生动地传递出老百姓对这种不良

师德现象的强烈不满。如 ２０１３年的网络流行词“女汉
子”，是指一般行为和性格向男性靠拢的一类女性，形象

地表达了女性体现出来的言行粗鲁、个性豪爽、独立、有

男子气概等大众认为女性不应拥有的特质。这些词语形

象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又容易记忆，同时还充满了趣味

性、幽默感，很有感染力，因此深受大众的追捧。

第三，使语言更具亲和力。近年来，一些网络语体疯

狂走红，如“淘宝体”，最初见于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

述，其亲切、可爱的方式逐渐在网上走红并被用于诸多场

合，以营造亲切、愉悦的氛围。如“亲，熬夜不好哦！”“亲，

包邮哦！”等，这种带给人亲切感的交流方式，已被人们运

用于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被运用于正式场合。如２０１１年
７月南京理工大学向录取学生发送“淘宝体”录取短信：
“亲，祝贺你哦！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哦！亲，９月２号报
到哦！录取通知书明天‘发货’哦！亲，全５分 哦！给好
评哦！”很多学生看到这条短信都“噗”地笑出声来，学校

与考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还有在外交部微博招

聘、交通安全宣传、联合国催债、城管执法等场合都有运

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２．２　消极影响
第一，使方块字不再是汉语语言符号的唯一。网络

使语言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便利，因此语码借用和语

码转换现象大量涌现，曾有人形象地将网络语言符号用

公式表示为“网络语言符号 ＝汉字 ＋数字 ＋图形符号 ＋
外文＋其它”，目前，这样的符号形式不仅仅流行于网络，
而且已进入人们的口头表达甚至书面表达中，有些字母

词已成为了汉语表达的一部分。据了解，２０１２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收录了２３９个以西文字母开头
的词语，这就标志着汉字不再是记录汉语言的唯一符号，

这对汉语的纯洁性已构成了一定的挑战［６］。

第二，为外来语素进入汉语系统发挥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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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时时处处都存在着激烈的竞

争，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语言同样竞争激烈。英语在

全球语言系统里本属强势语言，已成为全球交际的通用

语言、被现代大部分年轻人所掌握的第二语言，因为网络

环境的宽容和不被约束，大量的英文语素在语言接触中

进入了网络语言，同时也因为网络语言强大的扩散能力，

这些英文表达能很快被广大民众认可，最终进入了汉语

系统，并成为汉语系统的一部分。诚然，语言借用古已有

之，但以前的借用有一个汉化的过程，但现在的借用已发

展到直接应用，甚至在语法规则上也借用，如“休息 ｉｎｇ”
“工作ｅｄ”等，这就让人对汉语的健康发展不能不产生忧
虑了。

第三，对汉语习得产生障碍。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统

计报告》显示，网络使用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网络语

言给中小学生带来的影响已然显现，现在一些中小学生

口中流行的新奇词语，往往让上了年纪的人听了不知所

云。甚至在他们的书面表达中网络语言也是大行其道，

如湖北武汉的一位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连老师看了都

是一头雾水。“周末，读大学的ＧＧ（哥哥）回来，给我带了
很多好东东，都系 ＆ａｐｏｓ；偶（我）＆ａｐｏｓ；非常 ＆ａｐｏｓ；稀饭
（喜欢）＆ａｐｏｓ；的。那 ＆ａｐｏｓ；酱紫（这样子）＆ａｐｏｓ；，
＆ａｐｏｓ；偶（我）＆ａｐｏｓ；就答应 ＧＧ陪他去逛街吃 ＫＰＭ（肯
德基、皮萨饼、麦当劳）……”还有长沙某中学学生吴湘雨

是初三年级的优秀学生，她说，过多使用网络词汇让自己

变得“词穷”了，语言表达很单一。笔者也在教学过程中

发现，受网络语言的影响，２０１０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汉语
表达能力明显比前几届差很多，文字表达不规范、不完

整，病句、错句、歧义的现象层出不穷，经常张冠李戴、错

字连篇。人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水平的提高依赖于一

定的社会环境，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相当部分人特别是

学生的汉语习得和运用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３　结　语
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

过程之中，语言生态系统的各种语言也是如此，因为它是

变化不定的，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会因为某些原因朝

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朝别的方面或不好的方面发展，而

这些发展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及经

济。综上所述，网络语言的出现，从辩证的角度看，对汉

语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汉语内部生态系统

的破坏也是不可小觑的，因此，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对

其引导规范，给予汉语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我们必

须共同关注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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