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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综述以往网络流行语概念界定和主要特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流行语的属概念以网络语言为宜,可
从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和表现形式界定其内涵;在总结以往对网络流行语的分类研究基础上,发现多学科

的分类依据代表了不同的关注点,拓宽了研究视野,使人们对网络流行语的认识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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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７．５１亿,占全球网民总

数的１/５.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４．３％,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４．６个百分点[１].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

习有着日趋广泛的影响,网络流行语的研究逐渐受到

重视,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探讨了这一焦点,呈现出

多学科、多议题的特点.总体来看,目前主要是从网

络流行语的产生、传播、影响和使用者心理等方面进

行探究,缺乏对网络流行语操作定义的基础研究.研

究者从自身专业角度和关注视角得出了对网络流行

语某些特征强化的相关定义,较粗略地描述了网络流

行语特征,存在定义模糊、界定不清等缺点,还存在一

些分歧亟待厘清[２].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内涵是

指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

对象的具体范围,明确内涵的逻辑方法是定义,明确

外延的逻辑方法是分类.本文拟在综述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剖析网络流行语的操作定义和分类依据,为
后续相关研究建立共同话语机制提供参考.

一、以往研究对网络流行语的概念界定

(一)网络流行语的属概念

属种关系是定义概念的出发点,一个概念的外延

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

关系称为属种关系.在属种关系中,外延大的概念称

为属概念,外延小的概念称为种概念.
目前,研究者界定网络流行语的属概念主要有:

１．网络词语

网络流行语,顾名思义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语

言,是在网络上几乎同步发生、迅速流行、风靡于网络

内外的热门词语,多伴随社会热门事件出现,从属于

网络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３].网络流

行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口语,是人们在网上交际时使

用的别致、活泼而新鲜的词语,它们一般产生和专用

于网络社交语境[４Ｇ５].

２．网络语言

网络流行语是对某一热门事件,或对众所周知的

现象,使用通俗易懂,短小精干的语言形式进行总结,
在网上发布,引起众多网民点击或热捧的能代表一大

部分大众心理的语言形式[６].
网络流行语就是一定时段内主要在网络场域被

网民自发使用的、最活跃的、具有发酵功能和特殊意

义的并往往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语言符号[７].网

络流行语是由网民创造或由网民积极传播的,进而被

多数网民认可、接受并使用的语言[８].网络流行语是

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网络聊天平台中被网民们普遍使

用的聊天语言,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５９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环境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并在网络传

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

式[９].网络流行语是在网络文化的大背景下孕育产

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特指狭义的网络语言,即
在网络时代出现的,最初只应用在网络载体上,只通

行于网虫(网民)之间的一部分网络语言,后来逐渐走

进非网络载体,且日益向约定俗成的自然语言渗透,
又区别于日常自然语言,用来表达特殊含义的词语和

句子[１０].

３．流行语言

网络流行语即互联网上流行的用语,是网民们约

定俗成的表达方式[１１].网络流行语最初是网民间用

于交流的约定俗成的用语,后逐步演变为网民对中国

社会重大事件总结出的流行语言,早期的网络流行语

主要表现为词、符号或固定短语,近年来特定的句式

或文体也可作为网络流行语[１２].

４．语言

网络 流 行 语 就 是 与 网 络 有 关 的 一 切 语 言 形

式[１３].网络流行语是由互联网创造,一定时期内在

网络中广泛流行的语言符号,在交际过程中主要表现

为出现频率较高的字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

式[１４].网络流行语是在互联网上产生,在一定时期

被网民广泛使用、高频率出现的语言符号,它包括字

词、短语、句子和特定的句子模式[１５].网络流行语是

由网民创造或由网民积极传播的,进而被多数网民认

可接受并使用的语言[１６].

５．媒体语言

网络流行语是由网民创造并传播,首先在网络交

流中使用的一种媒体语言,它广泛地出现在聊天、网
络社交等各种互联网应用场合,代表了一定的互联网

文化,并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１７].
(二)网络流行语作为种概念的主要特征

研究界对网络流行语特征的概括主要有三个

视角:

１．语言学视角

网络流行语除了语言的社会性特征外,主要是其

创新性,表现在语法变异、词汇变异、语言表现手法的

变异[１３]４.网络流行语具有时尚简洁,方便输入;幽默

诙谐,奇特搞笑;想象奇特,韵味丰富的特征[１８].网

络流行语具有创造性、方便性、娱乐性和不规范性的

特征[１９].

２．传播学视角

网络流行语具有“快”(伴随网络新闻事件即时生

成,迅速火爆流行)、“广”(反射进入全民语言)、“飘”
(在主流释义外还可根据需要随时游走漂移,飘忽不

定,使用也无拘无束,随心随意)、“多”(一个流行语

可衍生出多种形式,多种用法)的特点[２０].网络流行

语具有语料来源的广泛性、使用群体的层次性、使用

目的的多样性、传播范围的无界性等特征[２１].流行

性和与 事 件 紧 密 相 关 是 网 络 流 行 语 的 两 大 显 著

特征[２２].

３．符号学视角

网络流行语具有现实性和象征性、隐喻性和反讽

色彩、衍生性和推广性、蹿红快和周期短的特点[２３].
二、以往研究对网络流行语的分类

网络流行语属概念的差异导致在界定概念外延

的分类差异.
(一)语言学角度的分类

从形式结构看,网络流行语分为汉语拼音缩写

类汉语拼音简略型(BT＝变态)),英语缩写型(BMW
＝bigmouthwoman长舌妇),合成类(白骨精＝白

领身份＋公司骨干＋社会精英)[２４].网络流行语有

首字母缩略、数字谐音、符号语言、汉语谐音、词语码

混合及语义迁移等几种类型[２５].从构成方式看,网
络流 行 语 分 为 语 义 偏 离、语 法 偏 离、借 形 赋 义 三

类[２６].网络流行语分为单纯流行语(完整的词语形

式,如打酱油)和格式流行语(一定的语言格式,走红

的网络作品、畅销书籍、风靡的广告语、流行歌曲、热
播电视剧、著名的电影对白等)[５]８４.从造词法看,网
络流行语分为象形(囧＝愁眉苦脸)、叠字(东东＝东

西)、偏旁造词、缩写、英语动词词形变化(吃饭ing＝
正在吃饭).缩写细分为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法、英
文首字母缩写法、汉语缩写法(如偶像＝呕吐的对

象)[１１]１１５.
从修辞法看,网络流行语分为借代(纯净水＝无

任何内容的灌水)、隐喻(恐龙＝长相不好的女生)、夸
张(雷＝惊吓)等[１１]１１４.从语义表达看,网络流行语

分为谐音型、旧词新义型(玉米＝李宇春的粉丝)、隐
喻型.谐音型细分为字母谐音(CU＝SeeYou)、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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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喜欢＝稀饭)、数字谐音(５６＝无聊)、拟声手法

(５５５５＝哭声)和象形手法[１８]４４.近年来网络流

行语分类又增加了句式模仿(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

家吃饭)、事件指代(我爸是李刚)[１２]８５.
从语音上看,网络流行语分为汉语谐音、外语谐

音(闹太套＝notatal１)、英汉组合谐音(Hold住)、意
译音译兼用(metoo＝我吐).汉语谐音细分为汉语

普通话谐音(神马＝什么)、方言与汉语普通话之间谐

音(有木有 ＝ 有没有,出自河南、山东方言)、数字

谐音[１１]１１５.
(二)传播学角度的分类

从来源看,网络流行语分为源于方言词语、外来

词语、影视文学作品、网民个性创造和新闻事件等几

种类型[２１]１２.也可分为一般网络用语、网民自创流行

甚广的网络俏皮话及与社会公共事件相关的网络流

行语[１６]８７.
从意义看,网络流行语分为利益诉求、情绪宣泄、

价值追求三类[２７].
三、网络流行语的操作定义

综述以往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的概念分歧来源

于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对其属概念的界定差异,语言学

背景的学者关注语言的形成和演变,传播学背景的学

者关注流行的模式和心理动因,前者多以语言、网络

语言、网络词语为属概念,后者主要以流行语、媒介语

言为属概念.由于关注点的差异,在网络流行语的特

征分析上必然存在相应的差异,语言学背景的学者侧

重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形式变异、内容意义和使用效

果,传播学背景的学者着重分析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方

向、速度、范围、意义拓展等.
从推进网络流行语深入研究考虑,网络流行语的

定义需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否则,各说各话,鸡同

鸭讲,不利于学者间的对话交流.本文认为,网络流

行语是网络语言和流行语两个概念的交叉,从研究的

可操作性角度看,网络流行语属概念以网络语言为

宜,因为判断语言是网络语言的难度要低于判断语言

是流行语的难度,流行语涉及流行的时间和地域,需
要相对权威的机构定期统计发布,没有这个前提,学
者就可能搞错研究对象.在统一以网络语言作为属

概念的前提下,不同学科可以对网络流行语的特征进

行不同视角的解析,语言学可从语音、语义、修辞、结
构等方面进行研究,传播学可从来源、传播途径、传播

模式、意义演变、传播动力等方面进行研究.至此,我
们对网络流行语的操作定义是在特定时间和地域内

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的网络语言,具体表现为出现频率

较高的字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从研究

的社会价值考虑,学者们要重点关注那些年度和全国

范围的网络流行语,因为这些网络流行语更能反映时

代特征和社会问题,是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变迁的一

扇窗口.
如果以语言或媒介语言为属概念,则外延过大,

容易拿语言或媒介语言的共同特征来描述网络流行

语的个性特征,不利于对网络流行语进行深入分析;
如果以网络词语为属概念,则外延过小,排除了句子

和特定的句子模式,没有完全包含网络流行语的内

容,会遗漏研究对象.
四、网络流行语的分类依据

从以往网络流行语分类研究的思路看,分类依据

集中在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形态、意义三方面,语言学

较多关注网络流行语的构成方式、语音、语法等语言

专业方面的研究,传播学较多关注网络流行语的心理

诉求.
近年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网络流

行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对网络流行语的分类将更加丰

富,而且多从内容属性、社会功能、社会心理等使用语

言的主体“人”的角度进行划分,言为心声,以网络流

行语为切入点,揭示社会问题和大众心理.
不同的分类依据代表研究者的不同关注点,让人

们对网络流行语的认识更加全面,有利于研究者拓宽

视野,探索新的研究地带.
总之,按照“属加种差”的方法,网络流行语的属

概念是网络语言,种差体现在空间属性、时间属性和

表现形式,即在特定时间和地域内广泛传播和使用频

率较高的字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等网络

语言.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网络流行语的分类依据将

呈现丰富化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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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ＧunderstandingofNetworkBuzzwords
CHENSonglin１,SHANGCongyong２

(１．SchoolofLawandPolitics,AnhuiUniversityofArchitecture,Hefei２３０６０１,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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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thebasisofreviewingtheconceptualdefinitionand maincharacteristicsofnetwork
buzzwordsinthepast,itissuggestedthattheconceptofnetworkbuzzwordsbesuitablefornetwork
language,whichcandefineitsconnotationfromtimeattribute,spatialattributeandexpressionform．Onthe
basisoftheclassificationstudyofbuzzwords,itisfoundthattheclassificationofmultidisciplinaryrepresents
differentconcerns,broadenstheresearchhorizonsandmakespeopleunderstandthenetworkbuzzwordsmore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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