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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使得网络语言迅速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热点事件的发生，网络新词随之而生，它们具有明显的

社会属性。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学好网络语言的特点与分类，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

角度出发，探讨网络语言的分类与特征，网络语言有语素变异型、谐音转化型、缩写型和社会热点词汇四大类型，具有创

造性、任意性、社会性和交际性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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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have led to the rapid evolution of online language. With the occurrence of 
social hot events, new online words emerge, and they have obvious social attribut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online language for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s of onlin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re are four major types of online 
language: morpheme variation type, homophonic conversion type, abbreviation type, and social hot vocabulary type, which have four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ity, arbitrariness, sociality, and communica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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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网络语言发展迅速、日新月异，

它们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网络语言极大丰富了汉语词库，

如何把这些新兴的网络语言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定义与分

类显得尤为重要。网络语言有广义狭义之分，在《网络语

言是什么语言》中，劲松、麒可认为广义的网络语言是与

网络和电子技术有关的 “ 另类语言 ”[1]；在《中国网络语言

词典》中，于根元认为狭义的网络语言指论坛和聊天室中

使用的具有特点的语言 [2]。广大网民们认为使用网络语言

就是时尚且与众不同，使用网络语言更能显现个人性格特

点。网络语言的背后有强大的文化背景，它不仅反映一定

时间内社会上的现象，更能照射出社会上千姿百态的人物

形象。

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各大网络通讯软件上，网络语

言成为网民们交流沟通的基础。网络语言的种类也呈现多

样化，网民们不再只是传播负能量，更多的是弘扬社会主

旋律和赞扬 “ 中国红 ”，这就开辟了新的语言学空间。因此，

本文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分析和探究网络语言的发

展，梳理网络语言的分类与特点，这将对于中国文化的沟通、

交流甚至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理论基础二、理论基础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一

种传播手段兴起或者发生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事件，都会

作用于语言的运用，使新的语言产生，甚至发生变异，所

谓 “ 语言变异 ” 是指某一个语言现象在实际使用的话语中

的变化，语言现象指的是语音、音位、词汇、语义或语法

范畴等 [3]。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为语言学

的研究设定了两个方向，即 “ 内部 ” 与 “ 外部 ”。“ 内部语

言学 ” 即将语言学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不与外界

发生联系，其研究重点在于这一系统的内在结构和部件；

而 “ 外部语言学 ” 则将语言放在世界环境中，让它与外部

环境发生联系与作用，这类研究结合了语言与社会学、地

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社会学科。社

会语言学将语言放置在整体社会环境中，研究社会因素对

语言的影响，从而得出语言运用的规律并试图根据这种规

律建立相应的理论。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现实生活中

的语言，正在进行中的变化是可以观察到的，语言自身能

进行演变或升级的，而是一种在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会

产生有序变异的符号系统。

近年来，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交际软件和自媒体

的成长和成熟，网络语言大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们

因形象生动、简洁明快而迅速传播。那么，作为日常交流

载体，网络语言作为日常交流载体发生了许多变化形式。

三、网络语言的形成原因三、网络语言的形成原因

首先，网络语言的变化之快要追溯到语言的本质特征：

二层性。语言的二层性是指语言有两个层次结构，上层结

构的单位是由底层结构的元素组成，语言二层性的优势赋

予人类语言极大的创造性。不仅仅能用仅有的一些音素创

造出无限多的音节、单词，单词也在不断地创新，例如 “ 社
死 ”、“ 破防 ”、“ 干饭 ” 等等。其次，网络语言的变化之

大在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网

络流行语最重要的成因。网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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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网民们言论自由，这使得网络语言不断更新变化，

语言风格逐渐简化、幽默有趣，比如用数字 “9494” 代替

“ 就是就是 ”，不仅诙谐幽默还简洁明了。各大网络平台的

出现为网络语言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传播环境，据数据统

计，数据显示，到 2022 年 6 月中国内地互联网用户数量为

10.51 亿人，在网络接入环境方面，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

为 29.5 个小时，较 2021 年 12 月提升 1.0 个小时。网络信

息传递速度飞快直到家家户户，网民的数量与日俱增也是

推动网络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网络语言的发展变

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汉语言文化的传播。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沟通

越来越频繁，网络的发展不仅使其更加快捷便利，也从中

受益不少。各国网民可以再网络平台上沟通交流，语言文

化得以传播。大多数网络新词都是英语缩略词或者中英文

合并的缩略词，例如：“yyds”、“U1S1”、“ 栓 Q” 等等。简

单易懂的网络语言深受网民们热爱，因此变成网络流行语。

四、网络语言的分类四、网络语言的分类

网络语言千变万化。近些年来，网络语言层出不穷的

展现在大众视野里，网民们更是乐此不彼的在创造研究新

的网络语言，因此，网络语言种类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只有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网络语言分类，才能够更加清晰地

探讨其特征与作用。

1. 语素变异型

语素是语言中有意义的最小单位。语素变异指的是词

语某一个语素成分发生变化，使整个词义随之改变。随着

疫情的肆虐，很多和疫情相关的词出现在大众眼前。比如：

“ 疫不容辞 ”（义不容辞）：指的是疫情当前，疫情防控既

是命令也是责任，责任所在疫不容辞；“ 临危不聚 ”（临危

不惧）：指的是面对疫情群众们都做到了不聚集不聚众自

觉在家隔离。还有比如：“ 老坛酸踩 ”、“ 糕抬贵手 ”、“ 当

家做煮 ” 等等。

2. 谐音转化型

谐音转化类网络语言大多是网友们为了追求时尚新奇

感或节省输入打字时间而出现的。比如：“ 桑心 ” 谐音 “ 伤

心 ”、“DUCK 不必 ” 谐音 “ 大可不必 ”，这样的谐音转化

而来的网络词语既诙谐有趣，又把说话人的意思表达很清

楚；还有一些网络语言直接舍弃语言符号，用数字、英文

字母代替的，比如：“U1S1” 是 “ 有一说一 ”，“778” 是 “ 吃

吃吧 ”,“9494” 是 “ 就是就是 ”。
3. 缩写型

缩写型网络语言具有便捷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使用

频率较高，缩写型网络词语较多，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

汉语缩写型和英语缩写型。（1）汉语缩写型是由汉字的汉

语拼音首字母组合而成的。比如：朋友圈（pyq），永远的

神（YYDS），笑死我了（xswl），嗑死我了（kswl）。（2）
英语缩写型：由每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的。比如：

He（happy ending 好结局），Be（bad ending 悲惨的结局），

emo（emotional 伤心了）。

4. 社会热点词

在社会热点事件发展中势必会产生一些新词语，并赋

予它新的意义。比如：“ 内卷 ”（很多高等学校学生用其来

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 “ 被自愿 ” 竞争）、“ 躺平 ”（表

示顺从心理）、“ 破防 ”（指心理层面的受到冲击感到 “ 受

伤 ”）、“ 绝绝子 ”（有两个意思：太绝了，表示好极了；

也表示差极了，用于嘲讽）。

五、网络语言的特征五、网络语言的特征

当前的网络沟通逐步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如果

网络词汇一直不更新停留在过去，将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网络词汇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 网络语言的创造性和任意性

现如今社会的飞速进步与发展就是需要神采飞扬的表

达，这种表达最明显的地方就体现在词汇的 “ 创新 ” 上。

网络流行语日新月异的发展正是契合了这个 “ 新 ”，网友们

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将社会新闻以及热点时件与传统词

汇相结合，比如使用比喻、拟人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产出

新词。比如：“ 双减 ”、“ 觉醒时代 ”、“ 强国有我 ”。
网民们创作新的网络语言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一定的任

意性，较多体现为许多网络新词或是以谐音为基础随意创

造， 或是将词句以缩略语的形式呈现。 例如，一个人说 “ 躺
平 ”，既可以指一种不争不抢的状态，也可以指年轻人面对

挑战时，不作为不努力自愿放弃的心理特征，其实这更像

是年轻人的一种调节压力的方式；“ 老六 ”，指的是游戏中

一些玩的不是很好的游戏玩家，多用于调侃。类似于这样

的网络语言还有很多，年轻网友们偏向于使用这种简洁、

幽默的缩略词传达信息，不仅彰显个性也达到了沟通的目

的。

3. 网络语言的交际性和社会性

网络流行语的交际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时效性和直接性，

它们能够最直接最有效率地表达完整的信息量。不仅如此，

网络语言的背后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背景，网民们通

过交际在一自己的朋友圈内广泛传播。比如 “ 疫了百了 ”，
表示人们期待疫情彻底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变好了，百事

都会变好，毕竟阳光总在风雨后，仅用这四个字就表达了

其社会背景和语用意义。

网络流行语多是随着特定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热点的出

现而出现。即使是网络热词是由网民们偶然创作生成的，

它们与其产生的背景或当时的社会现象有着十分紧密的关

系，因此，网络语言具有社会性。比如极具正能量的 “ 有

一种红叫做中国红 ”，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崛起，离不开人民，

离不开共产党，更离不开无数，国人心中的红色信念。

网络语言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人们建立和维

持关系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彰显了社会的动态发展状况，

为生活增添了乐趣和色彩，也逐渐抹去了负面的影响。网

民们应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在虚构的网络社交环

境中合理地使用网络语言，努力遏制其消极作用的发展。

六、结束语六、结束语

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这也是

网络流行语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包

容性，允许多样的文化在这个大环境中百花齐放、自由发展。

网络流行语是趋势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对语言的丰富和

创新，能够真切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但也有部分网络

热词存在不规范使用的情况。因此本文在社会语言学的基

础上给网络语言分类为语素变异型、谐音转化型、缩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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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热点词，并探究其重要的特点，即创造性和任意性、

交际性和社会性。正确引导使用网络语言，并逐渐走向正规，

丰富语言的表达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社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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