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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新词中的单音化词语分析

大多数流行语在失去新鲜感后会快速地被人们遗弃，

不再使用。因此，本文选择了：嗑、尬、云、卷等生命

力较为长久的词语进行分析。

（一）嗑

嗑在《汉语大词典》[1] 中有 3 个不同的读音，分别为

“kè”“hé”“xiá”。在读 kè 时，有 7 种义项：

（1）说话，闲谈。如：他当令，尽找三老四少，能

说会唠的那帮人。他们说了算，有几句嗑的，都能上农

会。（周立波《暴风骤雨》）

（2）用牙齿对咬有壳的或硬的东西。如：还有一些

坐在一大间客房里，嗑瓜子，咬槟榔，不知是哪一家的

女眷。（丁玲《母亲》）

（3）指上下牙齿的对碰。如：“加上刚刚出过汗，给

风一吹，全身就冷得发抖，牙齿嗑得咯咯地响。”（邓洪

《山中历险记》）

（4）方言。靠近，挨着。如：“从驻地出发时，太阳

已经嗑山了。”（峻青《秋色赋·火把赞》）

（5）象声词。例如：“编氓卖者，手二铜盏叠之，其

声嗑嗑。”（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赐冰》）

（6）用法同“瞌”。

（7）用法同“磕”。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嗑只有 kē 和 kè 两个读音。

“kē”为方言读音，意为“话”，如东北方言中的“唠

嗑”“kè”是普通话中的读音，意义为“用上下门牙咬有

壳的或硬的东西。”这些义项与网络新词“嗑”的意义相

去甚远。

网络流行语中的“嗑”最早出现在“嗑CP”一词中，

指的是粉丝对动画、漫画、游戏、小说中虚构的情侣十分

喜爱，通过捕捉情侣间微小细腻、表达爱意的互动情节或

亲密行为，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感。近年来“嗑

CP”更是广泛用于影视、体育等现实生活方面 [2]。如：

（8）网友乱嗑 CP? 是观众的主动性让创作惰性无处

遁形（文化报《偶像剧配角“碾压”主角，尴尬了谁》

2023-07-22）

“嗑”的这一新兴意义与其本义没有什么联系。从词

源上看，新意应源自我国台湾地区常出现的“嗑药”一

词。如：

（9）象牙室友，我们这位吉姆·摩里逊，后来是嗑

药嗑到挂的吧 ?（蔡康永《流浪记 LA》2003）

（10）意思是不论你嗑药跳舞，自然骇跳舞，边抽烟

边跳舞，边喝很多装饰品的大杯鸡尾酒边跳舞。（朱天文

《巫言》2009）

“嗑药”意为吸食毒品，该词随着台湾作家的创作

来到大陆，随后广泛出现在各种有关缉毒的新闻报道中，

替代了“吸食毒品”这个短语。如：

（11）据圈内人士透露，嗑药、吸食 K 粉，甚至更高

级的毒品，在球员中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新华社 2004

年 12 月新闻报道）

（12）近年时常发生学者被攻击、瘾君子白天聚众嗑

药的事件（中国新闻网《大学校园成罪犯避难所 希腊当

局给予警察入校执法权》2019-08-12）

“嗑药”一词指吸食毒品，即通过吸食化学药物使自

身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快感的行为。而“嗑 CP”也有着

主体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感的意思。因此前者引申出

了后者。随着“嗑 CP”一词在网络上的火爆，“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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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承担了“嗑 CP”的全部意义，可以在交流中单独使

用，或组成其他词语。如：

（13）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与普通观众不同的地方是她

们的参与度和忠诚度极高。别人是在追剧，而她们是在

嗑剧。

（14）我们就是当代的嗑颜人，就是喜欢按颜值来

嗑 CP。

（15）中的“嗑剧”与前面的“追剧”相对比，并不

是简单地看电视剧，而是带有“嗑 CP”目的看剧。（14）

中“嗑颜”是指嗑 CP 的角度是从样貌方面进行的。此外

还有如“嗑到”“嗑死”“好嗑”等词语。可见“嗑”单

音化后，承担了“嗑 CP”这个词组的所有意义，发展出

了“嗑”的一个全新的义项。

（二）尬

“尬”来源于汉语中的双生联绵词“尴尬”，其中

“尴”和“尬”仅起表音作用，不具有任何意义，无法

单独使用。因此，“尴”与“尬”都不具备与其他语素组

合构成“尴 X”与“尬 X”的构词能力和单独使用的能

力。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网络会话当中，“尬”却可以承担

“尴尬”一词的意义，成为一个既能独立使用，又能与

其他语素进行组合的形容词。如：

（1）“这是我看过最烂最尬的西游题材剧，没有之

一 !”（新民晚报《孙悟空有了儿子，观音菩萨戴上了老

花镜 ? 该如何看待美式西游神剧》2023-07-16）

（2）“你管我妈多会儿抱孙子呢 !”为啥有些婚礼主

持这么尬啊 ?（央视网《一人一句最讨厌的婚礼主持词》

2023-05-11）

（3）媒体也曾多次报道“名字中有生僻字，影响保

研”“因姓氏生僻，银行存折被冻结”等尬事（光明网

《村民集体改姓“鸭”，这无奈如何排解》2023-04-23）

（4）迈克·梅尔斯在《王牌大贱谍》里低俗尬舞。

（环球时报《特工电影吸引力大不如前 ! 好莱坞“银幕特

工”后继乏人》2023-07-14）

例（1）（2）中“尬”受程度副词修饰，形容事物尴

尬的程度高或低。例（3）（4）中“尬”作为形容词与名

词组成新的定中词组，表示具体的令人尴尬的事物。可

见，“尬”在网络用语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从一个单纯

的音节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通

过词根复合的方式构成更多的合成词。

（三）云

“云计算”是一个网络信息技术概念，指通过网络将

巨大的数据处理程序分解成无数个小程序，再利用多个

服务器来分析这些小程序并算出结果。[3]“云计算”是

对 Cloud Computing 的直接意译，其首先活跃于信息技术

行业中，成为热点词汇。随着“云计算”技术在生活各

方面的普及应用，网络上逐渐产生了各种“云 XX”式的

词语。在这些词语中，“云”承担了“云计算”一词的意

义，产生出全新的义项。“云”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还可

以与名词、动词组合，构成新词。如：

（1）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各类测试在不断

进行，力求更智能、更安全、更规范，达到车路云高度

协同（央视新闻客户端《能源换“新”弯道超“车”》

2023-08-04）

（2）感谢每一位云音乐用户的陪伴。（网易云音乐官

方微博）

（3）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创新

“农地云拼 + 产地直发”的模式（中国新闻网《乡村所

需链接“企业所能”上海民营企业踊跃投身乡村振兴》

2023-08-03）

例（1） 中“云 ” 与“车 ”“路 ” 并 列， 表 示 网 络

计算机技术，可以单独使用。例（2）中“云”与“音

乐”组合。表示在“云计算”技术支持下的新事物。例

（3）中“云”可以与“拼”组合，表示人们借助“云

计算”技术而开展的行动。此外“云”也可以与方位补

语“上”组合，表示抽象的网络信息空间。此外诸如

“云盘”“云支付”“云直播”“云课”“云空间”“云拥

抱”“云玩家”更是屡见不鲜。而这些“云”均指称的

是“云计算”这一网络信息技术。可见，“云”也是通过

“单音化”这一手段，获得了新的发展。

（四）卷

“卷”作为网络新词，音“juan”。其意义不同于现

代汉语中的“把东西弯转裹成圆筒形”或“用于成卷儿

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内卷”这一外来意译词。据现有

研究可知，我国学者黄宗智受戈尔茨启发，于 1985 年引

入了“内卷化”概念，用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社会变

迁的研究，并将“内卷化”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至此，“内卷化”成为农业经济学术领域的研究术语。此

后该词的运用范围不断延伸，从基层组织管理、社会科

学研究到学校教育等其他领域。[4] 而随着“内卷”一词

的广泛使用，“卷”承担了内卷的全部意义，生成了新的

义项，在网络中流行开来。如：

（1）百家村菜市场一店主孙先生认为，生鲜灯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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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灯泡经济实惠，他希望商户们能一起重新用回普通

灯泡，不要再“卷”了。（厦门日报 2023-08-03）

（2）班里的战友们都很“卷”，平时在一起，聊的大

多是工作。（解放军报 2023-08-02）

（3）编剧高璇和任宝茹在采访中把周迅称为“剧组

里低调的卷王”。（2023-07-31）

（4）“卷”中考体育暑假集训忙。（羊城晚报 2023-

07-27）

（5）甚至一些人自嘲“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

（新华社 2023-07-06）

例（1）是“卷”的单独使用，其意义就是“内卷”。

例（2）中“卷”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表示“内卷”的

程度。例（3）“卷王”是一个新词，其意义为特别内卷

的人。例（4）“卷”作为动词与其后的“中考体育”构

成述宾短语。例（5）“卷”受结果补语“不动”的修饰，

表示无法再进行“内卷”了。可见“卷”可以作为动词、

形容词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新的合成词。

二、单音化网络新词的特点

综合上述 4 个单音节网络新词的描写，我们可以看

出这些词都是通过复音节词单音化形成的。它们在承担

了其来源的多音节词的意义后成为一个新词，可单独使

用或构成新的合成词。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网络新词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和生成性。本文所描写的 4 个词语均有 3~5

年的出现时长，且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因此这种构成

新词的方式显然有其独有的特点。

首先，这种构词方式符合网络会话所要求的简洁性、

求新性原则。将原有的多音节词浓缩成一个单音节词，

可以使人们在网络会话中沟通更简洁。其次，人们在网

络会话中总是希望以新奇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某些事物

的独特认知及感受。通过将多音节词单音化，让原本旧

有的词语获得全新的意义无疑是一种“陌生化”的表现

方式。

其次，这种构词方式有其理据性。第一，通过这种

构词方式形成的网络新词，往往具有较为可靠的成词理

据，如“嗑”来源于台湾地域的“嗑药”一词，“嗑”承

担了“嗑药”中所含有的令人上瘾、能获得精神愉悦的

意义。这种理据性，使得这些能轻易地为人们所接受。

第二，这种单音化的构词方式为汉语词汇提供了构成新

的复合词所必需的单音节语素。汉语的词汇由单音词向

复音词转变发展，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总体趋向。因此，

汉语词汇的构成，也多为“单音语素 + 单音语素”的复

合形式。由于汉语这种构词框架的制约，进入复合词的

语素就需要是单音节的。因此，复音词单音语素化为新

的复合词批量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5]

最后，这种单音化的构词方式有着强大生成性。这

种生成性来源于潜词的显化。潜词指的是符合一种语言

的构词规律，潜藏在语言词汇的底层，尚未变成言语事

实的词。[6] 它因为目前的语言环境缺乏他们出现的社会

文化语用条件，又或是会受到已有的显词的压制，无法

出现。“嗑”“尬”“云”“卷”等词在获得新的义项，作

为一个新的单音节词出现后，获得了潜在的构词能力。

如“尬”在承担“尴尬”的意义，从一个表音语素变为

形容词后，他就有了可以修饰各种名词的可能，从而可

以和各种事物组合成为新词。目前出现的显词仅有“尬

舞”“尬唱”等，而在潜词层面“尬游”“尬飞”等都有

可能在网络中出现，进而成为显词，为人们所接受。

总之，这种单音化构词方式使得网络会话中出现了

许多单音节的网络新词。这些网络新词相比于一般的网

络用语，具有更强的理据性和生成性，同时也符合网络

会话中人们的求新、求异心理。这种单音化的构词方式

使得旧有的语素获得了新的意义，并能够广泛构词。这

些新词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一般词汇的一

部分。那么这些新词的意义理应被人们所重视，我们应

适时地收释新的语素义或词义，以便读者查阅。也应在

研究中对这些新词新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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