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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方言——网络语言兴起并蓬勃发展。试图透过这一特殊语言现 

象来审视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并就网络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一思考——充分调查研究、加强规范意识、正面柔性引导，以 

期能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语言；网名；社会文化心理；规范；柔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6)06—0181—03 

在当今高速运转的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交流的日益 

普及，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网络语言，正悄然而真切地 

进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网络语言这种新的社会方言也 

就应运而生，成为当代语言中最为鲜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网络语言”这个词本身的构词结构看，首先要确定 

“网络语言”是一种语言，是传情达意的工具；其次，这些词 

句和符号在外在形式、内在本质特点、形成原因上均表现出 

独特的一面，这也使得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备受关 

注。本文试图透过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来审视使用者的社会 

文化心理，并就网络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一思考，以期能对现 

代汉语规范化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 

一 网络语言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网络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 

语和特别用语，以及各种网络工程所需的计算机语言等；二 

是网民在诸如聊天室、bbs上交流使用的词句和符号等。本 

文讨论的是由第二类产生的语言现象。 

网络语言可以而且必须在网络上使用；它是在标准语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其千姿百态，经常推 

陈出新。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其原因和条件的。 

第一，网络的普及。“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OO0年底， 

我国因特网用户数量已达到2 25O万人”⋯，而且每天都有成 

千上万的用户加入互联网，这样使得网络语言能够在网络 

世界迅速传播、普及，并大有向标准语渗透之势。 

第二，在网实时交流使然。网上交流有着不同于传统 

书面语、口头语交流的特点，实时的交流形式又使其进程近 

于口语，为了提高输入速度，快捷、及时地交流，网民不得不 

创造或改造出简短且便于输入的网络语言。譬如“郁闷 

”就代表正在郁闷中，“la ”则表示肯德基、麦当劳、必胜 

客等青少年喜欢的快餐厅⋯⋯ 

第三，追求虚拟空间自由。网络世界，少有现实社会中 

的条条框框，“网虫们”借助网络，通过各种论坛、聊天室和 

聊天工具进行实时交流。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网上交流方 

式是建立在匿名基础上的，他原先在真实世界中拥有的社 

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在网络上毫无用处，因而每一个网络交 

流者都是平等的且角色扮演随意。这种轻松自由的环境， 

激发了人们无限的语言潜能，这样，就促使网络词语、符号 

大量出现，网络语言也日益丰富多彩。 

第四，社团条件。“据调查，我国网民结构中以青年人 

为主，平均年龄27岁左右，学历多在大专和本科以上，收入 

则以高收入者为主”⋯1。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这些所谓 

“新新人类”或称作“Xday一代”，在网络世界中就形成了一 

个新的言语社团，其成员知识水平普遍较高，年纪轻，热爱 

自由，渴望新奇与创造，渴望张扬个性。于是他们在网络上 

的语言具有了鲜明的特色，套用一个词语，可以说是很“另 

类”。这种“另类”正是当今的新新人类所追求的，结果。这 

种语言便具有了一种极高的社会声望。掌握了这套“代 

码”，不仅可以表明自己属于这个特殊的言语社团，同时，由 

于志趣相同，在使用这套“代码”和同道中人交流时又会产 

生一种认同感，这种强烈的心理满足感促使他们不断地制 

造、传播、维护这套代码，其结果便是网络语言传播越来越 

广，同时，这一言语社团也在不断壮大。 

二 网络语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网络语言是一种具有奇特逻辑的新兴语言，它具有不 

同于日常口语、更迥异于书面语的风格和色彩。就像一面镜 

子，它可以折射出使用者的各种社会文化心理。在网络语 

言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网络词汇是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且 

多变的部分，它最易反映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调侃宣泄。网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 

用者的机智和幽默。我们不能低估网民们的智慧与才情， 

他们运用网语所创造的幽默是对平庸、枯燥、刻板生活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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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打击。网民们在表现他们的调侃心理时，主要利用比拟、 

谐音、夸张等修辞手法。如容貌不佳的男网民被叫做“青 

蛙”，女网民们则被戏称为“恐龙”。 

第二。女性心理特征。林语堂曾说：“中国人的心灵在 

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 

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 2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确是充满着女性化的特点，即敏于具体的形象思维，擅长由 

具体到形象的联想综合。丰富多彩的网络词语可以说明这 
一 点。有些网络词语既有音译方式，又有意译方式，但由于 

音译方式更为形象具体，结果流传更为广泛。比如人们常 

说“猫”，而很少说“调制解调器”；比起“电子邮件”来，人们 

更喜欢“伊妹儿”；虽然“下载”已经很形象了，但人们更偏爱 

动感十足的“荡”。这些词语无不生动形象，体现了中国人 

形象具体的思维方式。 

第三。童心童趣。网民在网络中使用儿童式的口吻撒 

娇调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 

渴求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心灵得到放松，以暂时躲避巨大 

的社会压力。网络用语代表了社会亚文化时尚。这些早已 

成年的大人们在网络世界仿佛一下子“返老还童”了。““戴 

帽帽”、“一下下(一下)就好了”、“这个 flash好漂漂(漂 

亮)”，这些童言童语仿佛一下子把人带回了童年时代，结 

果，这种倍感亲切的词语一时间获得青睐，使用频率居高不 

下。 

第四，求新尚异。求新尚异是人类的共同心理，这在对 

新事物、新思潮、新观念尤为敏感而又乐于接受且总是领导 

时代新潮流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他们在网络上则表现为对 

外来词的积极接纳和创造以及对新产生的、信息量丰富的 

词语的偏爱上。从网络交流的特点来看，他们通过将汉字、 

字母、数字、符号、图片等随意组合连接或镶嵌而创造出来 

的网络词语，与语言中常规词的构造大相径庭，非常引人注 

目，值得研究。 

三 网络语言折射当代社会文化状况 

1．研究文化的角度很多，从语言人手只是管窥“一斑”。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够折射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心理， 

同时，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 

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 3。因此，我们可以 

通过鲜活的网络语言来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一，大众文化盛行。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文化 

流行趋势和人们的文化审美观的一系列变化。“当前的文 

化主流表现为以反映普通人生活及情感为内容，以大众普 

遍参与为形式，以满足人的感官刺激为追求，以消遣、滑稽、 

嘲讽、夸张为特点，以‘为大众乐’为终极目的的大众文化潮 

流’’[4l。 

大众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随着大众影视的流行，产生 

了无数的“至尊宝”、“紫霞仙子”、“蜡笔小新”、“小李飞刀”： 

大众文学方面，随着《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文学新宠的出 

现，“痞子蔡”、“轻舞飞扬”遍地都是。而读着武侠小说长大 

的年轻一代，则特别钟爱“令狐冲”、“圆月弯刀”、“东方不 

败”这一类江湖气十足的名字；流行音乐发烧友们则选取自 

己喜欢的歌手的名字或歌曲名，例如有人叫“周杰伦”、“刘 

德华”；有的叫“忘忧草”、“独角戏”、“半岛铁盒”、“昨 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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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球迷们也不示弱，“乔丹”、“贝利”、“阿加西”也不乏其 

人。 

第二，文化交融空前。多样化的社会必然产生多样化 

的语言形式。互联网和电子传媒系统正改变着人类的文化 

和生存状态。包括语言在内的人的一切生活，都避不开数 

字化时代的冲击。而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时期，社会形态日趋多样化，网络语言也正是在这 

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挑战着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围 

绕书写文字的社会文化轴心体系。 

2．文化接触会在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目前，我国空 

前开放，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 

繁，这在网络语言中也有具体表现。 

首先。是和网络有关的词语。要么采用音译，要么采用 

意译，这些词很明显是中西文化接触后的产物。例如前面 

提到的“伊妹儿”、“猫”、“下载”等词语。 

其次。是一些网络英语。网民们除了使用汉语，还时不 

时来上几句英语。网民聊天使用的英语有完整形式和缩略 

形式，我们所说韵网络英语是指后者。例如“Y”(why，为什 

么)；“OIC”(oh，I see，哦，我明白了)；“BTW#’(by the way，顺便 

问一下)；“CU”(see you，再见)；“VG”(very good，太好了)； 

“FYI”(for your information，供你参考)等。这样的缩略形式， 

不仅能缩短交流时间，节省金钱，而且使语言显得生动活 

泼，起到了调节气氛的作用。这种缩略语，现在看来，是采 

用词的形式，而在交流中，它们却是作为短语或句子来用。 

这种在汉语中夹杂英语短语或句子的语言实际上属于语言 

接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是在连 

续讲话中出现不同的语言的句子或句子片断的现象，“是对 

有关两种语法的高度熟悉表现，是一种有高水平的双语能 

力的人才能发展出来的特殊技巧”-5 J。这种缩略英语的盛 

行表明当代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也从 
一 个侧面反映了英美文化的渗透。 

语言接触的表现形式之二是语码混合，即在一种语言 

的句子中嵌入另一种语言的词语。由于英语的侵入，英语 

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一定的根基，人们经常会在汉语句 

子中夹杂一些英语单词，如“I服了 u(you)”，“好高兴，昨天 

的考试 pass了”，“看碟iIlg”，“下班到哪儿high一下”。使用 

这种语言形式，求新求变求众，有一种自我表现欲在内。不 

管缩略英语所表现出来的是追求简便省事，还是汉语句子 

中混杂英语单词所表现的自我表现欲，都或多或少表现了 

网民受欧美文化简便、高效与自我意识的影响。 

四 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关注。 

而网络语言也以其鲜活的特点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渗透力和 

影响力，它已走进大众媒体，并渗透到一些年轻人的日常交 

际用语中，这已引起了一些语言学家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 

人们关于如何对待网络语言的争论。有人持宽容甚至欢迎 

的态度，认为“网络是一种可以体现现代人生存和思维状态 

的新语言，它的出现在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j6；有 

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网络语言破坏语言的纯洁”[ ，要 

“保持汉语的纯洁”。前不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汉语的 

危机》一书，指出英语的围困、翻译腔的盛行、网络语言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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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等等，已经对汉语的纯洁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还有人 

持折衷态度，认为语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语言的变异 

有它的消极作用(人们从来是看重这个消极作用的)，但还 

有它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语言政策上，一方面要强调规范 

化，一方面要注意确认变异的合理部分，使它丰富我们的 

语言”。 

如何规范网络语言，使之向积极方面发展，是语言规范 

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探讨这个课题对于汉语的健康发 

展与规范，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扩大汉语的国际影响，对于引 

导青年人特别是中小学学生正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和长远意义。 

2006年5月22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公布了首个“中 

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Q5)》。 

报告显示：我国网络词语具有不稳定性。网络用语几年前 

大量出现，近年则增长速度放缓⋯⋯(来源：新华网)这描述 

了网络语言动态的发展轨迹，为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提供 

了事实参考。 

首先，加强规范意识。当今社会用语不规范现象比较 

严重，这与人们的规范意识较差有很大关系。今年 3月 1 

日，国内首部将规范网络语言行为写入法律的地方性法规 
— —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办法》正式生效，它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 

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 

言。(3月2日《现代快报》)这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我认 

为，上海市的做法无可非议，他们这样立法，也并未将网络 

语言视为洪水猛兽，只是给它划定了一个活动范围而已。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通过提高国人对汉 

语的鉴赏力，教会大家如何进行甄别，吸收接受有思想有创 

意的健康的网络语言，而摒弃那些低级粗俗的语言。 

其次。重视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网络作为非常 

语言催生机器，不停繁衍着更多更新奇的词汇。“新词语冲 

击规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词新义是非规范化的产品。 

社会语言学既要研究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即冲击并妨碍 

规范化的方面)，也要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即丰富语 

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的方面)”L8 J。 

第三。充分调查研究，正面柔性引导。“语言规范是人 

们在语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规范的模糊与分歧不是出于 

偶然，因而规范的整理也不能草率行事，武断和教条是不能 

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虚心和谨慎、勤恳的调查，耐心的研 

究’’[9l。 

一 种语言能否被接受，是通过社会对其调节过滤来实 

现的。事实上，是否出台规范网络语言的法规并不重要，一 

种语言存在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至于 

现在流行的““玉米”(超女李宇春的歌迷)、“盒饭”(超女何 

洁的歌迷)、“钢丝”(相声演员郭德纲的戏迷)，目前很难确 

定这些词语的意义，它们是一种动态的语言痕迹，可能流行 

一 段日子后，慢慢消失，具体如何，有待语言学家们进一步 

观察。而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舆论引导使大家使用积极、 

健康、向上的网络语言，防止污浊的网络语言发生和流行。 

第四，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网络语言的出现， 

经历了萌芽、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其被国人接受的过程。反 

映了语言的市民化，和草根民众争取话语 自由的新趋势。 

这个过程，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是严厉的裁判 

和不合理规则的制订者。对于新生事物的合理与否。历史 

是最好的见证者。 

第五，建立网络语言转化为正式语言的通道。网络语 

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其存在有土壤、有环境。适用领 

域范围也有基本要求。经过自然的产生、发展、淘汰。一些 

经过时间检验的网络语言，必定会进入社会、生活，被人们 

使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只有将网 

络语言和已有的主流语言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发现它的存 

在价值。当其具有了极强的生命力，就不宜以不符合“现代 

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为由拒之于公共媒体、国家机关和学 

校课堂等使用正式语言的场所的门外。我们要建立合适通 

道，引导语言生活向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在当前语言规范 

的前提下，对网络语言还应采取引导、修正和支持的态度， 

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程度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 

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 

家全民素质的高低。相信经过多方的努力，网络语言定会 

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也为进入网络时代的日益蓬勃的 

对外汉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的汉语 

学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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