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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网络语言研究现状
*

段宏立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科研处

,

四川 成都 61 1 13 0 )

【摘 要】近年来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涉及网络语言的界定
、

构成方式
、

特征
、

流行原 因及生命力等问题
,

总体上都围

绕
“

什 么是网络语
、

言
” , “

网络语言为什 么会流行
” , “

如何规范网络语言
”

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
。

但 研究多停留在网络词汇层面
,

对

网络语体关注度不够
,

今后应在语句
、

语篇上加强研究
,

把词
、

句
、

篇相结合
,

力求对网络语
、

言进 行全面
、

细致
、

科学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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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网络语言
,

既是时代的需要
,

也是语言学

自身的需要
,

近年来
,

学界围绕网络语言进行了不

少研究
,

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中以提名的方

式进行检测
,

输人
“

网络语言
”

可得 2 2 45 篇相关文

章
,

去除报刊上 的新闻报道 205 篇
,

可得学术论文

20 40 篇
。

1 9 9 8年立鑫《谈谈网络语言的健康问题 》
首开语言学界网络语言研究的先河

,

随着计算机的

普及和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

网络语言 日新月异
,

越来越多的学者加人到网络语言研究的队伍中
。

从学科层面来看
,

现有研究主要从语言学
、

社会学
、

心理学
、

文化学等学科理论视角来进行
。

一
、

网络语言研究的主要方面

对 2 0 40 篇网络语言的学术论文进行分类分析
,

可以归纳出网络语言研究的主要方面
:

(一 )什么是网络语言

对
“

网络语言
”

本身概念的研究
,

已有界定显示

出差异性较小
、

与时俱进的特征
。

如吴娟 ( 2 0 0 0 )认

为
“

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
、

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

语
、

网民在网络上 的常用语
” 「̀〕 ;郑远汉 ( 2 0 0 2 )认为

“

与电子计算机联网或上网活动相关的名词术语以

及网友们上 网聊天时临时创造的一些特殊的信息

符号或特别用法
” 「2〕 ;储小星 ( 2 0 0 3 )定义为

“

人们在

网络上进行信息收集
、

发布和交换时使用的 自然语

言
” 「3〕 ;陈建华 ( 2 0 0 4 )界定为

“

线民们在使用网络的

过程中新创并广泛使用的词语
” 「̀〕 ;刘绪义 ( 2 0 05 )是

“

网络社会中网民在网络文化环境下所使用的语

言
” 「5〕 ;厉兵 ( 2 0 0 6 )是

“

网民们在聊天室
、

B B S
、

O I CQ
、

E 一m ia l和手机短信中使用的那些被视为
`

另类
’

的

语言表达方式
” 「6〕 ;陈光明 ( 2 0 0 7 )是

“

用于网上 (主要

是因特网 )交际 的一种新兴的语言变体
” 「
飞董宏程

( 2 0 0 8 )是
“

某一特殊社会文化群体内部所使用的不

同于社会通用语言形式的形式
” 「8〕 ;苏培成 ( 2 0 12 )是

“

生活在城市里的一部分青少年网民在网络交际中

使用的语言
,

它与一般社会交际所用的全民语言有

所不同
, , 「9〕。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内涵没有完

全一致的表达
,

但当中都包含着网络语言的使用范

围
、

产生途径
,

特点等
,

都认为网络语言首先是语

言
,

其次才是它的网络特性
。

较大的分歧表现在网

络语言的主体
、

网络语言的外延
、

网络语言的实质

等方面
。

无论研究者对网络语言如何界定
,

但不约

而同都把研究焦点聚集在网络词汇上
。

(二 )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

厉兵 ( 2 006 )分析了网络词汇的形式构成
,

认为

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有
“

标点与字符组成的情感符

号
、

阿拉伯数字谐音
、

新创英文或汉语拼音缩略语
、

普通话或方言谐音
、

同音或近音汉字替代
、

动物名

称指代
、

普通词语别解
、

英文词语缩写或英文句子

等等
” 「̀
气杨国旺 ( 2 0 0 7 )则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度

分析
,

认为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有
“

语音学造词
、

修

辞学造词
、

词法学造词
、

句法学造词等
” 「“ 〕 ; 凌帅

( 2 0 0 8 )归纳了网络词汇的造词方法
,

认为网络造词

法有
“

谐音法
、

减缩法
、

借词法
、

仿词构词法
” 「̀
气吴

丰L权 (20 1 1 )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

得到

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有
“

谐音借代
、

英文缩写
、

杂合

谐音
、

数字谐音
、

拼读谐音
、

借彼喻此
、

借代其他
” 「̀3〕

的结论
。

还有学者从模因论角度探讨网络词汇的

构词问题
。

我们认为
,

这些表述或详或略
,

或概括或具体
,

但基本都说 出了网络构词的实质
,

即形象化的类

比
、

想象
、

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的运用
、

多种修

辞方式的运用
,

甚至还发明创造出自造字词等
。

运

用新方式构造出的网络词汇
,

呈现出与线下语言不

同的特点
。

(三 )网络词汇的特点

厉兵 ( 2 006 )认为网络词汇的特点是
“

简单
、

新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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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
、

诙谐
、

幽默
、

富有创造性
” 「14〕 ;季安锋 ( 2 0 0 9 )认为

“

趣
、

新
、

变
、

同
、

仿
、

谑
” t̀ 51
是网络词汇的特点 ;黎昌友

( 20 09 )认为网络词汇的特点是
“

诙谐幽默
、

经济简洁
、

视觉性
、

粗俗化
, , 「̀
吸张美秀 ( 2 0 10) 认为

“

简牙青睦
、

独创

性
、

生动性
、

随意性
” 「̀7 〕
是网络词汇的特点 ;刘晓坤

( 20 1 1 )认为
“

创新性
、

婉转性
、

讽刺幽默性
、

非正式性
、

理据性
, , 「̀8〕
是网络同汇的特点

。

这些研究成果均认为网络词汇具有
“

创新
、

幽

默
、

简单
、

新奇
、

灵活
”

的特点
,

只在是否粗俗和随意

上有所分歧
。

事实上
,

粗俗词汇只是网络词汇的一

小部分
,

分析网络语言的特点
,

是就其整体而言
,

而

非具体到某个词语
。

对含有粗俗词汇的网络语言
,

是否需要行政层面的规范呢?

(四 )网络语言是否需要规范

学界对此有三种看法
,

首当其冲的是支持派
。

厉兵 ( 2 006 )认为
“

网络语言仅仅是特殊的群体在特

殊的场合与特殊的对象采用的特殊的
、

便捷的而又

心领神会的表达方式
,

它基本上不属于全民语言
。

这种新的网络交流方式没有也不会对传统语言文

字交流造成严重影响
” 「̀9 〕 ,

不需要有关部门来规范 ;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一些专家认为
“

现在的小

孩
,

都是从读图时代长大的
,

他们需要更加简单
、

形

象的交流工具
。

网络语言的产生与其说是为了迎

合新一代的需要
,

倒不如说是语言发展的必然
。 ” 「洲

何须规范 ?

丝毫不让的是反对派
。

闪雄 ( 2 0 0 4 )
“

必须防微

杜渐
,

在网络还没有普及到家庭时就事先建立规范
”

「2 `〕 ;杨北辰 ( 20 0 4 )
“

如果对网络语言不加以控制
,

很

可能对传统正规的语言学习
、

良好文风的形成产生

很大的负面影响
” 「22 〕 ;石琳 ( 2 0 0 8 )认为

“

要对其进行

有层次的
、

动态的规范
” 「23〕 ;王君实 ( 2 0 0 9 )

“

国家要

加强 网络语言规范化的相关立法
、

执法和制度建

设
,

依法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
,

推行规范汉字
” 「川

。

第三种观点对网络语言既不高度评价
,

也不肆

意抨击
,

认为网络语言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
,

也有

不好的消极的一面
。

如邝霞 ( 2 0 0 0 )
“

网络语言是一

种社会方言
” 「25 〕 ;汤吉夫 ( 2 0 0 4 )

“

对网络语言宽容比

扼杀更重要
” t 2 61 ;朱小龙 ( 2 0 1 1 )

“

去粗取精地取舍那

些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网言网语
,

为现代汉语注人

新鲜健康的血液
” 「27 〕 ;吴礼权

、

潘海峰 ( 2 0 11) 专门研

究了网络词汇的成活率问题
,

认为
“

有三类网络词

语有可能成活下来
,

并最终成为丰富现代汉语共同

语的新词来源
” 「2 8〕 。

前两种观点都是执其两端
,

有失偏颇
,

语言是

人类思维的反映
,

网络语言也是网民思维的反映
,

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

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既有正确的
,

也有错误的
,

网络语言也因此有正确

错误之分
。

因此
,

那些正确的反映了现实世界的
,

自然会成为现代汉语里的新词汇 ;而其中错误的
,

自会被语言使用者所淘汰
,

无需任何人来规范
。

网络语言日新月异的今天
,

上面归纳的四个方

面没有也不可能涵盖已有及将有研究的全部重心
,

还有一些学科视角不同
、

关注重心不同的研究成果

未能反映在其中
,

但上述四方面问题都是网络语言

研究中最根本
、

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

也是吸引诸多

学界中人研究的问题
。

二
、

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着力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

网络语言必将影响

着新生代
,

新生代又反哺着网络语言
,

网络语言 日

日新的现状
,

使得网络语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深

人持续下去
。

目前
,

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存在三方

面的不足
:
一是对网络语言内涵的界定过于狭隘

,

仅仅只研究网络词汇
,

而忽略了对网络语句
、

语篇
、

文本的研究 ; 二是语言学 自身的研究视角过于狭

窄
,

虽然涌现出了大量成果
,

但重复性研究居多
,

创

新性研究罕见 ;三是对网络语言的传播途径关注不

够
,

对网络语言从线上走向线下 的原因
、

影响缺乏

持久的研究
。

针对上述不足
,

以后的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三点
:

第一
,

把网络语言内涵的研究重心从词汇转到

语句
、

语篇
、

文本上来
,

并分析词汇与语句构成方式

的异同
,

揭示网络语言的科学内涵
。

如北大校长
“

撑腰体
” ,

不仅要看到网络语言极强的仿生能力
,

也要看到它与 自然语言的相似点
,

自然语言中好的

语句
、

语篇大家都会无意识地仿写
,

但网络语言的

仿写是有意识的
、

自觉的
。

这要求研究者对网络语

言有高度的兴趣
、

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及较强的综

合归纳能力
。

研究重心的转移并不等同于放弃或

者搁置对网络词汇的研究
,

而是要两条腿走路
,

注

重网络词汇研究的同时
,

注重对网络语句
、

语篇及

文本的研究
。

第二
,

拓宽网络语言的研究视角
。

可 以从语言

的功能
、

修辞方式的选取
、

心理层面的暗示
、

人生哲

学的映射等角度研究
。

如从功能演变的视角
,

对网

络语言
“

伊妹儿
”

进行分析
,

会发现之所 以刚开始
“

伊妹儿
”

能够流行
,

是因为当时英语程度不高的国

民对新生的英语单词
“ e m ial

, ,

比较陌生
,

所以音译词

大行其道
。

及至现在
,

英语的普及度越来越大
,

国

民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
,

于是人们舍
“

伊妹儿
”

而直

接
“ e m ial

” ,

这表明网络语言的功能首先就是满足人

们交际的需要
。

英语水平的提高带给网络语言的

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汉英混合体多了起来
,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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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ign
” 。

可见
,

网络语言牵涉到方方面面
,

网络

语言越来越丰富
,

研究资料越来越多
,

不同的研究

视角将更加有利于揭示网络语言的特点及发展趋

势
,

更加有助于认清网络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异同
,

有利于揭示网络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
。

第三
,

加强对网络语言传播途径的研究
。

这既

是第二点拓宽研究视角的要求 (传播学视角 )
,

也是

网络语言自身的要求
。

作为新生事物的 网络语言
,

其将何去何从
,

其能何去何从
,

关系到每一个网络

语言使用者的切身利益
。

比如
“

属丝
”

这个原本粗

俗的词汇
,

随着人们在不同语境的使用
,

渐渐获得

了中性的涵义
,

经过党报
“

属丝心态
”

的传播
,

诸多

名人纷纷领取
“

属丝
”

标签
。

其中缘由需要学界中

人深人研究
,

是
“

属丝
”

本意成就了其
“

光辉
”

地位
,

还是
“

属丝
”

新义赋予了它鲜活 的生命力
,

还是党报

的语用失误
,

歪打正着让久旱的
“

属丝
”

碰到了权威

媒体的甘霖
。

厘清网络语言的科学内涵
,

从多视角对其进行

全方位的研究
,

就一定能找 出网络语言的内在规

律
,

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创造
、

使用网络语言

的大多数主体— 青少年
,

从而有利于和谐家庭关

系的建立
,

有利于和谐网络
、

和谐社会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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