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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网络新词中批评性话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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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新词以其多样性为依托,用简洁生动的表情符号等形态
弥补了文字语言的不足，传递了丰富的情感。层出不穷的网络新词继续以飞快的速度吸引着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网络新词充分体现了广大网民的智慧，从它产生、被接受到广泛使用，弥补了一定的语言表达空缺，从而促进了
网络语言的发展环境朝着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方向发展。本文选取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百度从2013至
2020年间的网络新词作为研究语料。本文以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为框架，从描述、阐释和解释三个
阶段对所选取的网络新词中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在描述层面，本文主要从网络新词的词汇选择和分类两个方面
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特征。在阐释层面，本文主要从网络新词的产生、分配和消费三个方面对网络新词进行
考察，了解网络新词的产生、在网络中的传播以及人们对网络流行语的接受程度。在解释层面，本文试图从话语
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来阐释话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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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批评性语篇分析是一种重要的语篇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

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有些国外学者尝试将批评性语篇
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某些理论结合，以整合出更具体的语篇分析方法进而对某些语体进行分析。

从对中国的期刊数据库和出版社近二十年的出版物的检索情况看，学者们对批评认知语言学与批评
隐喻分析的研究成果众多，而对批评转喻分析的讨论还属罕见。

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评性语篇分析或其涉及的某些概念与认知语言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
契合。国外，除了Black（2004）将批评性语篇分析和隐喻整合提出批评隐喻分析理论外，Meadows

（2007）分析了2004年至2005年间美国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发表的公共演说中所采取的隐喻和转
喻策略，可以看作是将转喻与批评性语篇分析结合的一次探索。

中国有一些学者对意识形态与隐喻作了一定研究。洪艳青、张辉（2002）探讨了认知语言学与意识
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化，隐喻和图解参照框架是描写语言中意识形态的有
用的工具。纪玉华、陈燕（2007）主要详尽地介绍了Black（2004）所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孙毅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Research Grant of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2021 Year)
 ** 釜山外国语大学中国学部. 第一作者(F.A)
*** 釜庆大学中国学科. 通讯作者(C.A)



160   아시아연구 25(1), 金正勋 ․ 金炫兑

（2010）结合批评性语篇分析探讨了隐喻的劝谏性功能。李艳芳（2010）则指出隐喻的建构既受到意
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引导和制约，反过来也可以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服务。

不管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学者们对批评性语篇分析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结合都做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拟将转喻与批评性语篇分析结合起来，构建批评转
喻分析模式。

批评转喻分析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语言、思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考人们交际行为
与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每一个转喻表达的选择都是有意识的，体现着个人的意图。转喻选择的另一
重要因素是基于修辞劝说的目的。在西方修辞学视野中对批评转喻分析进行再定位，可以更好地揭示
这种语篇分析方法的本质。构建基于西方修辞学的批评转喻分析模式，可据以对某些语篇中的转喻现
象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当然，批评转喻分析只能涉及语篇中的一部分语言现象，即语篇中的转喻现象，揭示修辞动机的程
度也会因语篇类型而异。另外，批评转喻分析属于单一范畴修辞批评，这类模式往往因为集中于一个
层面，分析视域受到一定限制，难以对转喻等修辞现象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释。这些方面的问题亟待
进一步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它主要研究社会权力滥用及不平等性是如何在社会环境
中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以期揭露并最终消除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作为批评话
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力求将话语分析与社会相结合，发展一种既能研究语言变化，又能研究社会
的多维度话语分析方法。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吸收了福柯(Foucault)的“话语即权力”思
想，使人们产生了深刻的思考理解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新词传达了人们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
态度和观点而隐藏着话语权。因此，费尔克劳夫的三维模型适合于分析网络新词，以探讨语言与社会
的关系。在本文中，作者将讨论费尔克劳夫三维模型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绝对是不可分割的。这三个阶段还需要与社会背景相联系。它是一个三维模型，人们可以理解语
言的特点，生产，传播，在人们分析话语时，话语消费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将这三个步骤结合在一
起，语言的特点影响着网络新词的传播和力量。笔者将使用费尔克劳夫三维模型的各个阶段分析2013

年至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经过分析，读者可以看到网络新词通过传播信息而蕴含着话语权。

Ⅱ. 描述层面的特征
网络流行语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使用。它们在使用时不仅仅只表达字面意义，而且包含许多其他含

义。在本章中，网络流行语的分析将在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下从描述、阐释和解释三
个阶段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找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基于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描述的是关于文本的语言特征。这一部分将从两个方面进
行分析：词汇选择和分类。Fairclough(1992)提出语言特征主要与词汇、语法和语篇结构三大类有关。

这个网络新词多为词的形式，对网络新词的语篇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困难。

因此，笔者将分析网络新词在词汇选择上的形成、同音词的使用和词义转移的现象。每年，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百度都会选择10个单词或短语作为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具有一定的语言
特征。由于这些特点，它们不仅在互联网上很受欢迎，还应用于杂志甚至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

本节将讨论所选网络新词的一些特征。创新是网络流行语的特征，也是其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互
联网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轻松的语言环境，网民们在这里积极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当代社会普遍加强了



试论汉语网络新词中批评性话语的特征   161

创新意识。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图案表达方式，而各种各样的新奇表达方式
正不断涌现。然而，实现这一目标也是社会的现实需要网络流行语简洁新颖的表达效果。这网络流行
语的创新表现在其特殊的构词方式、使用方式等方面，如同音词和词义的变化。

有些网络流行语在互联网上被网民广泛使用，但并不符合传统的语言形态结构。笔者将对其进行分
析，其中一部分网络新词的形态结构由复合词、缩略语构成。

在网络新词中，复合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文+英文”，另一种是“中文+中文”的组合形式。

“中文+英文”的组合形式，例如“hold住”, “打call”，“XXstyle”，”你有freestyle吗?”这些都是有
代表性的表达。

“你有freestyle吗?”源于电视节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个网络新词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节
目。 “打call“的意思是为某人加油。这种复合词给人们带来新鲜感，被人们广泛使用。

据CNNIC第40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巨大，网民多为年轻人。年轻人思维活跃，思维活跃
他们说话时更倾向于使用时髦的语言。汉语词汇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英语的影响。中文和英文的混合使
用经常出现在普通大众的日常口语交际中。年轻人把英汉混合视为一种时尚。因此，混合语言如“打
call“并“hold住”已经成为网络流行语。

对于“汉语+汉语”这种组合形式的这些复合词在形成时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名+动”转成名词的形式。“葛优躺”成为互联网上的名词。“葛优”是名词，“躺”是动词。“葛优
躺”是放松的状态。这源于葛优这个角色在影视剧中经常躺在沙发上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很快就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和关注。”葛优躺”2016年成为网络流行语。“葛优躺”因为它解释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
理状态。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工作压力很大，他们不得不花大部分时间完成任务。所以他们渴望
好好休息。“葛优躺”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代表中下层的人。同时"葛优躺”也反映了人们在工
业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二、“名+名”的形式。在这种复合词中，网民们把两个不相关的词组合在一起，得到一个全新的意
思。“表叔” 由名词组合而成。“表叔” 起源于引申为戴昂贵手表的官员。“表叔” 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个
讽刺。“表” 的意思是手表，“叔” 意思是叔叔。复合词“表叔”代表一个新的意义，它与原来的意义完
全不同。

三、“形+名“转成动词的形式。“辣眼睛”就是描述不利于人们看到的东西。“辣”是一个形容词，它
在汉语中的意思是“辣”。何时“辣眼睛”被构造，其含义与“的原始含义完全不同”辣”及"眼睛”。这个新
的复合词变成了一种讽刺语言。很多人用这个新的复合词来表达他们看到不好的东西时的感觉。这个
网络流行语包含了情感。

网络流行语中还广泛使用缩略语。它们以简单的形式表达相同的意思。“高富帅”及“白富美”这两个
词都代表那些拥有良好声誉的人外表和财富。这三个词包含了很多信息，因此人们愿意使用这三个
词。

“高大上”是缩写高端大气上档次。"高大上”当这个缩写出现时，显示了它的意思，人们可以理解它
的意思。缩略语的表达是幽默的，所以人们接受这种形式的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中有一些同音词被广泛使用，并很快被人们接受。同音词是不同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是
相同的发音不同，但拼写不同。根据2013年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共有21个辅音和39个
元音中国人它们可以组成417个无声调音节和1336个有声调音节。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大量的同音词和近义词，它们是大量出现谐音现象的客观条件。网络语言
中的许多词是以同音词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一些词是网民无意中创造的。网友们有时会做出一些评论
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时出现的错误。例如“神马”，“围脖”，“鸭梨”，“有木有”及“蛋定”。

 此外，方言的错误也会产生谐音。例如，“蓝瘦香菇”。这是一位网民在展示他的视频记录时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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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受想哭”。 然而，由于方言的原因，观众听到的是不同的。

这些词语与原文完全不同，但由于具有一些幽默的特点，受到网民的青睐。然后这些词频繁出现在
网络论坛和个人微博的评论中，在互联网上变得越来越流行。还有一些谐音网络流行语被互联网用户
故意使用。这些同音词在表达原词的基础上，用来代替相同或相近的发音词汇，以增加语言的感染力
和生动性。例如，“蒜你狠”(算你狠)是一个典型的网民网络流行语。这个词的起源是一位电视节目专家
向观众介绍了电视的健康功能大豆、生姜和大蒜，这在短期内导致了此类产品的高价。互联网用户使
用同音词来创造自己的网络词汇，以表达他们对这种价格上涨现象的无助和讽刺心理。他们只能表达
他们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后来，“姜你军”，“豆你玩”，“油你去”，“煤超风”出现。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语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网络语言的含义无法从字面上理解。

因此，网络流行语中的词义变化在互联网上很常见。词义的扩展是指这个词所指的客观事物的范围由
小变大。表达一个词的意思已经从特定的意思变成了一般的意思。然后，一个词的新义的概念会比原
义的概念更大。

在网络流行语中，一些表达方式比其原有的意义扩展了语义内容的外延。在表达式中“神马都是浮
云”, 原著意义“浮云”意思是天空中的云，但在互联网上，它意味着曾经关心的事情，现在已经不重要
了。“浮云”已经从一个特定的东西变了在一般范围内，其含义已被扩大。意思比原来的大。“厉害了我
的哥”是2016年的网络流行语。“哥”中文意思是哥哥。这是一个原意的称谓。但是在互联网上,“厉害了
我的哥”意思是“嘿，伙计，你真聪明”。“哥”用来指代你正在交谈的任何人。范围不仅限于一个称谓或
一个人。

因此，表达意义扩大的原因在于网民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认知水平变得比以前
更宽。网民的认知使具体概念抽象化，使人们能够接受新的信息。从此，这个表达式已从特定更改为
一般。

词义的缩小意味着这个词所指的客观事物的范围已由大变小。一个词的意思从一个宽泛的概念缩小
到一个狭窄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新义概念比原义概念小。

“主要看气质”2015年非常流行。许多人在互联网上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幽默。“气质”中文有几种
解释。一是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第二是一个人的外表。第三是情绪随环境变化的趋势。在互联
网上，许多人使用“主要看气质” 为了娱乐。“气质”指的是某人在互联网上，它的意思比它原来的意思
要狭隘。意义的范围正在缩小。

“吃瓜群众”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使用。在在线论坛上，许多人发帖讨论问题，随后往往是一群人排队
发帖表达自己的观点。2016年，只看不说的普通网民被称为“吃瓜群众”。人们经常使用“吃瓜群众”嘲
笑自己或互相嘲笑，用来表示他们不关心自己，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通过旁观者的方式观看。“吃
瓜群众” 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的特殊类型。意义的范围已经缩小。

在互联网上，许多人都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有钱就是任性”。在字典里，“任性”就是有人可以做任何
事情，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们的行为。随着表达方式的流行”有钱就是任性”，这句话也成了一个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网民使用“任性”显示富人在消费方面允许自己，或者他们不控制自己的金钱行为。网民
使用“任性”表达他们对富人的讽刺，同时也揭示了对富人批评的意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

的范围不断扩大，“任性”已逐渐缩小。

意义提升是指一些网络流行语在汉语语境中是中性词或贬义词，但它们在网络语境中具有褒义意
义。互联网上的意义正在改变。它们所指的与原意或字面意思不同。

“怼”表示抵制和对抗，这在中国的新华字典中被解释为怨恨。它发出的信息是否定的。在某种程度
上，它被视为一个贬义词。现在这个词开始了互联网被用来指口头回应或反击行动。这个词含义的变
化反映了新一代年轻人表达自己想法和不满生活态度的勇气。这也表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包容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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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怼”代表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因此它已成为网民们的褒义词。

“女汉子”这个词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女汉子”过去指的是那些像男孩一样的女孩，没有温柔
温柔等女性特征。但随着2013年一位女主人在微博上发起了“硬女修身”的话题女汉子”开始在互联网
上迅速流行起来。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性格好、不怕痛苦或困难的女孩。这些女孩能做男人能做的事。女孩不再软
弱；他们积极、坚定、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

这个词体现了女性追求个性、自我完善和自我意识的精神。“女汉子” 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

“老司机” 在互联网上也被用作褒义词。一词“老司机”起源于在线评论区和社交网络。它指的是经历
过各种规则、内容和技巧的人。“老司机”指擅长某件事或熟悉某件事的人，以便为新人提供指导。但
在字面意义上，“老司机”他是一位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司机。这只是一个中性词，意思是司机。词义的
扩展增强单词的意思。

贬义是指中性词或褒义词在网络使用中已成为贬义词。

“我爸是李刚”源于一场迅速引起人们注意的车祸。在司机撞了两个女孩后，他对受伤的女孩毫不在
意。相反，他的态度如此冷漠，傲慢地告诉受伤者他父亲的名字，因为他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司
机没有向被撞的女孩道歉，而是威胁受害者而人群则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因此，“我爸是李刚”在人民
心目中已演变成霸权主义和不公正的同义词。后来，这个表达在互联网上迅速流行起来，人们用这个
来表达他们对某一阶层的不满和宣泄。“李刚”在这件可憎的事件之后，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然而，

在车祸发生之前，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个人，而且”李刚”只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意
义，它是一个中性词。随着事件的发展和网民对事件的高度关注“李刚”逐渐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

那就是滥用权力一词的语义变化“表叔”类似于的语义变化“我爸是李刚”。

表达“表叔”在字面意义上，它只是一种亲属称谓，但它意味着一个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手表的男人。

“表叔”的起源是一些官员在公共场合露面时戴着昂贵的手表，而他们被发现有更多这样昂贵的手表。

官员佩戴的装饰品的成本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职位工资。这一现象引起了公众的争论。然后是公共用途
“表叔”讽刺那些贪官。“表叔” 从中性词变为贬义词。

新闻事件的网络新词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它允许互联网上的大多数草根阶层表达他们对公共事件的
关注通过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从而给话语以某种强大的动力。互联网的普及为草根阶层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平台。在网络世界里，草根阶层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互联网上，没有身份
和地位的区别，每个人都是与他人平等。从网络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草根阶层的天堂。草根阶层使得
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广为流传。例如，“我爸是李刚”是一个网络新词，用来表达对滥用职权者的不
满。

商业宣传的网络流行语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他们被商人故意包装成引人注目的自私。字词通过商
业干预和资本宣传，网络新词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并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工具。例如，“重
要的事情说三遍”最初是一个房地产网站的广播广告。这则广告一发布，就迅速传播到各大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当天互联网上的搜索数量急剧增加。这个网络流行语是为了强调产品的重要性。

娱乐类网络流行语具有明显的娱乐性特征，主要来源于影视剧和明星语录。它们是最简单的，也最
有可能成为互联网的流行语。例如，“洪荒之力”最早出现在电视剧《花千骨》中。据说它是剧中最有
影响力的人物。

在2016年8月8日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傅元辉园慧谈"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在采访中用一种滑
稽的表情。然后，“洪荒之力” 很快就流行起来了。它被广泛用于以快乐的语气表示努力的程度。

第四类网络流行语主要由网民创造。

网民自创的网络流行语数量众多。这些词语是网民的自我认同和娱乐，很容易被公众使用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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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用户创造的网络流行语大多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例如，“萌萌哒”及“卖萌”都是动画语言它们都
是可爱的意思。“你们城里人真会玩”，这是人们在网络上经常互相取笑的一个短语。网络上的流行语
来自于一个伪装成明星的人，让记者以为他自己就是明星。事件发生后,“你们城里人真会玩”这句话流
传开来。互联网用户创造的网络流行语幽默幽默，让人们轻松愉快地进行交流。

Ⅲ. 阐释层面的特征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话语文本转向了电子媒体，文章的表达和互动形式也发生了变
化。网络流行语的互文性非常明显。在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中，任何新的句子都是对先前句子的重复或
模仿流行语。

“且行且珍惜”源于女演员马伊利。她在婚姻陷入困境后写下了这句话。这种句子结构很快被互联网
上的网民模仿。及“且行且珍惜”2014年成为网络流行语，入选国家监测中心语言资源的研究。人们使
用“且行且珍惜” 表达他们对家庭、友谊和爱的感情。“且行且珍惜” 已经成为网民们造句的一部分。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源于一位教师的辞职信。老师十个字的辞职信激起了人们造句的热情。

他们使用“世界那么大”作为模因来表达他们的欲望。在新的句子中，网友们说出了什么他们真的很想
做，而且他们有利于追求自我实现。

2015年，歌手王新玲的专辑《吃汉堡包》中的模特被评为“主要看气质”网友们说。在很短的时间
内，它成为热门搜索。“主要看气质” 在网络环境中爆发的这场讨论之美，仿佛让网友们找到了新的寄
托。这句话是给予巨大的群体认同，因为它触及社会痛点。因此，在网络的巨大影响下，网民开始大
规模模仿网络流行语。

网民的自我创造“吓死宝宝了”指的是害怕。当网民们在网上看到这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时，他们
会留言“吓死宝宝了”来表示他们的惊讶。还有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的句子，比如大晚上忽然停电，“吓死
宝宝了”及“老师找我谈话，吓死宝宝了”。一些网民拿出了"宝宝”单独使用，出现在其他上下文中，并
与其他单词和短语。“本宝宝不开心了”, “笑死宝宝了”, “本宝宝被虐哭了” 所有用途“宝宝” 作为句子
的主体，使句子表达情感状态。这句话使交流更加密切，因此很受欢迎。网络流行语的互文性实际上
是在其原有话语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话语，从而产生互文效应。

社会传播是话语生产、消费、传播的渠道。所以在这一部分，网络传播将讨论社会环境中的流行
语。

在数字时代，网络、人类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话语的形式和内容都改变了互联网，并不断适应网
络技术。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数字屏幕，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比以往增加了很多
倍。这些信息迫使人们不断改变接受新的阅读习惯和交流习惯。

人们总是渴望与他人有更密切、更频繁的接触。正是这种心态使人们能够适应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
话语变化。因此，使用网络通信工具保持在线联系需要适应网络通信语言，也就是说，网络流行语。

因此，网络流行语成为一种广泛的话语形式，其前提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从多年来，网络流
行语在传播渠道、内容、模式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变化，蕴含着清晰的技术发展逻辑。网络流行语词汇
的起源从互联网的贴吧和论坛，到社会热点事件的组合，再到娱乐热点词。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匿名
性、交互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提高了网络流行语的利用率，使网络流行语传播更加广泛。借助网络技
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和推广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的基调是娱乐性的。“我也是醉了“最早起源于金庸的小说《传说中的剑客》。它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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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沮丧的方式。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无法理解或他抱怨另一个人或事情。“醉”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喝
了很多酒后喝醉了，但在这个表达中“我也是醉了” 它显示了人们的惊讶，以至于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什
么也说不出来。“醉” 使语言有趣有趣，并将表达方式从普通语调转变为娱乐语调。

“定个小目标”来自富人王建林，当时他参加了一次采访。他告诉记者采访者说，如果一个人想赚
钱，他不需要设定一个大目标，而是一个一亿的小目标。听到这个消息，网民们非常惊讶只是一个小
目标，因为这个目标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

那么多网民使用"定个小目标”用句子来表达他们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俏皮的表达方式可以使这些
话变得幽默。网络流行语中隐藏的幽默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的讽刺。这句话很有趣“定个小目标”使它更
受欢迎，更具吸引力。

当所有的公共话语都以娱乐的形式出现时，娱乐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网
络流行语打破官方话语严肃僵化的语言风格。它以幽默和有趣的方式描述了社会生活。娱乐性网络流
行语可以使人们放松自己，拉近与人的距离，这样的话语越来越流行。

话语实践的消费是指话语如何被人们接受。在这一部分中，将在下面讨论消费。

2011年，火车相撞后，一位发言人使用了“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回(埋葬尸体的问题。

列车的车头箱给全国人民。这一回(引起了广大关注此事的网民的不满形势的发展。网民们正在抱
怨这句话。“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微博上的一位网民发起了一场造句活动，表达对事故的
怀疑。当时有7000多人参加了这项运动。大规模、范围广泛的在线句子瞬间引爆网络，其中大部分是
网民对铁道部的质疑和讽刺。

这些句子是不满意的，例如“动车追尾事故不止死了35个人，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及“动车
追尾事故正义的人才有责任，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草根阶层以如此温和但有力的方式表达
了他们对灾难的持续关注在互联网上。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们对官方处理和报道的怀
疑和厌恶，在互联网上清晰地显露出来站台这一舆论表达对事件调查组和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施加了很
大压力，以便促进对列车事故的严惩，并向公众作出公正的交代。从那时起，这个短语经常被用来讽
刺。由此，基层群众看到了网络流行语传播方式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在类似的公共活动中，网络流行
语被更广泛地使用和使用越来越成为草根阶层在网络平台上交流的语言工具。网络流行语在基层的频
繁使用促进了网络空间的有效沟通，扩大了其使用范围。

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事件的判断。在信息发展的时代，人们每天面对大量
的信息。媒体将在此时查看信息。无论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是合适的根据媒体的属性
和规则过滤信息。

网络新词是随着媒体在扮演监督者角色时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报道而兴起的。为了吸引和提高
受众的关注量，媒体选择了新闻事件中突出的矛盾点作为标题。

这些口语或简单的单词或句子最有可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更可能被重复。网络新词的形成具有媒
介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在两大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微博热门话题列表微信公众号经常使用最新
的网络流行语，以快速、及时地引起观众的兴趣。标题越引人注目，它对公众的吸引力越大。例如，

标题为“高富帅”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互联网用户在收到类似信息后，会下意识地使用“高富帅”表达
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它使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网络流行语，扩大他们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然而，一
旦媒体发现其他新的和有趣的词汇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流行元素，他们将立即转换为新的术语。

代表当局和普通民众的群体分别是政府和基层。在过去，官方的叙述总是被呈现出来根据权威的官
方话语模板。这种说法严肃而谨慎。这种沟通方式阻碍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公众的良好互动社会操作系
统。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每天都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接收信息，因此官方叙事积极地
调整着话语交际的形式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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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叙事在传统语言的既定规范范围内。而当时机成熟时，官方叙事就会接近网络语言的话语。它
的目的是迎合人们的思想和话语，并顺应某些公众舆论。同时，它还可以搭建一座桥梁，有助于传达
民意，提高官方价值传播的接受度和广度。

2015年，中国电视台（习近平主席）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CTV）向中国人民致以新年问候。习
近平强调“干部蛮拼的”。习近平主席使用这个网络新词“蛮拼的”描述干部一年来的基本工作状态，生动
时尚，与公众拉开距离。习近平指的是网络新词“时间都去哪儿了”在俄罗斯电视台的独家采访中。这
些看似无意的行为实际上是官方话语接受和迎合网络流行语文本和形式的一部分。

为了体现政府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生活,认同大众文化,当局开始使用中性或积极的词语或句子来反
映官方话语的活力和独创性。这一做法为官方机构注入了新鲜血液积极主动地化解它的僵化。

在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的小品借用了2015年的网络流行语，如“主要看气质”, 

“吓死宝宝了”, “我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他试图通过在草图的线条上添加网络流行语
来与观众互动。在互联网时代，官员们积极使用网络流行语与互联网用户交流。在一个更加开放和自
由的媒体环境中，官方话语也同样重要通过在线语言交流重塑政府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基
层、政府和媒体影响着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他们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方向，但却达到了相对的目的在某
个时候保持平衡。正是由于这三者的共同作用，网络流行语更为公众所接受和使用。

Ⅳ. 解释层面的特征
网络新词体现了人们的话语权，是人们对某一事件或现象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它出现在互联网时

代，让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网络是他们在一件事上分享不同想法的好渠道。网络新词显示了
人们的言论权。

“蒜你狠”曾在2013年成为网络流行语。那一年，物价上涨得相当显著。人们对这一现象非常不满，

所以他们用这些词来表达对物价上涨的不满。“蒜你狠”它开始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并迅速在互联网
上广泛使用。然后，网民们又创造了类似的网络流行语，以表达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比如“姜你军”，

“豆你玩”，“油你去”，“煤超风”等等人们行使表达他们对一件事的想法的权利。流行“蒜你狠”类似的表
达方式是帮助人们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2013年在互联网上很流行。“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代表网民致富的渴望，代
表有钱人的羡慕。当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只是想象自己是富人的朋友。这个网络流行语表达了
草根阶层的沮丧和自嘲，表现了身份的分裂和对立。这句话中隐藏的讽刺意味”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其
实是想突出社会上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人们用自己的表达来表达对贫富差距的不满。

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大众话语形式，体现了公众的话语权。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时代的到来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公众提供了话语权。网络流行语是在现实社会中舆论有限的条件下产生的。

它的民粹主义注定要打破这种地位，成为公众表达思想的工具。源于网络文化的网络流行语逐渐成
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符号，显示了人们话语权的扩张和话语地位在虚拟世界中的提升。连习近平主
席也用网络流行语“蛮拼的”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这表明了网络流行语和对草根语言的尊重。这些
凝聚民意的网络流行语，是网民通过网络行使监督权、追求民主正义的表现网络同时，网络流行语也
融入了社会大众的话语体系，展示了人们的话语权。大部分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创造的，他们用这种方
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这是捍卫自己言论权利的好办法。这个话语权已经从官方转移到基
层。话语的影响力也是话语权力的一种形式。网络新词代表着人们的态度，网络新词中隐藏或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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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会逐渐产生影响。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来源于一位教师的辞职信。她辞去了这份工作，想利用这份工作是时候去
看看和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可能性和机会。但是人们被生活的压
力所迫，很少有人能在现实生活中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老师用的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表
达许多网民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这是灵魂中最真诚的渴望，也是经过多年正规工作后对自由的向
往。老师勇敢地表达了她的真实追求。当她的辞职信内容上传到互联网上时，立即引起了广大网民的
共鸣。因此，网民们也用这个短语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这一表达方式反映了
社会中的中下层群体。在现代社会，人们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
要通过工作来争取生存，周围有很多困难。他们渴望轻松的生活，想要思想的自由。“一人使用后”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来表达她的内心想法。其他人被深深感染，然后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表达减少
来自工作、生活的压力。随着使用量的增加，“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话语
表达了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而隐藏在话语中的态度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从而使话语能够在互联
网上广泛使用。其影响是隐藏在网络流行语中的话语权。

“伤不起”及"有木有”源于互联网上的一篇短语，该文章由一名主修专业的学生撰写用法语。在这篇文
章中，学生抱怨学习法语的困难和压力。他的文章后来被互联网用户以各种形式转载版本和表达式“伤
不起”及“有木有” 这篇文章中出现的内容很快成为了网络流行语。“伤不起”及“有木有”用来表现人们的
生活压力。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工作、生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人们的心中充满了莫名的困惑
和矛盾。表情的外观“伤不起”及"有木有”使人们能够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话语对人们的态度产生了强
大的影响。

“元芳, 你怎么看” 来自电视剧，这是狄仁杰在分析案件时经常说的话。这句话后来被广泛用于评论
热点新闻事件。这句话在一件谋杀案由法官裁决的事件发生后流行起来警方认为这是自杀。网民们已
经使用了“元芳, 你怎么看” 质疑警方的判决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表明了网民们的怀疑政府
做事的能力和期望政府恢复事件真相的能力。“元芳, 你怎么看”反映了人们对当局的讽刺和不满，对道
德缺失的无奈和怨恨。

网络流行语蕴涵着话语权，这种权力随着话语的传播而表现出人们的态度。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发泄
情绪、表达意见的工具，夹杂着网民的态度和主观意识。网络流行语大多来源于网民的自我创造，他
们通过这种新颖的语言形式批判社会现实。现在，公众已经开始重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渠道已经逐渐多元化，普通人有了发言的机会。网民们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
的观点。网络的迅速普及流行语必然与一些社会现实和新闻事件有关，但也离不开基层话语权的兴
起。网络流行语与大众文化相结合，体现了话语的力量。随着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它们对人们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和社会。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权表现出一定的效果。

网络流行语传达了人们的声音。网络流行语凭借其幽默的形象和通俗易懂的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读者公众的注意力。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也扩大了社会问题的范围，使更多多元化的社会问题进入公
众的视野。网络流行语已经与许多公共事务的演变有了很大的联系。“我爸是李刚”, “表叔”已逐渐成为
舆论表达的象征。它们体现了网民作为弱势群体在权力面前独立产生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批判。同时，

这种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社会化的语言参与的象征。

人们用网络流行语来表达对权威的不满，网络流行语实际上是对权威的一种讽刺权威它所表现的是
网民对事件真相的渴求和对正义的追求，这是一种迫切的社会参与意识。在自主参与下，许多网民对
网络流行语的改编和创作体现了他们丰富的表达风格。网络流行语在公共事件中的产生和传播是一种
新的力量。它不仅扩大了公众中的社会问题以及数量和强度同时也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流
行语的产生和传播影响着网络的发展通过表达公众情绪和倾向，事件和规范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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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用网络流行语来表达他们的需求。网络流行语代表着大量人参与的结果，因此隐藏在网络
流行语中的公众需求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政府。网络流行语承载着网民对公共事件的评价。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事件背后的网络舆情和民情走向。

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将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辅
相成。新媒体可以快速传递信息，并及时与公众互动。传统媒体凭借其社会公信力和新闻专业能力，

能够促进事件的快速披露和相关问题的解决。

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可以传达公众对真理和真理的渴望对官方声明的质疑，这对公众产生了舆论压力
有关部门。

“蒜你狠”显示了人们对大米价格上涨的不满。随着这个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使用，政府注意到了大米
上涨的问题。在大多数人使用网络流行语之后，政府采取行动调查价格上涨的原因。“蒜你狠”以表示
他们的不满。政府表示，如果有非法的涨价行为，将受到惩罚。网络的发展流行语可以使政府相关部
门开始注意到热点事件的严重性和公众情绪的趋势。也可以促进事情的真相尽快被揭露。年形成的舆
论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不断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在网络中，互联网的存在是一种参与式的传播模式。公众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微博和在线论坛等新媒
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逐渐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言权。网络流行语是在特定的话语情境中产生的。

在网民首次发现并质疑事件或官方声明的真实性后，官方组织和主流媒体立即跟进事件的过程，并最
终将事件扩大到公共领域，以吸引公众的关注有关政府部门。因此，公众可以影响社会的发展公共事
件通过其话语权和话语权的介入，甚至可以影响其发展趋势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流行语有
着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例如，“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铁路事故发生后，这
位发言人的讲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使用我反正信了” 到判刑以表示他们对事故结果的不满。

“我反正信了”对调查小组和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政府惩罚了负责人，让他们给公众一个(案。网
络流行语促进人们参与社会活动。公众之所以能够在新媒体话语的基础上参与和影响公共事件，是因
为互联网赋予了公众话语权。

通过打破官方话语对自言自语的垄断，互联网用户可以在在线热线事件中获得发言权。作为话语的
主体，他们可以干预公共事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民的情绪得到宣泄和满足。这种满足感
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网民自发参与公共事务，以加快话语民主化进程。

Ⅴ. 结语
 网络流行语不仅活跃在网络交往行为中，而且已经从网络渗透到现实生活之中。生动活泼的网络流

行语显示了网民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想象力，同时还展现了语言在网络中的感性化活力。尤为重要的
是，感性化的网络流行语并非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其中还包含了对社会消极因素的讽喻，体
现了广大网民嘲讽邪恶虚假、期盼公平正义的理性要求。因此，应当对网络流行语开展深入的话语分
析，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行为中蕴含的各种积极因素，也可从中揭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深刻的社会矛
盾。

本文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型，对所选取的网络新词进行详细分析。笔者讨论了对网络新词
的语言特征、传播方式和话语权进行了研究。在描述阶段，对网络进行词汇选择和分类解释了流行
语。在阐释阶段，涉及生产、分配和消费。通过对三个过程的分析，得出了流行性的结论。

网络流行语清晰可见。在解释阶段，是关于网络新词的话语权及其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通过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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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流行语的分析，笔者发现，网络流行语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其语言特点和语言特点含意而草
根在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隐藏在网络流行语中的话语权得到了释放加快了
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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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network catchwords from 2010 to 2017 as the research corpus from the 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Baidu. Based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selected network catchwords from three levels: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t the descriptive level, the author mainly analyzes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choice 

of vocabulary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network catchwords. At the interpretation level, we mainly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catchwords from the gener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text, how it spreads and 

how it is accepted by people. At the explanatory lev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network catchword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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