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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语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启迪 

程宇崧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科技有了高速的发展，由此人们与网络的距离变得

愈来愈近，而在这种距离接近的背后，人们的生活多了一个新的概念“网络用语”。网络用语无疑是一把

双刃剑，带给人们享受它自身的便利和娱乐化的背后，也给人们的汉语规范带了无可避免的冲击和挑战。

论文在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和语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尝试去分析网络用语的产生和网络用语对汉语规范化

的影响以及两者的融合。 

关键词：网络用语；汉语规范化 ；影响；融合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目前网络用语盛行，汉语规范化问题日益复杂，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和解决这个现象成为

了各学者关注的问题。“网络用语对汉语规范化的影响”这个问题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是

仍然有可以继续剖析的地方。接下来笔者将分析网络用语对汉语规范化的影响，并且找出网

络用语和汉语规范化的相互促进的方式，希望对大家理解网络用语和汉语规范化两个方面有

不一样的帮助。 

 

二、网络用语与汉语规范化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网络用语 

网络语言是指产生并运用于网络的语言。网络语言是从网络中产生或应用于网络交流的

一种语言，包括中英文字母、标点、符号、拼音、图标（图片）和文字等多种组合，也是网

民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诙谐、逗乐等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特定

语言。 

目前常见的网络用语有 BT（变态）、778（吃吃吧）、高大上、柠檬精等，并且在人们

平时的手机聊天中一些表情包同样隶属于网络用语的范畴内。 

（二）汉语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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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规范化指根据汉语发展的规律来确定并推广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

方面的明确的、一致的标准，以进一步促进汉语的健康发展。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就是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说某国的经济基础低，但是这句话明显不符合汉语规范化的语法标

准，它的主谓搭配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叙述应是经济基础薄弱亦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又

比如人们常说“你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情”，这句话的修饰语位置是不正确的，按照语法规则

应将“这么”放在“大”之前。 

 

三、网络用语的产生和特点 

（一）网络用语的产生 

网络用语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下的经济，科技，文化条件。具体如下： 

 

1.人们对交流效率的要求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交流的实效性具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为了节省交流的时

间，从而创造出一系列简化的网络用语以减少文字输入的速度和放低打字的成本。例如“hxd”

原意是指好兄弟；“emo”原意是指伤心的情绪：“扩列”原意是指扩充各种列表。可以说

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促进网络用语产生的必要条件。 

 

2. 网络等物质载体的技术支撑 

网络用语的产生离不开其物质载体网络。网络的发明是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网络自产生来以极快的速度渗透于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其中对人

们的交流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改变，人们自从前的书信交流，电话交流转化为在手机电脑前

只需要打字就可以实现远程交流，而在这种远程交流中，网络用语就自然产生。所以从科技

层面来看，网络的出现为网络用语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新奇性，

导致中国大量年轻人进军网络，大量年轻人在网络这片“自由之地”可以标新立异，表现自

己，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网络流行语，例如“猴赛雷”，“网抑云”，“深井冰”等新词。 

 

3. 文化底蕴和文化政策的支持 

中国优秀的文化历史底蕴和开放的文化环境给网络用语的产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

络用语无论多么新奇或奇特都离不开汉字这个核心，一些网络用语无外乎都是利用缩短，谐

音，变意等手段在汉语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

文化政策开放自由为网络用语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创造条件，有创造想法，有创造动力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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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创造用语并且去传播它，从而有了网络用语。若是在封建王

朝或者任何一个没有文化自由的社会，人们创造和使用网络用语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二）网络用语的特点 

1. 创新性 

创新性是网络用语所具有的最显著特点。由于创造环境的自由和创造群体的年轻化，网

络用语也被赋予无限的新意。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加以消化，从而创造出

网络用语，这种网络用语可能有些不免低俗或奇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它被说出来的时候

往往给人一种当头一棒的感觉，而将其与原本的汉字意义相比更是不得不感叹，原来还能这

么用！例如，我们每次考试都会提及的“内卷”，《“内卷”最早来源于康德《批判力判断》，

形容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而如今的含义是学生们通过学

习的方式疯狂的进行内部竞争》[1] 。 

2.时效性 

   时效性可以用时和效两个方面来解释。网络用语的创造成本是极其低廉的，以致于不知

何时何地无论何人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网络用语，但是不是任何的网络用语都能在历史舞台扎

营落地，很多网络用语在经历过人们的考验后，有的不再为人们所用，有的失去自己原本的

功效。例如，“李时珍的皮”、“蓝瘦香菇”、“挽尊”等词，它没有给人们带来应有的便

利，反而造成了语言上的困惑，所以慢慢的被人们遗忘。但是也有一些符合各方面需要的网

络词语有着长久的时效性，以致于最终纳入正规汉语队列中。例如，“给力”、“带节奏”、

“干饭”等词，这些词在人们生活中可适应的范围和场合实在太广泛，如此人们使用起来得

心应手，便一直延续了下去。 

3.经济性 

网络用语的经济性体现在它简短的字节和整合的含义。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使用这种网

络用语从而减少了一些长句，难句，难词，辟词的输入，从而提高了交流的效率，剩下的一

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例如“供给侧”和“工匠精神”。“供给侧”这个词在经济领域是

非常常见的词，它的全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在使用这个网络用语后打字的效率

大大提高。“工匠精神”可以指在一切领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人们在夸赞别人这

种品质的时候使用“工匠精神”一词，又准确又高效
[2]
。 

4.通俗性 

网络用语的通俗性体现在利和弊两方面。利指它自身的通用，弊指它自身的粗俗。网络

用语由于是广大网民创造并为之传播，其自身有着很稳固的群众基础，这种特点使它能够在

人们的口头交流中广为使用，并且津津乐道。但是在不断追求标新立异的过程中，一些低俗

的网络用语也冒出人们的生活中，最常见的有“WBD”（王八蛋），“BT”（变态），“QTM”

（去他妈）等。粗俗的网络用语不仅在成人的世界出现，甚至在小学生范围也是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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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一方面体现人们需要警惕网络用语的不正确使用，相关部门应加以管制[3]。 

5.多样性 

网络用语的多样性来源于创造网络用语的群体和语言本身的特点。创造网络用语的群体

十分广阔，从学生到工作党再到老年党都是其创作主力，它们的创造基础必定有来源于自己

的生活实践，所以其内容和特色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从语言本身特点来说，构成语言的三要

素有语音，词汇和语法，而网络用语一定程度上跳出笔者们平时汉语构词构句的框架，例如

从构句来说，网络用语不仅会组词还会造词，甚至一些符号，字母和数字也能加入网络用语

的阵营，例如“yyds”（永远的神）、“emo”（伤心了）、“886”（拜拜咯）等[4]。 

 

四、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一）提高各民族各地的交流效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往来交流日益增多。在生活中两地由

于语言不通，交易双方说各自的方言导致一些经济上的误解和失误并不少见。促进汉语规范

化，可以减少交流时候的障碍和意外，有助于经济交流的高效率，能让汉语更好的为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5]。 

（二）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和国家的稳定 

汉语规范化也促进了政治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下，各民族人民交流增加，如果没有

统一的语言，那么很容易造成交流的苦难和某些争议。汉语规范化后，各民族高质量，高效

率，高精度的交流能够更好的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为祖国的政治稳定做出突出贡献[6]。 

（三）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汉语规范化的文化意义主要从两部分来说明，一是文化的传播，二是文化的继承。面对

培养新时代新人才的时代要求，汉语无疑是传播优秀知识文明的有力载体，人们能够通过汉

语更好的去了解学习知识，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播。而在网络用语肆无忌惮的发展中，汉语规

范化能够遏制网络用语发展带来的弊端，有效的保护我国汉语的正常发展和继承，并且能够

从网络用语中汲取有力要素为自己所用[7]。 

五、网络用语对汉语规范化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理智的看待网络用语出现的意义，合理的利用网络用语背后的价值，不仅能丰富人们日

常的生活，同样会对汉语规范化有巨大的影响。接下来，笔者将从当代社会需求、现代汉语

内容两个方面来论述网络用语对汉语规范化的积极影响。 

1.促进汉语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 

 网络用语的出现为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其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这个促进主

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和补充某些含义的空白上。首先，一些对含义表达高度凝结的网络新词，

例如“神仙操作”，这个词就指对别人一些优秀成绩的夸赞，在交流过程中这个词就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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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何夸赞别人的场合，大大提高了交流效率，促进汉语更好的适应当下社会“急”这个特

点。其次，“地摊经济”一词补充了当代汉语中含义的空白，我们平常都有“第一产业经济”，

“第三产业经济”等词，这些词覆盖了农业和高新产业方面，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小型的路

边赚钱模式却没有一种比较正式的语言规定，而“地摊经济”一词正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白。 

2.丰富现代汉语的内容 

网络用语的出现不仅扩充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也丰富了其语义系统。一些网络用语通过

明喻，隐喻，缩短，扩大，省略等方式在原有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词汇和新的含义。这些

网络用语的出现首先是创造出新的词汇，其次是挖掘出了大量在历史进程中埋没的古代词

汇，例如“社死”，“甩锅”，“油麦”，“囧”等。而暗喻或者转喻是产生新含义的主要

手段，一些汉字由于跟某些行动，特征有着关联，所以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以更加形象生动

使用，例如“剁手党”，“躺平”等，这些词汇在不知道其被赋予的新含义之前，是很难猜

到什么含义，但是当人们知道后又为这种语言的神奇和多样而感到震撼。 

（二）消极影响 

网络用语的不正确使用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以下笔者将从网络用语在汉语语

义、汉语语法、汉语的被重视程度、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量和困难度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1.词语的滥用会造成现代汉语含义的混乱 

正常的网络用语可以提高交流的效率和趣味性，但是某些不合适的词语会造成相反的作

用。某些网络用语虽有汉语的语素但是缺少了其构造的规律性，以致于一些词的意思给人总

是模模糊糊多种多样。例如“大聪明”一词，这个词从原本含义来讲是夸对方脑力非常，智

力过人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从网络用语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贬义词，是讲对方愚蠢，傻

等不好的含义。还有一些由英文字母缩写成的网络用语，例如“pyq”一词，pyq一词最常

用的是朋友圈，因为它是每个汉字首字母的缩写，但是如此一来，它也可以翻译成朋友群，

喷油器，平原区等含义。这些网络用语的滥用对汉语规范化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如若媒体加

以利用，那么它的危害会进一步扩大。 

2.随意的造词造句会造成语法上的混乱  

因为发明网络用语的成本太低，任何人只要有电子设备，随时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创

造的语言，但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网络用语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些网络用语不仅在表达含

义上低俗，甚至在语法方面也时常犯错误，造成了语法上的混乱。网络上很多语句都体现了

这种混乱，且由于它的“便捷”和“通畅”，导致在人们在交流上非常难发现，甚至在日复

一日的“洗脑”后，很多人便会觉得如此表达没有问题。例如，“饭吃了吗”，“你有在睡

觉吗”，“说明白了你”等，这些词句都不符合正规汉语的要求，并且在长期使用下，人们

经过二次创造，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有着语法错误的语句，最终将严重地影响语法规则体系

[8]。 

3.网络用语的过度使用削弱对汉语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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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语产生的初心是为了提高人们交流的趣味性和效率，但是目前有一种普遍现象发

生，那就是网络用语过度使用，汉语的位置却逐渐模糊。很多人在平时的交流中都有意或无

意地使用网络用语，甚至在一些专业的考试或者文章也频频出现网络用语。以“顶”字为例，

根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机构对高校网站 BBS用字统计显示，“顶”字的出现频率为

23.02%，也就是说网民每说的五个字中就有一个“顶”字，回想中国人口基数，便知如今使

用网络用语的网民基数有多大。而这种网络用语的过度使用必将会减少汉语的使用，因为它

可以代表汉语所说的含义，但是这种现象也必将对汉语的传承和发展造成阻碍，而且从长远

来看网络用语终究是时代产物且并不是一劳永逸，汉语才是我们要着重发展的对象。 

4.网络用语的出现加大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难度 

网络用语的范围包括符号、数字、表情包、新词、标点等方面，并且有着难以统计的数

量，这种深度和广度再加上本身随意性极强的特点，无疑给现在汉语规范化造成了不小挑战。

人们一方面要增强对原有汉语的正确使用，一方面又要筛选合适的符合社会需求的网络用语

进入人们目前的汉语系统，但是这个过程中必定相较于之前工作量更大，困难性更高，不仅

考验了专家的能力，也有一方面要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能力[9]。 

 

六、 网络用语和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相融相助 

论文上面陈述了网络用语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这些方面足以看

出网络用语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并不是相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存

在不是主观赋予的，而是由网络用语产生的基础和现代汉语规规范发展动力而支撑的，也就

是说网络用语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是相融相助的。 

首先，汉语规范化对网络用语的创造有着导向作用。比如“套路”“吃瓜群众”“洪荒

之力”“葛优躺”这些词来看，它的创造都没有离开主谓、动宾、补充、偏正，联合五种基

本语法结构关系，是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化对词的语法结构要求的。而一些网络用语比如“酱

紫”，“我倒”它们在语义或语法上是错乱的，所以慢慢的遗忘在历史长河里。 

其次，一些优秀的网络用语的诞生，充实了现代汉语的队列，使现代汉语更加高效的为

社会服务。例如“工匠精神”，“点赞”，“房奴”这些词都是当代社会巨变下某些现象的

高度凝结，有着简单易懂的特点，能更好的帮助人们描述和理解一些现象，在经过长期的时

间考验后也成功写入字典里，成为当代汉语中的正式一员，在人们平时交流中经常被使用，

提高了现代汉语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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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Internet Language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heng Yuso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s a result, people's distance from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Behind this close distance, people's lives have gained a new concept of "internet slang". Internet slang is 

undoubtedly a double-edged sword. While it brings people convenience and entertainment, it also 

inevitably poses challenges and impact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conforming to the laws of the times and gramma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sla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Keywords: Internet slang; Chinese standardization; influence; f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