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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仓颉造字，今有网民生词。

!"年前，“粉丝”、“酱紫”、“#$#$”等网络流行语出

现，让国人和他们的小伙伴都惊呆了，直呼“雷人”，批

其“恶搞”；而后，网络时有热词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围观”人群渐渐“%&'(住”，学会用“打酱油”的心态去

看待“扎堆”的热词；如今，则全民造句，“众口一词”，国

家领导人也把“草根”、“给力”挂口头……

人们对网络新词的态度，从“拍砖”到“点赞”，是因

为他们发现，热词是时代演进的必然反应，正常得像是

自个儿的新陈代谢。

怎样的时代，就会产生怎样的热词。新中国成立之

初，“建国”、“解放”、“建华”都很流行，常做人名；“文

革”时期，“打倒”、“横扫”、“炮轰”不绝于耳，代表着那

几年的简单粗暴；改革开放后，“小康”、“公关”、“迪斯

科”等词见怪不怪；到了#"年代，“的哥”、“炒鱿鱼”、“帅

呆了”则成了大伙的口头禅。短短两三字，但一撇一捺

间，都道尽了一个时代的“洗具”和“杯具”，浓缩着生

活点滴，折射出人情风尚，更记录着社会热点。

不同的时代，也会造就不同的表达。一个美女，古

代被叫“粉黛”、“美人”，近代成了“红粉佳人”，#"年代

称为“靓女”、“美眉”，今天则贵为“屌丝”心中的“女

神”。实际上，今之热词，都有可能与古语遥相呼应。如

“躺着也中枪”，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翻版；“肿么

酱紫”，是“何以竟至于此”的新表达，而“女汉子”，和

“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可谓异曲同工。看起来，网络

热词像是对优美汉语的冒犯和滥用，但别忘了五四运

动后，白话文的推行一开始也受到了类似的批判。

“网上方一瞬，热词已千里。”现在，热词诞生和传

播的频率得用“秒”来计。无论大事小事，或者根本没

事，网民的智慧都是妥妥的“)"码”。笔者感叹民众越

来越“油菜花”之余，也发现网络流行语确实“很好很

强大”，因为在它们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有个流行的说法，说的是在当下，我们身边有

“三个中国”，一个在宣传栏里，一个在互联网中，前

者光鲜，后者纷乱，还有一个，便是不光鲜也不纷乱

的平凡生活。而热词里的中国，恰恰就包含了这

“三个中国”，它的好，它的不好，以及它的平凡，

所有的方面都摆在那儿。它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的意

义，就在这缺一不可里。最真实的东西，往往也最有力

量，能让症结和弊病清晰地显露。

所以，在盛行的网络热词面前，无需为其存在的

合理性过多费神，不妨因时而变，因势而导，让

时间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我们真正要思

考的，是热词掀起的那一个个伤疤，

如何才能治愈，以及接下来的

路，怎样才能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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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大波网
络流行语再次

来袭：十八大
后“舌尖

上的浪费”逐
渐减少；“光

盘行动”带来
了一股节俭风

。这一年，有
人

“喜大普奔”，
有人“累觉不

爱”……我们
的纠结和焦虑

在词语中得到
“舒

慰”，新的希
望在温故中重

新燃起。如美
国文化学者尼

尔·波兹曼所
说，

“媒介就是隐
喻”，网络热词

像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时代

的风尚和棱角
、社

会的世相和百
态、民众的情

绪和智慧、国
家的形象和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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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山寨、雷人
、宅

女、月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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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本

被视作“玩笑话”的
网络流行语，

如今不仅融入寻常
对话间，更“登

堂入室”，进入汉语
词典。那么这

些新词，究竟从何
而来？又缘何

如此风靡？
追根溯源，多样、变

化的现实

生活是互联网热词
生发的

土壤。,"!"年以来
，大蒜、生姜价

格一路暴涨，“蒜你
狠”、“姜你军”

等新词由此产生。“
随着社会价值

观的多元化，带有
新生时代烙印

的心理特征陆续显
现，但在现有

语言中根本找不到
适合的表达词

汇，一些特定的网
络热词由此进

入现实的社交世界
。”南京大

学社会学博士胡
翼青说，

“就像‘人艰不拆
’，你能

在现有汉语中找到
表

达类似情感更准确

的词吗？”

而新媒体时代，传
播平台的

多元、高速，是词汇
表刷新的最大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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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微博横空出世，
作

家、语词收藏人黄
集伟将它看作

为“即时信息分享
系统”，推动网

络语言驶进发展快
车道。网络热

词的传播不再拘泥
于博客、论坛、

贴吧等“小地盘”，
而进入了全民

关注的“大操场”。
之后，人人、微

信等相继诞生并广
受热捧，笔记

本、智能机、/01(
成为青年人的

“新三大件”，每个
人都是造词人

和传诵者，新鲜表达
层出不

穷，网友笑称“网上
方一瞬，热词

已千里”。
透过小小的热词，

也足以窥

见民众的大智慧和
大幽默。如“喜

大普奔”，糅合了“喜
闻乐见”、“大

快人心”、“普天同
庆”、“奔走相

告”四个常用词，生
动表达了极度

的激动之情。“这反
映出国人在使

用汉语词汇时较以
往更加活泼诙

谐、开拓创新，同时
也意味着主流

媒体话语的民主化
，话语权利走

向平等与对称。”商
务印书馆副

总编辑周洪波说。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
新语频

频走出国门，据全
球语言监督机

构统计，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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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加入英语的

新词汇中，“中文借
用词”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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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比例独占鳌
头。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学院

院长魏崇新认为，这
根源于中国

在世界范围日益增
长的影响力，

包括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当更

多英语使用者来到
中国或在生

活中与中国密切接
触时，中英互

相渗透便是自然趋
势。”

尽管今年，许多网络热词让人“不明觉
厉”，但这些新语依旧犀利、新锐、有趣，
亦紧贴时代潮流，与时事息息相关。

今年最火的词，莫过于“土豪”，国人
对“土豪”，既冷嘲热讽骂，又羡慕嫉妒恨。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长江看来，
“土豪”的火热，恰恰与这种社会转型期的
心理失衡有关，“网民调侃、讽刺的对象不
仅是‘土豪’，更是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与
贫富差距的现状。”
“对‘土豪’的嘲讽本身就是一种建设

性力量，促使国人减少对物质的盲目崇拜，
提高精神文化修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李明洁补充。

回忆近一两年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留
在我们脑海中的也许已经不再是一个个长句
子似的新闻标题，而是只有寥寥数字的词
语———“十面霾伏”当空，“屌丝”自嘲，
“光盘行动”深入人心，“好声音”的坚持
梦想余温未退，“爸爸去哪儿”的温馨亲情
闪亮登场，更有层出不穷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的浓缩词语把网络世界装
点得一派热闹。

正如资深媒体人
袁跃兴所说，“从网
络流行的热词中，
我们可以窥见时
代生活的镜像，
把握时代跳
动的脉搏，

感应社会的神经”，网络热词记录下了我们
的沉思以及时代生活的点滴。人们借由简
洁俏皮、调侃戏谑的词语表现适度的无奈
和愤怒，用一个个幽默的隐喻表达自己对
社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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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网络热词有啥新特

点？纵观这些“各领风骚”的

词汇，不难发现，它们或旧词

新用，或长句浓缩，但理解难

度加大；而这些热词的传播范

围也更广，不仅国内热闹，更

引世界围观。
遇见“高大上”（高端大

气上档次）的事物时，“不明

觉厉” （虽然不明白在说什

么，但觉得很厉害）；开玩笑

的时候“人艰不拆”（人生已

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

穿）；惊讶的时候“我伙呆”

（我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忧伤

的时候“累觉不爱” （很累，

觉得不会再爱了）……这些词

有的是互联网的语言狂欢，有

的则蕴含无奈与自嘲的意味，

而越来越精练的词汇却反映了

当代快餐文化的特性。

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

的今天，想要在花样繁多、更

新换代加快的信息中脱颖而

出，简洁精练就成了要素之

一。“网络流行语的演变越来

也越符合快餐文化特性，网友

开始将很长的句子尽可能简

化，简化到不熟悉网络的人会

觉得这个词语莫名其妙。”重

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心理咨询专家周小燕

说。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

弘认为，“年度字词”可以

说记录了社会万象、世事民

情。不论怎样，这些词语都是

人们语言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真

实记录。
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网

络热词显然更具“国际范儿”：

“土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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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了

《纽约时报》，并且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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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道，而“大妈” （(1 7

1） 则

有望与之“携手”，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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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收录进入 《牛津英

语词典》……这是中国文化输

出的一个契机，也

是中华文化具有越来越大影响

力、寻求认同感的过程。

牛津大学出版社双语词典

项目经理朱莉·克里曼说：

“互联网的发展为不同语言之

间架设了一座桥，让西方能够

看到中国文化更多的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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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互联的网络时代，网络流行语并
非中国独有，而在各国流行。德国青年组词
“水平凌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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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美国学生创造“数码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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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
“受到家长
惩罚、无法
接触网络”
的状态；而
在日本，“原

来如此，不是〇
〇么”句式的使用频

率，和中国网友的“神马
都是浮云”不相上下……
带有“非主流”色彩的网络热

词成为主流，有人担忧会冲击严肃的
语言环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

不以为然，“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智慧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多，语言的表达方式跟着变化，这非常正常。”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也表示：“不用替网上的新词语操心，有些词现在很火，两周后

可能就没了踪影。像原来用数字表达意思，
C

C是拜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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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爱你，在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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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看来是老土。语言形成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干净、合适、生命力强的词才能经过时间考验留下来。”因此，要想语言保持活力，就得自信收纳，让自然规则去选择。
如今，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在关注中国。我们对外“出口”汉语，已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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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琵琶）、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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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胡）等传统文化，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语言监测机构主席保罗·帕亚克认为，中文作为英语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其影响力在整个
,

!世纪将会一直持续。此时，我们要思考，中国应当向世界展示、贡献怎样的文化呢？
典型的例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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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这种新行的旅行方式反映了“腰包渐鼓”的中国人开始注重精神层面的愉悦和享受，得到了外媒积极的评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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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宇航员），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在内，是中国航天技术为世界公认的见证。“一种语言要融入世界语言体系，本身应作为一种载体，蕴藏最丰饶的文学、最先进的文化、最优秀的文明。中国需要更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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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样积极的、有分量的热词。”文化评论员陈佳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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