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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网络新词语。本文从传播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网

络新词语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其类别和特点进行了较详细的总结。作为网络

语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新词语既有生动、简洁等优点，也存在不规范、不文明的问

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将会有损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给网络

的传播效果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本文从这个角度提出了网络新词语的规范问题。 

关键词：网络传播；网络新词语；规范  

网络是一种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功能于一体的新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有学者将这种新媒介称为“第四媒体”，有学者将之定位为“后大众传播媒介”，1以

区别于仅能实现大众传播功能的广播、电视、报纸。这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对社会生活的影

响可谓是全方位的，无形之中，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与网络有关的新现象，既包括一些可喜的新

事物，也有一些让人棘手的新问题。网络新词语的大量涌现就是其中之一。  

网络新词语是指线民们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新创并广泛使用的词语。这些新词语一方面因为

使用者的广泛而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词语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文

化的基本构成，研究网络新词语有助于我们了解网络文化，倡导网络文明；再者，网络作为一

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新词语的研究自然应该包

括其中。简而言之，研究网络新词语无论是从语言学、社会学，还是传播学的角度来说，都有

研究的价值。但是目前还只有一些收集网络新词条的小文章，尚未见专文著述此现象。本文试

图从语言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网络新词语。  

壹、 研究网络新词语的意义 

一、 网络传播的特点与网络新词语的产生 

广播、电视、报纸三大传统媒体三分大众传播天下的格局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这种局面在20

世纪末被网络传播所打破。网络这种传播方式“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明集结和一

种全然不同于以往任何方式的交流与融合。”2和已有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较，网络传播有以

下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网络在传播路径上打破了国家的疆域和政治的局限，信息传播过程

中的空间障碍有所突破。第二，在传播语言上，因为网络上通行英语，也减少了信息传播中的

语言文化障碍。第三，网络传播快速便捷，随着带宽的增加，传播交流将更加及时，从而进一

步突破信息传播中的时间障碍。第四，网络传播双向可逆，线民既可以是受众，同时也可以是

传者，这就改变了传统媒介由上而下的单一传播路径，淡化了传者和受者的严格界限。可以

说，网络的出现是人类信息传播史上一场彻底的革命，它改变了人类交流传播信息的方式，空

前提高了人类传播信息的速度和储存信息的能力。 

接下来，要说到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相互接触时所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人们

传递信息或表达思想的媒介。它产生于社会生活中，一旦形成就在传承中体现出一定的稳定

性，尤其是它的语音和语法；另一方面，当社会生活出现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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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词语往往能极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体现出语言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美国学者布赖特（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的

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

步伐而发生变化。3 

无一例外，每一次信息传播方式的改进也都对社会生活、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

回顾人类传播的历史——从最初的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到文字形成、发明造纸术、印刷术，

及至报纸、广播、电视的出现——不难发现，“变革的催化剂——即媒介形态变化的概念，它

刺激着人类以新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体系和文化的发

展”。4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强力激活了词语，新词语大量产生，一些旧词被赋予新的意义，部

分旧词渐渐地转入休眠状态。正如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所说的：“凡是

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

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那就不能在社

会生活中起到交际作用。”5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观点联系到传播学。当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

时，这种新的东西也会千方百计地在传播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

很好地实现交际作用，也体现不出自己的传播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网络传播与网络新词语大量涌现的内在联系：第一，网络传播刺激产

生了大量的新词语。这些新词语既包括与新媒介相伴而生的专业术语，也包括新媒介投射于社

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时、人们在使用新媒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新创出的词语和词义。

第二，网络传播迅速地传播着这些新词语。其中一部分新词语因为具有鲜明特点、为线民们所

喜闻乐见，很快地得到公认，在网上流行开来。这也就是网络新词语大量涌现的原因。 

二、 网络普及现状与网络新词语使用范围的关系 

网络是有史以来普及最快的大众传播媒介。比较网络与电视、录像机从诞生到积累1000万用户

的普及速度，结果是电视用了30年，录像机用了7年，而互联网仅用了2到3年。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在1997年10月完成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中统计得出，我国

上网用户数为62万。到1999年底，这个数字已突破800万。到2001年1月17日公布的第七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显示，我国线民总数为2250万人，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增长势

头还将持续。这样看来，目前中国线民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7％，但2250万人的绝对数字

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与前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结果相比，第七次调查得出的线民

分布在结构上更为广泛，具体表现在线民的地域分布更为广泛、35岁以上的线民比例有所增

加、女性线民的比例继续增加、用户的行业分布更为广泛、用户的文化程度也有降低。这说明

使用网络的"门槛"在降低，网络的使用不再仅限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特定行业内

的人群，网络的普及率上升。6显然，线民人数的增加和网络普及率的上升也意味着网络新词

语使用队伍的扩大。  

从线民构成来看，线民中56%年龄在24岁以下; 7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40%左右的用户具

有本科以上学历；与过去调查得到的结果相同，用户以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最大，各占百

分之二十几；在行业分布上以计算机业与IT行业、商业贸易以及科教行业居多。7虽然目前线

民的年龄和职业构成略嫌单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年轻的线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社会的经

济、文化生活中居于主流地位，而那些尚未进入经济文化生活主流的学生线民也具备很强的后

发优势，他们的强势地位使得他们的思想言行也同样具备了强劲的辐射影响能力，其中自然包

括了他们使用的网络新词语。  

三、 研究网络新词语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虽然目前网络新词语的掌握、使用范围仍局限于线民的范围内， 

但由于线民队伍壮大、网络普及率上升、线民群体属于强势群体等原因，网络新词语的使用范

围必然会超出线民范围，逐渐广为人知，进而融入到日常生活用语中。因此，研究掌握网络新

词语的使用状况、构成规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网络，这就是我们研究网络新词语的第一

个意义。  

研究网络新词语的第二点意义就是有利于规范网络新词语。在文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分析

到，因为网络传播双向可逆、隐匿性强的特征，导致了网络新词语不太规范、难以规范的问

题。新词语的规范问题本是一个老话题，因为只要有新词语的产生，就有对新词语的规范，这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的需要。但这个问题与网络传播中的版权归属、网络文明等

 



问题一样，在传统媒介的环境中自有成规，而一旦置于网络的传播环境中，以往的法规条例就

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地建立起一套与网络的普及应用形势相适应的规章制

度，以解决包括网络新词语的规范难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一旦网络新词语的规范措施形成，

我们就能提供给线民一些词语创新的规律性启示，可以对线民的用语加以健康有益的引导。 

第三，研究网络新词语也能为解决网络文明的维护问题和网络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电视出现

后，规范电视节目的法规相继出台，电视文化研究也渐成气候，这是由电视对社会生活强劲的

渗透影响能力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网络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程度决不会亚于电视，网络

法规的建立、网络文化的研究也已经提上日程。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由于网络的普及速度远远

快于电视等传统媒介，有关法规的建立就显得更为迫切，相关文化的研究也会更快兴起。网络

新词语是网络上一切表达的基本构成元素，对它进行研究既是网络文化研究、问题探讨的组成

部分，也是其它现象研究、问题解决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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