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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使用
网络词语有不同看法。有
的家长不喜欢孩子使用网
言网语，原因是不断冒出
的新词“无形中让自己和
孩子拉开了距离”；有的家
长认为不必约束孩子的口
头语，只要不影响书面表
达即可；有的家长对网络
流行语不置可否，但对一
些“毫无意义的梗”在孩子
们中间长时间流传的现象
表示不解。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
许多网络流行语从线上蔓
延到线下，“入侵”学生作
文，语言表达错误、中英文
混杂，追捧谐音字、变体字
等现象并不少见。如何防
止孩子语言能力退化，也
成为教育界忧心的问题。

在崔玉珍看来，网络
语言的兴起和流行改变了
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同
时对青少年的语言体系造
成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应
引起重视，及早进行引

导，但也不用过分夸大其
影响力。

崔玉珍解释道，网络
语言简洁方便、诙谐幽默、
情感丰富，很容易获得青
少年的好感和认同。网络
语言的流行，更是使得青
少年把网络语言的使用看
作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
征。

“但语言使用都应具
有语境性。网络语言是在
网络上使用的一种语言，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网络语言进入了人们的
生活当中，甚至进入了青
少年的学习生活中。这
会大大影响青少年对其
他语境性语言的学习，导
致青少年丧失了其他场
域中语言使用的能力，最
终 被 束 缚 在 网 络 语 言
中。”崔玉珍说。

对于谐音字、变体字、
玩梗等网络语言文字的无
序异化现象，相关平台也已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
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去年 7 月，微博、抖
音、哔哩哔哩等平台相继
公布了对语言文字表达的
规范要求，宣布将加大排
查清理力度，完善关键词
识别模型，建立正向引导
机制。这些举措，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网络语言文
字野蛮生长的环境，有助
于网络语言文字的表达回
归规范严谨、风清气正的
氛围。

有专家认为，平台的
自发行为往往标准尺度不
一，执行力度也存在差异，
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网络
黑话”等乱象。因而，在法
制层面对网络语言文字作
出更为统一、更加明晰的
规范，已是网络时代的必
然要求。

记者注意到，年初，教
育部制定并公布了《信息
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使用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管理规定》），首次以部
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不
同类别信息技术产品使用

语言文字应当遵守的规范
标准。

专家认为，这一举措，
对于维护语言文字价值、
净化网络表达空间意义深
远。

《管理规定》围绕基础
软件、语言文字智能处理
软件、数字和网络出版物
三大类信息技术产品，明
确要求其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时，应当符合国
家颁布的语言文字规范
标准，遵守公序良俗，并确
立了一系列具体规范和标
准。

专家表示，《管理规
定》不仅为信息技术产品
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
细化性规范，而且大大提
升了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必将有助
于监测研究、规范引导网
络语言文字的演变，遏制

“网络黑话”等乱象，进而
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弘
扬和传播中华优秀的语言
文字文化。

“热梗”看不懂，新词层出不穷

网络热词 如何守住“正确表达底线”

“尊嘟假嘟”“听不懂思
密达”“鸡哔你”“oi”……每
隔一段时间，在教育机构当
老师的王雯（化名）都会从她
的“00 后”“10 后”学生那里
接收到一批最新的网络流行
词汇。

工作中，为了与学生拉
近距离，避免出现“代沟”，王
雯需要了解这些年轻人爱用
的网络语言，因为“要是什么
流行词都不懂的话，确实没
法跟他们沟通”。

据王雯观察，“00后”“10
后”们喜欢“造新词”。有时
候，她刚靠“百度”弄懂一些
新词的含义和用法，这些词
却很快不“火”了，可能就在
第二天，一批新的网络词汇
又在学生中间口耳相传。

“互联网时代，网络流行
语层出不穷，是公众在网络
语境中表达狂欢和语言认同
的结果。”中国政法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法律语言研究
中心副主任崔玉珍说。

崔玉珍长期关注网络语
言的发展。她解释道，网络
是虚拟空间，它为公众提供
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供公众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同时也充分彰显自己
的个性。而网民以受过教
育、充满好奇心和创新力的

年轻人为主。这使得网络语
言表达更具创新性，对公众
而言更为新奇，也更容易引
起共鸣。

社交网络的普及让一些
网络语言实现快速、广泛的
流行，形成网络流行语。“这
种表达甚至成为身份认同的
一种方式。”崔玉珍说。

一些新词一看就能猜到
大概意思，王雯告诉记者，而
一些出自追星圈的“热梗”则
更隐晦。对于这些词，圈外
人往往猜不出准确的含义，
上网查也难以找寻“正确”答
案。

事实上，常感到“看不懂
别人在说什么”，想弄清“××
是什么梗”的网民不在少数。

在成立于 2019 年的豆
瓣“村通网——网络黑话指
南”小组（以下简称“村组”），

“有饭圈、游戏圈、网红圈等
流传下来的江湖黑话，只有
圈里人懂”，而且“各种缩写，
新梗老梗，有人问有人答”。

在排名靠前的帖子里，
“村民”们获得了对以下“热
梗”“黑话”的解释：“尊嘟假
嘟”是谐音梗，即“真的假
的”；“岁月史书”意为一段时
间后歪曲事实；“鸡哔你”是

“击毙你”的谐音，出自抖音
博主，后成热门模仿梗。

崔玉珍表示，网络热梗
和网络流行语类似。网络梗
作为一种符号化的网络表
达，背后往往潜藏着某个群
体独特的表达方式。可以
说，网络热梗的背后体现的
是特定群体在价值观或情感
表达方面的共振、共鸣。同
时，网络的即时性、主体的多
元性、信息的爆炸性都会影
响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周期，
因此网络流行语，网络热梗
快速更迭。

针对网络热词，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和团队做过相关课
题。据他观察，网络灰色地

带的存在，青少年间流行的
亚文化以及网络平台对敏感
词的监管都是网络流行语、
热词形成的原因。

朱巍表示，网络热词中，
绝大部分是属于流行范围，
又不涉及内容安全底线的
流行语。对网络语言的表
达，要有包容和宽容的态
度。但是，也有一部分“暗
语”，试图以合法手段掩盖
非法目的，比如涉黄的暗
语。他认为，对于“擦边”甚
至违法违规的热词以及与
善良风俗和伦理道德不相
符的热词，应该尽早纳入到
违禁词名单里。

网络流行语投射出年
轻人的价值观念。今年年
初，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面向
1217 名青年进行了调查，
数据显示，93.8%的受访青
年会在日常表达中使用网
络流行语。47.1%的受访
青年认为是网络时代需要
更加精简、浅层的表达。
其他看法还包括：大众对
流行文化的盲目跟风。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

来，网络用语还多次被收
入权威辞书。去年，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
项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完成新一轮修订，新改版
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增
补了近千条新词语，包括

“共享经济”等反映时代发
展的热词，还收入了“网
红”“群聊”“群主”“脑补”

“脑洞”等一些贴近日常的
网络用语。

这并非网络用语首次

被收入权威辞书。“吐槽”
“拍砖”“接地气”等网络高
频热词就曾入选《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第三版）。
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则
收录了“给力”“雷人”等网
络词汇。第十二版《新华
字典》也收录了“点赞”“粉
丝”“刷屏”等多个新词。

崔玉珍认为，语言本
身并无对错之分，但语言
的使用者却应取舍有度。

她表示，网络语言是

当今社会发展、网络文化
更新的一种体现，更是当
今社会现实的折射。从表
达效果来说，网络语言既
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
响，因此人们对网络语言
的使用应有取舍。在取舍
过程中，“守住正确表达的
底线”是关键。她认为，不
道德、不文明、失真的这些
网络语言就应该被舍弃，
在底线之上则可以容纳形
形色色的文化和语言。

“尊嘟假嘟”“听不懂思密达”“鸡哔你”……随着网络技术的
不断发展，作为网络世界的伴生物，五花八门的网络热词可谓层
出不穷。在这些网络热词中，有不少都是网友创造出来的“新
词”。这类词语的广泛流行甚至“入侵”书面语言意味着什么？如
何规范这类网络热词的使用？查。

专家表示，对网络语言的表达，要有包容和宽容的态度。但
是，也有一部分“暗语”，试图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比如涉黄
的暗语。对于“擦边”甚至违法违规的热词以及与善良风俗和伦
理道德不相符的热词，应该尽早纳入到违禁词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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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清/

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