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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urce and origin of the Internet buzzwords in 2012~2017, and combines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subcul-
tur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reation of online buzzwords, the youth group is unique in the subculture 
of collage. The resistance strategy is the main method; in terms of its style representation, the cur-
rent network buzzwords are characterized by “further entertainment and gradual weakening of re-
sistance”; on the output path, most of the network buzzwords follow “diffusion-cycle replacement”. 
The path is eliminated, but a few online buzzwords can be preserved as usual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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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2012~2017年度网络流行语的来源与出处、语言特征和传播运用等结合青年亚文化视角进行了分
析，发现：在网络流行语的创制方式上，青年群体以拼贴这一亚文化独特的抵抗策略作为主要手法；在

其风格表征上，当前的网络流行语呈现出“娱乐性进一步增强、抵抗性逐步削弱”的特征；在其输出路

径上，网络流行语多数遵循“扩散–周期更替”的路径被消弭，但也有少数网络流行语能成为惯常表达

而得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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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互联网持续发展过程中，活跃于虚拟社区的青少年不断创造和发展出属于附属群体的网络亚文化，

网络流行语便是其中的一种。作为网民自制文化，网络语言以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方式创造出来，新鲜、

有趣、更迭速度快，有着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规律，同时也映射出一定青年亚文化特色。 
既往关于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学研究中，关于网络流行语的走红动因的分析较多，有研究从文化生态

和社会心理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指出技术发展、亚文化形态以及特定的受众心理成为促进网络流行

语发展的条件[1]；有部分研究对网络流行语传播机制进行了探讨，有学者从宏观上通过对其传播机制的

技术演进和文化符号逻辑两个层面的分析提出网络流行语向话语转变的必然性[2]，也有不少研究以特定

的某个流行语为例从微观层面对其传播模式进行探析；还有研究着重于对网络流行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

探讨，如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文化规范[3]、青年价值观[4]、大学生思政教育[5]等影响。本文从青年亚文化

视角出发，选取 2012~2017 年度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网

络流行语进行细致、系统的分析；已有的关于网络流行语的亚文化研究多注重其与青年群体、主流文化

或社会心理等宏观层面的互动与互构，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将研究视角置于网络流行语的自身机理与发展

规律上，通过对年度网络流行语从产生、传播到输出的整个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最后落脚于网络流行语

的归宿及其周期更替的逻辑这一鲜为其他学者关注的方面，不仅对亚文化的生产与意义进行一定反思，

也为主流文化的扩充与发展路径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从网络流行语的自身机理与发展规律的研究视角出发，以 2012~2017 年度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为

样本，通过对其产生、传播到输出的整个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最后落脚于网络流行语的归宿及其周期更

替的逻辑，不仅对亚文化的生产与意义进行一定反思，也为主流文化的扩充与发展路径提供一定借鉴意

义。 

2. 研究分析——2012~2017 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分析 

2.1. 来源和出处：娱乐平台的场景挪用 

网络流行语的出处是其青年亚文化传播的起点，诞生于不同场景、社会语境的网络流行语也注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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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性质、意义和价值。通过对作为研究样本的网络流行语追根溯源，研究发现：年度网络流行语

中 68%出自国内综艺节目、网络直播、游戏、影视、微博等娱乐平台，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台词、语言、

网友评论等被网友挪用至其他场景和语境，从而实现大规模扩散。 
比如，2017 年的“你有 freestyle 吗”走红于 2017 年一档十分火爆的 hip-hop 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

节目中作为评委的吴亦凡经常在考核选手时提问“你有 freestyle 吗？”，伴随着节目本身的火热度与明

星效应，这句话被网友迁移到各种语境进行引用，迅速被复制传播；2016 年的“洪荒之力”在该年热播

仙侠剧《花千骨》中用于指代最强神力，后被游泳选手傅园慧用于采访中快速走红；2015 年的“明明可

以靠脸吃饭却偏偏靠才华”源于喜剧演员贾玲在微博上的自我调侃；2014 年“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原始

蔡依林歌曲《布拉格广场》中的一句歌词，被网友引用广泛传播；2013 年“高端大气上档次”原是电视

剧《武林外传》中的一句台词，后见于冯小刚的电影和运动员刘翔的引用中，渐渐被网友扩散至广泛流

行；2012 年的“江南 Style”、“最炫民族风”则都源于当年大火的歌曲名。 
这些网络流行语大多由特定语境下的原有用语挪用而来，原创语言较少；在此基础上，网友在流传

过程中对其进行二次创作，为现有的语言能指赋予新的所指内涵。如“还有这种操作？”一开始是竞技

类游戏圈术语，用于吐槽或赞扬一些夸张、令人大跌眼镜的游戏操作方式；但在网上广泛流传开后，这

句话的应用语境大大扩展，用于表示对一些另类、奇葩事件的惊讶和感叹。 

2.2. 语言特点：语词的“异化”传播 

网络流行语以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属性、功能和立场存在，在语言的呈现形式、语词运用以及表达效

果上都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异化”：在形式上网络流行语通过解构与重建表现出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创

造性，在语词的运用过程中常出现原有语义的变形和延展。 
主流文化的语言应用在词汇搭配和语句组织上都有着极为严谨的语法要求，语言文字的运用必须遵

从既定法则和常规使用法，网络流行语则突破了主流文化这一设限的框架。基于 2012~2017 年年度十大

网络流行语的分析可知，网络用语对传统用语的形式变异主要表现为原有语词组合搭配的解构和新的运

用方式的重建。如：“尬聊”一词使用仿拟的构词法，模仿“尬舞”一词的形式创建出一种新的能指符

合；“喜大普奔”取“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四个词语的第一个字组合形成的新

的缩略表达形式。 
在网络用语的产生和流传中，因为网友的创造性表达，网络流行语在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词义的变异，包括词语意义范围的扩大和缩小，词性的正反颠倒，及其所指内涵的更替。如“套

路”一词原指某种特定不变的处理事件的方式，是一个中性词汇，但在网络语言中其词性和词意都发生

异化；“还有这种操作”在原有语境中是指的游戏操作，而当其作为网络流行语流传开来后使用语境扩

展、语义泛化，网友的使用更多是借用流行语产生的戏谑效果，而模糊了其真实涵义。 

2.3. 传播运用：主体运用的功效区分 

根据使用主体和使用方式的不同，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运用可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青年群体用于

社交传播中。当代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的定义用户”、90 后“数字原住民”，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群体中

的生力军，因此本文以大学生为对象对其网络流行语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06 份，

发现在社交运用中网络流行语“形式幽默，调节氛围”的作用被列为首位。 
另一种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对网络流行语的运用和传播，其中尤以网络媒体的运用最为突出。通过

对相关报道标题的梳理，本文将十大流行语的用法分为两种：其一，用以表情，这类网络流行语在形式

上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句式，内容上侧重于表达特定的感叹和情绪，其语义延展，具体内涵模糊，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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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情绪化和娱乐化表达；其二，用以达意，这类网络流行语多为词汇属性且承载具体的意义内涵，

它们在报道使用中承担了一定的意义和语法功能。 

3. 网络流行语的青年亚文化特征 

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产物，其自产生到运用的发展轨迹都承载着青年亚文化从生产到输出

的传播特点，此外，网络流行语作为亚文化语言其语言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意

义。根据上文对“2017 十大网络流行语”从来源出处、语言特点到传播运用的分析，本文从创制方式、

风格表征以及输出路径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青年亚文化解读。研究发现其产生以拼贴作为主要的创制方

式，风格表征呈现出娱乐化升级而抵抗削弱的特征，在输出路径上网络流行语在作为交流工具大量扩散

之后，其亚文化特性通常以周期更替或主流吸纳的方式消解。 

3.1. 创制方式：以拼贴为主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既承载着青少年群体寻求社会认同、标新立异、对主流文化进行抵

抗的反叛心理，又囿于创造现实受到主流文化的限制和影响，亚文化群体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边缘的群

体并不能从本质上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而只能借助既有的文化土壤做出一定形式上抵抗，这就决定了

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和形式上的对立性的统一，是一种暧昧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这种关

系也形成了青年亚文化以拼贴为主的独特创制方式。 
“拼贴”最先由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是指一种“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进行[6]”的创造活

动；克拉克将“拼贴”一词用于青年亚文化研究时，认为它是“在一个总体意指系统内部，把物体重新

进行排序和语境重组来表达新的意义”，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行为由此被移植

到不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背景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7]”。通过网络流行语的创制方式分析可知，他们

通常并不是从空无中创造出全新的内涵和意义，而是借助主流文化系统中现有的符号对其进行剪接、挪

用和篡改。如前文语言特点的分析，网络流行语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语境扩大、语义变形等意义异化，

这正是拼贴手法“语境重组”、“文化改编”，权且利用现有之物进行创造的体现。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2012 至 2017 年度网络流行语中，分别有 63%和 20%的网络流行语是对原有用语的挪用与改编产生，原

创语言占比仅 17%，拼贴成为网络流行语的主要创制方式。 

3.2. 风格表征：娱乐升级，抵抗弱化 

抵抗是亚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亚文化是边缘性的、批判性的，作为与主流文化的对立，

抵抗成为了其风格的重要表征，青年群体为寻求自我认同、彰显独特性创造的网络语言也不例外。学者

李明洁曾对 2008 至 2011 年的网络流行语进行价值分析，将流行语从内容表达上归为“认知”和“情感

体验”两大项，经分析得出这个时段中的网络流行语大多切中了某些社会现象不公不义的敏感神经，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某种社会心理状态特别是社会情绪[8]。许多由社会热点引发出的网络流行语也常伴随

着这样的特点，暗含着网友情绪情感的宣泄流露和意志的共鸣，以一种戏谑、嘲弄的方式呈现出与主流

文化格格不入的形态，以此表达从风格表征到社会情绪对主流文化的抵抗。 
从 2012~2017 年度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特点可看出，网络流行语的抵抗形式依然存在，它们通过语言

的异化传播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但从社会心理诉求、精神期盼的层面来说，近年来网络流行语在此层

面的抵抗性大大削减。与此同时，网络流行语的娱乐性进一步升级：从出处看，网络流行语主要出自综

艺、电影、游戏、直播等多样化的娱乐平台，披着娱乐的外衣诞生；从表达内容看，十大网络流行语主

要用于社交交流中的日常表达，且原创程度低，不再像以往某些流行语一样紧跟社会热点暗含某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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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隐喻；此外，其极具调侃性的语言特点及其运用于社交和媒体报道的特殊属性，无不为其添加了浓厚

的娱乐注解。 

3.3. 输出路径：功能性扩散–周期更替/主流吸纳 

网络流行语在社交传播中的运用使其作为备受欢迎的交流工具得到广泛扩散，但最终会因自身特性

与功能的不同或消逝于网络语言的周期更替，或消解于主流文化的吸纳。 
1) 扩散：作为交流工具的运用 
网络流行语得以扩散的最大助力便是作为交流工具被运用于社交传播，形式新颖、生动有趣的网络

流行语在社交交流中广受欢迎，并由线上社交延伸至线下社交的日常交流中。除此之外，网络流行语的

另一种创造性形式表情包伴随着社交平台交流习惯应运而生，成为促进网络流行语扩散的重要载体。 
2) 消弭：周期更替 
以网络流行语在媒体报道运用中承担的两种不同功能——表情和达意为征兆，不同网络流行语会因

自身特性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消解其亚文化属性，走向不同的结局。对于用以表情的网络流行语，主流文

化的采用主要是借助其流行元素，丰富表达形式和情绪表现，但因为语境和语义边界的消弥，极易造成

网络流行语的泛滥——被用于通用的各种对象、场合、内容，原有的亚文化风格被消解，新鲜性消褪，

代之以反复出现的低俗化。这类网络流行语具有较强可替代性，往往随着热度的消减消逝于网络流行语

的周期更替中。以 2016 年的流行语“蓝瘦，香菇”为例，该语曾一度走红，当时甚至有公司抢注商标，

但在热度达到一定峰值后其热度回落，归于平静，最终逐渐消解在整个网络的喧哗中。 
3) 保留：主流吸纳 
而对于具有达意功能的流行语，如“尬聊”，它们是适应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意指符号，因其独

特的意指功能为原有语言系统做出一定补足，不能轻易被替代。主流文化的吸纳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

收编，会使网络用语从“新词新语”渐渐变成惯常表达，网络流行语原有的亚文化特性也会被消解，但

它们的生命力不会就此终结，而是被更大范围地接受和运用，由亚文化语言进入大众传播语境，为主流

文化体系注入鲜活力量。 

4. 结语 

大多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是短暂的，它们能反映一定时期内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话语特色和创作心理，

也会随着一段时期的结束而降低热度直至消逝；网络流行语的功能和作用也是有限的，它们或许在一定

阶段很好地表达了亚文化群体想要抒发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原有语言系统，却容易在交流使用

中影响语言使用规范，因为极低的使用门槛和极大的重复性造成过于泛滥和低俗化。只有少数网络流行

语因为独特的意指功能在网络文化的更替中保存下来，为主流文化体系注入鲜活力量，为现代汉语的更

新和补足做出了贡献。因此对于网络流行语，一定要辩证地看待其与主流文化发展的关系，关注特定阶

段的网络流行语对该阶段网络流行语的总体发展特点以及青年亚文化特定传播规律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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