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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buzzword is a variety of language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which is formed and de-
rived from celebrity events and social hot news, and meanwhile it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at the time. As the main force of network users,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using net-
work buzzwords more frequently. However, because university students, as a specific group,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network buzzwords, their second processing and spreading of net-
work buzzwords turn to be the “campus network buzzword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ntri-
bution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the target audience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By studying the network buzzwords on campus, we can better use the 
network buzzwords and guide students to adhere to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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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流行语是语言在网络环境中的一种变体，根据明星事件、社会热点新闻而形成并衍生的一种语言形

式，同时也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折射。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者的主力，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更加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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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但由于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对网络流行语的认知又有所不同，因此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二次加工与传

播而形成了“校园网络流行语”。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网络语言的成因、特点及受众接受度。

研究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使用网络流行语，引导坚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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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国内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大多数科研文献都是从网络流行语的

演变，从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模因论、符号学来研究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或其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网络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网络流行语不断出现，网络流行语的形式在不断改变，许多很早就有

的词由于某个新闻热点的出现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含义成为网络流行语。本文拟从社会语

言学角度分析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研究校园网络流行语的成因、特点和受众分析。 

2.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无线网络，移动电脑，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成为了“低头一族”。互联网拉近

了人们的距离，各种社交软件如 Facebook，WeChat，QQ，Twitter 等供人们展开跨时空交流，人们轻轻

滑动手指就可以通过手机了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并表达他们的看法，或者人们可以将他们身边所见所闻

转化成网络信息发布在网上，任大家评论[1]。如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早已进入数字时代，电子

学习和办公已成为趋势，学生不再背着重重的书包，而是拿着方便轻薄的 IPad，在星巴克等咖啡厅也可

以看到拿着 MacBook 办公的商业精英，电子可以解决购物、学习、办公、处理个人业务，大大方便了人

们的生活。许多政府部门开办的网络平台也会使用“赞”“习大大”等网络热词。由于大学生对一切事

物都处于好奇阶段，对社会事件高度关注，出于个性展示而将网络流行语传入校园，使其成为校园网络

流行语。 
大学生较步入社会的工作者来说生活简单，网络生活为他们宣泄情绪、人际交往和填补空虚的需求

提供了便利，因此大部分大学生大量的时间都会挂在网上，他们对网络流行语知晓度较高，甚至是网络

流行语的创造者。由于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喜欢新鲜事物，追求时尚和表达个性决定了他们对

网络流行语持宽容态度，但大学生对网络流行语同时持理性态度，会在恰当的时机使用合适的网络流行

语[2]。 

3.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语义表现形式 

1) 方言谐音形式 
部分网络流行语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受方言的影响[3]。例如， 
(1) a) 蓝瘦香菇(难受想哭) 
b) 小盆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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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灰机(飞机) 
网络上很多流行语都是由于各地口音区别于普通话，引广大网友发笑，并被网民迅速转发甚至再加

工。“蓝瘦香菇”是 2016 年来自广西南宁的一位男生失恋后将自己难过的视频发送到网络平台，由于这

位男生地方口音浓重，将“难受”说成了“蓝瘦”，“想哭”说成了“香菇” [4]。网友纷纷围观视频，

该词因而走红。1a 和 1b 都是由于地域口音打了错别字，由于生动幽默为网民们所用，从而走红于网络。 
2) 中外合成形式 
借词是指某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来的词语。人类文化的繁荣一部分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环境的接触

和交流。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各个文明之间互相借鉴，吸取精华。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正是在此基

础上，着重吸收英、日和韩三国文化，经过不用程度的再创造，因而流行语上出现了中外合成形式。 
在地理位置上，中国与日韩两国相近；在文化上，中日韩三国文化相近。随着近年来日韩两国娱乐

业的发展，“日流”、“韩流”相继涌入中国。例如, 
(2) a) 正太(小男孩) 
b) 御姐(成熟强势的女人) 
c) 腹黑(友好但喜欢恶作剧) 
d) 纳尼(日语“什么”) 
e) 欧尼酱(韩语“姐姐”) 
网络流行语中会有部分词来自日文，有些外来词保留了其原来的含义，如正太表示小男孩、御姐表

示成熟强势的女人。而有些词在借用过程中词义则发现变化，如“腹黑”日文原意为“心底坏的”的意

思，并常常将此一面进行演技化的伪装掩盖，使人看起来总是温和无害，但内心邪恶，把自己的快乐建

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网络流行语中“腹黑”意思却是表面严肃却喜欢恶作剧的人，这类人往往是友

好型，在网络流行语中不用作贬义。 
网络流行语依托于现代汉语生成，但并不会被汉语所限制，再加上受英语文化的影响，很多网络流

行语会采用英汉合成形式。例如, 
(3) a) I 服了 you (我服了你)， 
b) hold 住(稳住、坚持住)， 
c) 你有 freestyle 吗(你能随意、即兴的发挥吗) 
d) 学习 ing (正在学习中) 
e) I have 吃 ed (我已经吃过饭了) 
d) C 位出道 
英汉合成形式通常汉语中简单的词语替换成英语，这正是顺应了网络流行语的省力原则。汉语词“坚

持住”中的动词“坚持”用英文中相对应的“hold”代替，3b 的意思正是面对各种复杂状况都要从容面

对，网民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与传播。除此之外，还有借用英语时态用法，如“学习 ing”和“I have 
吃 ed”，这种形式主要体现了英语在时态上的特点，网络流行语将这种时态引进汉语的表达中用来说明

动作发生的时间。今年最热的“C 位出道”源自一档选秀节目中，C 即 center，中间位置的意思。“C 位”

一词最早来源于游戏领域。后来，该词在娱乐圈被大量普及，尤其是偶像组合中，舞台表演的时候，只

要几个艺人往一块凑，就会出现处于中心的 C 位。再比如“pick 一下”是继“打 call”之后饭圈的又一

大拉票的网络热词。 
3) 固定句式形式 
部分网络流行语中以一定的语言格式出现，该类流行语众多表达形式都有一个原始格式。例如， 
(4)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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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7 日，一名粉丝向陈奕迅喊话的视频在微博上迅速走红。该粉丝呐喊：“陈奕迅，游泳

健身了解一下！”该词是一种固定的流行语体。比如吐槽别人太胖了你可以说“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吐槽别人太瘦了你可以说“汉堡奶茶了解一下”等等。“确认过眼神”，是如今的万能吐槽神句，在该

句后面可以接上你想吐槽的话。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林俊杰 2008 年发行的《醉赤壁》中。2018 年过年期

间网友们都在忙着收红包，之后就诞生了“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广东人”的视频，网友纷纷吐槽广东人

的春节红包面额很小，网友纷纷展开了关于各地红包的数额的讨论。 
4) 旧词赋新意 
很早出现的中文词汇会由于社会因素和语言特点等原因被网友赋予新的含义，使其“复活”起来。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中词汇意义转用形式明显增多。例如, 
(5) a) 戏精 
b) 安排一下 
“戏精”最早是比喻表演、演戏很厉害的人。如今通过网友的衍化，就变成了生活中一言不合就给

自己加戏，演技浮夸，引起身边人注意的人。说的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丑人多作怪的意思，用作贬义。

“安排一下”的意思是请求帮忙完成某事，拜托办事的意思，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网络流行语中就是

整人的意思，比如你的领导，看你不顺眼，故意给你“安排”可能让你受伤或患病的事情，寓意害你。

名义上叫工作安排，实则整你。出自英雄联盟主播孙笑川。 
5) 借用形式 
随着电视等媒体行业的发展，很多流行语取自受欢迎的电影、电视、综艺或者直播平台，此类网络

流行语幽默风趣，特点鲜明，辨识度和使用度都极高。例如, 
(6) a) 大猪蹄子 
b) 尔晴，我劝你善良 
c) 出来混，迟早要还！ 
d) 做人要厚道 
前两例网络流行语均出自 2018 年暑假热播宫廷剧《延禧攻略》。该剧中魏璎珞曾称“男人都是大猪

蹄子”被大众熟知，用来吐槽男生不解风情；在剧中，尔晴一开始是皇后的婢女，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是“老好人”形象，但是到了剧集后期，尔晴一反常态，暴露了她坏人的真面目，所以网友在看剧时发

出的弹幕“尔晴，我劝你善良”，由此走红网络；7c 则出自火遍大江南北《无间道 2》；7d 来源于电影

《手机》。 

4.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特征 

1) 创新性 
语言是人类的产物。而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变异形式更是体现了语言的创新性，这是它流行

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网络流行语最显著的特征是创新。在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传统形

式不断被解构同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是因为网络流行语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多为年轻网友，在

表达方式上他们力求新颖，运用多种方式，除包含古语、方言、符号语言、缩略语，还吸收了许多外来

语汇。例如， 
(7) a) 大 V (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 
b) 网红(被网友关注从而走红的人) 
c)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友谊经不起考验，说变就变) 
d) 高端大气上档次(缩写为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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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喜闻乐见、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缩写为喜大普奔) 
2) 娱乐性 
娱乐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们追求和向往的生活。网络流行语反应精神诉求也越来越朝着娱乐的方向

发展，娱乐俨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特别体现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可以以匿名方式在网

上发泄不满，很多从社会新闻衍生来的网络流行语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得表达更有张力，例

如， 
(8) a) 俯卧撑 
b) 楼歪歪 
c) 我爸是李刚 
这三例引发了网络中的造句热潮，网民纷纷加入造句的大军中。这既体现了广大网民对于现实社会

的嘲讽和怨气，而这种情绪又在流行语的造句热潮中被消解，形成了一场全民语言游戏。即使表达政治

观点的严肃话语也不再刻板。很多主流媒体也加入网络流行语的大军中传播新鲜文化，这都体现了当代

人追求轻松生活氛围的心理需求。 
此外，网民也可以采用风趣的语言或者来达到放松、消除疲惫和紧张情绪的目的。例如， 
(9) a) 皮皮虾，我们走 
b)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c)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此类流行语是流行语活泼和狂欢化的体现，是由社会现实环境和网民的心态创造的，具有娱乐性。 
3) 阶段性 
从《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选出的十大流行语可以看出网络流行语是层出不穷的，当被创作出的网

络流行语受到大多数网民追捧时，它便迅速蹿红网络。由于社会热点不断在更新，之前受到追捧的网络

流行语会被新创造并被广大网友使用的流行语而代替。例如， 
(10) a) 元芳，你怎么看？ 
b) 洪荒之力 
c) 感觉身体被掏空 
由于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我国游泳女运动员傅园慧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爆出金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

力了”，该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网友纷纷调侃，将话题推向高峰。其实“洪荒之力”最早起源于热播古装

剧《花千骨》，代表最厉害的法力，得之者可得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

被社会中各种新鲜事物填满，部分流行语会失去流行元素进而被社会淘汰。其中一部分符合社会主流价

值观的便被保存下来。 

5.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每种语言从

一诞生就受到社会的影响，也因此区别于其他语言。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反映的是校园内在一定时期学

生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体现一个社会环境内网民的心理诉求和价值取向。而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

像一根敏感神经，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网络流行语是伴随着互联网的产生，

网民这一群体的诞生而产生的语言，它是传统语言的一种变异，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可以反映不

同时代的社会状况、学生的心理需求。 
1) 社会的发展催生网络流行语的不断更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群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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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体现在网民数量急剧膨胀。微博、QQ、微信等网络技术应用的出现，更是为网民提供了虚拟空间

中的表达机会。网络流行语以传播速度快、更新速度快和发展迅猛的态势走红网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注[5]。从 2003 年的“做人要厚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2008 年的“山寨、雷人、打酱油”到 2018 年

的“佛系 XX、你尽管 XX，输了算我 XX”等，纵观网络流行语的演变，可以看出网络流行语承载内容

的演变和外在形式的演变。究其原因，都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而不断更新。 
2)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反映了社会热点[6] 
网络流行语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当今社会大家压力普遍大。通过传播此网络流行语来表达生活的压力

和对远方的渴望。例如， 
(11) a)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b) 说走就走的旅行 
2015 年 4 月的一封辞职信上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句话经媒体报道后迅速蹿红，受到网

民的关注。很多网民纷纷表示佩服当事人辞职的勇气，也羡慕她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诸如此类

还有“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还有一类事件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是一方面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也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

畸形发展。例如， 
(12) 阴阳合同 
近期受到网友广泛关注的“阴阳合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目的而从事的违法行为，指合同双方关

于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的内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其中对外的一份里面是为逃避税

收而伪造的数目。近年来，天价片酬一直是网民讨论的话题，继而又曝光了“阴阳合同”。 
青年网络流行语中也不乏一些正面意义词汇，如“正能量”“点赞”“给力”，以及十八届三中全

会后的“创客”“获得感”“打虎拍蝇”“互联网+”等。总而言之，从网络流行语的演变来看，社会的

发展方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 
3)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反映了受众的心理需求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反映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网络通过一个个点击和参

与话题的讨论，从而能在短时间内走红网络，成为网络流行语；同时这也体现了大学生想要获得更多的

话语权，在涉及公众利益时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体现了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通过网络流行语的

传播，使得这些事件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得以回应并最终得到解决，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

如， 
(13) 高铁占座；红、黄、蓝幼儿园 
(14) 小鲜肉；娘炮 
中国的“小鲜肉”男明星近年来一直是大众热捧的对象，但是最近这些长相秀气、打扮精致的男偶

像却招来一片争议声。网友抨击他们画眼线，抹眼影、涂口红、染头发，没有男子气概，更有人直接炮

轰他们是“娘炮”。前一段时间央视邀请“小鲜肉”作为《开讲啦》嘉宾而受到很多父母的批评，批评

他们会带坏小孩。更有网民指出“少年娘则国家娘”。 
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是源于广大网民的不断转发与加工。这是由于人们的从众心理造成的，由于青年

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网络上，并且思维活跃，喜欢追求新奇事物和跟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使得青

年人成为网络流行语的主要使用者和传播者。 

6.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受众的接受度分析 

1) 心理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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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处在急于摆脱权威束缚、彰显自我和展示独特个性的年纪，而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也符合青

年大学生的表达风格，主题更加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有助于大学生转移不良

情绪高校网络，甚至可以有效释放和缓解了一些青年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大学生在消费这些流行语的过

程中充分表达自我，宣泄各种情绪。例如， 
(15) a) 我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b)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我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表达出超然世外的自我安慰；“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则以戏谑的

形式表达出难以理解的情绪。这些调节气氛的俏皮话使大学生在运用中得以释放各类情绪，包括自嘲、

同情、难过、感动、怀旧、愤怒等。 
在宽泛的网络道德舆论环境下，道德评价的标准是多元开放的。高校网络流行语是经过学生甄别后

接受并传播，甄别和选择的过程也是大学生群体态度和价值观外化表现的过程，体现了当代大学生道德

选择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总是紧贴社会热点，高校学生中广泛流传的流行语“不妨

先定个小目标，比方说我先考个全国第一”。此句源自王健林说过的“不妨先定个小目标，比方说我先

赚一个亿”，等等此类都折射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 
大学生心理和生理都处在不成熟阶段，接受新鲜事物快，大脑思维跳跃，创造力强。这一时期处于

自我个性张扬、体现自我、放飞自我时期。同时也对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通过对各种社会不良现

象表达强烈不满来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但是大学生青年认识到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社会状况的无力改变，

只有通过一定的标签来实现自我认同[7]。大学生没有良好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判断能力，在网络流行语的

传播过程中，出于从众心理而盲目追随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不自觉成为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者。在日新月

异的网络信息化时代，新潮事物不断涌现、社会实现元素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都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价

值取向，人们需要寻求更高端、更合适的语言表达形式来实现情绪的抒发和对社会事件的看法。 
2) 社会文化接受度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交际平台的不断涌现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

表个人言论的舞台。在文化高度繁荣的今天，网络流行语作为传统文化的变异，尽管网络流行语在某种

程度上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但其作为一种通俗文化以裂变式的方式传播消息，方便大众。随着现

代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发展，旧有的词汇已经不能指称刚刚出现的新事物。为了满足人们

的新认知和思维的需求，人们不得不创造一些能表达新事物与新认知的词语，于是网络言语社区中的新

词语以及新的表达方式不断增加。 
当代大学生对政治事件关注度较低，但是各种幽默滑稽的网络流行语总能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简

单生动的网络热词，使很多大学生开始关注政治热点。例如， 
(16) a) 厉害了我的国 
b) 打虎拍蝇 
“厉害了我的国”这一网络流行语使得崇高的爱国主义话题变得亲切可爱。“打虎拍蝇”则形象地

反映了党在治理贪污腐败这一重大问题的强硬态度。大学生通过网络流行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和观点，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有助于他们接受和融入社会，提高政治参与意识。 
了解流行语的传播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是双向的，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以慎重的心态去对待网络流行语。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网络流行语，我们应该用支持的态

度去对待，让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助推社会进步。同时，对于一些低俗的网络流行词语应该予以严肃的批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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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网络流行语依托新媒体，以传播速度快、简单易懂为特点，便于记忆与传播，是网民对社会现状的

一种戏谑诠释和情感表达。现如今，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流行语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网络流行语对大学

生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网络流行语发现网络流行语受社会、

文化和心理三方面的影响。也从大学生这个群体分析其对网络流行语的接受度。当代大学生对待网络流

行语应持包容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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