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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交流已成为人类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网络语言的流行与运用也

给现代汉语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怼”字作为2017年热门网络流行语而进入大众视野，迅速流行。

它的出现及应用具有重要的语言研究价值。因此，以“怼”字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定的例子分析该字的

本字、构词形式、语法、语义以及流行起因，探究与“怼”相关的流行词汇及迅速流行背后所包含的语

言学规律。想要研究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必须利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知识，研究网络用语会引领语言系

统发展出何种新的倾向，当前网络热词和常用词汇的之间的异同，进而阐释语义演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产生的语言变异现象、社会心理以及现代网络交际之间的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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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network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 social communication, so the popularity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anguage have also 
brought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modern Chinese system. The word “怼” has become popular as a 
popular online catchphrase in 2017. Its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are of great value to language 
research. Therefore, taking the word “怼”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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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word-formation form, grammar, semantics and the cause of its popularity through some 
examples, and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rules behind the popular words related to “怼” and their rapid 
popularity. Wanted to study the deep level reason, must use relevant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lin-
guistics, language research network will lead the language system, develop the new tendency of the 
current network hot word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on vocabulary, it 
discuss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variation phe-
nomen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network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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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虚拟网络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是近几年来，

网络热词不断出现并不断影响着不同语言向新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前几年的“囧”，到 2019 年的

网络流行曲《生僻字》中的“龙行龘龘”的“龘”，越来越多的古语词、方言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2015 年网剧《仙剑客栈》中，主角的一句台词“怼死你”和 2017 年综艺节目《真正男子汉》中的“小

怼小进步”，让“怼”字在网络有了些许的热度。在此之后各类综艺节目、新闻标题大量运用这个词，

“怼”在一时之间成为高频词汇。 
与此同时，“怼”字不仅在各种媒体中传播广泛，甚至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也频频出现。但是经过网

络语境的发展之后，网络中流行的“怼”与最初的字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本文将从这些转变背后

的语源、语义、语用等方面分析，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释“怼”在网络流行的原因。 

2. “怼”的本字及演变 

“怼”作为文言词活跃于古籍文献中。 
1) 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下》[1]中解释道：怼，心部。怼，怨也，从心对声，丈泪切。 
2) 《广雅·释诂四》中解释为：怼，恨也。 
3) 动词：狠戾，违逆。例如：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国语·周语上》 
4) 形容词：凶狠。例如：而秉义类，彊御多怼。《诗经·大雅·荡》[2] 

5) 《康熙字典》中 “怼，怨也。” 
6) 《现代汉语词典》中“怼，duì，<书>怨恨”。 
人民网和新华网有不少篇文章中带有“怼”字，如《对疫情要“稳、准、狠、快”，对基层工作人

员要有人文关怀(2021 年人民网评)》中“让基层更加从容不迫，抗疫更高效且尽量少扰民，不至于临事

慌张，事倍功半，为基层招来怨怼……” 
在成为网络用语之前，“怼”多是用于严肃的场合，经常与怨组词，固定搭配使用，属于书面语。

另外，与“怼”组合的词还有怼恨、怼怨、忿怼、恚怼等。有学者认为“怼”从字源来看，不是一个晚

起的字，但是最终它在各地方言中保留下来，只能说方言作为汉语的“活化石”，保留了不少生僻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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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过程中使用频率降低和使用领域范围的缩小，一些文学词语会被人们慢慢遗忘，但是其中大多

数都会保存在各类方言中[4]。在语言的持续使用过程中，有的字词因为与某些地区的方言系统相匹配，

而保留在该方言当中。所以，汉语词汇的多样性也都反映在方言当中。然而，以上可追溯渊源的“怼”

字，与现如今的网络流行字“怼”并不是准确对应的。 
网络上流行该字的读音是 duǐ，主要表示的意义是指言语或行为的对抗与碰撞。但是，“怼”字在古

代文献典籍中的释义大致有二：一种为怨恨；第二种是凶狠的意思。现代汉语基本上保留了第一种用法，

表示在言语、行动上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不满、怨恨等情绪。不过，“怼”在词典中标注的音是“duì”
而不是现在所说的“duǐ”，而且字典的释义一般指的是“怨恨、凶狠”[5]。所以，在实际情况中，“怼”

字的语音和意义并不匹配。因为“怨恨”是一种内心情绪的表现，词性是名词或是动词，“凶狠”也是

对情绪的一种描述，没有发生动作行为。而网络上的“怼”的主要意思是指单方面的回应或是有矛盾冲

突的双方的碰撞、争吵，伴随着语言或是动作，且主要是用作动词。 
另外，“怼”在没有流行之前是一个比较书面的字，经常和“怨”组成“怨怼”一词，很少单独使

用，除了书面和正式场合基本没有出现过，所以将“duǐ”写为“怼”是不准确的，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

不一致的情况。 
作为形声字，声旁是“对”，形旁是“心”，不仅形旁表意，而且“对”是基本汉字，大众熟识度

较高。因此，“怼”字之所以流行，从本字的演变来看，是占据了读音与字形的优势，在流行的过程中，

“怼”字改变了之前的读音和意义，由方言的读音和延伸出的网络新义组合而成[6]。虽然在字形上没有

变化，但是从文字的内部结构来看，“怼”字内部已经发生了演变。 

3. “怼”的语法功能 

“怼”字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流行，是因为拥有较高的组词能力和灵活的形式，所以有必要通过分

析具体的例句，研究出“怼”字主要的语法功能。 

3.1. “怼”的句法功能 

从“怼”字的句法功能来看，“怼”一般作谓语中心语，主要表现为施事动作，可直接加宾语、补

语或其它的修饰语。例如： 
1) 今日头条再怼腾讯被区别对待的滋味不好受。 
2) 昨天《视觉中国》被怼了。 
3) 日美贸易谈判怼上了。 
4) 虽然我被人怼了，但我依然把这次经历，当做一次自我学习的好机会。 
5) 盘点王思聪怼过的大佬，网友称：操碎了心。 
可以看出，“怼”不仅可以直接在句子中当动词使用，而且可以在后面加上宾语或者是一些表示时

态的助词，如“着、了、过”。而加上这些助词之后，可以表示动作进行的状态。所以，“怼”是具有

一般动词的特征，在遣词造句上没有太多的限制。 

3.2. “怼”字的组合搭配 

在分析的例子中，“怼”字前面或者后面，还可以搭配很多修饰语，形成固定用语。例如： 
6) 菲律宾总统多次怒怼加拿大，事情没那么简单。 
7) 一方大兵压境一方毫不退让美伊互怼会擦枪走火吗？ 
8) 不仅被中国回怼！蓬佩奥一席话，让全球都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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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BI“通俄”调查报道搅动华盛顿，特朗普推文猛怼。 
这些修饰成分的性质是多样的，像形容词、副词等等，与“怼”组合成固定词语直接进入到句子，

可以呈现出更多表现意义，而“怼”也从单一的动词延伸出更多动作行为。这也表现出“怼”可以和其

他各类词组合的自由灵活性，这也可以体现出“怼”字的活力。 

3.3. “怼”字的重叠使用 

因为“怼”是一个单音节动词，像“看、尝、试、唱”等动词一样，可以叠用，表示程度较轻或是

尝试义的状态。而且这类重叠使用也可以在中间加“一”，变成“看一看、尝一尝、试一试”，“怼”

字也是可以如此。例如： 
10) “夸夸群”“怼怼群”这些奇葩微信群你听过没？ 
11) 林黛玉为何被称为“林怼怼”？只因听她“怼人”太过瘾！ 
12) 怼一怼“罗振宇们”嘴里的人工智能。 
这是属于动词在形态上的变化，“怼”字的重叠使用，总结“怼”的语法功能，可以看出它自身的

生命力，短期内“怼”字的使用频率迅速攀升，除了依靠新的传播媒介，更重要的是在于“怼”字本身

的扩展性和延伸性。 

4. “怼”的语义 

从词义上看，网络媒体中的“怼”主要是指用言语或行为表达内心的不满或是宣泄情绪，但是在实

际运用的过程中程度还是有不同的。经过归纳总结，主要有以下的几种含义。 
(一) 用于互相调侃或开玩笑 
“怼”在这里属于中性词，此类意义主要用于关系比较密切、毫无矛盾冲突的亲人、朋友和伴侣之

间的玩笑。在这种意义里，“怼”字没有任何的杀伤力，情绪也比较平缓。此时的“怼”字充满喜感，

具有调侃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的，主要是用于调节气氛。这样，“怼”与之前在网络上流行的“来啊，

互相伤害啊”、“让我们相爱相杀”等热门用语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这些用语所代表的意思并不是真

的去“伤害”或者具体行为，而是用无伤大雅的语言营造出诙谐幽默的氛围，通过对话从而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 
(二) 讽刺，讥讽 
这种语义多是用于双方彼此之间有利益或矛盾冲突，一方表明对另一方不满意，但是并不公开直白

地发表意见，而是从侧面表达不满情绪。此时的“怼”就变成了贬义词，例如“女足国脚怒怼裁判：四

年送给了瞎眼狗”。其实是从侧面表达对比赛结果不公正的讽刺。所以，在这种语意下，就出现了“暗

怼”一类的词。 
(三) 正面反击或回应 
表示正面反击的语句多用于新闻标题，例如：“董明珠怼中小股东”、“美国妈妈怒怼婴儿高跟鞋”。

董明珠对中小股东是当面责备，跟“讽刺”是不一样的，而美国妈妈发表评论，是直接对婴儿高跟鞋发

出的“谴责”或“不满”。所以，这就比“讽刺”的程度更加直接，“怼”字表达主观情感的程度也相

对提高了。 
(四) 批评，或是表现具体动作行为 
主要用在日常的口语中。如：“今天我迟到被级部主任怼了。”“看看你不服气的样子，是不是找

怼？”显然，前一个“怼”是通过一定的言语进行批评教育，相当于说服教育；而后一个则是含“教训”

之义，这里的“怼”等同于“收拾”，一般会以肢体攻击等具体行为作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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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怼”，虽看似结构简单，却能表现出当下许多矛盾冲突的状态和情绪。从字体组成来理解语义，

“心”的“相对”，其实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包含了所要表达的饱满情绪[7]。就字形来看，和其他“心”

字底的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怒、忿、怨”等。而且，从语义特征方面，“怼”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很高，所包含的动作也十分广泛。因此，这也是“怼”字流行的原因之一。 

5. “怼”的流行原因 

“怼”作为一个网络词语，在使用过程中文言色彩和方言色彩淡化，语域意义的范围扩大。影响该

词活跃度、流行度的因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从传播方式、词汇来源、创作成因、语言结构等几方面剖

析。 

5.1. 传播方式 

网络用语主要受文字信息传播的渠道类型和数量的影响与制约。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变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下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拥有知识和创意的各大媒

体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新媒体的使用者既可以成为生产者，又能成为传播者，从而在整个过程中形成

了跨越国家、民族、组织、地域等的流动力量。 
另外，人类的共同认知语境是网络热词被普遍使用和流传的基础。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人进入网络空间，很多信息能够迅速传播，也是因为大家的认知基础是相同的，所以，这是网络流行

语源源不断的原因。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使得网友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满与反对得到了共享，所以“怼”

字的产生也是反映了大众社会心理。 

5.2. 词汇来源 

“怼”本身是文言词，而后转变为部分地区使用的方言词语，具有一定的使用基础，涉及的范围基

本限于日常生活中。在特定地域内，广大群众关心的事物和现象，体现出大众生活常态的同时，也包含

着大众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人际交往的频繁，流动的活跃性，再加上新媒体的巨大影响，这些都

推动、加速了“怼”字的传播与扩散。借助新媒体使其使用范围扩大，之后有的网络热词经过长期稳定

的使用就变成了普通话里的常用词。在“怼”字流行之前，没有一个专门表达矛盾冲突的词语，而当前

社会发展，人们情绪变化呈现崭新的趋势和特点，而这也为“怼”字的产生也创造了客观条件。 

5.3. 语言结构 

从语言结构来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手段和速度不断更新，各个地区的文化和语言差异交流

更加频繁，方言词语跨地域使用现象呈现不断增多的现象。“怼”并不是陌生化程度高的生造词。作为

方言词语，它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容易被大众理解与接受，且使用更能准确形象。另外要符合语言创

造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经济性原则。“怼”采用的是形声的构字法，所以人们能够准确识记，从而能

够广泛运用表达意义。该词融入了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的种种感知、体验，同时具备一定的娱乐、调侃

的意味。再加上形式、色彩上具有新颖性，因而能够打破地域局限，在更多的人群、更广阔的空间中流

行使用。“怼”的流行是结合社会快速发展的契机，在网络中被创造出能广泛使用的新词新义，从而形

成约定俗成的表达[8]。而且，用尽可能少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更多的信息量，是互联网使用者的习惯，体

现了语言表达以经济性为原则。人们对语言经济性和信息高效性的追求，使一个词或词语就能表达出明

确且丰富的含义。这就需要运用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所包含的理论，使听话者或阅读者对语言产生一系

列联想，增强了言论表达的灵活性，构造出生动形象的视觉画面，使得语言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传递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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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络流行语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能从一定的时间节点来片面地看待。在语言学研究中，词汇

是有一定的渐变性和稳定性，但是“怼”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种论点，在 2015 年之后，“怼”字的出现

其实是呈现出一种爆炸式的增长，于是它的用法很快被大众接受。所以，可以这样说，一个词从长久的

时间进程中具有渐变性，最终其意义会慢慢稳定下来，但是在一定的时期里，可能会具有迅速增长的使

用频率。从宏观上看，词汇具有渐变性和稳定性，具体到各个时期和时间段，词将出现不稳定性和瞬变

的特征。 
同时，当代网络语言的表达具有多样性，词汇的构成也更加具有随意性，并且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甚至有很多网络语言不仅在虚拟网络中为众多网友使用，在现实中也融入进了百姓的日常语言交际中去。

探究其变化的深层原因还要归结为互联网使用者的心理变化因素[9]。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互联网使用

人数大幅增长，从而使得网络语言并不像之前那样的神秘，所以目前人们使用网络语言除了为了彰显个

性，追求新颖，更多的则是倾向于表达自我的真情实感，或者是在网络中寻求更多的关注和认同，这样

一来，现代网络语言和日常用语的差异会逐步缩小，而且还有会更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怼”字虽然这几年一直流行，但词语能否不断发展，最终成为被人们所能使用的常用词，还需经

过更长时间的验证。 

6. 结语 

网络用语“怼”与那些过分追求新奇的字母词和外来词不同，有些借词是不合乎汉语语法原则而存

在的，而“怼”是一个文言词，而后存入方言中，在今天它又因为网络技术的原因，重新进入人们的视

野。“怼”能够表达出当代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汉语普通话词汇的弥补，使得汉语

系统更加的完整，所以“怼”是有成为普通话一般词汇可能性的。实际上，“怼”的发展，是经过时间

的沉淀，在一定的阶段内，高频出现。在长时间的冷却后，也许“怼”依旧还是一个受限制较多的书面

语。所以，只有在使用频率持续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由网络词汇进入一般词汇的领域。同时，这也

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网络用语，毕竟不是所有的网络流行语都是规范的，有一些网络用语不仅会造成语

言系统的混乱，还会对汉语言学习和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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