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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流行语也在不断更替。首先，本文以BCC语料库中的实例作为例证，研究了

“打工人”和“干饭人”语义内涵和情感色彩的变化，探究其流行背景及其流行的原因。其次，从语用、

语义、语体三方面探寻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学价值，阐明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最后，本文就网络

流行语的发展现状表明，人们应客观看待网络流行语，不应片面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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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network buzzwords have been also constantly changed.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takes examples from the BCC corpus as examples to study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and emotional color changes of “dream-pursuer” and “labourer”, and explore their popu-
lar background and reasons for their popularity. Secondly, we explore the linguistic value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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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words from three aspects—pragmatics, semantics and style, and prove their significance in daily 
life. Final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twork buzzwords, this paper shows that people 
should view network buzzwords rationally and objectively, neither positively nor negatively in a 
one-sid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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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也迎来了深刻的变革，网络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交流

和传播方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在促进交际环境、交际方式更新的同时，

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网络语言。对于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指在网络交

际领域中使用的各种语言形式，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与互联网有关的专业术语和特别用语(如“宽带、

域名、鼠标、病毒、浏览器”和“网民、网吧、黑客、虚拟空间、信息高速公路”)，二是网民在聊天

室和网络论坛上的交际用语，狭义的理解主要指后者[1]。网络流行语，顾名思义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

语言，它是网络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那部分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语言的变化带有时代

的印记、民族的特点。近些年来，以“XX 人”组成的词组活跃于网络之中，例如“干饭人”、“打工

人”等等。作为网络流行语“XX 人”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与社会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由于词汇的语音读起来朗朗上口，其受众范围不断增加，对于学生、普通上班族、

农民工等各类职业的人都可以称自己为“打工人”、“干饭人”等，凸显出当前的生活压力中的一种

对自我的调侃[2]。 
本文基于 BCC 语料库，从历时研究视角，通过对从“干饭”到“干饭人”以及“打工”到“打工人”

词语的语义内涵和感情色彩进行分析，探究了其流行背景。从社会因素和语言本体两个角度分析其流行

的原因，继而从语用、语义、语体三个视角对其语言学价值进行剖析，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同时，指出

应以客观的态度看待网络流行语言，不应片面肯定或否定。 

2. 语义解释 

2.1. 语义内涵 

2.1.1. “打工”与“打工人” 
打工，本指做工，多用于临时性的工作；打工人，原本多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通常为外来务工人

员。例如在 BCC 语料库中的词条案例“令人惊喜的是，一些在外积累了资本、掌握了一技之长的打工人，

近两年已形成了一股回乡创业的热潮。(《人民日报》，2003 年)”，从中可以看出打工人是外来劳动者，

并且在语料检索中发现，“打工人”经常与“外来”、“外地”、“外出”、“背井离乡”等词共现。

然而，现在网络流行用语中的“打工人”等同于劳动者，不仅包括农民工、蓝领工人，也包括办公室的

白领等。“打工人”源于 20 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打工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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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群体——“打工族”。这个群体不属于传统的农民、国企职工、商人、国家公务人员。 

2.1.2. “干饭”与“干饭人” 
在 BCC 语料库中对“干饭”一词进行检索，在“古汉语”一项中存在 688 条检索结果。例如： 
(1) 古法云，令食干饭．．，得丸力速，如觉热冲上，进一两口饭，行步消息良久，任食，若能节食甚佳，

古法云，令食干饭豆酱。(《外台秘要》唐代 BCC 语料库) 
(2) 每逢雨天，干饭．．变成了稀饭．．。但是学生不但不抱怨，反而感动地说：“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

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吗？”(《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 日 BCC 语料库) 
(3) 开始，我们一接到影片，心里就紧张，怕放不好，怕人家说我们是“吃干饭．．．”的。(《福建日报

——放映机边受教育》1970 年 7 月 20 日 作者：前线某部放映组 BCC 语料库) 
在唐代，干饭亦作“乾饭”，意为干粮，如例(1)。例(2)中“干饭”的意义是与“稀饭”相对的，指

不带汤的米饭。例(3)中指的是白白吃饱肚子什么也不干的人。然而，干饭还具有吃饭的意思，最开始是

四川方言形容吃饭的一种说法，而且“干”是读四声的重音，因狂傲的语调和豪放的气势从而得以流传。

干饭人造词法来源于“工具人”，“打工人”一类的网络流行语，指的是吃饭的时候很积极、很狂野，

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的人。后由于其流行起来，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多指积极吃饭热爱生活的人。 

2.2. 情感色彩 

2.2.1. “干饭”和“干饭人” 
“干饭”一词根据“干”的不同读音，会产生感情色彩褒贬不一的情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七版中的释义显示：当“干”读“gān”时，“干饭”具有两个义项，一是指做熟后不带汤的米饭；另一

个是吃干饭，指的是光吃饭不做事，多用来指人无能或无用。当读作“gàn”时，“干饭”的意思即吃饭。

“干饭人”起初是中性的情感色彩，指吃饭的人的一个代称。但随着被网友们不断传播，其感情色彩发

生了变化。本研究选取以下语句进行简要分析：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干饭得用盆！ 
(2) 干饭人胃口大，一张大嘴吃天下。 
(3) 干饭人爱犯困，直到饭点才精神。 
例(1)和例(2)中“干饭人”具有褒义情感色彩，体现出人们对于吃饭与饮食的重视以及积极性。随着

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年轻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导致上班族们出现了不能按时吃饭或是没时间吃饭

以及吃外卖凑合等问题，好好吃饭与按时吃饭逐渐成为一种奢望。上述语句的背后表达出网友们对于吃

饭的诉求，具有正面积极的情感。例(3)中的“干饭人”一词，从字面意义来看似是贬义，其实在不同的

场景中使用也会产生不同的感情色彩。例如，在谴责自己工作没精神时，使用这句话就是一种贬义的感

情色彩；在调侃自己喜欢吃饭，是一枚“吃货”时，又是中性的感情色彩。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用情

境中，“干饭人”这一网络用语有着不同的情感色彩。 

2.2.2. “打工”和“打工人” 
“打工”和“打工人”本是中性词，“打工”本意为从事工作，但它重在强调出卖个体劳动力换取

报酬的商品化行为[3]。而伴随着“早安，打工人”视频爆火网络，该词语带有了新的感情色彩。通过在

BCC 语料库进行检索，共发现关于“打工人”的词条 448 个，检索出其中“打工”与“人 + X”搭配的

相关词语的例子 416 条，例如“打工人员”、“打工人数”等，符合本文研究“打工人”结构的例子有

30 个，剩余 2 条不符合本研究中“打工人”的构词结构，故不包括在内。在 30 条检索项中选取部分典

型的例子对“打工人”情感色彩进行分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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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作为一个北京人，当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对外地打工人充满感激的同时，也不能不引

起深刻的反思。(《人民日报》，1998 年) 
(2) 刚刚有人把话费误冲我手机上，打电话过来要，说是个打工人。我听真挺可怜。就立马上网把钱

打给她了。(BCC 语料库微博) 
(3) 我们都是打工者。劳工者最伟大！！——看到随丑的博文《打工人》有感而发的评论。(BCC 语

料库微博)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打工人”可以指城市的建设者，工资较低的劳动者，给人以“勤劳肯干、

踏实奋斗、薪资微薄”的印象。而随着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的爆火，其突破了人民心中的刻板印象，

囊括的群体范围也更广泛了。“打工人”代表着青年斗志昂扬积极向上的态度。“打工人”是以“赚钱”、

“人上人”等一系列相关键词为基础，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叙事模式表达了对私人空间的坚持以及

对整体、同质和线性逻辑的讽刺和对抗，从现实主义的视角重构了劳动的社会意义[3]。“打工”和“打

工人”两个词语打破了原有的语言色彩，在当前社会语境中语义色彩更具积极意义。 

3. 流行背景及原因 

3.1. 流行背景 

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网名为“抽象带篮子”的网友发了一条短视频。在视频中，他做出要出门打

工的样子，并说着“……早安，打工人！”等话语，引发网友大量关注与效仿，而“打工人”一词也随

即引爆网络。“打工人”是对一切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者的统称。不管是在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

是坐在办公室朝九晚六的上班族，还是处于社会上层的领导阶级，都可以自称为“打工人”、“干饭人”。

“打工人”有着显著的特征，比如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正如《打工宣言》中所言：“人生痛苦之百

分之八十来自于打工，那如果不承受打工所带来的八分之八十的痛苦，那就要忍受没有钱所带来的百分

之一百的痛苦，相对于没有钱，我还是更倾向于承受打工的痛苦”；再比如“打工人”对打工的态度很

积极，起早贪黑不怕辛苦，努力打工，积极干饭等。在打工人的眼里，打工干饭并不丢人，而打工则是

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打工虽然辛苦，但却是自强自立靠自己干饭的标志性途径。 

“干饭”是某个知名的博主诗书达理之山人每次在录制他吃饭视频的开篇都会说一句“干饭了，干

饭了”而走红网络，因为这句话简单易懂而又意蕴深刻，所以在短时间内爆红网络。在大部分人的理解

中，干饭就是吃饭的意思，大家说出这句话也只是叫别人吃饭而已，但实际上博主这句话的原意却是，

那些为了能够吃上一口饭，非常努力生活着的人。很多网民在晒干饭的照片是，都不乏会匹配上这段文

案，即“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 

3.2. 流行原因 

3.2.1. 社会环境因素 
从语境因素而言，话语往往与它出现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语境在生产和理解话语中扮演根本性

角色”[3]。干饭与吃饭不同，体现出大众的求异心理。“干饭人”一方面是面对压力的自我调侃与自嘲。

中国人习惯将工作与自己的物质生活建立联系，认为一份工作是“有口饭吃”或“养家糊口”的必要前

提，而吃饱饭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回报。在这一背景下，高喊“干饭人”无疑成了辛勤劳动者们情感的

宣泄。另一方面展现出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民以食为天，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对于饮食的关注。“干饭

人”自嘲“干啥啥不行，干饭第一名”。自嘲之外，更是在用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顿饭，体现

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打工人”则体现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美好品质。从身份认同心

理来看，“干饭人”、“打工人”使得年轻人获得极高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感的获得亦是网络用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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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自豪地向世界宣称自己是“光荣的打工人”和“积极的干饭人”，这代表着其

对自己身份的积极认同，在话语认同中获得身份认同，收获群体的归属感与安全感[4]。不管是在校大学

生，还是职场新人，甚至是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创业者，只要感受到生存、竞争的压力，都可以振臂高

呼一声“勇敢的打工人”，为自己加油打气[5]。从大众的求异心理来说，网络用语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通常表现为某一时期流行某一些语言。其原因是网友们具有求新的心理，这种心理会加速“打工人”、

“干饭人”等词语的流行。“干饭人”，与之前的网络用语比如“吃货”等流行语比较来看，更加注重

从人的本身出发，从价值观角度来看，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底层保障，得到大多数人的共情，因此网友

们也更愿意去使用它。在全球化的视角下，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得以凸显，年轻一代追求个性的求新求异

心理的外在表现特征越来越明显。他们渴望能够站在文化的最前端和时尚的最前沿，而“打工人”、“干

饭人”等网络流行语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快速形成网络模因。“打工人”、“干饭人”等词所表达

的语用效果恰好满足了人们对语言时尚的追求，体现出说话人言语风格的趣味性、幽默感以及网络流行

语自带的时髦性特征。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网络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具

有的电子交际工具以及掌握的网上交际软件自由地发表意见或进行交流。“打工人”、“干饭人”的产

生则是得益于网络平台的高度发展。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不断更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发展更具备了

新的依托。 

3.2.2. 语言本体因素 
从构词要素上看，“打工人”、“干饭人”等是以“XX 人”为词模的复合词。李宇明先生曾指出，

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

[6]。大量新词语的产生源自于词语模，词语模的形成促成了大量的相似流行语产生。“词语模”包含着

“模标”和“模槽”两个因素，“模标”是指词语模中所固定不变的部分，由位置上相对固定的词语或

者其下一级词素组成。“模槽”相当于等待填充词素和词语的空位。例如“人”则是位置相对较为固定

的模标语素，而模槽部分的变化才是不断孕育出新词汇的根源。例如，将模槽部分由“打工”改为“干

饭”后，词语的整体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在“XX 人”这一词模中，模槽部分是词义变化的关键要素，对

于网络新词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从构词结构上看，“打工人”是一个定中式偏正关系的复合名词，具有名词的造句功能。在现代汉语

语汇中，修饰名词的一般为形容词，例如：“好人、大人、老人”等。而“打工人”的构词方式为“动词 + 

人”，在近两年一系列的以“XX 人”为构词方式的网络流行语中，“打工人”、“干饭人”中修饰“人”

的部分是动词，而“尾款人”、“早八人”等词中的修饰部分则是名词。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网络新词

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现代汉语的造词法规则，但同时又在现代汉语造词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超越和突

破。因此，结构上的突破也为网络新词的流行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成为网络流行语生成的重要因素。 

4. 语言学价值 

4.1. 语用视角 

首先，网络流行语具有网络交流价值。网络流行语是一种语言变体，其本质依然是语言。人际交

流体系中，语言充当着信息载体的角色。语言的功能即表达与交流，在当今社会环境中，网络流行

语也有着其独特的沟通价值。通过社交软件进行交流相比于面对面的交流会具有一定的“温度局限”，

因为交流双方仅仅依靠文字表达自身情感，听话人可能感受不到说话人的语气，看不到其表情动作，

因而具有一定阻碍。然而，网络流行语是可以带有温度的语言，交流过程中恰当使用可以让沟通更

具有“温度”和感染力。例如在微信沟通时，“一起去吃饭”与“干饭人，一起去干饭啊”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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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后者的表达更具有趣味性，也更加接地气，会使得沟通的距离感缩小。其次，网络流行语具

有气氛调节的价值。在当今时代，流行语成为表达情感的载体。在快节奏的工作时代，“打工人”、

“干饭人”等词一出现便让人眼前一亮，在紧张工作的场合适当地使用“打工人”、“干饭人”等

网络流行语，可以达到缓和气氛的效果。虽然这些词在一些场合进行运用可以起到气氛调节的作用，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语境是否合适，否则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最后，从更细微处来讲，网络

流行语对于新闻报刊的标题极具意义，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也就使得新闻标题更有价值。例如，

《城市烟火气在复苏，“干饭”的快乐回来了》这篇文章题目运用“干饭”这一网络流行语无论从内容

还是形式上作为新闻报道的题目都很吸睛。 

4.2. 语义视角 

语义是用语音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级语言单位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产生的意

义。无论是“打工人”，还是“干饭人”，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其意义是在不断演进，不断丰富的，

这为词汇语义的研究提供了案例佐证。网络流行语丰富了词汇的外延意义，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

的表达更具自嘲等意味。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隐喻无处

不在，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理解和

体验某一类事物”[7]。从认知角度来说，网络流行语具有映射性和相似性。映射性是从源域到目的

域的一种转换，即通过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定义为映射。“打工人”、“干

饭人”等网络流行语体现出人们对于现实中的客观存在的一种认识，表达着人们的思想。 

4.3. 语体视角 

作为一种新的语体形式，网络语言跟以往任何语体形式都有明显的不同，它既不属于口语，也不属

于书面语，而是新媒体发展下的产物。从功能主义语言学来看，“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8]。网

络语言的游戏特征和指头输入方式决定了网络语言的基本色彩和风格：在虚拟空间中，通过网络拼盘方

式以实现求新求异的效果[1]。对文字、数字、符号、图片的任意拼接、改造，对怪字、特殊谐音、词义

别解的尽兴使用，都是这种色彩和风格的体现。从语体视角来看，网络流行语的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了

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为网络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语料。网络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语言现

象的流行性。网络语言的传播对大众语言时尚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网语符号化过程大

多具有临时性，但符合当时的交际需求，适应彼时的社会发展，文字符号背后的社会以及文化背景

也会由此激活。 

5. 客观看待网络语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运动过程中。网络流行语确实在新媒体时代为网友

们的交流带来了许多益处，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这是完美无缺的，要客观看待网络流行语言。至今，

语言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争议，集中体现在语言规范化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部分

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不符合语法规则或是短暂的流行毫无规范意义可言，这就有必要谈到何为规范。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网络语言更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惯用表达，与口语和书面语不同，网络语言

的流行与存在有着合理性，对于语言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可以片面地否定或者片面地肯

定。毫无疑问，网络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负面的东西，

要看有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替代后是否失去了什么，有时还涉及交际的基本权利问题。因此，我们需

要从这两重价值来进一步审视网络语言的本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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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语方兴未艾，对这种新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是语言学发展的需要[9]。在网络语言更新换代

快速的今天，更加需要注意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网络用语对语言规范化提出了挑战，也引起了一些

争议，如有言论认为网络用语是“黑话、语言垃圾”等。语言现象长期发展形成了固定的规范，而

规范是约定俗成的，经过群体的广泛使用和长时间积淀，通常只是缓慢的、细小的发生变化[9]。用

这样的规范来限制网络用语，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促使我们对语言规范化重新审视，语言规范化

要体现大的追求：规范化知识的增长和语言生活的和谐[10]。 

6. 结语 

当今时代，利用互联网进行交际已经变得必不可少。网络流行语在当今时代沟通和交流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映着人们思想变化的各个方面。本文着重通过对“打工人”、“干饭人”网

络词语进行剖析，期望对今后网络流行语的分析以及研究提供些许的参考。网络用语的出现促进了

语言学的发展，但也对语言规范化提出了挑战。如何正视网络语言的流行、规范网络语言的发展值

得人们深思。对于新出现的网络用语，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而是要辩证地

取舍，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客观看待，恰当使用，逐渐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丰富语言生活、积极向

上的网络用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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