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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空间语言使用问题不仅对语言自身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同时对国家安全也造成了影响。当前主要网

络语言暴力类型有煽动负面情绪、传播谣言、人身攻击和讽刺暗示四种类型，同时具有规模夸大化、不

同事件类型侧重不同和圈层化的特点。以上网络语言暴力新特点也对语言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语言自

身纯洁性、网络民粹主义显现、娱乐至上的暴力狂欢、舆论阵地话语权争夺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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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cyberspace language not only has the insecurity factor to the language itself, but also 
has the influenc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 main types of cyberspace language violence are in-
citing negative emotions, spreading rumors, name calling and ironic hint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ggeration of scale, different event types focusing on different and st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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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yber-language violence also brings challenges to language secu-
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ch as the purity of language itself, the appearance of network popul-
ism, entertainment-oriented violent revelr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speak in public opi-
nion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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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第 50 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人，较 2021
年 12 月新增网民 191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较 2021 年 12 月提升 1.4 个百分点(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2022)。庞大的互联网使用群体以及互联网自身的隐匿性滋生了众多社会问题，网络语言暴力就

是其中的一个。目前对于网络语言暴力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层面，主要涉及网络语言暴力的界定和法律

解释，语言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多是从行为主体和话语分析方面对网络语言暴力这一

现象给出语言学的解释。 
2014 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包括政治安全、国

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

全等非传统安全。网络语言暴力问题作为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既是网络安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同

语言安全这一国家安全次分支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从语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角度看待网络语言暴力现象

不仅可以为网络语言暴力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也在语言安全研究领域增加有关网络语言暴力的新

实证。 

2. 网络语言暴力现状 

目前语言学界对于“网络语言暴力”这一概念大多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从行为出发，认为其

是一种“不道德的语言行为”，或是从现象出发，认为它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暴力形式”[1]。基于

此，本文将“网络语言暴力”界定为“网络空间一种以语言为载体，有意或无意地对个体或群体造成负

面影响的不道德的语言行为”，在此概念基础上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 

2.1. 语料收集 

为体现所收集语料的典型意义，本研究语料均来自于微博热点官方网站(http://www.wrd.cn/)中三则热

度均值超过百万的公共舆论热点事件下的网络评论(“江歌母亲诉刘鑫案二审宣判”、“暂停签发韩公民

赴华短期签证”、“胡歌我当爸爸啦”)，三则公共舆论热点事件分别涉及社会、时政和娱乐三个板块，

每则公共舆论热点事件均随机抽取 500 条评论。为了确保所收集语料能更好反映社会参与及有效互动，

所选事件下方的评论总条数均大于 1000 条，每个事件下抽取的随机评论点赞数均大于 100。同时为了更

好地研究自然语料，所抽取的每条评论的小句长度不限。本文对随机抽取的 1500 条评论信息分析后得出，

有 635 条评论涉及网络语言暴力，整体出现频率达到了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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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网络语言暴力类型 
网络语言暴力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从网络语言暴力内容的实现途径来看，本文将网络语言暴

力主要分为煽动负面情绪、传播谣言、人身攻击和讽刺暗示四种类型。 
煽动负面情绪指与所讨论事件本身相关度不高，利用其它类似事件转嫁公众负面情绪，影响对于本

事件或人的理性判断，使得事件发展方向偏离的做法。例如在“江歌母亲诉刘鑫案二审宣判”事件中出

现“啥时候最高法核准劳某枝的死刑判决啊，那才是真正的大快人心”、“劳荣芝都有粉丝，有些人的

恶，就是要找到同类才能宣泄”等评论，将“江歌事件”中刘鑫的所作所为同劳荣枝进行联系，利用公

众对于劳荣枝所作所为的愤怒加深对于刘鑫的厌恶，引起群体愤怒，进而质疑对于刘鑫的法院判决，一

部分认为这类评论过于偏激的个体言论也会遭到抵制，引发新的网络语言暴力。 
传播谣言是网络语言暴力的重要类型，由于舆情发生的突发性和急速性，低成本的谣言通过公众极

高关注度的广泛传播，在极短时间内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同时，谣言的确认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同

网络空间成千上万的信息相竞争，澄清谣言没有那么大的“热度”，覆盖已有认知相比较植入一个新的

认知也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因此谣言的澄清就更为困难。例如“改名需要无犯罪证明，她这么容易就改

名家里肯定有背景”、“基本都是买的，她背后肯定有不良传媒替她撑腰，而且不排除境外势力”等评

论，夹杂众多难以证实的言论，短时间内容易引发众多猜想。 
人身攻击是最常见的网络语言暴力形式，在所有的网络暴力事件中都占有很高的比例。人身攻击包

括骂詈语和人肉搜索，前者利用文字媒介在网络世界对被攻击者直接造成伤害，后者则试图借助网络媒

介获取被攻击者在现实中的信息，使得这种暴力行径从网络延伸至现实。例如“就是啊，真服了沙贝 yxh
了”、“西巴狗子”、“叫？百病好医，贱骨难医”、“福建南平浦城某村里的，浦城出美女”，前三

例中均包含有侮辱性词汇，后一例则是俗称的“人肉搜索”，通过暴露现实世界真实信息，对网络背后

真实的人进行抨击，从而实现网络语言暴力的目的。 
讽刺暗示是在网民素质不断提高、网络治理力度不断增强下的一种较新的网络语言暴力形式，是谣

言传播和人身攻击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其语言形式上同詈语有所区别，以讽刺挖苦为主，但均达到攻击

的目的，例如“暂停签发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事件中，针对一部分需要赴韩的国人，有网民发出“那

就好，不影响集美们去韩国给防弹哥哥们打 call”的评论，讽刺国人为了追星放弃尊严。同时这种更加婉

转的文字往往暗示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但由于与直接传播谣言有所区别，无法对其做直接的澄清。例如

“对了，中国好朋友北韩限制任何中国人入境欸，要不要抵制一下？”，讽刺国家在面对相同歧视时的

不同应对措施，暗示政府的制裁措施具有区别性。 

2.1.2. 网络语言暴力特点 
基于收集到的语料信息，本文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的网络语言暴力特点。 
1) 网络语言暴力规模扩大化 
网络语言暴力规模扩大化主要指网络语言暴力对象、类型扩大化。从对象上看，网络语言暴力主体

既可以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个人，也可以是某一群体、组织乃至国家；既可以是与特定事件密切关联的

主体，如刘鑫、江秋莲，也可以是由此事件牵涉到的主体，如“暂停签发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中一部

分因工作、读书等原因必须前往韩国的人就成了网络语言暴力的攻击对象。 
从网络语言暴力类型来说，此前的网络语言暴力多集中于骂詈语和人肉搜索这类更加显性的语言暴

力，但在实际案例的调查中，网络语言暴力出现了煽动负面情绪、传播谣言、讽刺暗示等形式，这些较

新的网络语言暴力类型出现的原因同政府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境外势力进行网络渗透以及网民本身的文

化素养不断提高都有着密切联系。此外，一些案例中还出现了名为“玩梗”实则是网络语言暴力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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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蔡徐坤被网暴”事件中出现的热梗“鸡你太美”的广泛使用。 
2) 不同类型公共舆论事件中网络语言暴力类型侧重不同 
在对收集到的评论语料按语言暴力类型整理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同事件中网络语言暴力类型受舆论

事件类型影响分布频率不同，如表 1。 
 
Table 1. Frequency tabl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cident language violence 
表 1. 不同事件语言暴力类型频率表 

 江歌事件 韩赴中签证事件 胡歌事件 

煽动负面消息% 8.5 9.8 3.8 

传播谣言% 11.3 4.9 37.9 

人身攻击% 74.8 34.3 43.2 

讽刺暗示% 5.4 51.0 15.2 
 

可以看出，三类事件中涉及到人身攻击的网络语言暴力频率都很高，这同网络语言暴力攻击他人的

本质相关。而韩赴中签证事件中讽刺暗示的比例高达 51.0%，与其涉及到国家政治有关。政治舆论热点

事件中的网络暴力对象往往涉及到国家政府组织，相应的舆论监管措施更加严格，因此网民们往往用讽

刺暗示的方式表达想法，同时躲避可能出现的惩罚。胡歌事件中传播谣言的比例达到了 37.9%，同其事

件的娱乐性质有着紧密联系，娱乐事件中的谣言诱导着不明真相额民众关注事件本身，获取极高的舆论

热度。同时个人的辟谣往往只能依靠法律的武器，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组织保证，这类谣言也就愈难澄清，

这就使得娱乐新闻中的谣言较之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更多。 
3) 网络语言暴力圈层化 
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网络大 V、意见领袖等的存在，使得网络语言暴力呈现出圈层化的特点。

网民们在社交平台分类推送机制之下很容易找到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在有相左意见存在时，相同意见

的人们很容易凝聚在一起，在网络大 V、意见领袖的助推之下，展开对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攻击。这种群

体化的网络语言暴力事件在微博上屡见不鲜，在一些明星的“饭圈”中，甚至形成一定规模的“反黑站”，

用来应对网络语言暴力的同时展开对其他明星的新一轮网络语言暴力。 

3. 安全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暴力 

3.1.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暴力 

语言安全概念视角源于美国语言学家豪根提出的“语言不安全”概念，指的是说话人对于同一种语

言的变体的使用时产生的不安全感，此后这一概念逐渐延伸为语言身份不安全和语言地位不安全，语言

安全的概念内涵从语内拓宽到了语际，甚至多语环境[2]。由于语际和多语环境的语言安全同国家安全有

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语言安全只涉及语言文字自身的安全问题。 
网络语言暴力对语言安全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使用不规范造成的语言污染上。[3]网络暴力词

汇转换、隐喻、引申的使用对语言自身纯洁性提出了挑战。对原粗暴詈语进行音译、缩写、“换汤不换

药”式描写都是网络语言暴力的常用方式。例如“一坨大便”音译为“依托答辩”、用“远方传来风笛”

代替“滚”。多模态的网络平台服务也为这种语言不安全现象的监控加大了难度。 

3.2.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暴力 

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和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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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家意识的手段”[4]，网络语言暴力问题同其他问题一样也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目前有学者将语言

暴力这种现象归纳为语言恐怖主义的一个具体方面，认为其同语言歧视、语言意识形态等关涉国家文化

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要素联系紧密[5]。本文认为，网络语言暴力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网络民

粹主义的显现、娱乐至上的暴力狂欢和舆论阵地话语权的争夺三个方面。 

3.2.1. 网络民粹主义的显现 
从以往事例来看，严重的舆情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语言暴力，而这些舆情本质上是由当前社会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这就使得作为冲突表现之一的网络暴力语言中存在着大量民粹

主义思想。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以仇富、仇官、反智为代表的极端平民化的思想倾向[6]。一方面，网络

语言暴力行为背后不仅仅有个体的不理智因素，同时也存在着其他国家和势力企图干扰我国社会安定的

野心，因此社会舆论热点事件中一些国家和势力借用这类暴力语言形式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

定。另一方面，目前对于公共舆论事件中网络语言暴力的处理办法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直接删帖封号实

现的，这种处理方法固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网络语言暴力，但同时也会使得民众同政府管理部门之

间产生不信任感，加剧矛盾冲突，引发新的网络语言暴力。 

3.2.2. 娱乐至上的暴力狂欢 
网络空间的语言暴力大多数起源于娱乐性质的八卦，这种八卦娱乐带来的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反常、

刺激之感，对他人他事的臆想、窥探极大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理[7]。这种娱乐至上的个人心态经过网络

的不断扩大，演变成为了一场充满对一切事物质疑、扭曲的巴赫金式的“狂欢”，网络语言暴力主体们

依靠着这种娱乐八卦精神，操控着“言论自由”的武器，完成对他人观点的怀疑，对内幕真相的追逐，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对他人有意或无意地道德审判。同时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在网络语言暴力中

也承担着重要责任，媒体通过发布有暴力引导因素的新闻、平台推送具有“热度”的新闻，都为这场网

络暴力狂欢添上了一把火。这种全民娱乐至上的社会风气不仅会误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还会影响

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社会的长治久安。 

3.2.3. 舆论阵地话语权的争夺 
网络语言暴力中行为双方实际上完成的是网络空间话语权的争夺，当这种暴力行为对象上升到国家

层面后，这种话语权争夺就往往同国家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针对疫

情防控的种种舆情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网络语言暴力，在污名化医护人员、政府机构的背后，实际上是公

众不安全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如不及时抢占舆论话语权，遏制网络语言暴力的发展，就会加剧公

众的不信任感，进而对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4. 结语 

网络语言暴力问题不仅仅是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更是一个影响语言和国家安全的社会问题，加强

网络语言暴力治理，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交流空间，提供合理有效的网络舆论反馈途径，减少社会矛盾

冲突的发生，是新时期加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同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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