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7), 3059-306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7416  

文章引用: 崔茜芮. 认知视角下网络词汇应用性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7): 3059-3064.  
DOI: 10.12677/ml.2023.117416 

 
 

认知视角下网络词汇应用性研究 

崔茜芮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6日 

 
 

 
摘  要 

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促使大量各具特色的网络词汇兴起，网络词汇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出了许多新词汇，

还使得原本的旧词扩展出了新的延伸义，同时又因国际间的交流互动而吸收融合了许多外来词语，大大

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体系，从而引起了语言研究者们对网络词汇的广泛关注。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利

用范畴化、隐喻认知等理论分析了网络词汇形成动因、认知心理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使用热度较高

的网络词汇的构词方式以及在语言使用中的特点，最后对网络词汇产生后形成的语言、社会效应进行总

结。文中所引用的语料，除特别注明来处的语料之外，均来自笔者在新浪微博、豆瓣等平台随机搜索所

得的语料，具体时间由2020年1月至今，来源将不再一一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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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ensive use of computers has prompted the rise of a large number of network word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words not only creates many new 
words, but also expands the original old words with new extended meaning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many foreign words have been absorbed and 
merged, which greatly enriches the vocabulary system of Chinese, thus attracting extensive atten-
tion from language resear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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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word-formatio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language use of online vocabulary,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since the 2020s, by using the theo-
ries of categorization and metaphorical cogni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language and social 
effects formed after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vocabulary. The corpus cited in this paper, except for 
the corpus with special indication, comes from the corpus randomly searched by the author on 
Sina Weibo, Douban and other platforms. The specific time is from January 2020 to now, and the 
sources will not be marked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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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词汇形成及广泛应用的动因 

1.1. 网络技术的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越发普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止到 2023 年 3 月

份，我国已有网民数量 10.67 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 75.6% [1]。人们对于表达、交流的迫切需求

促使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与之相应的也产生了许多新奇的“网络语言”。以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 BBS 论坛为例，在此平台发布的文章叫“帖子”，又因为“帖子”类型不同，“帖

子”这一大类下又细分出许多小类，如没有后续的“帖子”叫“太监帖”，内容质量不高的帖子叫“灌

水贴”，内容为经验分享或技能讲解的帖子叫“干货贴”等等。此后更有贴吧、微博、天涯、豆瓣等平

台出现，也相应地产生了“楼主”、“盖楼”、“沙发”、“围脖”等网络新词。 

1.2. 网络词语应用背后的认知心理 

王寅先生在《认知语言学》一书中针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提出“一方面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来凝

化，另一方面语言也是思维的基础。”[2]可见语言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思维、认知的结果，任何一种

语言的形成都离不开人们的认知思维，网络词汇的发展也不例外。 
(一) 求简心理 
发达的信息网络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在日常交流中人们倾向于用更简洁的语言表达更丰富的内

容。近年来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网络体”的走红则体现了人们这一心理。例如“甄嬛体”，出自《后

宫甄嬛传》，由于甄嬛具有才女的人物特征，因此她的语言往往带有古色古香的文雅气息。后经网友总

结，几句具有代表性的台词被提炼出来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例如： 

1) 这电视说说也就罢了，看看倒也不负恩泽。(BBC 语料库) 

2) 听说你又肥了，你还是起床打一套为师教你的八卦拳，想必是极好的。(BBC 语料库) 

当表达赞同、感恩等积极的情感特征时，网友更倾向于直接用“不负恩泽”、“当真极好”来概括，

既不用长篇大论也不用费心组织语言，不仅能较快的完成情感表达，而且增强了话语的趣味性。因此，

简单高效的网络词汇符合人们交流时求简求精的心理状态，并不断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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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认识各类事物和现象时倾向于根据自己的认知来对其划分类别，这种凭借认知主体对外界事

体属性做出主观概括，在主客观互动基础上对事体所做的归类就是范畴化[2]。人们在概念化范畴的过程

中往往会首先确立该范畴中的典型成员，然后再根据家族相似性原则，扩展延伸该范畴[3]。因此为促进

语言交际的简单快捷，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网络新词相继出现，比如“X–精”。 
在魏晋时期，“精”是“妖精、妖怪”的意思，后来《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广泛流传，

等形象深入人心，又因妖精的种类各异、还兼可化为人形，因此“精”在“妖精”义上逐渐扩展，可表

示具有人类特点的、反常的、不被喜爱的人或事物，故而在网络词汇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X–精”词

汇，如“杠精”表示喜欢故意找茬、引起争端的人，“柠檬精”表示容易拈酸吃醋的人，“鸽子精”表

示喜欢违约、出尔反尔的行为等等。 
综上，在“X–精”范畴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成员为“狐狸精、老鼠精、蜈蚣精、白骨精”，以不

受喜爱、格外异类为家族相似点，又在“家族范畴”中增加了“柠檬精、杠精”等成员。“X–精”系

列的词汇具有鲜明的特点，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在网络词汇使用中显露出简单便捷的特点。例如： 

3) 有时候最气的是你反驳了一个杠精，他却反过来骂你是杠精。(BBC 语料库) 

4) 我太嫉妒了……柠檬精就是我。(BBC 语料库) 

(二) 求异心理 
网络媒体是良好的自我展示平台，来自各地的网民都想通过网络获得关注、提升热度，因此他们更

容易创造出标新立异的新词汇。例如“肝”，本义为人体内脏，作为网络流行语，可作为形容词以及动

词。“肝”一开始指花大量时间及精力熬夜玩游戏，又因熬夜伤肝，故而熬夜花大量时间及精力玩游戏

来收集某个装备或角色，亦作“爆肝”。经过网友的加工，现可指代在短时间内集中能量耗费巨大精力

做某事，引申至拼命干某事。例如： 

5) ——“还没睡呀？” 

——“熬夜剪片子，爆肝！”(BBC 语料库) 

求异心理有时也带有避俗的愿望，比如当我们表达某事很糟糕，烂的像“一坨屎”时，直接发一坨

大便非常粗俗也很容易被系统认为不是很友好而屏蔽，因此我们将“一坨大便”利用谐音变成“依托答

辩”，所以现在的网友们就用“依托答辩”这样的看似很正经的词用在视频、文章的评论下，则用来形

容其内容糟糕。 
然而过分追求新奇反而会导致“陌生化”的造词心理。“陌生化”即把原本易于理解的词汇进行改

造变异，从而产生一个陌生的新词汇，由于拉远了人们对新词的距离，通过延长人们的理解时间，从而

让人感觉陌生和新奇。但是同时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负担。 

2. 网络词汇构造方式与应用特色 

网络词汇的发展越来越快，大量新词以千奇百怪的姿态涌入人们的生活。本文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网络词汇进一步在构成方式上进行探究，得出网络词汇构造主要有缩略式、谐音式、隐喻式、概括式

这四种方法，其在语言运用中体现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特点。 

2.1. 缩略式 

缩略是比较常用的网络词汇构词法，指的是用在语言经济性原则下对短语进行有规律的缩略，这类

用法往往产生各类英文缩略字母。如：“DIY”(自己动手)是“Do it yourself”的缩写。“MV”(音乐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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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是“Music video”的缩写。除此之外还有“WTF”(什么玩意)是“What the fuck”的缩写。由于这句

话表达的含义比较粗俗，为了净化网络环境，网友们对其进行了缩略，用“WTF”表达内心的愤怒、不

满等负面情绪。这也是构造网络词汇时避俗心理的体现。 
除了上述一类英语缩略词以外，还有一类缩略词是根据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进行缩略的。如“AWSL”

有两种表达意思，第一种是“阿伟死了”，出自电影《扫毒》由张家辉饰演的阿伟的台词：“阿伟已经

死了，你挑的嘛偶像，段坤我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第二种则是“啊！我死了”，表示

某个东西特别可爱，可爱到让人觉得自己受不了要死了的程度。在很多可爱宠物或者可爱小孩的视频或

图片中会有大量“AWSL”的评论，由于“AW”可以替换成“阿伟”，所以当有大量“AWSL”评论聚

集的地方又被称为“阿伟火葬场”。 
同理还有“XSWL”(笑死我了)就是在看到一个很搞笑的视频或评论时发出的感叹。“YYDS”(永远

滴神)就是在表达对于某项物品或某个人特别的喜欢、崇拜时发出的赞美。 

2.2. 谐音式 

谐音法也是构成网络词汇时常用的方法，指的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代替原词的造词方法。运用这类

造词法所产生的新词由于语音与原词相近往往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如上文所述的“WTF”原词组为“what 
the fuck”，由于连读时产生音变，处于音节末尾的音容易脱落，就形成了类似于汉语“王德发”的语音

形式。因此“王德发”和“WTF”一样，都是“what the fuck”(什么玩意)的意思。 
除此之外，“crush”(怦然心动)最早起源应该是古典法语中的“croissir”，由于抖音一位博主在遇

到一个心动的路人时使用了这个词得以广泛传开。后经网友加工“croissir”缩写为“crush”，经常用于

偶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的场合。又因为“crush”在连读时也因语流音变产生合音的现象，音变后读

音类似于汉语中的“夸屎”。因此，根据谐音造词法，“夸屎”就是 crush 的谐音词。 
除了对英文单词的谐音构词外，更常见的还是汉语谐音词。如“泰酷辣”就是“太酷了”的谐音。

这个新词来源自王琳凯在 2023 年 4 月底演唱会上的一段话，“我从来不会在意别人跟我说什么，让我去

做，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泰裤辣。”此后“泰酷辣”就用于表达对不畏惧他人

眼光的勇敢做自己行为的赞赏。 

2.3. 隐喻式 

雷科夫和约翰逊在 1980 年出版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到的：“隐喻

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中。”[4]所谓隐喻，就是在为新事物

命名造词时，“往往会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当下需要而产生特发现他与另一种相应的、已经命名的原

有事物具有相似的特征，于是就以类比或同定的联想，感的方式，将相应的原有事物比拟为新现事物，

使两者的相似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而相互映射，并且参照原有事物的特征和经验，来认识和解释新事物；

然后又参照或组合原有事物的名称词语为新现事物命名造词，从而是新现事物的名称语词能够生动有力

地反映新现事物与原有事物的相似特性，激起人们的联想，给人们以认知的启示”[5]。例如： 
“酸菜鱼”具有重叠的隐喻含义。“酸”本来是表达味觉的词，由于和“嫉妒”一样具有令人眼馋、

流口水的特征，所以具有了“嫉妒”的隐喻含义。“菜鸟”一词来自台湾方言，“菜鸟”即食素的鸟，

比较弱，所以“菜鸟”、“菜”就用来形容某一领域能力较差的新手，“菜”也产生了“能力差”的隐

喻含义。而“鱼”因为歌手刘妍菲的《酸菜鱼》里写道：“你是酸菜鱼，又酸又菜又多余”，与“多余”

的“余”谐音，而产生了“多余”隐喻义。因此“酸菜鱼”一词是由三个分别具有隐喻含义的词构成的

三重隐喻重叠的网络词汇，用来形容一个人容易嫉妒而且能力很差到哪里都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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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主”是一个由英语单词和汉语两部分构成的隐喻性词语。首先“up”原义为“向上”。当今网

络社会中有许多发布视频或文章来吸引人关注的“发布者”，当该视频或文章收到大量点赞就会被置顶

到页面最高处，处于更加显眼的位置。因此“up”就由原来的“上方”含义延伸出“点赞、使置顶”的

隐喻含义，“up 主”也由“视频或文章的发布者”延伸出“网络红人、受拥护”的隐喻含义。 
“CPU 烧了”在网络词汇中并不是指电脑的主板烧坏了，而是将人体看做一台机器，在此基础上，

抽取出人脑和电脑主板之间的相似性特征“至关重要”，而进行的一种隐喻。因此“CPU 烧了”由原本

是指电脑的处理器烧坏了的意思隐喻性的表达事情太复杂，大脑反应不过来。 

2.4. 概括式 

概括式就是将某一事件浓缩到一个词语里面的造词方式[6]。当代网络媒体中有大量独具特色的事件

因其丰富有趣的情节或感动人心的情感特征而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由于此类事件往往包含较多的细节

内容需要描述，在表达时往往比较费时费力，于是网友在求简心理下将该事件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提炼

出来，并凝固成一个新兴网络词语，从而形成了概活式这样一种造词方式。例如： 
“科技与狠活”出自短视频发布者“辛吉飞”揭露食品行业暴利本质时的视频资料，具体通常以“xx 

(价格)元买到的 xx (食品)，那必是科技与狠活哇”开头，然后向观众展示使用劣质原材料并添加多种添

加剂制作不合规劣质食品的过程。现在常用“科技与狠活”一词来表达食品质量堪忧的问题。 

3. 网络词汇形成后的语言、社会效应 

本文描写的网络词汇的语言文化效应，就是网络词汇产生后对语言内部词汇系统产生的影响以及对

社会现实的反映情况。 
首先，网络词汇可以极大的丰富现代汉语词汇，成为本民族语言发展的一大动力。2012 年修订的《现

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新增词条 3000 多条，就包含了不少网络词汇。不少网络词汇因其独具特色、朗朗上

口而广泛流传，不仅使人们的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具体，而且简洁高效，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其次，网络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其实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人们经历过的许多社会

现象。比如近年来各类原本价格较低的商品因包装精美、材料升级等原因而价格高涨远超人们预期时就

出现了“XX 刺客”的网络新词，比较出名的是钟薛高牌雪糕被称为“雪糕刺客”；大学生成为餐饮行业

暑假工后，因其经手的餐品实际出餐量超过商品标准量而被称为“XX 侠”，如“薯条侠”、“爆米花侠”、

“麦乐鸡侠”等等。 
最后，虽然网络词汇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谨慎使用，注意用词规范，

避免造成不当的表达效果。同时也要审慎辨别，杜绝传播不良风气。如网络明星蔡徐坤(男)因为其偏女性

化的演出风格和妆容被网友嘲讽，网友甚至将其一段打篮球视频中的背景音乐《只因你太美》谐音成“鸡

你太美”，而蔡徐坤则被侮辱性的称为“鸡哥”。“鸡你太美”、“鸡哥”等带有侮辱性质和的不雅词

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后，不仅令许多紧跟时事的成年人受到男性阴柔化的不良审美倾向影响，也对未成

年人的三观构建以及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的网络平台，并产生了相应的“网络语言”。新兴的网络

词汇不仅体现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体现着人们求简求新求异的认知心理。在此推动下，

人们利用多种构词方式创造出许多简洁、生动又贴切的网络词语，并在不同的场合体现出独具特色的语

用特征。因此，无论是以谐音式还是隐喻式、概括式的构词方式产生出来的网络词语都是当代网民对客

观现实以及社会文化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进行加工和提炼而产生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不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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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丰富了现代汉语词库，而且成为一面具有生命力的、能够反映社会文化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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