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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社交中，人们经常使用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交流，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

产物，其在大众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出现的流行语中，含贬义色彩的要比含褒义色彩的多，而

原本含褒义的词汇在特定的语境下，会增加贬义陪义而达到特殊效果，像流行语“我谢谢你”就是很典

型的例子。本文对网络流行语“我谢谢你”在使用中增加贬义色彩的现象，分析了其语义语用特点，并

从语言本体、社会客体、大众主体等三个方面探讨其流行原因，最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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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twork socialization, people often use special language expression to communicate, and all 
kinds of network buzzwords are the products of this expression, which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c life. Among the newly appeared buzzwords, there are more pejorative than positive 
ones, and the positive words will increase the pejorative meanings to achieve special effects in 
specific contexts, such as the buzzword “I thank you” is a typical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I thank you” in the use of network buzzwords, analyzes its semantic-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its popularity from three aspects: language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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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bject, and mass subject, and finally expounds 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it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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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发生演变，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在网络流行语中，词汇增

加贬义陪义的现象很常见。我们常说的感情色彩有褒义、中性和贬义三种。网络流行语“我谢谢你”增

加的贬义陪义，就是一个词本身带有褒义色彩，但是在演变过程中渐渐带有了贬义色彩，在使用过程中

表示无语、讽刺的意义。 

2. 贬义陪义的概念 

张志毅在《词汇语义学》一书中，把陪义的存在形态和标记分为四种：词根语素、词缀语素、语素

外的标记、语境标记。而在第一种词根语素中的褒贬语素中，指出“直接表明义位褒贬的，是基义的褒

贬。”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如：模范、汉奸等。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词语本身带

有褒语素，但却表达贬斥陪义[1]。如：八面玲珑、粉墨登场、弹冠相庆等。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指出“词语包含概念义和色彩义，其中色彩义包括感情色彩、

语体色彩、形象色彩”[2]。词义变化既包括概念义的变化也有色彩义的变化，而流行语“我谢谢你”在

演变过程中主要是色彩义中的感情色彩的褒贬义发生了改变。词汇在演变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感情色彩

的变化，有些词汇在演变过程中会由带有褒义变成带有贬义，带上反讽、嘲笑、挖苦等的意义。除了语

言内部原因，语境等因素也会对词汇的色彩义产生影响，在特殊语境中，“我谢谢你”就脱离了它正面

积极地意义，而被用来调侃戏谑别人，这时其感情色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增加了贬义陪义。 

3. “谢”的语义 

1) 《说文解字》中对“谢”的释义为：“谢，辤去也”。 
“从言䠶声。辤夜切”。“谢”有辞去和委婉拒绝的意思，辞去的意思常用在辞去官职时的用语中。

如： 

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南齐书·王僧虔传》 

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唐·王维《送张五归山》 

2) 表示委婉拒绝。如： 

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命。——《史记·汲黯列传》 

楚而谢。——唐·李朝威《柳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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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错或道歉。如： 

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史记·项羽本纪》 

惊谢曰。——清·周容《芋老人传》 

4) 凋落或者衰退。如： 

宿觉名未谢，残山今尚存。——宋·叶适《宿觉庵》 

花之既谢。——明·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 

5) 逝去、去世。如： 

诏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魏书·彭城王勰传》 

6) 告诉或者告诫。如： 

谢汉使。——《汉书·李广苏建传》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7) 感谢。如： 

哙拜谢，起，立而饮之。——《史记·项羽本纪》 

且谢曰。——唐·李朝威《柳毅传》 

4. “我谢谢你”的语义语用及使用情况分析 

4.1. 语义 

在“谢”字的多种语义中，“感谢”义是我们现代用语中常用含义。但我们对别人表示感谢义时一

般不单独使用一个字，而是说成“谢谢”。“谢谢”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对别人的

好意表示感谢”。我们经常把它当做口头语来表达对别人的感激之情，是一个带有褒义色彩的词。 
在“谢”字的语义义项中有表“凋谢”的义项，从“谢”字表(花或叶子)脱落之义，就可以引申出表

郁闷、无语的用法[3]。“我谢谢你”增加的贬义陪义用法是意义的一种偏离，它超越了传统的语义范畴，

呈现了富有内涵复杂的语境因素。社会中人们大多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我谢谢你”的陪

义用法是传递方式的一种特殊现象。“我谢谢你”在网络的使用中，看似褒义的字眼，却含有贬义陪义。

还有网络流行语“我真的会谢”，也是反话正说，实际在委婉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4.2. 语用 

4.2.1. 正常语境中 
“谢谢你”在正常情况下，也是一个常见的表达感激之情的句子，通常用于对别人的帮助或好意表

示感谢。如果你帮了别人忙，别人向你表示感谢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表达友好的字面感激之意，说

话语气也是正常自然的。如： 

“谢谢你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0 日)。 

在这种语境中，并没有贬义陪义的存在，就是它的基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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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特殊语境中 
汉语在发展过程中，词汇语法化的现象非常常见，沈家煊(1994: p. 17)认为语法化是指“语言中意义

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4]。词语“谢谢”在日常生活使用

中，也逐渐语法化而表达感谢之外的意思。单独说“谢谢”时，一般都是表示感激之意，在一些场合中

也有表示会话结束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Thank”。但这个词加上主语和宾语变成“我谢谢你”后就会

增添了讽刺调侃的贬义陪义。裴劭波讨论过“谢谢”这个词的语义，并指出感谢类动词“谢谢”既可以

表达感谢，但也可以用来表达非感谢性的语义。在特殊的语境下，“谢谢”一词被当做言语反讽的一种

手段，用来表达否定、挖苦、谴责的情感意味，有反话正说的效果[5]。 
“我谢谢你”在特定情境下才会有贬义陪义，要有相应语境的支撑。首先，它会用于需要表达讽刺

或挖苦，在你不需要的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多此一举帮了倒忙，你不领他的情，这时的“我谢谢你”

一句话就是来表达一种无语的情绪；其次，也可用于表达拒绝或否定的意思，例如当有人给你提出某种

不靠谱的建议时，回复“我谢谢你”就表示对这一建议的不同意，更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最后，还可

用于表达调侃或戏谑的意思，如果交流双方关系较为亲密时，使用“我谢谢你”就是一种玩笑式的调侃，

如果是线上交流还其经常伴随着一些表情符号的使用，增强表达效果，其用法带有更多的幽默成分。如：  

例 1：“你人还怪好的嘞，我谢谢你。”(新浪微博 2023 年 6 月 27 日) 

例 2：“OPPO：我谢谢你，你人还怪好的嘞。”(新浪微博 2023 年 9 月 14 日) 

例 1 是微博上一个视频有两百多万播放量，一个毛毛虫在蜕皮的过程中卡住了，视频中的主人公用

了镊子帮毛毛虫解开了，眼看着毛毛虫的处境好多了，下一步镜头一转主人公把毛毛虫放进自己的宠物

变色龙嘴中。这个配文是以毛毛虫为视角说的，在表达一种无奈与无语的情绪。 
例 2 是在 2023 年 8 月 29 日，OPPO 在上海召开全球发布会，对外正式发布了旗下两款最新手机、

手表产品；而在同一天华为品牌在没有开发布会的情况下，直接在线上商城开售旗下最新手机 Mate 60 Pro，
直接冲上微博热搜，引起了广泛讨论，这让 OPPO 品牌一下子黯然失色。所以网友“OPPO”品牌为视角

说出的这句话，也是带着戏谑的味道。 
“我谢谢你”的这种增加贬义陪义的用法，使用了反话正说的语用策略，在交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即委婉诙谐的表达了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也对交际的方式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4.3. 使用的情况 

“我谢谢你”虽然作为网络流行语增加了贬义陪义，但是绝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带有讽刺意义，语

境还是一个重要的辨别意义的诸因素。因为“谢谢”一词是词汇系统中的基本词汇，有基本词汇的稳定

性、全民常用性等的特点，其概念义是褒义的，而色彩义是附着在概念义上的，是表达特殊语境中的感

受的。虽然在网络流行语中大多情况下，它有反话正说的反讽意味，但是这种意味多用在日常交流的口

语中，庄严的场合或书面语中，很少有这种贬义陪义。且网络用户基本都是年轻人较多，对于不经常接

触网络的儿童、中老年人来说，使用“我谢谢你”还是表示基本的褒义的情况多。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

“我谢谢你”新增加的贬义陪义能不能进入通用语，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5. “我谢谢你”流行的原因 

5.1. 本体原因 

网络流行语“我谢谢你”其语言形式形象、简洁、直观，且使用群体广泛，富有丰富的内涵，一定

程度上可以提高沟通效率，是符合我们当代快节奏时代使用的便利性。作为一种年轻人流行的反话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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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用旧词的某个义项引申出的一种陪义。它本身有可以准确、微妙地表示规范语言无法表达的意

涵的特点，用语时尚幽默，符合语言经济原则。 

5.2. 客体原因 

如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社交软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场所。线下生活中，社会群

体发言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发言正式且受众范围小；但在线上，每个网友都释放天性成为个性鲜明

能说会道者。网络社交平台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广的特点，这就为一些新词新语的流行创造了充分的

条件。 

5.3. 主体原因 

5.3.1. 求新 
“我谢谢您”反话正说的特殊方式受到大众求异、求新等心理的影响，它满足了大众标新立异、展

示自我个性的心理需求。“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刘万勇(1997)指出“陌生化”的基础就

是新奇的语言感受。流行语“我谢谢你”，对常用的褒义旧词“谢”赋予了贬义陪义，这种反话正说的

方式正是一种陌生化，这就让网民大众先前固有的思维方式受到冲击，并从中得到新的感知体验，达到

大众的求新心理。 

5.3.2. 求雅 
学者顾曰国(1992)在利奇提出的六条礼貌原则的基础上，从特殊的汉文化角度对其进行了补充，并提

出了适用于中国文化环境的礼貌准则，指出几条符合中华民族心理特点的文雅准则：选用雅言，禁用秽

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6]。“我谢谢你”的特点就是不直接表达不好的情绪，而含蓄委婉的用好字眼

表达贬义意味的情绪。当我们使用正面话语吐露郁闷无语的情绪时，语气就更委婉、方式也新颖，使用

礼貌调侃来避免言语冲突，这就适合人们的日常交际活动。 

5.3.3. 从众 
词汇系统对社会变化最为敏感，流行语作为词汇系统的一部分，反映出了社会群体的审美情趣。语

言学家莱考夫提出的“言为身份”，认为言语是使用者社会地位等的体现，也是他们获得群体认同的一

种手段。从众心理就是模仿周围人的态度行为，当线上线下大众都在说流行语时，如果不懂其中之义，

就很保持与大众间沟通交流。 

6. 产生的影响 

对待网络流行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破坏规范语言活力的，而另一种认为规范语言和

网络流行语是共生关系，这实际上涉及如何评判网络流行语的问题[7]。 

6.1. 积极影响 

这些流行语对词汇系统的有益进行增补，可以填补词汇系统中的“表达空位”。在交流中，有很多

时候都会言不尽意，为了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语言系统中会不断产生新词新语吸纳合适的语言形式来

填补空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新词的主张是“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像“我谢谢你”这样的

网络流行语有趣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语言系统的发展注入了新血脉，让词汇系统更加丰富多彩；且“我

谢谢你”能够反映当下的一些社会价值观等，蕴含的信息能值得我们思考。一些流行语因其经典，被人

们常用，甚至收入到了词典，这样也能够促进语言系统的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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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消极影响 

“我谢谢你”等流行语的发展，会对语言的正确使用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网民中还有很多心智尚未

成熟的青少年网民，因为年龄和文化素养等原因，领会不到其中的言外之意，而把它当成标准体进行学

习，那就得不偿失了，会对这些青少年的学习产生不利的影响，且为大众树立了不好的榜样。所以在运

用语言时，语言的表达，应深刻领会语言的文化内涵，准确把握言语的文化环境[8]。 

7. 结语 

一些网络流行语在增加贬义陪义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词义的降格、词义的泛化等。一些词语被赋

予了新的贬义陪义而被用来作为反话正说的手段，这满足了人们特殊的交际需要。在使用网络流行语时，

我们应该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保持语言纯洁性的前提下，正确使用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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