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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脏话作为网络交流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具有独特的语义特征和社会影响。本文从语义视角出发，

通过对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语义演变和语义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旨在揭示网络脏话对社会交往

的影响，并提供对网络脏话现象的深入理解和应对策略的参考，促进网络交流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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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profanity, as a spe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has unique se-
mantic features and social influences. This paper takes a semantic perspective,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semantic composition, semantic evolution,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network profanity, aiming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network profanity on social interactio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network profanity phenomen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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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网络流行语也展现出了其蓬勃的生命力。从国内外研究来看，

大多数学者对网络流行语的探究多侧重于探讨网络流行语的产生背景、网络流行语词语类型、网络流行

语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等，而对网络脏话的研究并不多见，近十年来关于网络脏话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资

料单一[1]。2015 年和 2016 年开始，脏话研究频率迅猛增长。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脏话的使用

频率、社会认同和情绪表达等方面，而对其语义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语义视角

深入探讨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语义演变和语义功能，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为规范网络用语、提高网络文明素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希望本研究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有效措

施和政策提供有益建议，推动网络空间文明发展。 

2. 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 

网络脏话是指在网络环境下，用户使用带有侮辱、辱骂、恶意攻击等不文明言辞的语言进行交流的

行为[1]。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是指网络脏话的语义含义是如何构建和形成的，其中包括词汇选择、句法

结构和语义关系等。通过对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索网络脏话的语言特点。 
(一) 词汇选择 
网络脏话的词汇选择通常会涉及到一些具有侮辱、粗俗、攻击等意义的不雅词汇[2]。脏话的字眼和

辞藻其实非常多，所指向的受众对象也是向两极发展，一是指向我们所崇拜、尊敬、喜爱的物和行为；

一是指向我们所唾弃、贬低、厌恶的物和行为[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礼孝”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儒学所推崇的忠孝礼仪廉思想也成为

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传统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父母和宗庙持着极度尊敬的态度。因此，对他人的父母或祖先使用极为

不敬的语言被看作是受到的最大的侮辱，比直接辱骂对方更为严重，这当然也就可以地轻而易举解释为

什么人们说脏话——达到了他们谩骂的最核心目的。另外，羞耻心和禁欲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也

扮演者重要角色。性是非常私密且隐晦的事情，不当的性行为会遭人唾弃，也会被大众当作是上不得台

面和极为可耻的事[3]。所以，用最可耻的方式对付对方最尊敬重视的人，是网络脏话很常见的形式。 
显然，虽然这些网络脏话词汇的选择十分之多，但如今网友们也不只满足于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

情绪，而是经常对这些词进行句法结构上的加工整合，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攻击力的网络脏话。 
(二) 句法结构 
网络脏话的句法结构通常比较简单和直接，具有强烈的表达力。网络脏话的句法结构通常会与常规

的语法规则有所不同，以达到强调、夸张或冲击的目的[4]。 
常见的有“动词 + 宾语”，这种结构中，动词通常是脏话词汇，用于对宾语进行侮辱或辱骂；“形

容词 + 名词”。这种结构中，形容词用于修饰名词，以强调或贬低名词的特征或身份。一般性的攻击性

语言多半是“名词(亲戚) + 动词”，当说话者保持着理智时采用大致为“主语 + 动词 + 名词 + 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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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脏话的句法结构多是非正式的，不符合传统的语法规则。这种结构的使用主要

是为表达强烈的情绪或攻击性，而不是追求语法的准确性。 
(三) 语义关系 
网络脏话的语义关系有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和上下位关系等，且常常使用借代和隐喻等修辞手段，

以达到强调、夸张或冲击的目的。通过对这些语义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脏话的意义和

背后的文化符号。 
1. 同义关系 
网络脏话中常常存在同义关系的词语，它们具有相似的意义。其中存在一些网络语言用借代方法浓

缩事件及相关人物，其特点是不直接说事物的名称，而是用与本事物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来代替本事物[5]。
例如在前段时间的某音平台上：“滚”和“远处传来的风笛”都表示同一个怼人的意思。起因是某音上

一位网名为“远方传来风笛”的网友，在所有短视频评论区，对和自己所表达的观点不契合的人都简单

粗暴地回复了句“滚”，无论对方说的合不合理。就连好心解释的其他网友也被无差别攻击。网民们由

此发现，在这种有意境的网名背后竟然是一位有反差的暴躁哥们，于是这个网名被网友调侃成为了高情

商的骂人方式，用“远方传来风笛”来代替“滚”这个字 1。 
2. 反义关系 
网络脏话中也存在反义关系的词语，它们具有相反的意义。其中存在一些网络语言用象征的手法使

用某个具体的词汇来代表某种贬义的含义。 
3. 上下位关系 
网络脏话中的词语之间还存在上下位关系，即一个词语在意义上是另一个词语的上位或下位。这里

面也经常会出现隐喻的手法，即当某一新事物出现后，人们倾向于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理解它，在事

物间找出相似或有可比性的特点 
这些语义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脏话具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意义构建。通过研究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脏话的意义和使用方式，并对其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和解读。 
由此可见，网络脏话的语义构成通常是通过社会交流和语言使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们通过在

网络上的交流和互动中使用和理解脏话，逐渐形成了一套共识和共同理解，从而构建了网络脏话的语义

含义。当然，这种语义构成过程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3. 网络脏话的语义演变 

网络脏话的语义演变受到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探究网络脏话

的语义演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网络脏话在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和使用方式。 
(一) 时代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脏话的态度和使用习惯也会发生变化。在口语时期，人们主要通过语音

系统进行沟通和交流，而脏话只不过是语音系统发出的一些音节；在文字出现之后，人类通过创造相应

的文字去组成书面版的“脏话”，于是脏话有了自己的新形式——脏话的文字形式[6]。在新媒体出现之

后，由于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所以不管是日常普通的语言还是粗鄙的脏话，都能快速地传播给更多的人。

社会监管者担忧脏话的传播会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于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去进行规范，去控制这样一

种语言形式的传播和运用。然而人类却由此创造了的一种新的脏话形式——脏话谐音[6]。例如，随着互

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言论和表达方式，这也可能导致脏话的使用频率和语义

 

 

1引自：远方传来风笛是什么梗网络用语远方传来风笛意思及出处介绍-58 免费资源网(58xuex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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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发生变化。原本具有负面含义的词语可能逐渐失去其冒犯性，成为普通俚语或口头禁忌。 
网络社会让这些词降低了杀伤力和冲击力，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趣味”在里面，甚至成为了网友不

同情境下的语气词。像是古代的发烧、天花，到了现代已经不再是闻者色变的“绝症”，这些个脏字脏

话因为网络的传播来了个大改造，有了全新的解释[6]。 
(二) 社会观念的变化 
社会观念的变化会影响着话题敏感度的变化。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压力大，这千斤重担压得

很多人喘不过气来，在此高压下，人们需要释放，释放需要言语，那这常常会涉及脏话，可以说我们比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脏话。在传统社会，人们总会因担心受到社会制裁或道德谴责而不敢在任何稍微的

公开场合使用脏话，无法释放说脏话的“本能”。然而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网名隐藏自己

真实的社会身份，这或多或少都展现出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和对现实生活的反叛，打破了保守、谦让、礼

貌、正规心态、话语权的垄断和边界。在生活节奏加快、各种压力齐聚的当今社会，“说脏话”可能就

是一种合理的宣泄减压的方式，将网民放在一种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并由此脱颖而出、张扬个性[6]。 
举例来说，过去某些词语可能被视为极其粗俗和冒犯的脏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对性别、

种族、性取向等话题的认知和接受度的提高，这些词语的使用情境和语义含义也可能发生变化。 
(三) 文化的发展 
随着文化的逐渐开放、社会对于自由表达和幽默的重视，一些脏话词语的语义可能会从贬义转变为

一种轻松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在在网络社交中，被脏话攻击的受众存在着一种神奇的矛盾：大多数人要

么向陌生人甚至面都没见过的网友使用粗鄙不堪的语言，要么向自己朝夕相处的亲密好友使用这样的语

言。根据一项调查，大约 60%的人数比例认为他们会对自己的朝夕相处的亲密好朋友们使用直接通俗的

脏话或者脏话谐音语，但此时情境下的脏话谐音词语似乎更多地起着一种程度词或者语气词的作用[7]。 
在一些语境中，人们可能使用“卧槽”或“特么”来表达惊讶、愤怒或喜悦，而并非真正的侮辱。

例如在和好朋友在聊天软件上说最近成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朋友听完发来了“你特么真棒”这句话，

大部分人会认为在这个情景当中，这个朋友把“特么”程度词在使用，是真的觉得对方很棒[8]。这个例

子也从侧面表现出了脏话谐音词其实是朝着多方面、多内涵、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的：就像上述所提及的，

一些网民虽然有时仍在频繁地使用网络脏话或者脏话谐音词，但其实与传统社会的那些脏话相比，这些

新型的脏话已经不再是真正“纯脏话”，它们的出现不再代表着强烈的侮辱性、伤害性以及攻击性，这

种的变形脏话逐渐转变成了一种中性甚至是赞扬性的常用词汇[9]。 
因此，网络脏话的语义演变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可能因时代、社会背景和文化而有不同。这

些变化反映了网络脏话在语言和社会中的不断演进和适应。网络脏话的语义发展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网络脏话的语义功能。 

4. 网络脏话的语义功能 

网络脏话的语义功能，包括网络脏话在情感表达、社会认同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作用。探究网络脏

话的语义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网络脏话在网络文化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 
(一) 情感表达 
网络脏话常常用于表达如愤怒、厌恶、讽刺等强烈的情绪和情感，它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可以帮助人们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网络脏话的词汇选择通常会与情感的强度和性质相匹配，但由

于网络和谐体系以及举报体系的不断完善，这些攻击力强的直白话语的生存环境受到限制，一些谐音词

就应运而生： 
在表达愤怒情绪时，人们可能通过汉字谐音构词法将一些粗鲁的词汇稍作改变进而发泄情绪；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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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或某事感到极度厌恶时，人们可能通过英汉谐音构词法将一些贬低性的词汇进行调整从而表达不满；

在进行讽刺或嘲笑时，人们可能通过数字谐音构词法将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词汇进行加工以此来表达讽刺

的意图。 
这些网络脏话中的谐音词从语义层面来看，通常是通过利用词语的音近、谐音或变音来达到一种幽

默或讽刺的效果。这种使用方式常常与原词的含义或语义相联系，但通过音近的变化，使得言辞更加隐

晦或具有双关意味。它们字面上看起来没有原来的写法那么直白粗俗，降低了使用门槛，一定程度上减

轻脏话的直接冲击力，即便是受良好教养人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用来在网上表达一下情绪。 
(二) 社会认同 
网络脏话的词汇选择可能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认同有关。不同社会群体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网络脏话

词汇来表达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1. 地域差异 
不同地区的人可能对某些词汇的使用有不同的认同感。例如，在中国，一些地方方言中的词汇可能

被认为是脏话，而在其他地区则不一定会被视为脏话。如川贵鄂渝地区常用骂人词“仙人板板”，在一

些情境下它就是地地道道的骂人话，有污蔑对方祖宗的意思，但在其他地区可能不被理解或被视为无害

的词汇[10]。 
2. 社会群体 
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对某些脏话词汇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例如，年轻人之间的网络文化可能更容易

接受一些粗俗的词汇，而一些保守的社会群体则可能对这些词汇感到不满。 
3. 专业领域 
在某些专业领域，一些特定的脏话词汇可能被认为是行内的俚语或术语。这些词汇在该领域内被广

泛接受和使用，但在其他领域则可能被视为脏话。 
(三) 文化背景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脏话的认同程度也有不同。某些社会文化中，使用脏话可能被视为粗俗和不

礼貌，而在其他社会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正常表达方式。 
在韩国，“西八”是一个常见的网络脏话，属于韩国的国骂，在韩国文化中被视为极度无礼和冒犯

性的表达方式，但中国网友因为接触过不少韩剧，所以会模仿里面的词在日常进行调侃，在网络上把这

个词当成语气词来说。在日本，一些网络脏话与日本文化和价值观有关。例如，“死ね(shine)”是一个

常见的网络脏话，意为“去死”，但在日本文化中被视为极度无礼和冒犯性的表达方式[11]。 
由此可见，网络脏话在语义功能和表达方式上起到贬低他人、情感宣泄、社交认同和幽默创造等作

用。也正是因为这些功能，使其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我们也

应该认识到网络脏话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5. 网络脏话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通过对网络脏话语义构成、语义演变和语义功能的探究，我们深入地理解了网络脏话的意义和使用

情境，从而可以进一步为网络语言的规范与管理提供参考，促进网络交流的健康发展。 
(一) 伤害他人感情——自我约束 
网络脏话往往带有攻击性、贬低性以及强烈的情绪色彩，使用时容易伤害他人的感情，引发冲突和

争议。使用者激动的情绪可能会引发其他人的情绪反应，导致争吵、冲突或不愉快的交流[7]。过度使用

网络脏话可能会引发冲突和争议，影响个人形象，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尤其是在面对不同观点

或意见时，会阻碍有效沟通和理解。该种言辞可能导致争执和敌对情绪的升级，进而破坏互相之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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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尊重。 
因此，我们需要自我约束，加强自我修养，培育自律精神，一方面，要有对网络交流道德的敬畏感。

在网络交流中避免使用脏话词汇，保持文明、礼貌的言辞。另一方面，要学会慎独。网络社会中的道德

不像传统道德那样，主要依靠舆论来规范个体行为，而是靠网民以“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12]。同时，

对于网络脏话，我们可以选择忽略或屏蔽，不去理会或参与，避免被其影响。 
(二) 破坏交流氛围——制度建设 
网络脏话的使用容易引发争吵和冲突，破坏了良好的交流氛围。当人们过度使用脏话时，交流往往

变得紧张、敌对，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和沟通。这种情况下使用网络脏话会对个人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给他人留下不良印象，甚至影响职业发展和社交关系。互联网虽然有其隐秘性，但仍不是法外之地。面

对网络脏话引起的现实问题，必须坚决追责，放纵网络脏话的使用者只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因此，在遇到网络脏话时，我们可以积极引导他人，提醒他们注意言辞，促进良好的交流氛围[8]。

加大互联网的网络语言规范监管力度，制定网络聊天方面的道德规约。例如，可制定如下网络聊天道德

规约：注重自己的网络形象，不恶意攻击国家、社会、他人，慎交网友，真诚待人，尊重别人隐私，拒

绝暧昧聊天，不传播黄色信息，不散布谣言等。其次，网络脏话行为法律范围界定。进一步完善对于网

络脏话行为的法律定义，界定清楚法律规定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明晰法律中对于网络脏话行为的规

范和限制，处理好网络隐私权与公民意愿表达的联系。让网民意识到网络脏话行为的不可取，从而形成

一种硬性约束[13]。建立健全网络脏话行为的惩罚机制。管理者高效管理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网络活动的

影响。让网民明确认识到网络脏话行为所带来的问题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让互联网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三) 传递负面价值观——教育宣传 
网络脏话的使用往往传递了一种负面的价值观，鼓励攻击、侮辱和恶意行为。这种价值观的传播可

能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道德滑坡和社会风气的恶化。实际上大部分人对于网络中存在的脏话现

象的态度是厌恶的、难以忍受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面对网络脏话行为的态度却是极度容忍或者说是

极度淡漠的。这种公众态度反而会给网络脏话行为创造一个持续生长的温床，让更多的人失去反抗意识，

习惯于网络脏话现状，甚至会美化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加剧脏话传播。 
因此，要加强网络素质教育和宣传，提倡文明网络交流，提高人们对网络脏话的认识和警觉性。增

加网络文明教育课程，让人们了解到网络环境并不是无序、混乱的，所有网民在网络中必须做到网络权

利和义务的统一。同时培养网民树立网民责任意识，通过网络教育平台规范与引导网民情感。开展网络

文明社会教育活动，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共识，加入典型的网络监管案例分析，让

网民切实地认识到网络脏话的使用会带来网络环境恶化、网民矛盾增加、社会恶性事件增多等诸多问题，

从而让网民谨慎使用网络用语。 
(四) 造成网络暴力——技术监管 
如今的举报系统作为人人均可登录的监管平台，很容易被拿来发展为恶意宣泄与擅自报复的机制，

约定好的大面积举报或是投诉会影响到一个正常言行的人的生活，最终构成更为可怕的后果——网络暴

力[14]。脏话的多变性使得敏感词屏蔽系统的设立需要不断地完善，而抱有恶意的脏话也不仅仅只能通过

固定的敏感词来实现，网络这个大环境本身具有极强的匿名性和极高的隐蔽性，人性中的“恶”会被进

一步放大。 
针对网络环境中层出不穷的脏话行为，相关部门应提高网络语言监管技术。完善网络脏话文本库建

设与敏感词屏蔽范围，减少网络脏话的出现频率，以严格的标准打击网络脏话的传播途径。提高网络实

名制与个人信息管理能力，将线上的网络脏话追责到线下的个人，让网络脏话的使用者无所遁形。扩宽

网络语言监管渠道，创新网络脏话治理形式。将社会共治与网民自治结合，让所有网民共同参与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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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问题治理的过程中来。一方面能够减少网络监管压力，另一方面当网民本身也成为监管者会进一步

减少网络脏话现象。采取追责到底的态度，将网络脏话治理行为常态化，逐渐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网络

脏话监管体系。 
可见，在网络脏话的管理与规范方面，需要个人、政府、网络平台、教育机构和社会共同努力，形

成合力，共同营造健康的网络语言环境。 

6. 结语 

语言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而脏话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于言语交

际中。近几年来国家在网络监管中的力度不断加大，网络立法越来越完善[13]，但是在互联网中网络脏话

仍然非常普遍，甚至网络脏话呈现升级现象。本文介绍了在语义视角下，网络脏话的相关概念，通过词

汇、句法和语义关系这三方面剖析了语义构成，引出了语义构成的过程随着时间、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的

发展所发生的语义演变，进而探究了网络脏话的语义功能在情感表达、社会认同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作

用，最后从个人、制度、教育以及技术四个角度分析网络脏话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具体化建议。 
尽管本论文对网络脏话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的研

究主要基于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缺乏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其次，我们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汉语网络

脏话，对其他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网络脏话研究较少。此外，我们对网络脏话的影响和应对措施的研究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人继续研究和探讨，将网络脏话的语法特点分析得更

全面深刻，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促进网

络脏话的减少，营造一个友善、文明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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