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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网络流行语生命力。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社会热点事件、流行文化紧密相关，

其生命力受社会文化、语言自身等因素影响。高生命力网络流行语和低生命力网络流行语通常具有不同

的特点，并且网络流行语既可以反映社会现实、推动时代发展，也会带来表达能力受损等不良现象。文

章旨在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生命力的研究，更好地理解网络流行语在语言与社会文化互动中的现象及发展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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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itality of Internet buzz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buzzwor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hot events and popular culture, and 
their vitality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ulture, the language itself, and group identity. 
High-vitality Internet buzzwords and low-vitality Internet buzzword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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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Internet buzzwords cannot only reflect social rea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bring about adverse phenomena such as impaired expression 
abil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Internet 
buzzword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vi-
tality of Internet buzz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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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发展，网络普及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也使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更加迅速。网络流

行语的产生与社会热点事件、流行文化密切相关，表达网民对某种公共事件与文化的态度，代表网民的

意志。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现象，能够引发全民参与，并获得高度关注，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

一些网络流行语演变为日常交流中的常用词汇，另一些则很快被其他流行语替代，在交际中被人们遗忘。

这种生命力差异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关注。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于研究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差异具有重要意

义。社会语言学既强调社会外部因素对语言的作用，也强调语言自身的发展与变异，其理论为网络流行

语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探究语言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2. 网络流行语的概念与来源 

2.1. 概念 

网络流行语是指流行于网络的语汇，在一定时间内被用户广泛使用并产生较高影响力，范围包括词

汇、短语和句子。网络流行语既是网民的“冲浪用语”，又引起学者与官方机构高度重视。“汉语盘点”

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联手打造的系列文化活动。该活动始于 2006 年，截至目

前已连续举办 19 年，每年选取“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描述当下的语言生活。2008 年起，《咬文嚼字》编

辑部每年在年底公布“十大流行语”，作为年度网络流行语代表。上海《语言文字周报》每年年底发布年

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榜单。三大官方机构每年颁布年度网络流行语，旨在加强全民语言道德教育，构

建健康规范的网络话语体系，昭示着网络流行语已成为当今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来源 

网络流行语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政治报告与热点新闻，一些关键词原为重要的政治用语，

后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像“不忘初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大会与讲话中提

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二是文化产业的创造，综艺、影视与游戏中创造出众多网络流行

语。“后浪”一词因 2020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的短视频《后浪》而受到广泛关注，“柠檬精”原本产生于

电竞圈，因其适用范围广，后来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三是社会热点事件与生活情境。这类网络流

行语由网民基于生活情景进行创造，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并迅速传播。像“打工人”是基层工作群体在网

络平台上对个人辛勤工作的调侃，被广大群体认同并大量使用，短时间内引起众多相关话题讨论。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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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具有独特来源与特征，其产生依赖于社会事件与社会热点，是社会心态的实时反映[1]。 

3.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网络流行语生命力的影响因素 

3.1. 社会外部因素 

3.1.1. 传播媒介 
信息技术变革使人们交流方式改变，互联网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08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社交媒体成为人们了解社会热点、表达思想与交流观念的重要平台，促进网络流

行语的产生、传播与讨论。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理论”强调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媒介劝

服人们接受新观点、新事物与新产品，侧重于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新兴的网络流行语在社交

媒介迅速传播，被网络用户接受与使用，达到大规模传播的效果，进而促进文化传播与观念交流。许多

网络流行语脱胎于社会热点事件，网络用户实时创造与分享各种网络流行语。传播媒介的推动，促使网

络流行语传播范围广泛、使用人数众多，并在短时间内引起热议，极大增强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但某

些不合乎语言规范、没有文化内涵的网络流行语，其生命力较低，随着社会热点更迭很快被其他流行语

取代[2] [3]。 

3.1.2. 社会文化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文化的体现，也是现实社会的折射。网络流行语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引发众多

关注与思考，表达人们对社会事件、价值观念、社会问题的态度。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

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网络流行语通过折射流行文化与社会现实，得到人们传播与认同，进而激发情感

共鸣并拉近社交距离。“躺平”“精神内耗”“佛系青年”等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这种亚文化的表达方

式是青年人真实的自我调侃，符合年轻群体的精神面貌，被年轻人广泛使用。从虚拟现实演变到真实社

会生活，年轻群体赋予这一系列网络流行语强大生命力[4]。一些网络流行语蕴含鲜明的情感倾向与丰富

的生活气息，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展现当代人们对自由的向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蕴含着

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系列流行语有着轻松、愉悦的感情色彩。众多网络流行语折射着鲜明的情感趋向，

语义内涵丰富，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认同[5]。 

3.2. 语言自身因素 

3.2.1. 语言变异 
语言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经过演变与革新注入活力。部分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是对传统语言的

创造性改编，改变其原有形式或者对其语义概念进行新阐释。这类语言偏离传统语言规范，但因其形式

新颖、语义特别，在网络用户中迅速传播。“酱紫”由“这样子”变异而来，这种谐音词汇具有新奇、幽

默色彩。“新赛道”原指新开辟的比赛路线，作为网络流行语却演变出新的内涵，既指代个人职业规划

的新方向，又指代商业、科技等领域的前沿方向。“天花板”在传统语境中本指房间屋顶的平面结构。在

网络环境中，经过网络用户诠释，“天花板”喻指行业的最高标准。很多网络流行语经过语言变异，在形

式与概念等方面与原本语言有所区别，但因网络用户对其具有好奇心理，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使用，在网

络环境中迅速传播并延展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3.2.2. 方言衍生 
有些网络流行语原本为某一地区方言词汇，网民保留其部分语音与语义特征在网络中广泛使用，使

其成为由方言衍生的网络流行语。“老铁”一词原为东北方言，多用来称呼关系亲近的朋友。这一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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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口语化与亲和力特征，能迅速拉近社交双方的心理距离，得到网络用户的认同与广泛使用，

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交符号。“晓得”原为我国西南地区方言，多在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区使用，用

来形容明白、了解之意，这一词汇具有交流高效、语气亲和的特点。随着人口流动、网络普及，这一词汇

被众多网络用户了解并在网络中广泛使用，成为一个交流中的常用词汇。这类由方言衍生的网络流行语

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进而促使人们了解网络流行语背后的语言习惯与地域特色，极大增强网络流行语

的生命力。 

4. 不同生命力网络流行语的特点 

4.1. 高生命力网络流行语 

4.1.1. 强大概括性 
高生命力网络流行语通常用简短的语汇表达复杂的概念与情绪，语义内涵丰富并且适用范围广泛，

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以“内卷”为例，这一词汇在 2020 年成为网络流行语，到如今已成为一

个经典的网络用语，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广泛应用，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独特的意义。“内卷化”在传统

语境中本是农业领域的学术概念，指在有限土地中投入更多劳动力。在网络环境中，“内卷”指为争夺

有限资源进行无序化竞争，进而陷入无意义重复，是一种非理性状态。“内卷”代表的不良竞争状态在

教育、升学、求职等领域广泛适用，这一词汇精确概括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竞争激烈的社会现象。“真

香”原形容食物的味道，在网络环境中指某人对一件事物前后态度的转变，逐渐衍生出“真香定律”这

一网络流行语。“真香”的应用范围广泛，可以用于形容人们对某人或社交活动由抵触到接受，也可用

于形容对某食物或运动由排斥到喜欢的转变。这一网络流行语具有独特趣味性，已成为一种社交符号，

在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中广泛运用。“真香”从 2016 年湖南卫视《变形计》节目中出现，到如今仍在广

泛使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具有强大概括力的网络流行语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未来仍会在网

络中持续存在。 

4.1.2. 结构可扩展性 
结构可扩展的网络流行语指在结构上可以通过增添、替换等方法创造出相关表达的语汇。这类网络

流行语可根据具体表达需要与各种字词搭配，从而描述不同情景与特质，是一种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

以“杠精”为例，“杠精”指喜欢与人唱反调、酷爱抬扛的一类人群。其结构由“杠”和“精”组合而成，

“杠”形容爱抬杠、爱争辩的特性，“精”有精怪之意，在这一词汇中指代人，“杠”和“精”组合而成

的网络流行语能够让人迅速理解所指对象的典型特质。“杠精”衍生出众多类似结构的网络流行语，“柠

檬精”指代容易嫉妒别人的一类人群，“柠檬”指其看到别人优秀说酸话的特质。以“X 精”代指某类

人群的集合，这种结构的可扩展性、组词的能产性，使“X 精”结构的网络流行语不断衍生与创造。

“上班族”“学生党”也是类似形式的网络流行语，在网络语境中不断创造出众多新词用语，具有强大

生命力。 

4.1.3. 体现主流价值 
体现主流价值的网络流行语通常凝聚着社会共识，传播良好道德风尚，进而被广泛认可与赞同，借

助网络迅速传播。以“逆行者”为例，“逆行者”指在疫情期间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逆行而上的基层工作

人员与医护工作者，是勇于奉献的抗疫英雄的代称。许多媒体与文学作品赞扬“逆行者”的品质与精神，

激发人们对英雄的感恩，弘扬时代主流精神，这一网络流行语已成为我国人民心中的英雄符号。“小康”

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于政府文件与新闻报道，展现中国政府对国情的审视，彰显我国人民对追

求美好生活与战胜重要机遇的信心。这类网络流行语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构建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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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们广泛共鸣。 

4.2. 低生命力网络流行语 

4.2.1. 结构固定性 
结构固定性的网络流行语通常具有相对稳定的表达结构，因此语义相对固定，仅在特定情境下使用。

以“蓝瘦香菇”为例，“蓝瘦”对应“难受”，“香菇”对应“想哭”，是广西方言“难受想哭”的谐音，

来源于一位男生的失恋视频，因其独特发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一网络流行语因其结构固定难以创造

衍生，无法适应不同的情境与场合，并且语言规范性不足，使用范围有限。随着网络语言的更新，类似

语义的网络流行语不断出现，如“哭唧唧”同样表示内心苦闷之意，人们对“蓝瘦香菇”的新鲜感消失，

最终失去原有关注。这种结构固定性的网络流行语多由于一时热度而兴起，但因其不能在原有语言基础

上创新与拓展，很快被其他网络流行语取代并消失在网络环境中。 

4.2.2. 时效性过短 
时效性过短的网络流行语通常与特定事件相关，无法脱离特定背景，其使用价值与实用意义相对受

限。“龙行龘龘”出自《康熙字典》，形容群龙腾飞的情景。作为龙年央视春晚的主题，一经发布便受到

广泛关注，在互联网上引起传播与讨论。“龙行龘龘”因龙年春晚而爆火，节日属性和生肖属性较强，新

年过后的使用需求与场景大幅减少，因此成为龙年春节的限定网络流行语。“洪荒之力”同样与限定事

件相关，本源自电视剧《花千骨》，形容一股强大的力量，因奥运会期间运动员傅园慧使用而受到关注，

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但该词使用场景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奥运会热点降低，这一网络流

行语很快被人们遗忘[6]。 

5. 网络流行语的影响 

5.1. 有利影响 

5.1.1. 推动时代发展 
网络流行语作为社会生活的折射，能敏锐反映社会现实，推动时代发展。某些网络流行语与当下社

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捕捉到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科技变革等重大事件。2024 年《咬文嚼字》

编辑部发布的十大流行语前三分别为“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这三个网络流行语反映目前

科技行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展现人们对于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关注，不仅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而且对社会结构、教育体系等产生重大影响。这类网络流行语将隐藏在社会深处的本质现象以一种

直观方式呈现，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与思考，从而为社会各界发展指明方向，推动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 

5.1.2. 弘扬良好风尚 
很多网络流行语蕴含良好道德风尚与精神品质，具有积极意义与价值导向，激励人们努力践行道德

规范，形成一种良好社会示范效应。“工匠精神”强调对品质精益求精，否定单纯追求速度与效益的社

会风气，为社会各界树立一种良好价值导向。“工匠精神”的出现，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共鸣，政府出台措

施鼓励精益求精，企业与个人更加注重品质与创新。“光盘行动”传达珍惜粮食、避免浪费的社会理念，

促使人们在公共场合践行光盘行动，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氛围。这类网络流行语反映良好文明品质，在

网络环境与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5.2. 不利影响 

5.2.1. 表达能力受损 
长期使用网络流行语中的一些“烂梗”，对语言规范性造成不利影响，使语言失去色彩与活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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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青少年鉴别能力与判断能力较弱，过度使用一些“网络烂梗”使原有的语言体系遭到侵害。学生作

文中频繁出现“拴 Q”“泰酷啦”“绝绝子”等语言，说明逐渐失去对复杂句式与词汇的运用能力，正体

现不良网络流行语已造成汉语体系的破坏。长期沉浸在不规范语言中，人们的语言组织习惯会被逐渐消

解，造成表达能力受损。所以在网络流行语使用过程中，应增强自我认知与警惕意识[7]。 

5.2.2. 不良文化倾向 
含有不良文化倾向的网络流行语指违背社会公德与主流价值观念，通常具有消极、歧视、低俗等意

味，对网络环境与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网络流行语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用户知晓与使用，逐渐

演变为人身攻击的工具，挑起对立和冲突。在社会层面，互联网平台应加大对内容审核力度，主流媒体

要发挥导向作用，通过新闻、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宣传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文化。学校应加强语言文

化教育，引导学生思考网络语言的使用问题，提高学生辨别能力。个人应该深入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与道

德伦理，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社会各群体共同抵制不良网络流行语，塑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8] 

6. 结语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独特语言现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其生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网络

流行语的生命力与社会文化、语言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不同生命力的网络流行语特点不同，高生命

力网络流行语往往具有强大概括性、体现主流价值，成为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低生命力网络流行语通

常结构相对固定、缺乏文化内涵，很快被其他流行语取代。网络流行语在社会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

用，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网络流行语，既要发扬其积极作用，也要关注潜在挑战，引导网络流行

语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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