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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阴阳”本来是一个常见的名词性语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逐渐演变成网络用词，词义、词性和感情

色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阴阳”还演变出形容词和动词等多种新用法，在句中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

例如主语、定语和谓语等。本文将从词义概述、语法功能、词义演变、流行成因等方面，对“阴阳”进

行语言学多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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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n-Yang” was originally a common nominal morphem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network word, and its meaning, part of speech and emotional color have un-
dergone great changes. “Yin-Yang” has also evolved into a variety of new uses such as adjectives and 
verbs, which can serve as a variety of syntactic components in sentences, such as subject,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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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dicate. This paper will make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Yin-Ya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rd mean-
ing overview,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 meaning evolution, popular caus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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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众多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并非

所有网络流行语都是全新创造的词汇，其中不少是在原有词汇的基础上，通过赋予新的使用方式或含义

而焕发新生。“阴阳”就是旧词新义，因为其本身就属于汉语词汇，却在复杂的网络语境中被赋予了创

新的运用，一跃成为热门的网络用语。张骞探究了“阴阳”的结构特点和义项内容，但对其词义演变、演

变的内在机制及其流行动因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总结，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阐释。本篇语料基

于北京语言大学 CCL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料库、微博、微信公众号，引用语料时保持其原状，未作增

加或删改。 

2. “阴阳”的词义概述 

2.1. “阴”、“阳”的本义 

2.1.1. “阴”的本义 
清代陈昌本刻本《说文解字》中将“阴”解释为：“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清代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中将“阴”解释为：“闇也。闇者，閉門也。閉門則爲幽暗。故以爲高明之反。水之南，山之北

也……”。“阴”字最早在金文中出现，原来是形声字，从阜侌声，左边为形，右边为声。“阴”的本

义是山的北面，水的南面，即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现代简化为“阴”，由形声字变成了会意字，与“阳”

相对。 

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尔雅·释山》) 

2.1.2. “阳”的本义 
清代陈昌本刻本《说文解字》中将“阳”解释为：“高、明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将

“阳”解释为：“高朙也。闇之反也不言山南曰昜者，陰之解可錯見也……”。“阳”字最早在甲骨文中

出现，属于会意字兼形声字，从阜昜声，左边为形，右边为声。“阳”的本义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山的

南面，水的北面，朝向阳光的地方，另一种是指高处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 

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2.2. “阴”、“阳”的引申义 

2.2.1. “阴”的引申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阴”有十二项引申义[1]，具体如下： 
1)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的两大对立面之一，与“阳”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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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阴阳，你就明白了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微信公众号 国学文化 2023-11-12) 

2) 指太阴，即月亮。 

农历≠阴历？原来这么多年都搞错了…(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9-02-09) 

3) 我国气象上，天空 80%以上被云遮住时叫作阴。泛指空中云层密布，不见阳光或偶见阳光的天气。 

1 月 30 日，南方阴雨范围较大，东北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雪。(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24-01-30) 

4) 不见阳光的地方。 

张传文说，这里土壤松软，靠近古建筑、池塘，通风背阴，正是白蚁喜欢的地方。(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5-

12-23) 

5) 背面。 

汉隶《鲜于璜碑》碑阴部分(微信公众号 藏隶社 2022-05-05) 

6) 凹进的。 

汉印的 10 个特点：阴文为主，采用缪篆！(微信公众号 书画工坊 2023-10-20) 

7) 隐藏的；不露在外面的。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7-06-28) 

8) 阴险；不光明。 

电话“响一声就挂”！背后的阴谋竟然是这个…(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6-08-03) 

9) 指属于鬼神的；阴间的。 

北京、上海等“阴宅”贵过“阳宅”，让不少人奔赴异地买墓。(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6-04-03) 

10) 带负电的。 

锂电大突破在即？全新阴极材料可完美替代钴，性能更佳也更便宜。(微信公众号 财联社 2022-12-07) 

11) 生殖器，有时特指女性生殖器。 

9 岁女童患严重阴道炎，只因妈妈没有教会她做这件事！(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6-06-17) 

12) 姓。 

百家姓故事 287：阴姓，得姓始祖管修，出自西周王族分支系。(微信公众号 北京元法堂 2020-08-18) 

2.2.2. “阳”的引申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阳”有八项引申义[1]，具体如下： 
1)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的两大对立面之一，与“阴”相对。 

何为道？何为阴阳？(微信公众号 三官庙 2023-03-16) 

2) 太阳；日光。 

生活有了裂缝，阳光才会照进来。(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 2019-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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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凸出的。 

何为阳文、阴文？(微信公众号 栀子汉硕 2021-08-16) 

4) 外露的；表面的。 

农村说的阳沟到底在哪里，屋前还是屋后？(微信公众号 中政建研房屋鉴定 2021-09-08) 

5) 指属于活人和人世。 

阳寿与阳气(微信公众号 华武功夫 2023-05-13) 

6) 带正电的。 

什么是正负极？什么是阴阳极？(微信公众号 新能源电池仿真 2023-11-09) 

7) 指男性生殖器。 

阳痿，可能是慢性疾病的预警信号(微信公众号 四川省人民医院 2023-09-15) 

8) 姓。 

姓氏文化：阳姓。(微信公众号 家谱传记 2021-12-30) 

2.3. “阴阳”的引申义 

“阴阳”是一个联合式复合词，分别由两个名词语素“阴”和“阳”构成。此外，“阴”和“阳”还

是一对反义词。因此，“阴阳”是由反义的名词语素构成的联合式复合词[2]。《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中“阴阳”有三个引申义，具体如下： 

1) 我国古代哲学指宇宙中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 

掌握了这个“阴阳”规律，你就是高手。(微信公众号 守心正道 2023-12-21) 

2) 古代指日、月等天体运行规律的学问。 

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微信公众号 证古泽今 2021-05-27) 

3) 指看星相、占卜、相宅、相墓的方术。 

风水零基础：过路阴阳(微信公众号 中國風水研究會 2023-12-24) 

2.4. 网络流行词“阴阳”的旧词新义 

“阴阳”在网络交际中通常指代“阴阳怪气”，是一种古怪的说话态度。“阴阳”用来形容说话

人的态度，含有贬义，意味着对方说话含糊不清、拐弯抹角，讽刺对方虽然说的是好话，但是让人感

觉很不舒服。此种说法往往带有一种“说反话”的味道，即表面上说的是一件事，实际上暗指另一件

相反的事。 

按时下班被领导阴阳这么早就走了，该怎么回应。(微信公众号 破局训练营 2023-09-22) 

3. “阴阳”的词义、词性及感情色彩的演变 

3.1. “阴阳”的词义演变 

“阴阳”成为网络流行词语之后，在网络言语交际过程中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意义，并频繁活跃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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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日常交流和信息传递过程中。“阴阳”的旧词新意主要体现在被赋予了更多的戏谑、调侃和讽刺意

味。“阴阳”逐渐从原先描述对立统一的状态，演变成了用来形容某人说话或行为上故意含糊不清、绕

弯子，让人不易理解或产生误解的特质。在网络语境下，“阴阳”常常被用来指责或调侃说话阴阳怪气、

话中有话的人，通常带有一种不满或批评的情感色彩，暗示对方可能故意使用模糊或隐晦的言辞来误导

或欺骗听众。 

你阴阳谁呢？(微博 是你段王爷 2023-02-16) 

老阴阳我干嘛(微博 一函喊涵 2023-01-20) 

3.2. “阴阳”的词性演变 

“阴阳”作为网络用语，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动词，具有更丰

富的表达功能。作为动词，“阴阳”在网络语境中常用来描述某人的行为或言论带有故意模糊、矛盾或

两面性的特质。此种用法使“阴阳”这个词具备了更强的动作性和动态感，能够更直接地表达说话者对

某人不明确、不一致态度的批评或调侃。 

这里有个人阴阳我！(微信公众号 爱我心理 2021-11-16) 

男朋友总是阴阳自己，还说喜欢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知乎) 

3.3. “阴阳”感情色彩的变化 

网络用语“阴阳”不仅词义和词性发生了变化，还带动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 
“阴阳”经历了一个由中性词向贬义词转变的过程。最初，“阴阳”这个词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中

性概念，代表着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哲学思想。然而，在网络语境中，“阴阳”逐渐被赋予了贬义的色

彩。这种转变主要是网友们发现“阴阳”可以用来形象地描述表里不一的人。随着这种用法的流行，“阴

阳”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带有批评、讽刺或调侃的意味。 

他又在阴阳了。(知乎) 

请不要阴阳我，直接告诉我你的想法。(知乎) 

4. “阴阳”的语法功能 

“阴阳”句法位置灵活多变，可以作为多种句子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和状语等。 

4.1. “阴阳”作主语 

阴阳，其实就是个基础模型。(微信公众号 岐黄小筑 2024-01-10) 

史前的阴阳是什么？(微信公众号 史前阴阳史 2023-11-21) 

4.2. “阴阳”作谓语 

这什么酒店啊还阴阳客人(微信公众号 艾格吃饱了 2024-01-23) 

老板阴阳你，你怼不怼回去？(微信公众号 职场老阿姨笔记 2023-11-24) 

4.3. “阴阳”作宾语 

何为阴阳(微信公众号 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 2016-01-24) 

让你一口气读懂阴阳(微信公众号 黄帝有道 202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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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阴阳”作定语 

律师应如何处理阴阳合同？(微信公众号 法天使 2023-03-13) 

他阴阳的态度让我失去了对他的信任。(知乎) 

4.5. “阴阳”作状语 

他阴阳地回应了我的问题，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反对。(知乎) 

5. “阴阳”的词义演变机制 

5.1. 隐喻 

隐喻和转喻影响新义的形成，人们利用认知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将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建立起某种联

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表达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与情感[3]。网络热词“阴阳”就是人们在原义的基础上

根据词义相反这个特征隐喻出了新义。在传统文化中，“阴阳”主要指的是宇宙中的两种相反矛盾的力

量或原理，如天地、昼夜、男女、刚柔等。在网络语境中，“阴阳”通常用来形容某人或某事物的态度、

行为具有两面性、矛盾性。 

5.2. 词义扩大和泛化 

“阴阳”在交际使用的过程中经过了两次引申，并且产生了两个引申义，义项逐渐增多，词义也随

之扩大。“阴阳”先是从传统的哲学概念引申为形容事物或人的两面性、不矛盾性的词，从哲学层面引

申到了日常生活中，词性也从常见名词泛化到形容词，例如“阴阳怪气”。经过网络的高速推动，“阴阳

怪气”在结构上缩减成“阴阳”二字，表示讽刺嘲笑的意思，词性也从名词、形容词泛化到动词领域。 

6. 网络热词“阴阳”的流行成因 

义位演变的原因有三个视角：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4]。“阴阳”新义的形成和流行成因

受语言经济性原则、网络传播媒介多元化、网络语言文化环境宽松和言语交际者求新求异心理的影响。 

6.1.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人们习惯性地遵

循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确保正常交际的情况下，会下意识地使用更为简洁的语言[5]。例如，“你阴阳

怪气谁呢？”也是常见的话语，但是“你阴阳谁呢？”更直观简洁有气势，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人们

网络社交中更喜欢用后者表达自己的诉求。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步伐日益加快，这种趋

势在语言上的体现，则是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简短而高效的交际表达。 

6.2. 网络传播媒介多元化 

传播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背景下，不仅传统媒介丰富多样，还衍

生出各种网络传播媒介，例如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和 B 站等传播媒介。丰富多样的网络传播媒介

不仅给网络流行语传播提供了平台，还加速了网络流行语的普及。“阴阳”在网络中频繁出现并广泛传

播，之后从网络平台传播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人们交际生活中常用的网络热梗。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媒

介的多样性为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网络传播媒介将

继续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网络流行语也将继续在网络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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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网络语言文化环境宽松 

现实生活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发言往往比较保留，但在网络上人们通常选择匿名发言。宽松

的网络语言文化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情感，不必受到现实生活中种种限制和约束。宽松的网络语言环境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使得各种新奇的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此外，宽松的网络语言文化环境还为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渠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可以轻松地将自己喜欢的网络流行语分享给朋友、粉丝等，使

得这些网络流行语能够迅速传播开来。宽松的网络语言环境使人们能够勇敢表达自身的诉求和不满，例

如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以“阴阳”为动词的句子。 

6.4. 言语交际者求新求异心理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语言表达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求新求异的

心理在网络交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心理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新颖、独特、有趣的表达方式，以满足

自我表达和社交需求。此外，求新求异心理会使人们效仿网络流行语，进而产生更多网络流行语。求新

求异心理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新颖、独特、有趣的表达方式，从而推动了网络流行语的创造和传播。同时，

这种心理也促进了网络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为网络空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 

7. 结语 

在汉语中，“阴阳”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性语素，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等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

言者表达的需要，“阴阳”的词义、词性和感情色彩都发生了演变，更明显的变化是演变出动词的新兴

用法，表达“讽刺、嘲笑、挖苦别人”等含义。“阴阳”在句中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如主语、谓语、

宾语和定语。“阴阳”词义发生演变受到隐喻和词义扩大泛化的影响，同时“阴阳”新义产生也符合语言经

济性原则，用最简单的结构却传达出最多的信息量，具有简单明了的语言效果[6]。此外，网络流行词“阴

阳”的流行与网络传播媒介多元化、网络语言文化环境宽松和言语交际者求新求异心理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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