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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汇变异性的符号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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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语汇作为一种网络交际通用语 ,已逐渐成为具有自身构成特点和发展规律的

媒体语言。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 ,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出发 ,结合语言符号意义

的层级观探讨网络语汇形 (音 )、义的不对称性 ,阐释网语交际者如何产生网络语汇心理联想、

通过网语符号由深层到表层系统的转化最终产生符号的具体意义 ,并从网络传播和语言符号

两方面得出网络语汇产生变异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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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网络语言顾名思义 ,是网民为了方便网上交际

而使用的一种语言。“语言是一切文明和传播的

基础 ,一切传播媒体都是语言载体 ,载体的变化往

往会引起语言风格或语体的变化。”[ 1 ]19互联网作

为网络语言的载体 ,其电子化、全球化、互动化、自

由化、虚拟化等特点促使网络语言成为一种具有自

身构成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媒体语言。网络语言的

界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秦秀白认为它是指

“与网络和在线流通有关的语言 ,由三种语言成分

构成 : (1)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专业术语 ; (2)与网

络文化现象相关的术语 ; (3) CMC (Computer - Me2
diated Communication)交际 (BBS,网络聊天等 )使

用的特殊用语。”[ 2 ]1狭义的网络语言仅指第三种即

CMC交际用语。本文所探讨的网络语汇主要为秦

秀白 [ 2 ]提出的狭义的网络语言。正如索绪尔所

说 ,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 ,作为一种诞生于

20世纪后期的特殊的社会方言 ,网络语汇也属于

符号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从符号学能指 ,所指之间

的关系出发 ,结合语言符号意义的层级观 ,拟从符

号角度的分类 ,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变异性、网

语符号具体意义的产生过程以及符号变异性产生

的原因几方面探析网络语汇。

二、网络语汇的符号学划分
简而言之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的学科。从

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网络语汇可分为语言符号系统

和非语言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是语音和意义的统一体。网络语汇

可读符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 ,表现形式为文字符

号 ,属于语言符号。具体来说 ,网络语汇符号系统

中的语言符号由汉字符号 ,拼音符号 ,英文字母以

及阿拉伯数字构成。它们的表现形式通常有以下

几种 :

谐音。“谐音即利用相同或相似的发音 ,拼写

出不同形式的单词 ,它利用视觉和声音上的错觉 ,

人为地赋予语音另外一个意义。”[ 3 ]27它的表现形

式包括 ( 1 )数字谐音如① 3166 (沙哟娜拉 ,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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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 , 7456 (气死我了 )等 ; ( 2 )方言谐音如稀

饭 (喜欢 ) ,酱紫 (这样子 )等 ; (3)英语发音谐音如

3ks( thanks) , Ih8u ( I hate you)等 ; ( 4)输入文字时

敲的别字如斑竹 (版主 ) ,幽香 (邮箱 )等。

借代。“借代的基础是借体和本体的相关性。

它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述的人或物 ,而用与其相关的

事物来代替。其形式多样 ,可用部分代整体 ,用特

征代本体 ,用专名代泛称等。”[ 3 ]29如打铁 (写帖子 ,

一般指有点儿重量的帖子 ) ,拍砖 (对某人某帖发

表与其他人不同看法和理解的帖子 )等。

缩略语。包括英文字母缩略语和汉语拼音缩

略语。例如 D IY (Do It Yourself的缩写 ,自己动手

做的意思 ) , BS(鄙视的缩写 )等。

重叠。网络语言中存在大量的相同符号过剩

拷贝现象 ,即符号的重复使用。如东东 (东西 ) ,片

片 (照片 )等。

非语言符号的主要特点是音形离散。网络语

汇中由键构符 ,图片 ,标点等组成的那一部分没有

语音形式 ,表现形式为非文字系统的符号 ;又由于

这部分语汇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模拟关系 ,因

而它们属于非语言符号系统 ,表现形式通常有以下

几种 :

键构符。由计算机键盘符号以及标点符号构

成的像似符。如 (: - & (生气 ) , < @ _@ > (醉了 )

等。

图片。例如 (调皮 ) , (再见 ) , (撇嘴 )

等。

此外 ,网络语汇的语言符号间、语言符号与非

语言符号间还产生符号混用现象。例如 :

“GG你粉有料 , PFPF,流口水 ing”①

“哥哥你真有内涵 ,佩服佩服 ,我在流口水 ”。

在这句话中 ,出现了拼音、谐音、英汉混用的符

号 ,反映了网络语言随意性、新奇性、变异性等特

点。

网络语汇符号系统中的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

号的符号混用现象表现为 :

橙子对冰石说 : ?????②

Bob对 Anna说 : haha, : - )

第一句话中 ,重复的“?”强调了问话人的疑

惑 ,第二句中答话人将拼音与键构符混用 ,体现一

种高兴的心情。

三、网络语汇变异性的符号学阐释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观 , 能指是音响形象

( sound image) ,是由音位模式组成的 ,所指则是体

现意义的 ,属于词汇语法层次。”[ 4 ]92能指与所指所

处的不同层次表明符号声音与概念意义的可分离

性。“语言符号不同于感应符号和象征符号 ,它是

进行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基本形式 ,具有携带信息的

能力 ,是音 (形 )、义结合的统一体。”[ 5 ]16所以能指

与所指又是不可分割的。“能指与所指处于语言

符号系统的不同层次 ,这使得声音形式与概念意义

的不对称性成为可能 ,即同一个声音形式 (能指 )

可具有指向多个概念意义 (所指 )的可能 ,而同一

个概念意义又可具有多个表现形式。”[ 6 ]353我们知

道 ,“常规语言的能指由语言的声音符号和书写符

号构成 ,表现出能指形式上的单纯性及音形统一性

以及所指的文化传承性和相对确定性。”[ 7 ]97作为

一种用于网上交际的特殊语体 ,网络语汇能指和所

指也呈现出偏离常规的变异性。

(一 )能指、所指与网络语汇的变异性

较之传统的规范语言 ,网络语言的能指具有多

样性、音形离散性、物质性和区别性等特点 ,所指具

有不确定性、情景性、表义性和延展性等特点 ,这从

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声音形式 (能指 )与概念意义

(所指 )的不对称性。在网络语言中 ,论坛的版主

可以用“斑竹 ”、“版猪 ”、“店小二 ”来表示 ,还可以

用数字“5555”、图片 、键构符 :‘ ( 等形式来表示

哭泣。这些多样的能指所对应的所指是相同的 ,

即 :“版主 ”和“哭泣 ”;此外 ,在这些能指形式中 ,建

构符 ,图片只有形而没有音 ,造成网络语言中非语

言符号的音形离散性。当符号的能指确定时 ,它可

以包含若干个所指 ,一种情况是新所指与旧所指之

间产生比喻 ,引申关系。如“恐龙 ”原指一种身形

庞大 ,长相丑陋的动物 ,在网络语言中 ,它被用来指

代相貌不佳的女网民 ;另一种情况是网络语言的新

所指与旧所指之间没有关系 ,即新所指只是借用旧

所指的语音形式 ,使得旧能指与新所指构成一个新

的符号。例如网络语言符号中“水手 ”并不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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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其意思是“某论坛中的芸芸众生 ”;“工分 ”与

分配制度无关 ,而是指“总发帖数 ”。网络语言的

所指还具有不确定性和情景性 ,例如“PP”可以表

示“照片 ”、“钞票 ”、“害怕 ”、“漂亮 ”、“屁股 ”等多

个所指 ;“4”可以表示“是 ”、“for”、“死 ”等所指意

义 ;这些多种多样的所指只有在网络交际的上下文

中才能确定其具体的所指意义。

(二 )不对称的能指与所指 ———符号具体意义

的产生过程

波林格提出“如果词语要成为我们思维里的

东西 ,正如它必然要做的那样 ,如果语言要发挥它

的功效 ,那么 ,在语声和语义之间就至少有某种联

想。”[ 8 ]163在利用网络语汇交流的过程中 ,心理联想

这一人类思维的本质特征成为网民创造性使用网

语的基础。那么 ,具有离散性、不确定性、多样性、

情景性和延展性的能指与所指是如何产生心理联

想、实现符号由深层到浅层的转化过程 ,从而产生

能指与所指的具体对应、产生符号的具体意义呢 ?

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分为物质符

号 ,语言符号和言语符号 ,它们分别位于符号层次

的深层 ,表层和浅层。“每一层级的符号总是由能

指与所指构成 ,而他们的复合构成物又作为上一级

符号的能指进入新的符号构成过程 ,周而复始 ,层

级系统得以产生。”[ 5 ]222网络语汇中的借代词为例 ,

借代 (metonymy)不仅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 ,也是

一种重要的词义转移手段 ,它在网络语汇中被频繁

使用。在一般情况下 ,能指与所指之间有固定的对

应关系 ,语言符号的意义 ,所使用的对象 ,都是明确

的 ,但“在创造性使用语言时 ,人们通常把先前的

能指与所指关系放到一起 ,当成移植后符号的能

指 ,让语言不断俘获新的意义 ,同时去掉一部分旧

有意义。”[ 5 ]44网络语汇中的借代词就是对语言的

一种创造性地使用。例如“打铁 ”一词在使用过程

中 ,能指“打铁 ”首先在人们心里分别产生“datie”

的声音形象 ,并产生对“打铁 ”这个符号的概括性

的联想 :“打 ”是一个动词 ,含有“制造 ”、“撞击 ”、

“从事 ”等意思 ,通常后面会有名词进行补充说明 ;

“铁 ”是一种有色金属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

用品 ;“铁 ”也是一种矿元素 ,缺铁会导致抵抗力下

降 ,造成贫血 ;“铁 ”还可以是一种化学元素等等 ,

网民开始在头脑中产生一系列有关“铁 ”的联想 ,

并将“datie”这个音与客观世界中能使“打”与“铁 ”

搭配使用的含义联系起来 ,声音与意义两者结合形

成深层物质符号 ,判断出“打铁 ”为一种制造活动 ,

“铁 ”为一种可以被锻造的金属物质 ;接着深层物

质符号音义的结合又使得“打铁 ”成为具有一定抽

象意义的语言符号 ,即“将铁这种金属制造成各种

用具的力气活 ”;最后 ,由于“符号的能指具有指向

具有相同或相似能指的其他符号的所指特征 ,若干

个存储于听话者经验系统中所具有相同或相似能

指的符号的所指可能被他们中的某个激活 ,并处于

备用状态。”[ 6 ]354要把握词语在实际活动中的特殊

意义 ,听话者或读者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百科知识

和情景语境。“打铁 ”用于网络交流不可能是客观

世界中铁匠干的活 ,“打铁 ”一词出现于“发帖 ”中 ,

而“铁 ”与“贴 ”读音相似 ,发高质量的“贴 ”比较有

分量 ,点击率高 ,因而“发帖 ”与“打铁 ”都属于费力

打造高质量的活。这一过程中 ,浅层符号系统中

“datie”的书写符号 (发音 )与其抽象意义共同充当

表层符号系统中新的能指 ,通过一系列心理联想 ,

结合存储于大脑中的世界知识和具体的情景因素 ,

最终产生新的所指 :“打铁 ”实指“打贴 ”,即“写有

分量的帖子 ”的意思。在从深层符号层次到表层

言语符号系统的过程中 ,“省力原则 ”起了作用。

各实验证明 ,“面对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时 ,那些

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相关信息相符合的特征会更

容易被我们记住。如果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一种

有待印证的意象 ,在接收新信息时 ,我们就会倾向

于在其中挑选能进行这种印证的信息。”[ 9 ]54符号

解读者总是通过符号的能指形式与所指具体意义

间的最佳相关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

寻找到最佳意义。在这个例子中 ,符号解读者排除

“打铁 ”所具有的其它意义潜势 ,选取与当前情景

最相符的一组能指与所指 ,从而保证了网语交际的

成功。

四、网络语汇变异性产生的原因
网络语汇最大的特点为变异性 ,究其原因 ,除

了网络传播自身的特点 ,我们认为还可以从能指与

所指的关系上入手。

(一 )从网络传播的自身特点来看

网语符号不同于一般语言符号 ,具有音、形、义

三种形式 ,它只具有形和义 ,没有声音形式。据统

计 ,语言对情境的社会意义的表达平均不到 35% ,

剩下的 65%的意义都是以非语言的方式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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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交际缺乏面对面交流的真实语境 ,因而造

成了非言语交际手段诸如表情、身势语等的缺失。

为了尽可能弥补这一不足 ,交际者往往创造性地使

用键构符、图片、标点等非语言符号和一些语言符

号 ,以缩短交际距离 ,达到幽默、生动、直观的语用

效果。

此外 ,网络传播具有即时性的特征。在网络交

流中 ,尤其是在网络聊天室中 ,由于聊天室窗口是

滚动的 ,为了保证交际的话语连贯 ,话语参与者必

须尽可能快速发送信息 ,因而采用了大量的缩略

语、谐音词、数字等语言符号 ,产生了变异现象。

(二 )从能指所指的关系来看

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

体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 ,而是概念

和音响形象。”[ 10 ]101概念即事物的所指 ,音响形象

即事物的能指。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出发 ,网络语

汇产生变异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1. 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性

“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性即一种音响形象具

有指向多个概念意义的潜势 ;反之 ,同一个概念意

义又可能具有多个音响形象。”[ 6 ]353能指与所指的

不对称性使得能指具有多样性、区别性和音形离散

性等特征 ,所指具有不确定性、延展性以及情景性

等特征。换句话说“一个符号的能指指向的所指

经过进一步延伸可获得新的能指。”[ 11 ]网络语汇基

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性 ,利用谐音、借

代等形式产生了诸如 3Q ( thank you)、椅子 (第二

个回帖的人 )等语义异常 ,扩大了自身的词汇量 ,

保证了虚拟交际的成功进行。

2. 能指与所指的开放性

能指与所指的开放性是指对语言能指 ,所指及

对意义的理解有无限种可能。人们可以借助语言

符号以及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性连续不断的创造

出全新的信息。此外 ,“能指与所指还可以突破语

音、语型以及语义间约定俗成的联系 ,使他们之间

产生新的联系 ,语形和语音由此而获得新的意

义。”[ 5 ]40例如“盖楼 ”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建筑词

汇 ,但在网络语汇中 ,它指“BBS中回同一个主题

帖的人 ”,这一网络语汇突破了旧的能指与所指之

间的对应关系 ,获得了一个与原有所指无多大关系

的新的所指意义。

3. 能指与所指的社会性

“语言符号中的声音部分具有社会性 ,它的意

义部分也具有社会性 ,而声音方面和意义方面的结

合又取决于社会条件 ,整个的音义结合物的语言成

分也就必然具有社会性质。”[ 5 ]43作为人们用于网

络交流的必要工具 ,网络语汇能够以能指的身份去

和它所指的对象发生符号关系 ,因而不可避免地具

有社会性 ,受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反过来 ,网络

语汇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网络流行语

如“你太有才了 ”(源于 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宋丹

丹与赵本山的小品 )成为生活中夸赞对方有能力

的日常用语。

此外 ,网络语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 ,其

使用者以青年人为主 , 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仍占绝

大多数 ,占到总体的 83. 7% ,学历多在大专和本科

以上 ,他们将社会流行语加入网络语言符号中 ,显

示自身的时尚性。同时 ,网络语言使用者还创造性

的运用谐音、借代、数字、键构符、图片等代替一些

常规用语 ,创造一些新鲜感 ,达到张扬个性、排遣寂

寞、愉悦游戏的目的。

4. 能指与所指的可变性

语言符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会随着社会的

变化发展而发展 ,因为语符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

可变性。基于此 ,网络语汇中的一些易于理解 ,便

于表达的用语在交流中逐渐固定下来 ,成为网络基

本语汇 ,而另一些尤其是那些怪诞生僻的语汇则是

昙花一现 ,将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消失。

简而言之 ,能指与所指的以上几种特性均可归

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统一。受到网

络发展自身特性如交互化、快速化、简便化、自由化

等的影响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制约 ,一类网络语汇的

表达形式和意义在交流中逐渐地固定下来 ,稳定下

来 ,最终成为一种约定。“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

来说 ,看来是自由选择的 ,相反 ,对使用它的语言社

会来说 ,却不是自由的 ,而是强制的。”[ 10 ]107因而 ,

我们可以说 ,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与理据

性的统一是符号的基本特性 ,也是网络语汇变异性

产生的根源。

五、结语
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 ,结合能指、所指以

及语言符号意义层级观等理论探讨了网络语汇的

变异特点 ,阐释了网语交际者如何产生网络语汇心

理联想、通过符号由深层到表层系统的转化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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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符号的具体意义 ,并从网络传播和符号两方面探

析了网络语汇产生变异性的原因。关于网络语汇

对汉语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正如陈原所说 :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入了很多新语汇 ,它们不改变

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词汇 ,但他们却丰富了人类

的语汇库。”[ 12 ]207网络语汇自产生以来 ,数量增长

迅速 ,具有一定的交际价值 ,体现了存在和发展的

生命力 ,在这个信息时代 ,它是网络文化不可或缺

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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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 iotic ana lysis of the d issim ila tion of net - speak

CAO J in, L IU Fa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 itera ture, N orthw est N orm al U 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A s a kind of useful instrument for net - communication, net - speak becomes a new media languag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ig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this paper aim s to exam ine the transformation

p rocess and the asymmetry of meaning and form on the part of net - speak in term s of sem iotics, and it upholds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dissim ilation of net - speak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aspects.

Keywords: net - speak; sign; signifier; signified; dissim 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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