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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网络流行语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王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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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社会迈向全球化信息时代、我国步入互联网大国行列、互联网成为社会变革

的驱动器、社会转型的丰富图景是网络流行语研究的重要背景。 从社会学视野研究网络流行

语，从理论上讲可以开拓语言社会学研究新视野、丰富流行文化社会学和网络社会学研究成

果；从实践意义上讲，有利于扩大了解社会舆情的范围、加强健康网络文化建设和促进社会管

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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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学者奥斯特勒在《语言帝国———世界语

言史》中提出，“要寻找出一种语言盛行的原因，
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 ［１］ 尽管研究语言变

化的理据较为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时代发展、
文明进步、社会变革、文化嬗变、科技革新等社会

因素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因为语言与人类文明、
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网
络流行语也不例外。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有网民 ６．１８ 亿。 随着互联网普及

率的攀升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网络社会迅速

崛起。
（一）人类社会迈向全球化信息时代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把人类社

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并认为信

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美国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

念。 贝尔曾说，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甚至建

议人们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替后工业社会的概

念。 基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从因

特网的迅速发展入手，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新

的描述。 信息社会意味着知识和信息成为社会发

展的关键因素。 新的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生存方

式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新的知识、新的概念、新
的词语、新的表达要求，使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也

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面对世事的变迁、
潮流的更替、文化的撞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令
人常有‘变化太快，语言不达’的感触。” ［２］ 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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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大量新词汇尤其是网络词语大量涌现，丰
富了语言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的表现能力。

也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提奥多尔·拉

维特首次提出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概念。 全球

化是当今时代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与

趋势，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新的特

点。 以技术全球化为例。 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

迅猛发展，使得整个地球真正成为了一个鸡犬相

闻的“村落”，即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地方，我们

也能知道那里发生的很多大事，甚至是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 世界各地的人们利用现代技术实现

了便捷畅通的交往，在这个网络化的过程中，新的

观念、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语言不断产生，促成文

化全球化。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技术使前所未

有的交往和通讯变为可能。 语言是交往的工具，
全球化从某种角度讲也是语言的全球化。

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得以超越各种障碍及制

约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诸

方面实现交往与合作，互动、交流、共享、融合已成

为全球化时代突出的特征。 而这些，构成了语言

包括网络语言形成的重要社会语境。 针对全球化

网络化趋势，１９９５ 年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
中就提出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比特的数字语言，
“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 它就好

比人体内的 ＤＮＡ 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３］

这就是我们说的网络语言。
（二）我国步入互联网大国行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中

国人的梦想。 １９８７ 年，我国创建互联网。 １９９４
年，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的国家。 从最初的拨号上网，到宽带上网、
手机无线上网等移动网络，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
国互联网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发布的《第 ３３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６． １８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４５．８％。 相较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网民 １１７． ５ 万的数据，增长了大约 ５１． ６ 倍 （见

表）。［４］在全球互联网用户 ２８ 亿中，中国互联网

用户占比 ２２％，也就是说，全球每 ５ 个网民中就有

一个中国网民。 我国也因此成为互联网大国，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网民人数发展统计（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报告日期 网民数 报告日期 网民数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６．１８ 亿 ２００５．０７．２１ １．０３ 亿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５．９１ 亿 ２００５．０１．１９ ９ ４００ 万

２０１３．１．１５ ５．６４ 亿 ２００４．０７．２０ ８ ７００ 万

２０１２．０７．１９ ５．３８ 亿 ２００４．０１．１５ ７ ９５０ 万

２０１２．０１．１６ ５．１３ 亿 ２００３．０７．２１ ６ ８００ 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９ ４．８５ 亿 ２００３．０１．１６ ５ ９１０ 万

２０１１．０１．１９ ４．５７ 亿 ２００２．０７．２２ ４ ５８０ 万

２０１０．０７．１５ ４．２ 亿 ２００２．０１．１５ ３ ３７０ 万

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３．８４ 亿 ２００１．０７．１７ ２ ６５０ 万

２００９．０７．１６ ３．３８ 亿 ２００１．０１．１７ ２ ２５０ 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４ ２．５３ 亿 ２０００．０７．２７ １ ６９０ 万

２００８．０１．１７ ２．１ 亿 ２０００．０１．１８ ８９０ 万

２００７．０７．１８ １．６２ 亿 １９９９．１２．０５ ４００ 万

２００７．０１．２３ １．３７ 亿 １９９８．０６．３０ １１７．５ 万

２００６．０７．１９ １．２３ 亿 １９９７．１０．３１ ６３ 万

２００６．０１．１７ １．１１ 亿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互联网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和互联网普及率的

不断提高，对社会交际的影响是全面的。 从理论

上讲，每一个在网上的网民，都可以实现和世界上

任何一台计算机旁边的网民进行联络与沟通。 再

加之人际网络的存在，按照六度空间理论，世界上

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互联

网飞速发展的状态下，一定能够产生必然的联系

或关系。 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络文化产业就相

应更加发达，网络文化产业对人的思想观念、生活

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会越大。 近年来网

络流行语不断催生与涌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固然

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网民数量

的增长和互联网在我国城乡的不断普及以及在日

常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５ 亿，

大约占网民总数的 ８０％。 移动互联网发展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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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主体更加多元，舆论表达方式也更加多

样。 移动互联网已经和社交深度融合，如微博、微
信等社交网络，塑造了新型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

间的思想情感表达也更加丰富，网络流行语在社

交媒体大发展的网络时代不断出现也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必然现象。
（三）互联网成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为了传递信息，产生

过各种介质，如陶鼎、泥板、绢帛、羊皮、纸张、电子

技术等，这些介质的变化，是基于使用的便捷、成
本的高低、容量大小、传播速度快慢、互动性和感

染性的强弱等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
造纸、活字印刷、电话电报等媒体技术发明，

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这

一点，传播学家施拉姆非常直接地谈到了印刷媒

介与电子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他说：“书籍和

报刊同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所有

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 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

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

为可能。 正当人们对权利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

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

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 ［５］

大众传媒达到 ５ ０００ 万人使用界限，报纸经

历了 １ ０００ 年，广播用了 ３８ 年，电视用了 １３ 年，而
互联网只用了短短 ４ 年。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
们经常谈到虚拟世界。 今天，虚拟世界已经渗透

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各个领域，其发

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是其他媒介无法比肩

的。 互联网和传统媒介相比较，其显著特点是信

息海量、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去中心化。 因为

有了互联网，我们足不出户就可知天下事，我们可

以和每个节点上的人产生联系，我们可以参与全

球变暖、环境污染、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信息安

全、反恐等全球话题的讨论，发表意见和看法。 在

ｗｅｂ２．０ 时代，博客、微博、ＳＮＳ、ＲＳＳ、ｐｏｄｃａｓｔｉｎｇ、搜
索引擎、ｗｉｋｉ 服务、社区网络等各种工具形成了全

新的媒体生产与发布环境，每个人的话语权得到

了极大满足。
话语权也是一个表达问题，这种表达，可以是

宏大的话题，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琐事；可以指涉具

体目标与利益，也可能是情感宣泄与观念交流。
纵观我国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一个日

益表达自由的空间里网民的话语实践。 只要是一

个不断发展和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就必然出现

新的词语，语言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的进程紧密

相关的。 网络流行语，是与网络在社会变革中的

显著影响分不开的。
（四）社会转型的丰富图景

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是符号文本，更是现

实社会的主观镜像，反映和记录着社会变迁。 从

另一方面讲，话语也在建构社会现实。 福柯认为，
“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

素”。 也就是说，语言的变化本身是社会变化和

文化变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不断变动的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为语言变化提供了重要来源。 查看

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时代

往往也是语言发生变革的时代，比如魏晋南北朝

佛教兴盛，译经事业迅速发展，导致大量佛教词语

传入；“五四”运动时期，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
化革新，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大量外来词语被

引入，民主和科学被形象地称为“德先生” “赛先

生”就是明显的例子。
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会

面临社会转型的问题。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从传

统走向现代、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

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

社会转型。 １９７８ 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

放，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 尤其是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

会发展之间的失衡，使得中国在城乡面貌、社会关

系、社会控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环境保护等诸

多领域呈现出复杂性。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新旧观念的

碰撞、新旧事物的冲突，在冲突与包容中，开放性

与封闭性、多样性与单一性、宽容性与狭隘性、活
跃性与僵化性等的较量在各种社会热点、社会焦

点现象中显得特别明显。 这种较量，作用于每一

个社会个体，并作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

理、社会态度及社会行为。 这些变化与在每个个

３

第 ４ 期　 　 　 　 　 　 　 　 　 　 王仕勇：社会学视角下网络流行语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体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首先通过话语的变化表

现出来。 社会转型的丰富与复杂的图景，为网络

流行语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适宜的

土壤和环境。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的过

程，从某种角度讲，充当了对社会的启蒙作用。 文

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新的话语方式的产

生，新的话语方式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兴阶层参

与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典型的体现就是

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
这种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进

程。 网络流行语，或温文尔雅，或嬉笑怒骂，或戏

虐嘲讽，或调侃不恭，但作为一种话语表达，与社

会转型期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显著而微妙的变化

分不开。 这种表达方式，与社会阶层的整合、变化

或重构紧密相关。

二、研究意义
网络流行语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很

大部分涉及特定社会事件，加之网络社会与现实

社会之间特定互动关系的存在，其对公民社会构

建、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社会学视角对网络流行语进行研究，具有丰富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术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和传播机制的分

析，可以勾勒出网络流行语意义构造与现实社会

的关系，丰富和发展网络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
１．开拓语言社会学研究新视野

顾名思义，语言社会学是对语言的社会学研

究，主要探讨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与社会功

能，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美
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
从易洛魁人和奥季布瓦人对自己亲属的称谓研究

入手，发现称谓的变化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与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相关。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

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

象，语言与地理、文化、民族、历史等有关系，并认

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组

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２０ 世纪初，索绪尔的学

生梅耶特别重视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化所起的作

用，并揭示出语音变化的心理机制。 梅耶认为，语
义和文字的变化，可以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结构中

寻找原因，但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结构的

变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功能

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通

过在新几内亚的田野调查，提出理解一个词的意

义必须依靠“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并认为语

言是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发

挥不同的功能，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成熟与语言知

识的成熟紧密相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符号互动

理论的提出者米德认为，符号是人类“有意义的

姿态”，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产生自我意识，社
会控制、社会组织化与制度化功能，均与符号有

关。 ５０ 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认为语言是人类相互联系的网，婚姻制度、亲族关

系都应当看做一种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语言符号

进行沟通交流，语言是人类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

纽带。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认为，社会学理论

的语言学转向大概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在结构

主义语言学和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基础上，出现

了解释社会学、交往社会学、反观社会学、后结构

主义社会学等，代表人物有利科、哈贝马斯、布迪

厄、福柯、德里达等人。［６］ 解释学家利科认为，我
们要理解自己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必须借助

“语言” 组成的 “文本” 和各种不同类型的 “记

述”，人的行动离不开语言和复杂的社会网络系

统，主体、社会、他者与世界在语言的引导下调整

相互关系。 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诠释，我们可以

发现文化和历史，可以预见未来，人存在的意

义。［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认

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分为内容的交往与角色的交

往，交往行为是协调观点和行为的过程，也是构建

生活世界伦理道德规范的过程。 交往是主体之间

的一种“相互理解”的话语行为，每一个交往者都

处在与他人建立起的符号化的网络中。 话语呈示

内容、表达意向及建立人际关系。 话语交往以理

解和共识为目标，体现观点意义、行为意义和生活

实践意义。 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受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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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控制，语言又是控制社会权力的媒介。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首次提出“话语权”概念，
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话语。 他认为话语与权力密

不可分，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 所有人在社会生

活中都需要借助话语权来寻求呈现和表达机会，
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确立和赢得自己

的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 受福柯话语权力

理论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一直关注语言与

符号带来的“温和的暴力” （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认为每种话语的产生都和权力紧密相关，其传播

既体现权力也加强权力，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
语言的交流体现权力关系，语言的表达体现为权

力行为，语言的实践和运用总是卷入权力和资本

的不平等的分配过程。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言
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论书写语言学》三本书

中，系统地提出了结构主义哲学。 他反对语言表

达的内在化，强调文字的主体性，文本意义的多元

性、多样性、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 认为语词与概

念只有在与其他以不同于它们的方式来传达意义

的语词和能指形成一种参照关系时才可能获得意

义；认为永远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意义是不断

变化流动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英国文化社会学

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这本文化研究及语言社会学的重要著作中考察了

一百多个“关键词”语义的历史流变（如何被形

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被强

调）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关系，认为词语意义的

复杂变化，可以在社会秩序结构及其历史变迁中

寻找到根源，词义的复杂性，呈现的是文化与社会

的问题。 “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

合体的组织的本质。 在这个语境之下分析特定的

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它们的组织的基本种类，
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

现的关系。” ［８］

从语言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语言社

会学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落脚点在社会学。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主要在网络空间使用的特殊

语言，除了研究其与网络社会规制、秩序、结构的

关系之外，因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嵌入关系，网
络流行语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的应有

之义。 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研究，可以拓

宽语言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这种研究视野的拓

展，是与网络这种新媒体的发展及其特性分不

开的。
２．丰富流行文化社会学成果研究

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文化社会学家和文化

人类学家积累了很多分析和解释文化现象的理论

和方法。 网络流行语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符号，研
究网络流行语，除涉及语言社会学之外，还涉及文

化社会学等分支学科。
从 １９ 世纪以来，就文化的本质和社会功能，

形成了进化论的文化社会学、传播论的文化社会

学、功能论的文化社会学、心理论的文化社会学等

观点。 斯宾塞、泰勒等人认为，文化的产生发展由

一定时代的种族和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利佩特认

为，人类文化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

发展史。 米德从符号互动的视角研究文化，认为

文化传播是互动的过程。 罗伯特·路威在《文明

与野蛮》一书中也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欧洲

文明如何受到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和印

度文化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迪尔凯姆、英
国功能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认为，文化产生于

社会功能的需要，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工具，本质在

于维护社会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活动

体系中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等决定了文化的意

义。 Ｔ．帕森斯认为，作为社会结构体系工具的文

化，其功能的发挥受社会结构层的制约，文化体系

决定人的价值观念。 还有一些学者如巴斯蒂安、
罗海姆·盖佐等从“原始观念” “原始信仰”等个

人心理研究民族文化特性及发展。
我国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５０ 年代因为种种原因一度被废弃，在 ８０ 年

代开始恢复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

杰出版的《文化社会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

文化社会学的专著。 作者认为，各种文化现象是

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文化社会学要研究文

化产生、发展的规律及趋势，研究人、社会、文化的

交互作用。
因经济发展水平、都市化程度等原因，新中国

建立后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较少涉及流行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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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化率每年增长

一个多百分点，成为全球城镇化增速最快的国家

之一；中间阶层规模扩大；实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看电视、上网已成为

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发展，使得流行文化的生

产与传播速度加快，流行文化的研究提上议事日

程是必然的。
网络流行语，实际上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开

展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是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

的。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咬文嚼字》杂志、
猫扑和天涯等社区网站每年发布网络流行语，但
这些机构只是做了列举工作，鲜有学术性。 这些

流行语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哪些转型趋势、反映了

什么社会热点、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对社会变

迁有何影响等问题，如果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系

统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３．丰富网络社会学研究成果

被誉为“电子社会先知”的加拿大媒介学者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 “地球村”等重要

论断。 他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

观念的层面，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

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 ［９］ “任何媒介（即人的任

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

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

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

新的尺度。” ［１０］计算机网络作为 ２０ 世纪最伟大的

发明，不仅是技术领域的革新，其对人们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建构等均具有革命性的影

响。 基于此，国内外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理论视角

对网络技术带来社会变革进行了研究。 网络社会

学家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的崛起是具有社会学意

义的事件，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体

现为“信息”和“知识”，并影响了社会分工。 郝华

德·雷因哥德（Ｈｏｗａｒ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把网络衍生出来

的社会群聚现象称为“虚拟社区”，认为虚拟社区

是基于网络的具有相同兴趣或需要的人们互动的

体现和结果。 英国社会学教授蒂姆·乔丹认为，
网络空间也存在权力，由个人权力、技术权力和想

象力组成。

国内社会学者对网络社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研究。 戚攻认为网络社会学应主要研究网络社

会对现实社会的重塑与再造的条件和其自身运行

机理，以及人在两种互动环境中的关系与作

用。［１１］黄少华对网络社会结构、网络行为、网络社

区族群认同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的

关键应是网络空间的独特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

义。 邓伟志认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

定的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的团体和个人（网民）
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

活（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１２］。 童星认

为，网络社会学旨在研究网络社会中各种关系互

动规律、网络社会自身运作规律及网络社会与日

常社会的相互影响。 黄晖认为，网络社会学应重

在对虚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

和社会结构进行研究。 夏学銮认为，网络社会学

主要研究“网络行动者在网络时空中的沟通和互

动规律以及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的相互关系”。
郭玉锦等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是网络社会行

为及社会行为体系。 谢俊贵对信息化转型中的社

会分化进行了研究。
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社会，但与现实社会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卡西尔认为，人类的文化世

界就是依据符号来创立的，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

的一部分。 同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网络社会

意义交换和建构的核心要素。 曼纽尔·卡斯特认

为，网络是一种具有历史一致性的文化边界意义

上的社会，网络社会对文化有很大影响力，“在网

络社会的理想类型下所概述的社会转化过程，超
越了生产的社会与技术关系领域，这些过程也深

刻地影响了文化。” ［１３］探讨网络流行语，也是在探

索网络社会流行文化的独特性。 网络流行语，是
一种综合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是虚拟场域中作

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文化行为。 把网络流行语作为

网络社会学的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网络舆情

进行研究，能为年轻的网络社会学学科增添新

内容。
（二）实践意义和价值

从 ２１ 世纪开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中国传媒大学、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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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心开始发布媒体流行语。 随着互联网社会影

响的日益扩大，网络流行语的提取成为了一项重

要内容。 特别是互联网搜索和统计软件的运用，
使网络流行语的提取和分析更加科学。

社会学的学科价值就在于其关注社会问题、
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 陆学

艺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研究人们社会行动

以揭示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中国

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恢复和发展，就是

时代和现实的需要。 可以说，中国社会改革和社

会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网络流

行语研究，不仅对语言社会学、流行文化社会学、
网络社会学、传播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十分显著的社会实践

意义。
１．有利于扩大了解社会舆情的范围

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主编的《中国社会

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２０１１）》提出，“舆情，是作

为主体的民众以媒介为载体反映现实社会这一客

体的动态过程，是个人以及公众关于公共事务的

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１４］ 对社会舆情

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测、分析和研究，可以为政府了

解民意、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提高社会

治理水平。
在口语传播时代，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

意见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随
意性强，相应来说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影响也较小；
在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时代，舆论传播的主要渠

道是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相比口语

时代，影响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甚至会形成社会

思潮。 由于传统大众媒介往往立足于舆论宣传视

角，体现的往往是官方舆论，且受到语言使用规范

的限制，因而反映社会舆情的能力相对不足。 同

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非官方舆论对社会稳定

及政治安全的影响显现不充分，那时候的社会舆

情监测多采取自下而上报送的方式。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我国舆

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舆情监测工作日益受到

重视。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舆情监测上升为各级党政

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始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

展阶段。
社会舆情是反映民意的窗口。 网络的飞速发

展，使报纸、广播、电视等以线性传播为主的传统

舆论场逐渐式微，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的网络成为

反映社会舆论和民意的重要场域。 借助网络、微
博、微信等新载体，人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焦点事

件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日益

高涨，出现了网络舆情“井喷”现象。 政府机构、
大型企业大多成立了舆情监测部门，专职从事互

联网信息监测、舆情态势分析、舆论环境研究、网
络危机处置等工作的网络舆情分析师成为了一个

热门职业。 这些都是社会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得

到社会高度重视的体现。
“每个时代都会在社会世相中留下基本烙

印，而流行语就是这一世相民情的真切反映。” ［１５］

网络流行语同样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 人们通

过电子邮件、即时通讯、新闻跟帖、论坛、聊天室、
博客、微博、微信乃至个人网站，生产、传播网络流

行语的行为和过程，就是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行

为和过程。 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介，通过网络媒介

传播的流行语，因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讨论议题

的多样化、话语表达的直接化等原因，更能反映不

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 尽管网络流行语不能等

同于社会民意，网络流行语也不是社会舆情的绝

对客观完整的反映，但网络流行语反映的网络舆

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舆论表征下的社

会背景、社会现实，相当程度上是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社会民意。 因此，研究网络流行语，扩大了了解

社会舆情的范围。
２．有利于加强健康网络文化建设

网络流行语属于大众文化，是在网络社会中

传播的大众文化。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其生

产者、受众群体是谁，其主要生产内容是什么，哪
些话题及内容更容易成为网络流行语，其生产传

播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网络空间和日常社会的

流行程度及对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是需要

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媒介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

响。 印刷媒介的出现，造成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

层转移，促进了教育的普及、知识的推广和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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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也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

间交往的隔绝；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播的文

化条件限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信息环境，消
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但同时色情、暴
力等问题也格外突出；网络媒介极大地影响了人

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社会生活

理念，促进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催生了信息服务

业，促进了文化的共享与交流，促进了文化产业全

球化的进程，然而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

题，如网络垃圾、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管理漏

洞等。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
在给社会文化建设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这就涉及社会控制问题。
如何加强健康的网络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的网络

社会环境，需要我们做出回答。
网络流行语，反映了信息社会当代人的素养、

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能深

刻揭示当今的社会文化现象及问题。 网络流行语

的内容涉及“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民生、从法

律到道德，都印证着时代前行的脚步。” ［１６］ “网络

流行语是文化盛开在网络技术土壤中带刺的花

朵，是带有狂欢和娱乐功能的交流武器，是智慧和

庸俗并举的文化现象。” ［１７］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内
容及生成方式，对文化内涵都会产生影响。 网络

流行语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大众文

化。 既然是大众文化，就必然是一把双刃剑。 其

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是否能在对精英

文化进行另类诠释的同时，从主流文化中吸取有

益的养分，积极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非常值得

深入探讨。 加强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是加强和改

进网络内容建设，“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真正成

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新平

台、人们精神文化新空间”的客观要求。
３．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

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是新形势下党

和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华东政法大学何明升教

授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特定社会的生活范式与

合作模式总是与其所使用的工具有关，这种关联

现象看起来是人类借助工具凝结成历时性的生存

方式，其实是社会以特定工具的内在规定性为基

础所取得的管理模式创新。［１８］在社会剧烈转型和

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期，旧的社会管理理念

和方法已经无法应对各种新的情况，因此社会管

理创新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来。
网络流行语，反映着澎湃的网络舆情，给社会

管理提出了全新的命题。 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和国

民心态，往往通过网络流行语反映出来。 这就涉

及网络流行语的控制问题，涉及虚拟社会管理的

问题。 针对虚拟社会的种种问题，学术界提出了

以下理论：第一，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虚拟的网

络空间应该是独立自由的，不需要政府治理，这种

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佩里·巴洛（Ｊｏｈｎ Ｐｅｒｒｙ
Ｂａｒｌｏｗ，１９９６）；第二，有限政府理论，认为政府应

该在对网络行为主体提供一定的民主和自由的前

提下，制定维护虚拟社会运行的制度和提供充分

的虚拟社会公共产品，为虚拟社会运行创造良好

的大环境；第三，信息化理论，认为虚拟信息社会

产生的社会问题应该回到技术治理层面，应该用

信息技术来解决虚拟社会的发展障碍和问题，这
种观点来源于曼纽尔·卡斯特（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的思想；第四，社会系统理论，认为虚拟社会是一

个自组织，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具有自净化的能

力，不应受到现实社会主体的强制约束，虚拟社会

的治理应充分发挥自律，这种观点来自卢曼的理

论；第五，公共领域理论，理论来源是哈贝马斯，认
为虚拟社会是一种虚拟公共领域，既要加强网民

道德行为自律，又要发挥技术屏障的过滤和维护

作用。
网络流行语包含深刻的社会意蕴，有的表达

对社会某些不良现象的不满，有的表达对社会改

革的期盼，体现了网民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 从

社会管理的层面讲，我们理应从纷纭复杂的网络

流行语中探究其蕴含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原

因，涉及的社会群体，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观
念及行为的影响，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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