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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汉语网络新词语研究述略
∗

车　 飞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 网络新词语包括网络新词和网络新语。 其十余年来的研究已渐趋成熟，涉及 １６
个角度的探讨，本体研究、多视角研究全面开展，呈现出整合性特点、细化和西化倾向明显、重
视本土化探索、强调对比研究、信息化趋势特别是汉语新词自动识别和算法的改进加快、网络

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联系更紧密等新进展。 网络新语特别是近年来刮起一阵热风的“网

络成语”“网络新成语”或“后现代成语”的研究相对薄弱，可以借鉴网络新词的研究路径，逐步

进行多维的观察、描写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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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网络新词语是汉语学界十余年来发展热度极

高的一类语言学现象，新的语言现象始终毁誉参半

地向前发展，有认可有反对。 汉语网络新词语的研

究比较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大众、国家相关

部门及学术机构对语言新现象的态度变迁和视角

延展。 在此背景下，国外相关理论的引介也就成为

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分

别回顾网络新词语研究的相关概况。

一、国内研究概况
网络新词的研究历经十余年已比较成熟，大致

有十六个角度的探讨，有本体研究也有多视角探

讨。 具体研究内容见表 １。

（一）历时层面

网络新词语是伴随科技革命应运而生的语言

产物，是新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等领域

的镜像反映。 在众多新词语中，网络新词渐占主导

地位。 据《第 ３３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 ６．１８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５ 亿［１］。 每年的

网民规模较上一年都以成千万人次增长。 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为界，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关键

字“新词语”，共显示文章数 ８ ４１５ 条，共 ４２１ 页；输
入关键字“网络新词”，共显示文章数 ４ ４８７ 条，共
２２５ 页；输入关键字“网络新词语”，共显示文章数 ３
１４８ 条，共 １５８ 页①。 可以看出，“新词语”的文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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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几乎是“网络新词”的一倍，是“网络新词语”的一

倍多，因此我们把回顾范围限定在“网络 ＸＸ”上。
对于“网络新词”和“网新新词语”两个术语，根据搜

索的数量，普遍倾向于“网络新词”这一术语名。

表 １　 国内网络新词语研究概况

角 度 内　 容

历时

层面

１３ 年，两个时

间分期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至今

稳步发展期

爆发式增长期

共
　
时
　
层
　
面

本体研究

①界定 ④造词法研究

②分类研究 ⑤修辞研究

③特点研究 ⑥词义变异研究

多视角研究

①社会文化心理研究 ⑥规范研究

②理据研究 ⑦翻译研究

③传播学研究 ⑧个案研究

④社会语言学研究 ⑨网络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⑤认知与语言学研究 ⑩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我们认为，网络新词从内涵上要小于网络新词

语，网络新词语包括网络新词和网络新语，本文采

用“网络新词语”这一称名进行概述。 为了保证文

献的全面性，通过关键字“网络新词”搜索到的文献

也尽可能纳入其中。 经过筛选，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期间有关网络新词语的文章总计 １１６ 篇，分
年份篇数见图 １。

图 １　 网络新词语文章数量

综观 １３ 年来网络新词语的研究热度，可以将其

分作两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８ 年）：
稳步发展期；第二阶段（２００９ 年—至今）：爆发式增

长期。 这两个时期的最大不同是：第二阶段网络新

词语的认知语言学视角的扩展最为明显。 在其他

研究角度上，各年份也都有交叉，对本体研究、多维

研究也时有关注。
（二）共时层面

（１）网络新词语的本体研究

①网络新词语的界定

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 广义的界定

包括三类：“一是与纯粹的网络技术有关的专业术

语；二是随着网络的普及而在网民中常用的新词

语；三是在中文网站聊天室和网上论坛中盛行的网

上流行语” （史艳岚，２００３：２４） ［２］，采用这种界定的

还有林界军（２００５） ［３］、吴伟清（２００５：１３） ［４］。 狭义

的界定是“指在各种聊天网站、论坛网站、博客、微
博等相关网络媒体领域中进行信息交流时新创、使
用的，包括字母、数字、图片和表情符号等在内的一

套灵活独特的交际符号，包括谐音类、缩写类、新造

类、符号类” （行玉华，２０１２） ［５］，属于广义界定中的

第三类情况。 从所获文献内容上看，以狭义界定为

语料基础的研究占多数。
②网络新词语的分类

对网络新词语的分类数量不一，有以下四种情

况：分四类（林伦伦，２００８［６］；李丛、刘孟洋，２００９［７］；
黄爱华，２０１１：６４［８］ ）、分五类（陈丽，２０１１［９］ ）、分六

类（乔建华，２０１３［１０］；张竞洋，２００６［１１］ ），最多的分九

类（鲁文莉，２０１２） ［１２］。 张竞洋（２００６：１１６⁃１１７）的六

类划分法，包括网络新词和网络新语，大众的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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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更高。 陈丽（２０１１）对网络新词的五种分类已

经概括其他多分的类型，为：汉字词、数字词、字母

词、符号词、混合型词语；网络新语则包括简单数字

谐音短语和句子（张竞洋，２００６）。
③网络新词语的特点

角度不同、视野不同、深度不同，对网络新词语

特点的考察也会智者见智，有的概括宏观粗略，有
的概括微观细致。 我们发现，主张 ４－６ 个特点的属

于较为粗略的概括。 认为有 ４ 个特点的有高帆

（２００４：５５０⁃５５１） ［１３］、刘天明（２００５：７８） ［１４］、李丛，刘
孟洋（２００９）、黄爱华（２０１１：６４），认为有 ５ 个特点的

有张竞洋（２００６：１１６）、陈丽（２０１１）、刘小梅（２０１１：
６４） ［１５］，认为有 ６ 个特点的有林伦伦（２００８）。 对其

特点 概 括 得 最 为 详 细 和 贴 切 的 当 属 杨 绪 明

（２００９） ［１６］，其“全球化语境”视野下的 ８ 种特点是：
“１．成员地位的分层性和不平等性；２．族群化滋生；３．
多源性、多媒介性、图文结合；４．高变异性、高流行

性、高外衍性；５．强超时空性；６．使用主体的强未来

发展性；７．相得益彰的直白性与避忌性；８．生活化、
口语化和情境化”。 席文（２０１１） ［１７］ 总结的特征虽

然最多，不过可以纳入杨绪明（２００９）的特点系统

之内。
④网络新词语的造词法研究

传统视角下的网络新词语造词方法的讨论以

王晓玲（２０１２） ［１８］ 的五种方法为佳，包括“复合构

词、缩略构词、完全新造、旧词新意和字母数字混编

构词”。 高帆（２００４：５５１⁃５５２）的四种及来服鸽、屈
乐龙（２０１０）的五种英语网络新词语构词法［１９］，王乐

（２００８） ［２０］的“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拆字及表情

符号”造词角度，许红晴（２０１２） ［２１］ 的语音、语法、文
字及皮钦语式造词角度，吕屏、杨永红（２０１０） ［２２］ 的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造词角

度分析， 视角虽各有不同， 但实质上与王晓玲

（２０１２）的五种造词方法相同，且后者更符合大众的

语感。
其次是新视角的造词探索。 一为“密码”造词

探索。 苏珊娜（２００７：８１⁃８５） ［２３］ 用一种“密码”的新

颖表达探讨网络词语的造词特点，虽说这种命名系

统不大轻易被大众熟悉，不过文章角度较细致也周

全，造词方式分三类：一是网络词语造词分类，包括

形码、义码、变码、新码、异变码等五类； 二是造词材

料分类，包括汉字符造词和非汉字符造词；三是修

辞码，包括仿词、拟声、比喻。 二是“组合”造词探

索。 林玲（２００８） ［２４］ 提供了网络新词造词法的一种

新视角，借鉴刘叔新先生《汉语描写词汇学》中的造

词法分类，将网络新词分作组合式和非组合式，组
合式有意义组配式、语音组配式、叠连组配式、改造

组配式、特殊组配式等五种，非组合式分转义分立

式、音译式两种类型。
最后是汉外网络新词构词法的比较研究。 林

界军（２００５）文章发现 ３８８ 个汉语网络新词语的造

词方法有九大类、十三小类（第 ２５ 页），７３１ 条英语

网络新词语有八大类、十六小类（第 ３４ 页），对比了

汉英网络新词语造词方法的异同。 值得嘉奖和敬

佩的是作者编成了一部容量为 ２１００ 余条的《新编

汉英网络语言词典》，付出了不少心血。 赵永丰

（２００７） ［２５］建立了约 ２０ 万字的语料库，进行了跨语

言的新词对比，得出结论：在普通英汉新词构成中，
复合法起重要作用；在英汉网络新词中，缩略趋势

显著。 刘斯咪（２０１２） ［２６］ 对“汉英网络新词语构词

法中词缀法、复合法、缩略法、谐音、旧词新义、符
号、外来词等几种主要构词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⑤网络新词语的修辞研究

这类角度论述较少。 王乐（２００８）主要从语音

修辞特征（谐音、摹声、叠加）和词汇修辞特征（比
拟、比喻）及修辞交叉进行语言本体分析；鄢春艳

（２００８） ［２７］从“谐音、隐喻、反语、仿拟、叠加”等五个

角度探讨；吴伟清（２００５：２７⁃３４）利用传统修辞方法

“比喻、借代、比拟、仿拟、谐音、夸张”解析网络新

词语。
⑥网络新词语的词义变异研究

这方面的讨论仍然较少。 高帆（２００４：５５１⁃５５２）
发现新词词义变化方式有三种表现形式：扩展和缩

小、词义的升格（转褒）与降格（转贬）、语义转移。
沈颖（２０１２） ［２８］ 指出“网络新词语义变异呈语素变

异、语义范围扩大化、语义感情色彩反转化、结构互

文化的特性”，网络新语的语义变异加快的成因是

“言语系统的互文性、隐喻性以及言语使用者的思

维的经济性、社会批判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２）网络新词语的多视点研究

①网络新词语的社会文化心理研究

一是个案探究式的成因考察。 周根飞（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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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槑”的出现有求新求异、象似性理论的认知理

据［２９］。 秦琳、刘楚群（２０１０）指出“人肉搜索”产生

的动因是“人肉”本身语义内涵丰富和人们标新求

异的心理需求［３０］。 李媛媛（２０１０）认为网络“控”族
新词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现代社会的多元文

化；避繁求简的社会心理；追求时尚、个性的文化心

理” ［３１］。
二是单一视点的分析。 其一为单纯从网络角

度的分析，鄢春艳（２００８）认为网络交际的“快捷性、
虚拟性和休闲性”促成了网络新词的产生与发展。
其二是纯文化角度的摸索，胡云晚（２００９） ［３２］从西方

文化的角度入手来观照网络新词语所折射的价值

取向和文化行为方式，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定在当时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不过，最新的《第 ３３ 次中国互

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出了网络文化主

体的巨大变迁。 其三是纯网民心理因素的解读，王
丽坤（２００９）发现有 ３ 种心理在影响网络新词的产

生与发展：尚新趋同心理、避繁求简心理、猎奇心

理［３３］，吕屏、杨永红（２０１０）认为网民的使用心理有

“标新立异，挑战传统；求异和刻意逃避监管”两种。
三是综合考量网络、社会、网民等成因，这类文

章占多数。 赵永丰（２００７）认为网络交际的语言以

经济原则为主，并和网民的追新求异的心理相结

合。 邹晓玲（２００９） ［３４］ 指出受“网络用语的经济原

则、方言影响和使用者求新、求异的文化心理以及

特定群体文化认同的建构”等因素共同作用。 刘

燕、王豆娥（２０１０：５３⁃５４）认为有三个条件：“１．客观

条件：因特网的迅猛发展；２．重要条件：网民群体不

断扩大；３．魅力条件：网络语言具有隐秘、自由、放
松、宣泄、想象的空间” ［３５］。 吴伟清（２００５：４１⁃４３）有
四点：“１．世界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交流；２．双语教学、
双方言的语言文化背景；３．崇尚简约的社会文化心

理；４．网民个性化追求与输入法的影响”。 于学敬

（２０１３） ［３６］认为“从语言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

察，网络新词语的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

言与社会发展的共变性；从语言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来看，网络新词语的生成反映了多元文化的兼收并

蓄；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网络新词语的涌现主观

上是网民求新、求异、求简心理的反映。” 杨绪明

（２０１４）通过归类统计 １９７８ 年后出版的 ２０ 种新词语

词典的 ４６６００ 余条新词语共形成的 ５３９ 个词族，认

为“成族新词语在音节长度、结构类型、孳生方式、
简缩比率、词义展现及词语模类型等方面的族聚特

征，蕴含了当代社会‘追求经济、讲究时效、类推求

简、从众求新’的独特语言文化心理诱因” ［３７］１０５⁃１１２，
是成因认识上面的重大深化。

②网络新词语的理据研究

一是基础理论的铺垫。 姜忞（２０１１） ［３８］ 阐述了

理据研究的具体角度和四种研究方法。
二是理据视角的汉语网络新词语探讨。 周旭、

谭静怡（２００９）从词外理据和内部理据两个方面分

析了“亲” 的常规语义和网络语义及语义迁变原

因［３９］。 姜忞（２０１３）是理据研究的深入，“从语音、
语义、语法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词内理据；以社会心

理为切入点，从解构、包容、模仿从众、参与、简约等

方面入手探讨词外理据” ［４０］。
三是理据视角的英语网络新词语探索。 孟丽

娟（２０１１） ［４１］解释英语网络新词的语音理据、形态理

据、语义理据和词源理据，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点。
郭佳、林凤霞（２０１３） ［４２］从词内理据和词外理据的分

析中得出英语网络新词的理据性有减弱的趋势。
四是网络新词语的英汉理据对比研究。 王进

（２０１２） ［４３］旨在发现两种语言新词的发展趋势，通过

众多的实例证明，英语新词依然保持较高的理据

性，而中文新词由于受英文影响，理据性正逐渐

增强。
③网络新词语的传播学研究

章宜华（２００３） ［４４］ 从网络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出

发，从新词信息获取、新词信息交流、新词信息查询

三个方面分析其产生和传播。 刘天明（２００５：７８）分
析了网络新词语与网络传播的互动关系：简略性和

分秒必争的速度要求、形象生动性和传播暗示的减

少、旧词新义和新媒介的出现。 吕屏、 杨永红

（２０１０）指出网络新词舆情监管面临两大现状：“网
络新词容易绕过传统舆论管理的‘把关人’程序；网
络新词的发现与预警困难，延误有效应对与控制局

面的最佳时机”。 施宇（２０１１）从传播环境、传播渠

道、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载体等方面对网络新词

进行传播学探讨［４５］。 卢娟（２０１１）偏向于聊天室用

语的探讨，研究力度稍欠缺［４６］。 李铁锤（２０１２）对网

络新词语中的高频新词———２００ 条网络热词进行分

析，认为网络热词不同于政治热词，是一种草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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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典型的亚文化抵抗风格，是一种网络讽喻

文化［４７］。
④网络新词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该角度进行深度研析的文章仅 为 马 平

（２０１２） ［４８］，运用社会语言学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历时 ４ 个月的时间进行了 ７２０ 份调查问卷的工作，
并根据考莱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的分类方法进行

知晓度分析，从造词方式、构成形式、音节数量特

点、词汇来源四个方面对高知晓度网络热词和低知

晓度网络热词进行比较，总结了年度网络热词发展

的三种原因，有很强的实证性和借鉴意义。
⑤网络新词语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一是模因论视角的探讨。 张富蓉（２００９） ［４９］ 运

用“模因论”分析“Ｘ 客”类网络新词的族聚化特点。
夏玉宇（２００９） ［５０］从成功模因必备标准、成功模因周

期、表现形式来分析时尚网络新词复制和传播的三

个原因。 王显志、张学静（２０１１） ［５１］ 探讨了“ＡＢＢ”
成为成功模因所具有的模仿性、复制性和传播性以

及两个语用特征。 雷冬平（２０１１） ［５２］ 发现“Ｘ 控”的
形成是构式模因、动漫文化模因以及情结文化模因

共同作用的结果。 陆廷香（２０１１） ［５３］ 运用模因论分

析网络新词语的成因和语用功能。 周启强、谭丹丹

（２０１３） ［５４］认为“强势模具有的变异性、时尚性是形

成网络流行语构词特点的内在动因”。 方少华

（２０１３） ［５５］认为网络新词可分为两种传播方式：模因

基因型传播、模因表现型传播。
二是隐喻理论和转喻理论的研究。 周根飞

（２００９）认为“槑”的社会心理有象似性理论的认知

理据。 徐笑因（２０１０） ［５６］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具体

展现网络新词中隐喻机制和转喻机制的运作方式。
周根飞（２０１０） ［５７］ 认为“‘刀’字新用是源于人们心

理上识别‘刀’这个认知域里的突显原则；‘雷’字新

用是简洁、省力的体现，是人们通过相似联想进行

隐喻思维的结果；‘囧’和‘槑’有字形象似性和字音

象似性的理据：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象似性理论

的认知理据”。 白解红、陈敏哲（２０１０） ［５８］ 以“黑客、
红客、极客、博客、威客和闪客”这样一组流行的汉

语网络新词语个案为例，发现复合词“Ｘ 客”的转喻

途径有三条：“表示某类网民→激活‘施事⁃动作⁃结
果’认知框架→转喻‘结果’→转喻‘造成该结果的

行为动作’本身”。 王丽（２０１１） ［５９］ 认为网络新词生

成机制的认知理据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和具

有凸显属性的转喻。 刘茹斐（２０１１） ［６０］ 进行了汉外

对比，用“概念隐喻理论”解释新词中字母、数字类

的语音隐喻及符号类的方位隐喻，用“合成空间理

论”解释新词中概念具体化类英语网络新词、类比

类中英网络新词的隐喻特征。 王晓玲（２０１２）属于

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深化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糅合’‘截搭’是层创结构产生并最终在合成空间

产生新词的动因”，“派生复合类是典型的多边整合

网格模式；象形复合类、会意复合类属于镜像网络

整合；转用复合和谐音变异分别为单域和双域整

合；词媒体为简单型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刘诺文

（２０１２） ［６１］借助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三类隐喻类型来

“分析英语网络新词生成过程中的隐喻认知机制以

及如何反映出人类的认知特点”。 乔建华（２０１３）指
出“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对汉语网络新词具有很强

的解释力，且隐喻和转喻工作机制对汉语网络新词

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 阚安捷（２０１１） ［６２］

发现网络新词的意义建构主要有四种形式：单纯网

络（如“我爸是李刚”）、单域网络（如“坑”）、双域网

络（如“红客”）和多域复合网络（如“杯具、茶几”）。
四是构式语法的本土化探索。 沈颖（２０１２）认

为“词缀结构压制、词汇压制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压

制是网络新词语义变化的驱动力”。
五是认知语境的研究。 吴伟芳、刘艳秋（２０１３）［６３］

以林界军（２００５）收集的 ７３１ 条英语网络新词为参

考语料，借鉴孟丽娟（２０１１）理据角度对网络新词进

行认知语境分析。 张树筠、王鹏（２０１３） ［６４］ 以 ２０１０
年网络新词语为例，探讨网络新词在认知语境中

的使用和理解，分析交际中的新词新语的认知

过程。
⑥网络新词语的规范研究

在规范总原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网络新词语

“应该是要符合全民语言发展的规律，要有利于交

际，不但要有利于网民之间的交际，还要有利于网

民与非网民之间的交际” ［６５］。
具体的规范原则上百花齐放，都有借鉴价值，

整体上态度较为宽容。 章宜华（２００３）借鉴英法新

词规范的做法，提出了四条建议：１．积极面对新词的

出现，用调查和统计的方法甄别、收录新词；２．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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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语言层存在，提倡“解释”；３．“文字规范部分”
应加强新词监测，免费提供术语可查库；４．主流词典

要适时修订吸收新词。 许竹君、林伦伦（２００６：４４⁃
４６） ［６６］主张采用吕冀平、戴昭铭（１９８５）提出的“动
态规范观”，对四类异化现象采用相应的规范方式，
对网络新词语的态度是宽容的，“主张用描写的形

式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 苏珊娜（２００７：８５）在“结
语”中提出“摩尔定律告诉我们，计算机技术每 １８
个月提高一倍。”“对待‘ｎｏｎｃｅ ｗｏｒｄｓ’（临时语）也应

以一种长远、宽容的审视目光，本着“物竞天择， 适

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规律， 并结合语言本身产生、发
展、变异、规范、再发展、再规范等特点”， 来面对网

络造词现象。 王乐（２００８）语言态度比较宽容，主张

有吸收有摒弃、积极引导，引用了吕叔湘先生在《大
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 （《辞书研究》，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中的“与其失之于严，勿宁失之于宽”。 杨绪明

（２００９）提出有理性有习性、有层次有追踪、有个体

也有战略高度的五条规范原则：“１．约定俗成、逐渐

规范原则；２．自发规范和自觉规范相结合的原则；
３．分层规范、动态跟进的原则；４．道德规范和语言规

范相结合的原则；５．国民语文教育规范和社会用语

规范相结合的原则”。 邓文彬（２００９：２７３⁃２７７）提出

了七个具体原则：“１．必要性原则；２．明确性原则；
３．高效率原则；４．普遍性原则；５．符合汉语结构规律

的原则；６．注重品位的原则；７．注意引导的原则”。
周根飞（２０１０）认为对“刀” “雷” “囧” “槑” 等网络

翻新词语采取“适当吸收与合理引导”的规范态度。
施宇（２０１１）的规范视角有两点：一是约定俗成的沉

淀，二是政府的制约和引导。 孙瑞（２０１１） ［６７］是具体

规范量值的深度观察，认为可以从价值指数、和谐

指数、约定指数三个方面来考量。 李倩（２０１３） ［６８］属

于对网络新词的语言态度探讨，主张“在尊重语言

多元化现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丢弃低趣味、不健

康的语言用法，规范和鼓励学生运用准确、严谨、精
当的词语表达和写作”。

⑦网络新词语的翻译研究

一是关于个案的翻译研究。 王祎、李正鸿、曲
莉（２０１１） ［６９］借助系统功能论为理论框架对 ２０１０ 年

四个文化类网络新词：“金扫帚奖” “乐宅女” “学
模”“剧二代”做了尝试性翻译，反观所借鉴理论的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孙雯玉、刘冰泉（２０１２） ［７０］属于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运用“两个世界” （客观世

界、主观世界）的认知翻译观讨论新词“恐归族”“白
客”“粉丝”的翻译问题。 吴萍（２０１３） ［７１］ 属于网络

新词“屌丝”的英译探究，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自己

对于这个新词的翻译意见。
二是翻译方法的探索。 其一是传统翻译方法

的实践运用，如张惠灵（２０１１） ［７２］、南洋（２０１２） ［７３］、
朱李政，洪娇（２０１３） ［７４］。 其二是国外理论的本土化

翻译尝试，韦敏（２０１１） ［７５］ 运用“关联理论”对网络

热词进行翻译探索，罗丽莉（２０１３） ［７６］借鉴国外语用

学理论中的语言顺应论，朱曦（２０１３） ［７７］运用模因论

指导英译，张媛（２０１３） ［７８］ 提供一种“生态翻译学”
的翻译新视角，不过实践起来较难。

⑧网络新词语的个案研究

对网络新词的个案研究颇为丰富，我们找到了

２４ 篇相关文献，考察了如下这些词或者是类词缀族

群：“囧”“赞”“寒” “呕” “槑” “雷” “昏” “晕” “倒”
“顶”“怒” “晒” “败” “门” “槑” “人肉搜索” “控”
“刀”“黑客、红客、极客、博客、威客和闪客”“给力”
“偷菜”“Ｘ 帝”“达人、萌、宅、控、卡哇伊”“Ｘ 族”“Ｘ
客”“Ｘ 友”“円”“土豪”，涉及语法学、修辞学、社会

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视角，具有多维化倾向。
一是纯个体新词研究。 马晓晨（２００９） ［７９］ 从形

义、网络新义与新用法、修辞角度分析“囧”。 张谊

生（２００９） ［８０］分三个部分说明“败”形成与发展，分
析鞭辟入里，重要的是能见微知著，文末的四点启

示正是这种语言事实考察得出的总结性规律，体现

出语言比较的重要性、特殊语言事实对语言系统的

补充性、语言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密切性、新语义生

成的择优性。 周根飞（２００９）进行了“槑”的考证、网
络新义、社会心理分析等三个方面的分析。 秦琳、
刘楚群（２０１０）主要探讨了“人肉搜索”的词义引申

过程、句法功能和产生动因。 邹晓玲 （ ２００９） 对

“赞”“寒”“呕”“槑”以及“雷”“昏”“晕”“倒”“顶”
“怒”“晒”等出现频率较高的单音节网络新词从语

法和语义方面进行了讨论，对这些特征的成因分析

比较妥当。 白解红、陈敏哲（２０１０）是以“黑客、红
客、极客、博客、威客和闪客”网络新词语个案为例，
侧重以汉语语料为基础的国外认知语言学理论本

土化探索。 朱瑞（２０１１） ［８１］分析了“给力”一词的缘

起、词性和语法特征。 朱伟（２０１１） ［８２］ 探讨“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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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的四个社会心理需求及三个语言特征。 李琳

（２０１２） ［８３］分析了五个日源新词“达人、萌、宅、控、
卡哇伊”，属于介绍性探索。 张慧惠 （２０１２） ［８４］ 对

“槑”进行字义溯源，分析了其认知象似性的生成机

制：影像象似性、图示象似性和隐喻象似性。 唐玉

环（２０１２） ［８５］认为“晒”本质上是一种以网络为平台

的心情展示或信息共享行为，“晒”的行为本身和语

义发展明显受到网络媒介和网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认为“该词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语言符号

与传播的互动”。 吴婷（２０１２） ［８６］ 从“円”这个新的

网络用词着手进行探究，运用语言的象似性特别是

“映象性和隐喻性”来分析讨论它的生成和它所衍生

出来的词组“円族”“円人”。
二是新词之间的对比研究。 周根飞（２０１０）分别

对“刀”“雷” “囧” “槑”进行认知语言学对比分析。
郭伏良、赵艳平（２０１３） ［８７］区分了“可爱”与“卡哇伊”
的差别在于指称范围、附着的审美价值和色彩意义三

个方面，分析了“卡哇伊”的流传原因，比对了其词形

选择的频率标准。 于宗冰、孙海平（２０１３） ［８８］ 从“土
豪”一词的本义及引申义、语义、感情色彩、语言规范

四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赵菊（２０１２） ［８９］从共时平面和

历时平面分别对“Ｘ 族” “Ｘ 客” “Ｘ 友”从认知语言

学角度比较分析，发现“Ｘ 族”为植物词隐喻、动物

词隐喻，“Ｘ 客”为颜色词隐喻的特点，并由小及大

地对汉语指人类词缀进行对比，扩展了研究视角。
还有一种是族聚式网络新词语的新词族研究。

王丽坤（２００９）探讨了“门”族词的语源、衍生机制和

社会文化心理。 周旭、谭静怡（２００９）分析了“亲”的
常规语义和网络语义及语义迁变原因。 李媛媛

（２０１０）从基本形式、音节形式、实语素“ＸＸ”构成特点

三方面分析了“控”族词的构词特征。 雷冬平（２０１１）
运用模因理论来探析“Ｘ 控”的语义、语用特征，分
析其形成的构式动因、动漫文化模因和情结文化模

因以及网络的特点、时代特征的交叠作用。 李薇薇

（２０１１） ［９０］认为“Ｘ 帝”词语模的模槽中可填充的语

言成分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构词的定位性和类化性

等特征而具有了类词缀化的倾向，其概念在隐喻义

的基 础 上 实 现 了 再 概 念 化。 付 欣 晴、 袁 仁 瑜

（２０１１） ［９１］发现“Ｘ 帝”族新词语反映了人们普遍有

着期待受到关注的心理、调侃权威和崇尚自主的心

理、性别区分意识逐渐模糊的价值取向。 杨阳

（２０１２） ［９２］从“ＸＸ 控”起源考证出发，对 １８５ 条包含

“控”的句子进行分析，探索其生成机制的认知理

据。 曹铁根、莫伟勇（２０１２） ［９３］ 对“Ｘ 控”族词进行

了语义探讨。 吴雪峰（２０１３）分析“体”式流行语的

发展概况、构成特点、表达风格、社会文化心理因

素，对其透视出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分析颇到

位。 刘爽（２０１３） ［９４］借用邢福义先生的“小三角”语
法理论进行了网络新词“Ｘ 控” “Ｘ 族” “Ｘ 奴”的个

案实证分析。
以上这些立足于网络新词个体的具体分析或

比较，力求务实和创新相结合，能动地、创造性地去

解释新生的语言现象，属于“开放性研究”。
⑨网络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最早关于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关系之间的

文章应该是汤志祥（２００２） ［９５］，文章最先提出“尤其

是对外汉语教学，无论是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还
是在教科书编撰、语言测试等方面，（新词语）都反

映甚慢或者甚少”，这成为了后来网络新词语与对

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前奏。
第一种是基础性的研究。 主要是对对外汉语教

材中的新词语选收情况进行 实 际 统 计。 李 璨

（２００７） ［９６］最先做这个工作，通过对 １９８７ 年以来六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课教材中新词语选收作了现状

考察，发现了现有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在新词选收上

的 ３ 个缺点，有数据、科学借鉴性较强。 杨燕芳

（２０１１） ［９７］对对外汉语教材中新词语选用状况进行

的搜罗及现状分析工作做得不错。 安璐（２０１３） ［９８］

也进行了统计并分析了现状。
第二种是网络新词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研究。

刘小梅（２０１１：６４） ［９９］提出的四点应对策略符合教学

实际：“１．区别对待汉语水平不同的学习者；２．选取

不同新词以满足不同需求者；３．根据学习者的年龄

层次选择新词；４．谨慎使用”。 吴伟清（２０１１）采用

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网络新词语对留学生学习汉

语的影响，词群教学法、规律总结法、语境教学法、
对比教学法、解释说明法等教学方法也颇有实践

性。 祖迪（２０１３） ［１００］分析了网络新词语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的三个必要性和四点策略，其中“不建议将

网络新词语放在专门的课型里进行教学”这一观点

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颜欣欣（２０１２） ［１０１］ 仅仅是从普

适性的宏观指导原则上讨论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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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教学原则的探讨。 行玉华（２０１２）提

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的五条教学原则：“１．
坚持循序渐进、由浅至深；２．坚持按需筛选、规范科

学；３．网络新词在教学中要谨慎使用；４．重点体现网

络新词的文化性；５．坚持不断总结、不断规范”。
第四种是大纲与课程设置的探索。 黄爱华

（２０１１）建议不同需求、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新词教

学处理办法，尝试建立《对外汉语教学网络新词大

纲》。 席文（２０１１）在网络语言课程设计上的尝试值

得肯定，其中关于“网络新词语”的课时设计为 １６
课时，作为整个课程的核心，其设计的 ８ 个角度很有

借鉴意义。
⑩网络新词语的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一种是网络新词的规则研究。 郑家恒、李文花

（２００２） ［１０２］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分析网上新词语文

本：词长、常规的或者特殊的构词规则；二是建立常

规构词规则库和特殊构词规则库，分为“互斥性字

串”过滤规则、常规构词规则、特殊构词规则，实现

了新词语的自动识别系统，并做了验证性封闭测

试，“准确率高达 ９１．２％，召回率为 ９５％”。
另一种是对网络新词自动识别方法的优化改

进，提高新词识别准确率和召回率。 刘建舟、何婷

婷、骆昌（２００４） ［１０３］ 用到了互信息和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两个参数的改进形式。 丁建立、慈祥、黄剑雄

（２０１１） ［１０４］“利用汉语词群现象和词位的概念提取

出示范抗体，在遗传算法进行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

注入该抗体”，这种是算法“更适合用来识别生活娱

乐类的语料”。 李钝、屠卫、石磊（２０１２） ［１０５］ 提出一

种基于上下文感知的新词识别算法。 钟将、耿升

华、董高峰（２０１３） ［１０６］ 提出一种新的未登录词识别

方法，该方法混合了互信息、信息熵及词频等 ３ 个评

价指标评价新词，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垃圾串过滤

机制。 刘哲、黄永峰、王丙坤（２０１３） ［１０７］ “针对社交

网络新词识别过程中‘旧词新义’所引起的语义模

糊问题”而提出了网络新词识别新算法。

二、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一）国外语言规划的研究

最先提出“语言规划”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这个

术语的学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

Ｕｒｉｅｌ Ｗｅｉｎｒｅｉｃｈ，他于 １９５７ 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使用

了这个词（邬美丽，２０１１：２１） ［１０８］。 最初对“语言规

划”进行界定的则是美国语言学家豪根（Ｈａｕｇｅｎ，
１９５９），该术语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

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从提出一

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 （Ｈａｕｇｅｎ，１９８７：６２７）
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之中”（周庆生，２００５：５３） ［１０９］。

从维度上研究语言规划最著名的是德裔加拿

大语言学家海因茨·克洛斯（Ｈｅｉｎｚ Ｋｌｏｓｓ，１９６７）提
出的两大规划：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
（Ｓｐｏｌｓｋｙ，２００４）又将语言本体规划分为三个方面：
法典 编 纂、 完 善 功 能 和 现 代 化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ｋａｐｌａｎ ＆ Ｂａｌｄａｕｆ Ｊｒ．，１９９７） （邬美丽，２０１１：２１）。
“语言本体规划，即关注语言本身或语言内部结构

的规划；语言地位规划，系指某一特定社会中，为了

改变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和功能而付出的

种种 努 力 ” （ 周 庆 生， ２００５： ５３ ）。 除 此 之 外，
Ｈａａｒｍａｎｎ（ １９９０） 将声望和形象规划 （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纳入到语言规划中，目的是为了使

拟定推行的某一语言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还有一

种是“语言习得规划”，致力于语言学习、语言推广

和语言普及。 语言规划的典型过程包括“选择、编
典、实施、细化”（周庆生，２００５：５５）四大阶段。

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大致可分为四大流派：
一是弹性规范学派，代表人物有“瑞典的语言学家

泰格奈尔（Ｔｅｇｎéｒ）、诺勒（Ｎｏｒｅｅｎ）、丹麦的叶斯泊森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以及捷克布拉格派的语言学家马泰修斯

（Ｍａｔｈｅｓｉｕｓ）和阿夫拉内克（Ｂ．Ｈａｖｉáｎｅｋ）”（周庆生，
２００５：５７），主要的观点是不中止语言规范的连续

性，表现出一定的弹性。 二是理性选择学派，代表

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豪根（Ｈａｕｇｅｎ，１９５９）和德裔加

拿大学家克洛斯（Ｋｌｏｓｓ），认为“社会中使用的语言

是可以进行理性、系统的规划的” （周庆生，２００５：
５８）。 三是适应学派，主要来自西非发展中国家，代
表人物有班博塞（Ｂａｍｇｂｏｓｅ）和顺鲍（Ｃｈｕｍｂｏｗ），他
们强调“语言规划必须能够使用切实可行的术语来

解释该规划的实践，必须能够兼顾不同类型、不同

级别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决策和实施，必须能够

兼顾不同的规划机制”（周庆生，２００５：５９）。 四是语

言治理学派，代表人物是瑞典裔学者颜诺（Ｂｊｒｎ Ｊｅｒ⁃
ｎｕｄｄ）和捷克裔学者诺伊施图普尼（Ｊｉｒｉ Ｖ． Ｎｅｕｓｔｕｐ⁃
ｎｙ），是一种旨在解决语言问题的一种决策过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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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交际问题的政治视角。
最新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观是“生态规划”。

这是人们通过对濒危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得到的

启示，推动了学者借用“生态”（ｅｃｏｌｏｇｙ）这样的隐喻

来分析语言及其所处的环境。 代表人物有 Ｋａｐｌａｎ、
日本学者 Ｔｓｕｄａ、Ｓｋｕｔｎａｂｂ⁃Ｋａｎｇａｓ、Ｍüｈｌｈｕｓｌｅｒ。 主张

“不仅考虑系统内部因素，还考虑更宽泛的环境因

素；认识到单一文化的危险；认识到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的有限性；着眼长远；认识到那些使语言生

态健康的因素”（王辉，２００９：２０６） ［１１０］。
综观以上国外语言规划观的演变，传统的本体

规划强调单一系统的规范；地位规划则过于关注个

体语言的等级；生态规划注重语言整体，强调语言

多样性，内部因素与环境因素并重，协调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着眼于长远，努力认识使语言生态健

康的因素。 人们对语言规划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

全新的高度。 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能过

分夸大语言规划观的影响，‘语言取向本身很少在

语言政策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 （王辉， ２００９：
２０７）。

（二）国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

语言的认知研究肇始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心

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学科之

时。 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范畴化与典型理

论、概念隐喻理、意象及其维度、框架理论和脚本理

论、拟象性、语法化、认知语用推理（文旭，１９９９：３４⁃
４０） ［１１１］。

从国外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来看。 一方面

在传统主题如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意义和识解的关

系以及语法和用法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更为深入，在
音位学（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词法形态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和自

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

展。 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内容、视角的拓展，研究

方法上是实证研究增多，“从传统的以内省为主逐

渐过渡到以语料库或以心理和仪器实验为基础的

实证研究为主”（束定芳，２０１２：３６） ［１１２］；研究内容上

多模态研究增多，主要讨论多模态隐喻、多模态语

篇、手势和手语；研究视角上应用研究和交叉研究

增多，与文学、外语教学、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人
类语言学结合，形成了“认知诗学、认知文化学、认
知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应用认知语言学

等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的新兴研究领域” （黄洁，
２０１２：８８⁃８９） ［１１３］，成为一种跨学科、全方位、多视角

的研究。
从研究的热点来看，构式研究［１１４］、词汇化模式

尤其是运动事件的研究以及语法、语用、语篇、非语

言等多层次的隐喻和转喻研究成为当前认知语言

学研究的三大热点（黄洁，２０１２：９０⁃９１）。

三、新阶段研究的启示
国内网络新词语的研究历经十余年已比较成

熟，有本体研究也有多视角探讨，呈现整合性特点

（即各种理论成果的综合研究）、细化和西化趋势明

显、重视本土化探索、强调对比研究、认知语言学研

究趋向、信息化趋势特别是汉语新词自动识别和算

法的改进研究、网络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联系

更紧密。 缺陷是：已有成果几乎俱为网络新词的研

究，网络新语的研究则非常逊色。 网络新成语属于

网络新语的一部分，探讨它们可以丰富网络新语的

研究。
国内外语言规划的新趋势、新理论、新方法、新

态度，也可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网络新词语特别是

近年来争议颇大的“网络成语”“网络新成语”或“后
现代成语”等新语言形式，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语

言观。 应该先聚焦语言本身再挖掘其创造、传播主

体的心理特征，客观地认识这类新兴语言形式和背

后的主体“人”。 网络新词语研究的整体趋向对我

们如何更好、更充分地描写和解释“十动然拒、喜大

普奔、男默女泪”等“网络新成语”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们拟将他们统一命名为“网络类成语” ［１１５］，对其

可以进行本体研究，也可以进行多视角探讨。
网络新词语的现有研究契合了当今语言学研

究的新趋势，值得我们乘势而上，对这类“网络类成

语”进行多角度聚焦考察，为网络语言的研究拓宽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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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２）：４６⁃４７．

［７５］ 韦敏．关联理论视角下网络热词的翻译［Ｄ］ ．西安：西北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７６］罗丽莉．顺应论下的网络新词英译探讨［ Ｊ］ ．浙江万里学

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７３⁃７６．

［７７］ 朱曦．模因论视角下网络新词的英译［ Ｊ］ ．无锡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６）：６４⁃６７．

［７８］ 张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网络新词翻译研究［ Ｊ］ ．吉林

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６）：５２⁃５３．

［７９］ 马晓晨．“囧”———从汉字修辞作品到网络新词［ Ｊ］ ．汉
字文化，２００９（４）：６２⁃６５．

［８０］ 张谊生．网络新词“败”的形成与发展：汉语同形语素的

感染生成及修辞解释［ 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２）：６２⁃６８．
［８１］ 朱瑞．浅谈网络新词语“给力”［Ｊ］ ．北方文学（下半月），

２０１１（６）：１５５⁃１５６．
［８２］ 朱伟．网络新词的社会心理和语言特征———从“偷菜”

谈起［Ｊ］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６６⁃６８．
［８３］ 李琳．试析源于日语的网络新词［ Ｊ］ ．日语知识，２０１２

（８）：２５⁃２６．
［８４］ 张慧惠．网络新词“槑”的象似性解读［ Ｊ］ ．牡丹江大学

学报，２０１２（１２）：６１⁃６４．
［８５］ 唐玉环．网络新词“晒”的形成和发展：语言符号与传播

的互动［ Ｊ］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５）：
１３０⁃１３３．

［８６］ 吴婷．网络新词“円”生成机制的象似性分析［ Ｊ］ ．海外

英语，２０１２（２）：２６０⁃２６１．

［８７］ 郭伏良，赵艳平．网络新词“卡哇伊” ［ Ｊ］ ．语文建设，
２０１３（７）：２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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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于宗冰，孙海平．２０１３ 年网络新词“土豪”新探［Ｊ］ ．黑龙

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４．
［８９］ 赵菊．网络新词“Ｘ 族”“Ｘ 客”“Ｘ 友”比较分析［Ｄ］ ．武

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
［９０］ 李薇薇．网络新兴词语模“帝”的语言学考察［ Ｊ］ ．常州

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７４⁃７８．
［９１］ 付欣晴，袁仁瑜．网络流行语的文化价值取向———基于

对“Ｘ 帝”族新词语的分析［ 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１（９）：
７８⁃８０．

［９２］ 杨阳．网络新词“ＸＸ 控”生成机制的认知诠释［ Ｊ］ ．长春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９０⁃９１．
［９３］ 曹铁根，莫伟勇．网络新词语“Ｘ 控”语义解析［ Ｊ］ ．湖南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
［９４］ 刘爽．新兴网络族词的“小三角”考察———以“Ｘ 控”“Ｘ

族”“Ｘ 奴”为例［Ｄ］ ．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９５］ 汤志祥．汉语新词与对外汉语教学［ Ｊ］ ．语言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２（２）：１０⁃１８．
［９６］ 李璨．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吸收新词语状况研究［Ｄ］ ．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９７］ 杨燕芳．网络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Ｄ］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９８］ 安璐．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语教学研究［Ｄ］ ．郑州：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９９］ 刘小梅．网络新词语对外汉语教学［ Ｊ］ ．辽宁行政学院

学报，２０１１（８）：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０］ 祖迪．网络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 Ｊ］ ．鸡西大学学

报，２０１３（１）：１⁃２．
［１０１］ 颜欣欣．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策略［ Ｊ］ ．哈

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６）：１７３⁃１７５．
［１０２］ 郑家恒，李文花．基于构词法的网络新词自动识别初

探［Ｊ］ ．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１１５⁃１１９．
［１０３］ 刘建舟，何婷婷，骆昌．基于语料库和网络的新词自动

识别［Ｊ］ ． 计算机应用，２００４（７）：１３２⁃１３４．
［１０４］ 丁建立，慈祥，黄剑雄．一种基于免疫遗传算法的网络

新词识别方法［Ｊ］ ．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１（１）：２４０⁃２４４．
［１０５］ 李钝，屠卫，石磊．基于上下文感知的中文新词识别算

法［Ｊ］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２０１２（１０）：４ ０２２⁃４ ０２７．
［１０６］ 钟将，耿升华，董高峰．一种新词检测方法研究［ Ｊ］ ．数

字通信，２０１３（２）：１⁃５，２３．
［１０７］ 刘哲，黄永峰，王丙坤等．网络新词识别算法研究［ Ｊ］ ．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２０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５．
［１０８］ 邬美丽．国外规划研究述评［ Ｊ］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２）：２０⁃２４．
［１０９］ 周庆生．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 Ｊ］ ．世界民

族，２００５（４）：５３⁃６３．
［１１０］ 王辉．西方语言规划观的演变及启示［ Ｊ］ ．宁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６）：２０４⁃２０８．
［１１１］ 文旭．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 Ｊ］ ．外国语，１９９９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２］ 束定芳．近 １０ 年来国外认知语言学最新进展与发展

趋势［Ｊ］ ．外语研究，２０１２（１）：３６⁃４４．
［１１３］ 黄洁．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Ｊ］ ．现代外

语，２０１２（１）：８７⁃９２．
［１１４］ 刘伊娜．网络新称谓构式的原型事件域整合模型分析

［Ｊ］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２：１３９．
［１１５］ 车飞．“网络新成语”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新探索［ Ｊ］ ．绍

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５） ．

（责任编校：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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