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网络用语这个话题。

试想一下，假如你有幸可以去清华听一位优秀学长分享他的成功经验，

你会用怎样的词语去赞美他呢?是学富五车吗？是卓尔不群吗？ 如果这

位学长又向你们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实验，你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呢？是

匪夷所思吗？是神乎其神吗？听完这个讲座之后，你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他

的钦佩呢？是五体投地吗？我猜现在有一个网络热词可以涵盖上面所有的

情感，那就是 YYDS。

去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其中 yyds ，破防，绝绝子，躺平,等热点词语均上榜，近期则又出现了摆

烂，芭比 Q,大怨种等网络用语在当代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有人说，年轻人离开网络用语就不会说话；网络用语的流行会影响表达能

力；网络用语会对孩子们学习汉语起到错误的引导。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

从正反两方面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先聊聊许多人认为的不利之处吧，网络用语的泛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导致现实生活词语的匮乏。就比如今天我做这个演讲，也是想了很久才找

到开头那几个传统的四字成语去较为准确代替yyds一词的含义。由此可见，

这样的流行不仅会导致我们日常的交流缺乏内涵，还会使年轻一代汉语阅

读水平下降，难以理解一些在过去很简单常用的词语，更不要说领略中国

经典书籍中的汉语之美了。多数走红的网络用语只涉及中，英，拼音的转

换重组，语义不变，形式上却变得很怪异，若人们青睐这种缺乏文化内涵

的网络用语无疑是不利于汉语的传承与发展的。

但是对于网络热词的流行也不能完全给予否定的态度。

首先，虽然网络用语的来源很广泛，可更多的还是形成于日常生活，



人们愿意去使用这些词语本质上还是因为它具有自由性和娱乐性，使用它

们进行沟通会无形中使得交流的双方感受到亲切与共鸣，便于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其次，不论怎么说，网络用语从不同角度构成了独特的网络记录，这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些网络用语，或许缺乏历史纵深，但却如横切面一

样，记录着一时一地的故事与情绪。将这些词语打捞出来，并加以特别的

纪念，也就是记录普通民众的日常，勾勒时代大背景下的生活化的细节。

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不足，让孔子苦于难以捕捉历

史的真实。今天我们记录下网络语言，或许也是补充文献的另一种方式。

大众习惯在网络上说的话，哪怕有些俚俗甚至无厘头，但千百年之后的人，

如果想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点滴，心曲衷肠，网络语言，或许是一个很好

的视角。

不仅如此，优秀的网络用语既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也可以充实文字表

达的内涵，它们表述精准，语义浓缩，不失为新汉语的典范。

近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完成了新一轮的修订，修订后的词典一方面增

补了近千条新词语，如碳达峰，碳中和，也添加了见贤思齐，文以载道等

此前未收录的传统文化词语。另一方面，还有对词语的除旧修旧，一些过

时的或使用频率较低的均被淘汰。

字词可以说是最敏感的时代晴雨表之一，增补，删除，修改，订正，

无不展现着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呼应了当下社会生活的脉络。在互联网

的助推下，历史悠久的汉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新词新意何其多，但

最终大部分潮词新语只在一时的热潮中昙花一现，淹没在语言的大海中。



每次各大辞书增补修订，总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语言要

与时俱进，也有人担心盲目求新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正是在规范性和鲜

活性之间的来回推拉，才促进了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学不断发展。芳叶新叶

催陈叶，造就了大树的生生不息；流水前波让后波，成全了河流的滔滔不

绝。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新词，不妨持有更为乐观，宽容的态度，

只要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可以将时不时出现的分支作为道路的延伸，拓

展和探索。当然，接受语言的嬗变和鲜活，并不意味着漠视规范。正如有

学者所言：语言是活的，有如河流，我们不能阻其前进，但也不能忘了两

岸，否则泛滥也会成灾。

总之，任何一种语言都要在不断自我更新中保持不竭的生机，守正创

新，与时俱进，方能延续旺盛的生命力！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