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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语言传播导论》在客观记录和理性阐释网络语言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梳理，明确了网络
语言的产生、性质、特点、功能与传播规律，厘清了网络语言传播中彼此缠绕的诸多问题，挖掘了网
络语言在各种网络通信方式中不同的表现形态与意义滥觞以及使用原则，尝试归纳网络语言的传播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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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进，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语言符号学、语用学与语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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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谐音符号 谐音符号是借用原有符号的语音外壳进行意义的传播。
谐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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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通过数字谐音、方言谐音、英语谐音以及输入文字时敲的别字谐音等手段来实现对语言符号的改造
、变造，以达到交际目的。
有时不懂的符号，念出声来，凭听觉方可达其意。
例如，“稻糠亩”（.com），不拼读出来，实在难解其意。
海德格尔将说和听置于“同时性”，他说：“说本就是一种听。
说乃是须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
”语言是一个言说系统与听觉符号系统的统一体。
因为语言是说出来的，是一个运动系统，他人要理解对方的意义，就要依赖听觉符号系统。
“网络数字谐音词语是以数字为书写符号对普通的词语进行谐音化处理的特殊词语。
”网络语言符号的谐音表义有其深层的驱动因素，即简约性特征。
网络语言是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屏幕与键盘得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网络语言与思维的同步性不如一般
的语言，谐音表义正是实现其简约性的重要方式。
网络语言的谐音表义主要体现于“形”的改变上，它是选用最为简洁的“形”来最大程度地传递丰富
的“义”。
谐音符号利用语言符号的发音功能，让原本的语言符号出现语音变异，实现简化、多义的功能。
 （四）意义转换符号 用现有的旧符号产生新的意义来传播新信息的情况是对旧符号改造的常用方法
之一。
意义转换符号是网民采用反讽、汉语词义曲解、旧字／词新意、数字借代词方式实现符号意义的转换
，符号的外在形式没有产生变化，但其内涵意义被改变了。
网络语言经常对旧的符号进行引申、仿造甚至曲解，造出新的涵义。
例如：“黄昏恋（晚上去锻炼身体）。
”更有甚者，网民通过原有词语符号的不断组合，利用原本存在的语素进行新的组合搭配，由于能指
以此种方式的不断组合，就篡改了所指的意义，笑人笑己，达到讥讽、冷幽默的效果，例如： 知道你
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最近总是失眠，16小时就醒一次； 请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
 网民们动用了足够的智慧来进行这种“语言游戏”，根据网络术语、虚拟社会现象、真实社会现象的
发生情况，对原有符号进行充分解构后，衍生出新的意义。
有时候，一个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两个语言符号的语音组合，网民挖掘出的部分生僻字就是利用符号的
“合音”手段，呈现新的意义，例如“耍”是“不”与“要”的组合，“晏”是“只”与“要”的组
合，念快了，就会发生合音。
可见，网民创造新字、新词并使其产生新意的做法，并不是武则天式的造字，而是对旧有或“死亡”
符号的重新调用和组合。
所谓废掉或“死去”的文字符号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处于一种“假寐”的状态，只要提供合适
的“土壤”，它们就会“苏醒”，再次爆发出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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