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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网络语言的泛滥对汉语言文字的损伤 

□张勋宗 
[成都大学  成都  610106] 
 
[摘  要]  目前网络语言已从网络走入生活，一方面在发挥它积极效应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释放

着它的消极效应，不符合语言规范，不合乎语言逻辑的新词新语和粗俗的语言文字比比皆是、大行其

道、泛滥成灾。网络语言的泛滥无疑是对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辉煌和现代文明的汉语言文字的污

染和破坏，必须予以大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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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

提高，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特别是网络

聊天工具的开发和更新，由网络所派生出来的新语

体——网络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人们思

维方式和交流方式，并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

活方式，尤其大量新词汇、新语法的涌现，让我们

茫然无措、应接不暇和措手不及，甚至在口语与写

作方面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开始运用网络语言与人沟

通和交流。 
不可否认，网络语言作为网民在聊天室和BBS

上使用的常用词语和符号，为人际交流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自由空间和便捷的手段，具有开放性、自主

性、即时性、生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当下很多流

行语言源于网络语言，如“我爸是李刚”“我儿是国

防生”“神马都是浮云”“嫁人要嫁灰太狼”“哥做

的不是作业，做的是烦恼”等，这些网络语言不是

从反面讽刺对权力、名人、金钱低俗的祟拜，就是

从侧面表达对生活，对社会现象的一种不满情绪，

抑或是网民对内心想法的一种情感宣泄。姑且我们

把这些都看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网络语言。 
然而网络语言在发挥它正效应的同时，也在“任

性”地释放着它的负效应。目前网络语言已从网络

走入生活，并大行其道，其诸多不合乎规范，甚至

是不合语言逻辑的新词新语比比皆是。网络语言的

泛滥无疑是对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辉煌和现代

文明的汉语言文字的污染和破坏。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错别字、词和句替代汉语言文字

的正确书写和表达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它的光辉灿烂几乎

全有汉字的身影。如果没有汉字的存在，我们就不

会知道中国过去的辉煌。可以说，汉字与中国文化

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着血亲般牢不可破

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宝贵的传承。 
然而，网络语言中却肆意横行着大量的网络错

别字、词，以取代汉字的正确书写，如“杯具（悲

剧）”“洗具（喜剧）”“菌男（俊男）”“幽香（邮箱）”

“涨姿势（长知识）”“粉发涂强”（奋发图强）等。

有的还用数字和中英词搭配来替代汉字表达，如用

“7456”代指“气死我了”，用“837”代指“别生气”，

用“伊妹儿”代指“电子邮件”，用“I服了U”表达

“我服了你”之意，用“你真让我感到好jealous”表

示“嫉妒”。甚至有些网络语言整条出现错别字，如

“偶稀饭你酱紫的人”（我喜欢你这样的人），“找赏

粑酒店肿滴太痒”（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偶是

穷银，木油米（我是穷人，没有米）”等。这些汉字

谐音的滥用、词汇的畸变、语法的背离和内容的异

端表达，无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可以说，网络错别字、词和句子，客观上是

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有意和无意的损伤。 
我们知道通假字是中国古书的用字现象之一，

所谓“通假”，就是“通用、借代”，即用读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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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者相近的字暂时替代本字。有人认为部分通假

字就是古人所写的白字（别字）。事实上，第一个

写通假字的人可以说是写的白字，但是后人纷纷效

仿，也就积非成是了。但通假字大量存在于古书之

中，也是造成中国古书难读、不易断句、不易解释

的祸首之一。因此，当下的网络错别字、词，有别

于古人的通假字，它是网民有意而为之，甚至感觉

时尚的白字。 

二、网络语言的泛滥造成人们对汉字失写

症越发凸显 

随着网络文化的强势冲击、智能输入法的大量

使用、地域文化的渗透影响、手写汉字机会的逐渐

减少，致使许多中青年人的失写症愈发凸显。当下

很多人正在面临着提笔忘字或者患上“电脑失写症”

的困惑，几乎遗忘了汉字的书写方式和艺术。我们

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成语最多的语言，任何国家的

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缩影，

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它以其源远流长、凝练浓缩、

概括力强、涵盖面广而历久弥新久盛不衰，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无论在书面写作中，

还是在口语表达中，使用成语可以起到言简意赅、

文约义丰的沟通交流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在日常书面写作中，还

是编辑手机短信和坐在电脑前敲打一些成语，如“还

珠买椟”“鳏寡孤独”“金蝉脱壳”“沆瀣一气”“罄

竹难书”“鳞次栉比”等时，往往会出现短时间或长

时间的“思维断电”，即对某个汉字的书写突然“失

忆”，甚至出现智商为零的现象。这不能不说网络语

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的经常使用，在不经意间，

使人们逐渐形成对汉字正确书写的障碍，并严重影

响到对汉字的记忆书写和意义表达。有的网民在想

不起怎么写某条成语时，就任性地胡乱编造，如把

“闲情逸致”写成“闲情逸志”，把“一往情深”写

成“一网情深”，把“无耻谰言”写成“无耻滥言”，

把“委曲求全”写成“委屈求全”，把“破釜沉舟”

写成“破斧沉舟”等。这不能不说是对汉语成语这

种独特文化现象的极大破坏，对成语背后掩藏的经

典故事的轻慢和嘲弄。 

三、网络语言的泛滥对汉语言文字独特魅

力的亵渎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最古老的语言

文字之一。它的字形呈二维空间结构，其独特的音、

形、意和拼法使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具有象形之美、结构之美、意蕴之美、

音韵之美。它的直观性和表意性寓意了深刻的意象

性和语言美。如繁体字的“愛”，就是说志同道合的

人要“倾心投入”“倾情付出”，谓之爱；“孝”字，

是“老”和“子”的结合，意为老人要呵护孩童，

孩子要赡养老人，即老爱子，子敬老；“危机”表达

的内涵不仅仅是危险的根由，或严重的困难关头，

它还有“转危为安的机遇”之意；“舍得”二字作为

一个词素，无不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舍中

有得，得中有舍，有舍才有得，先舍才能后得。像

这样内涵丰富的字、词在现代汉语里可以说是不胜

枚举。 
然而有些网络用语则严重地损伤了汉字的意象

性和语言美，如“十动然拒”（原意为“十分感动，

然后拒绝了他”）,“人艰不拆”（原意为“人生已经

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然并卵”（原

意为“毫无意义，没有一点用”）,“理都懂”（原意

为“这些道理我都懂”）,“城会玩”（原意为“那

些城里人真会玩”）等的出现，就是网络造词缺乏

底线的反映，是一种无知的滥造；而那些“我不能

同意你更多”之类的话，根本就是对语言和译文的

不负责任，或者叫“有话不好好说”“非要拧着来”

表达才更贴切。 
语言文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交流与文化的纽带，

也是民族身份与认同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一个规

范的语言文字系统，没有一份赤诚的对母语的尊重、

崇敬与热爱，这个国家的文化将难以延续，中国古

老的文明将会断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党中央对

我国语言关系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国语言文字事

业提出的明确要求[1]。 

四、网络语言的泛滥对汉字书法艺术的损伤 

汉字具有书法之美，其书写线条或飞扬婉转，

或森严宏大，或肆意狂放，其汉字中的点、横、竖、

撇、捺，都表达了语言之丰富内容。书法者在运笔

游移间最直接的抒发着自己的快乐、悲伤、感动、

欣喜，抒发着心中那些真实又最简单的情愫，那些

最复杂又最沉重的体悟：或远离凡世的月圆春华，

或家国存亡的奋争悲辛，或绝世苦寒的坚定信守，

或永不媚俗的清逸高远……可以说，汉字的书法之

美，美的是书写者的境界与胸怀。西汉文学家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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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名言：“书，心画也。”[2]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书法是人的心理描绘，是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作

者情感心绪变化的。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蒋

勋道：“书法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动，是性

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学习，是安定保佑的力量，

是生活现实里的记忆，是还原到初写自己名字时的

认真。”[3]有的外国人甚至感慨：“每一个汉字就如

同一幅简洁的图画，勾勒和描绘它太难了。” 
当下还有多少人对汉字书法情有独钟呢？还有

谁在挥毫泼墨中体验书写的情感呢？还有多少人能

写出一手漂亮的字呢？随着社会的疾速发展、时代

的飞快变迁，尤其是网络聊天工具的开发，并由此

创造出来的网络语言正日益显出它强大的渗透力和

影响力，网络语言已经有了“走下网络，走入生活”

的发展趋势。许许多多网民在使用网络语言聊天的

过程中，已经把汉字的书写方式和书写艺术遗忘殆

尽，就连他们平常需要书写的汉字也是“呲牙咧嘴”

“面目全非”，但他们使用起网络语言来可以说是“游

刃有余”，甚至以肆意泛滥为自豪，或者在汉字书写

中以求奇求怪而感到时尚。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人

们的心智、情感、精神和创造力，越来越趋向于衰

弱和萎缩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是

否正在陷入过度的精神贫困？ 
当下一些不规范的网络语言可以看作是西方文

化的折射，有些人陶醉于其间，甚至得意忘形地予

以顶礼膜拜。其实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将中

国同化于世界文化发展浪潮之上，一个民族正因为

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才被称为一个真正独立自

强的民族。如果完全依傍外来文明，或不加分辨地

使用网络语言，中国现代文明是绝不可能兴盛的，

因为那不再被打上中华文明的烙印。 

五、网络语言的泛滥对汉语言文字纯洁性

的伤害 

网络语言给汉语的规范化、纯洁性带来极大的冲

击。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曾在《文汇报》发文说：“规

范并不能阻止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出现一些奇怪的语

言现象，当然也不能保证出现新词新语新说法人人

都懂得，不进行规范当然不行，过分强调规范，希

望纯而又纯也不行。”[4]尽管网络语言有些确实为汉

语注入了新鲜成份，如“给力”“吐槽”“正能量”

等词，但现实的情况，网络语言的泛滥和网络字词

的生造，不仅仅存在于网络空间，而是从网络发展

到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尤其有些网络用语还堂而

皇之地出现在公文写作中，如“山寨”“虾米”“浮

云”“给力”“菜鸟”“泰囧”“欺实马”（意为公权

失范）等。公文本身就是一种很严肃和规范的文本，

它强调用语准确、朴实，即使使用人们能判断理解

内容的网络语言，也是一种不妥的写作态度和行为，

因为阅读者难免会对公文内容的理解造成歧义，从

而使得制发的公文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经常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浏览到一些网民的

评论或发言，除了具有暴力的网络语言外，其中污

秽、猥亵的“垃圾词语”比比皆是，网络脏话频繁

出现，这与现代文明极不相称。这些格调不雅、趣

味低俗、叫人生厌的的词几乎成为“语言公害”。

它的存在不仅有不尊重汉语言文字之嫌疑，甚至有

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文明保留至今，规范、科学的语言文字，是维系这

种文化的纽带。网络语言的鱼龙混杂，不仅严重影

响着青少年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审美欣赏，而且很大

程度上损伤了这一纽带的纯洁性。 
不容讳言，由于网络的不易监管或监管不力，

网络语言的泛滥势必会对青少年学生纯真的心理、

纯朴的情感产生毒害，导致心理失衡，思想畸形，

热衷怪异，从而使他们智力活动的外化形态——语

言也出现扭曲和变形，并走向粗俗化、庸俗化，甚

至以叛逆的心理、出格的语言表达来表现一种独立

不羁的姿态和快意，来实现对所谓传统的颠覆。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田立新曾表

示，由于网络“虚拟社区”和自媒体“缺少人把关”

的特性，网络低俗语言大量涌现，聚集了社会戾气，

网络低俗语言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5]。2015年
10月16日，教育部在《2014年度中国语言状况报告》

指出：“网络语言粗鄙化需要治理，规范网络语言

的必要性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低俗化的网络语言，

误导广大受众，不应任其泛滥。治理网络语言粗鄙

化，是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现

实要求。” 

六、网络语言的泛滥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

成破坏 

汉字是中国人的杰作，它的书写要求很高：笔

画正确，间架结构合理。这就要求书写者在写字时

要做到锲而不舍，精力专注，耐心细致，不怕困难。

写好汉字，不仅能健体益身，还能修炼身心和提升

个人品质。 
由于汉字书写的独特规律与要求，它能使书写

者在动笔写字时，使身、心、手、眼、脑形成联动

机制，并起到身正、心定、手敏、眼尖、脑快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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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养性的作用。肿瘤学家杂志曾发表过一项研究表

明，书写文字表达情绪不仅可以从深层次改变癌症

患者对自身病情的认知，也能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

活品质。 
写字对人的心理品质的形成意义深远，尤其是

对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写字没

有定型，可以“通过练字来炼人”。根据新西兰研

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通过书写文字表达情

感，更能改善人们的不良情绪。字也能折射出一个

人的习惯、思路乃至气质，认真端正地写字是培养

一个学生具有静心品质的重要途径等。写字其实就

是写修养、写气质、写格调、写境界。我们经常说

“字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时下许多中小学生，对于书写的态度已很

漠然。有的甚至认为文字就是敲出来的，谁还写字

啊？所以对汉字的笔顺、笔画、间架结构已很陌生，

对书写汉字所带来身心健康和塑造良好的品质已认

识模糊，长此下去，我们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命运

将何去何从？ 
当下大学生和中学生喜欢沉醉于网络空间的游

戏、聊天和视频中，少有写字的心灵美育活动，即

使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大言不惭”缺乏诚信地

在网上下载、拼接，鲜有手写创造性地完成作业。

即使少有的作业独立完成，也是网络语言横行其间，

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人生就是刷牙，

一手端着杯具，一手握着洗具”等等。这对学生良

好思维方式的形成、多元智能的开发、审美情趣的

提高和身心健康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七、结束语 

网络语言的出现无疑是新时代的新鲜事物，它

方便、快捷、直观、生动、风趣的表现特点，为网

民特别是青少年所青睐。但网络语言的泛滥又使得

网络语言的负面效应在客观上超越了它本身的正效

应，尤其它对汉语言文字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纯洁

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说：

“网络语言的异化倾向，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

蓄、严谨和精致，并给我们的民族语言带来了冲击，

甚至造成了一定的‘烧伤度’。”[6] 
汉语言文字传承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

史，是中华民族存在的重要基石和载体，是我们民

族的血脉，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语言对现代

语言规范的冲击与影响，为了让汉语言文字发展有

个相对良好的环境，为了让中华民族继续发扬其优

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和自信地

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坚决淘汰那些粗俗，鄙陋的，

对人们产生不良影响的词汇，引入优胜劣汰的原则

来净化整个语言环境。网络语言既然称作“网络语

言”，就应让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网络空间，而不应

无节制地将它泛化于所有领域和场合。只有这样，

才能让汉语言文字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展现它独特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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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internet language become a part of our daily which not on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but 
also a negative role. The internet language without language specifications even with rude words is overwhelming. 
The abuse of internet language does harm to Chinese gloriou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should be gov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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