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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
武倩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8）

摘　要：网络语言是产生并运用于网络中的语言，包含文字、符号、拼音等多种组合。不同组合赋予了网络语言不同的内
涵，通过网络传播表达出特定的含义。不同时期形成的网络语言能间接反映出时代特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被
运用到了各个行业中，让网络语言的发展进入高峰时期，网络语言产生时间逐渐缩短，网络语言的数量与日俱增。这些网络语
言虽然给人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但是也给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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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璀璨文化山河中，汉语言是其基础部

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前景中，汉语言已进入成熟完善期。慢

慢地，信息的流动推动着汉语文化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与此

同时出现的网络语言也开始备受大众喜爱。这一现象出现的前

期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但

随着网络语言发展也开始登榜掀起使用热潮，其不免对汉语言

文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冲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那么这

些逐渐繁荣的网络文学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利弊如何?本

文将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整理归纳法从研究新媒体

环境概念的角度出发，探讨在其背景下，网络文学出现的优势

与劣处，从而得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发

展的影响力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1　有关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
首先，网络语言具有非常强的简化性。人们在传统的语言

交流中，更多运用的是传统理解上的语言文字。运用这种交流

形式，虽然可以很清晰地表达出含义，但是却显得单调。而网

络语言则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点，网络语言因为本身的特点，具

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创造性，这也就突破了传统意义语言交流

上的形式，也在隐形中提高了社交的效率。网络语言是包含着

数字、谐音和同音等不同形式的语言类型。在网络语言的表达

中，有着很多发音比较相似的词汇，例如微博和“围脖”。其

次，网络语言具有非常强的混合性。网络语言虽然是在互联网

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却离不开受众群体，特别是90后，还

有00后。这两部分群体在日常交流中，对网络语言的应用是十

分频繁的。网络语言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用

十分简便的方式表达出各种词语和含义。再次，网络语言具有

沟通交流上的快速性。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今天，人类沟通交

流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网络语言

的应用可能并不明显，但是网络语言在日常语言体系的构建还

有其他一些因素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不

断地发展与变化，而网络语言又是互联网的产物，自然也就在

不断地创新与发展[1]。

2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
2.1　发展网络语言的积极面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具有较为明确的积

极性影响，有着较多的可取之处，这主要是与其性质存在着密

切联系。网络语言的形式也会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网络语言

本质意义上也是汉语言文学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途径和分支。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汉语工具化使用更加自如，更加

生动和谐而且相对较为幽默。

2.2　规范汉语言文学
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展汉语言宣传活动时，要重视汉语言文

学的规范性，使群众能够在学习中产生对汉语言文学正确的认

知，进而可以进行正确的学习。同时，在组织活动期间，要注重

引导，促使群众可以在网络中放松自己时，还可以自主纠正错

误的语法知识，帮助不规范的网络流行语变得规范起来。比如

“恐龙”这一词语，在人们的认知范围内，一般是指一种古代时

期的大型动物，但是用在网络中，却往往指长得不好看的女性，

这样的用法，不仅违背了汉语的正常意思，同时还使得这一词

语贬义化，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宣教活动的时候，要

使群众认识到这种变形词语的不规范，认识到网络流行语的利

弊，提高对这种词语的辨识，并坚决抵制这类词语的传播[2]。

2.3　增添汉语言文学的活力
网络语言充分发挥了汉语言文学的作用，为汉语言文学的

发展注入了活力。网络语言幽默风趣的表达形式，在极大程度

上丰富了人们的情感。有时，人们利用一个简单的表情就可以

替代复杂的表达，这不仅能丰富汉语言文学所呈现的内容，给

语言的不断发展提供动力，还能让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共同

发展、互相补充。另外，网络语言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将现有词

汇的含义进行扩充，如“打酱油”“沙发”“毛线”等在字典中

都是非常普通且用法受到限制的词汇，网络语言却给予它们意

义完全不同的表达，“打酱油”在网络语言中表示“事不关己，

只是路过而已”，“沙发”指第一个看到并且回复的人，“毛

线”就是指否定、不相信的意思。由此可见，网络语言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汉语言文化向前发展[3]。

3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产生了很多的新鲜事物，网络语言

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它凭借着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网络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在丰富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

形式与内容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人与人在交流中潜意识的习

惯。基于上述论述，想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做到汉语言文学

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将网络语言纳入汉语言文学的体系，将其

规范化，把它作为汉语言文学传承的载体，这样就能让汉语言

文学的发展变得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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