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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流行十大“新成语”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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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其主要作用是顺利有效

地完成交际任务，实现人们之间无障碍的沟通交流。本文主要针对网络上流行的“十大网络新

成语”进行剖析，运用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分析其由来、成因、语言结

构特点并加以总结，认为网络新成语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原因，但这种" 新成语" 大多不符合汉语

词汇构词规则，语义含混不明，随着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不断推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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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络新成语出现及含义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 的 交 际 工 具。［１］语 言 随 着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最能够反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而
网络语言是以传统语言为基础的，利用传统语言

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来表情达意。［２］随 着 互 联

网的普及和使用，在网民当中悄悄地流行起了一

些暂时还不 为 普 通 人 所 知 的，所 谓 的“网 络 新 成

语”。这些“新成语”借助贴吧、论坛、微信、微博等

网络交流平台，在网民中快速地流传开来，以致部

分人认为这种“新成语”有可能发展成为一般词汇

而被沿用下来，这些“新成语”有：

　　 （一）不明觉厉

“不明觉 厉”多 被 用 作 网 络 上 流 行 的 回 复 用

语，意为“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听起来感觉

很厉害的样子”。语用范围适用于表达“菜鸟”对

于高手的崇拜，对发帖人说辞夸张的调侃，或是伪

装自己深藏不露的托词。语源出自于周星驰电影

《食神》中的角色对白。

　　（二）十动然拒

“十动然拒”是“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她”
的缩写 形 式。多 被 用 来 调 侃 形 容 屌 丝 被 心 中 女

神／男神拒绝后的自嘲心情。其语源出自于：华中

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一位大四男生写１６万字情书

《我 不 愿 你 一 个 人》，于 光 棍 节 当 天 表 白，结 果

被拒。

　　 （三）喜大普奔

“喜大普奔”是四个成语的缩略形式，“喜”即

“喜闻乐见”，“大”即“大快人心”，“普”即“普天同

庆”，“奔”即“奔走相告”。综合各成语意义，“喜大

普奔”即表示一件极为欢喜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

去，使相互告知，共同庆祝的意思；有时也可以表

示幸灾乐祸之意。语源不详。

　　（四）人艰不拆

“人艰不拆”语出于著名歌手林宥嘉的流行歌

曲《说谎》中的一句歌词：“人生己经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也是这句话缩略形式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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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达。而后，“人艰不拆”一词才逐渐在网络回

帖当中被网民们广泛地使用，意为不要说出让人

无法面对的真相。

　　（五）说闹觉余

“说闹觉余”是“其他人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感
觉自己很多余”的缩略形式，表示一种孤独之感。
其语源不详，据说是对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
一文中 “这时 候 最 热 闹 的，要 数 树 上 的 蝉 声 与 水

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它们，我什么也没有。”［３］这

句话的意境化表达。

　　（六）累觉不爱

“累觉不爱”是“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
的缩写形式。其语源来自豆瓣网上一个１３岁的

男孩，写出 “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的帖子，
而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并创作出了 “累觉不爱”这

个网络 “新成语”，表示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感到无

奈，或用于一种自嘲。

　　（七）火钳刘明

“火钳刘明”因与“火前留名”谐音而在网络上

意外走红，意思是“趁着帖子刚出现，还没火，回复

帖子并留下名字”，寓意是“事物必火，趁早参与”，
也用来表示嘲讽个别叫“刘明”的骚年（少年）。并

引申出 “山前刘明”即“删前留名”的谐音，意思是

“在该帖子被删掉之前留下自己的名字”。其语出

主要是由于汉语拼音输入法的缘故，人们在输入

“火前”的 时 候 却 最 先 出 现 的 是“火 钳”，输 入“留

名”的时候最先出现的是“刘明”，所以为了方便，
“火前留名”也就变成了“火钳刘明”。常用作帖子

或论坛的回帖词汇。

　　（八）西斯空寂

“西斯空寂”是“细思恐极”的谐音形式，也是

对“仔细想想，觉得恐怖之极”的缩略表达，表示对

某件事深入思考，感觉恐怖之极，用故作迟缓的表

达，来 传 达 内 心 十 分 恐 惧 的 心 理 感 受。其 语 源

不详。

　　 （九）男默女泪

“男默女泪”是“男生看了会沉默，女生看了会

流泪”的缩略形式，常被用来形容与某些情感主题

相关的文章。“男默女泪”一词语源出自于网络文

章的标题。一些网络文章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
加大文章的阅读和转发量，往往会使用副标题如

“男生看了会沉默，女生看了会流泪”等标新立异

的词句，来表示文章所写的情感故事十分感人，催
人泪下。

　　（十）不约而同

“不约而同”是“因太久不被异性约，而变成了

同性恋”的缩略形式。语出自网络上的一段对白：
“妈妈：‘孩子，你再这样宅下去，我真担心你会不

约而同。’孩子：‘什么不约而同？’妈妈：‘就是因太

久没有被异性约而变成了同性恋的简称。’孩子：
‘够了，妈！’”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网络“新成语”之外，网络

上还有其他 一 些 比 较 流 行 的 新 成 语，如“啊 痛 悟

蜡”、“社病我药”、“膝盖中箭”等等，这些所谓“新

成语”在互联网作用的推动下，在网民之间被运用

的也非常广泛，但因被使用的频率不高，故不纳入

我们的研究范围。

　　二、流行成因

“越来越多的人正处于网络文化的新时代当

中，而人类交流的工具———语言，也正随着网络的

扩展在一个新的时空延伸。”［４］网络语言日益呈现

出多元、多样、多变化的趋势。网络“新成语”作为

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利用简单的四字

形式表达了复杂的语义内涵，符合年轻人们喜欢

求简、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故而易于被接受和

传播。但细究起来，这些网络“新成语”之所以能

够迅速地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传播开来，不仅

有外部的社会背景因素，也有内部的自身因素及

主观心理因素等的综合影响。

　　（一）社会背景因素

社会的发展进步是语言词汇产生和发展的前

提条件，语言词汇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发展的，社会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

趣味、社会价值、文化心态等都会随之发生相应的

改变。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当原有的

传统词汇或符号不足以用来表达新的意义或进行

交际时，便对原有词汇的语音、语义和语法提出了

相应的改造需求，从而促成了这些新成语产生，又
因这些新成语的出现符合广大网民之间的交际需

求，所以应运而生。另外，在信息爆炸化的社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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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社会生活的节奏变快，要求语言也变得经济

简练，因而“语言的经济性是语言发展中的一条重

要规则，也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原则”，“经济原则

往往是语言变异的动因之一，所谓经济原则就是

用低成本获得高效率，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

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词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言简意赅、词约意 丰。”［５］网 络 新 成 语

之所以能够产生和流行，与语言的经济原则是分

不开的。这些网络新成语在语音方面的经济性主

要表现为谐音。例如“火钳刘明”和“西斯空寂”；
在词法方面，从这些新成语的词汇构成就可以体

现出语言经济性，例如“不明觉厉”“十动然拒”“累
觉不爱”“人艰不拆”“不约而同”等等都是利用简

单的四字形式就表达出了一长句话所要传达的意

义，还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情感色彩，并且每个“新

成语”各自的语出和典故也都是各不相同的。这

不同于传统沿袭而来的成语，但却都是用最言简

意赅的语言形式表达出了一个复杂的事件或情感

体验。

　　（二）内部自身因素

所谓内部 自 身 因 素，是 指 语 言 的 类 推 机 制。
类推又叫类比。语言的类推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语言现象，索绪尔就认为“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

或几个共同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

式。”，即认为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６］在类推机

制作用下产生的新词语是人们求简、求新的表达

需要的产物，为了使语言表达生动而新颖，将一些

旧的词语或构词方式用于新的语境当中，竟获得

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不约而同”原本的意思

是没有事先商量和约定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
与“不谋而合”“异口同声”等成语是近义词，出自

西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但当这

个成语被巧妙地运用在“你再这样宅下去，我真担

心你会‘不约而同’”这个句子中时，便产生了新的

理解和新的意思，拓宽了它的用法领域。当遇到

新的事物或新概念的时候，人们出于表达的需要，
为了简洁而又新颖地表达自己想法，又会根据表

意的需要创造出新的成语，如“火钳刘明”“山前刘

明”等因谐音“火前留名”和“删前留名”，而被网民

们广泛地运用在各大贴吧和论坛的回帖区域。

　　 （三）主观心理因素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这 些 网 络

“新成语”之所以能够迅速在网上流行开来，获得

年轻人们的青睐，其主要原因还有这些网络小年

轻儿们，他们是社会生活中最有生机活力、最为开

放，对社会生活变化和发展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

喜欢追求时尚、张扬个性、标新立异，寻求与众不

同而又讨厌繁琐。在现代经济社会的条件下，他

们喜欢用更简明的话语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情感，
因而语言的表达也会随之变得简练而又精辟，且

往往能够另辟蹊径，为了表达的需要而创造出更

多鲜活而又鲜为人知的话语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例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这些“新成语”被
创造出来之后，需要被人们理解、接纳、吸收并传

播开去，这个过程主要依靠的是各种网络平台上

网民们日常的网络交际来实现的，但在这个传播

过程中能否真正为人们所吸纳和推广，起到最主

要作用的是主观心理因素即从众心理。从众指的

是“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

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这种群体压力与权

威命令不同，它不是由上而下强制性地改变个体

行为，而是由于多数人的一致意见，造成了一种无

形的压力，从而改变了个体的行为”。［７］“一些区域

性用语的范围可能因为很偶然的原因被迅速地推

广开来，这也与任何民族都会普遍存在的从众心

理密切相关。”［８］因此，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许多

年轻人为了让自己在同龄人中显得不落俗套，跟

得上潮流，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学习和运用网

络上的“新成语”，说的人越多，就越会促使另一些

人同龄人也开始运用这些新成语进行日常交际，
从而扩大了这些词语的交际范围并提高了词语的

使用频率。

　　三、语言结构特色

语言词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语 言 中 最

敏感和 最 富 于 变 化 的 部 分。科 技 发 展 的 日 新 月

异，网络世界的与时俱进，促使网民们面对网络平

台上充斥的各种信息进行吸收和筛选，经过消化

和改造后创造出了许多鲜活的新成语。这些新成

语的 形 式，主 要 包 括 以 下 两 种 情 形：一 是 旧 词 新

用，即通过旧词创造出新义，旧词与新义之间有逻

辑、隐喻关系等，例如：“不约而同”等；一是创造新

词，即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创造出的人们日常用语

中本身没有的词语来表达情感的方式，例如：“累

觉不爱”“人艰不拆”等。这些新造出来的“成语”，
经归纳整理，有如下一些语言结构特色：

８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０卷　



　　（一）语音特征———谐音和误词

“语音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同音 异 义、一

音多义、一音一义、异音同义等构成了音义结合的

复杂性和灵活性。汉子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在

形、音、义方面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这就为改

变某些字的读音，以达到某种特定效果提供了可

能。”［９］所谓“谐音词”，就是不用原有的词语，而利

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用近音字或同音字来

代替本字的词语，充分利用了汉语有声调的特点。
例如：“火钳刘明”谐音“火前留名”，“山前刘明”谐
音“删前 留 名”，“西 斯 空 寂”谐 音“细 思 恐 极”等。
这些成语的语素大多都是利用两个毫不相关的词

语因其读音相同或因键盘输入法的输入的结果有

误而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误词，但所表达的意

思却是原来本身词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往往

带有一种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反而更加能够

反映出一种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的语言特点。

　　（二）构词方式———创新和缩略

汉语的词汇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 些 网

络新词语的独创之处就在于其构词方式的别具一

格。一是创新，即创造新的词语。例如：“人 艰 不

拆”就是高度浓缩了流行歌曲《说谎》中的一句歌

词意义而来，常被用于网友的回帖中，如若楼主直

接说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回帖网友感

同身受，由 于 一 时 没 法 面 对 而 要 求 楼 主“人 艰 不

拆”，求其别往下继续说。二是缩略，即使用缩略

语。“缩略语的最大特点是简洁，往往用寥寥几个

简单字符来 表 达 一 个 完 整 的 意 思。”［１０］例 如：“喜

大普奔”就 是 综 合 了“喜 闻 乐 见”、“大 快 人 心”、
“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四个成语的意义，表示极

为欢喜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去，使相互告知，共

同分享；有时也可以表示幸灾乐祸之意。当表示

幸灾乐祸的意思时，是指人们之间因相互调侃而

引申出来的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一种意义。

　　（三）语义变化———泛化和更新

新创制出来 的 “新 成 语”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或 多

或少地都会增加或拓展该词语的意义范畴，使词

汇的语义更加具体生动，从而产生更好的语用效

果。例如：“十动然拒”一语的创作过程，本是出自

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工程

管理专业一名大四男生王文瑾在光棍节那天将历

时２１２天创作的１６万字情书装订成册，并为其取

名《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送给心仪已久的女生，这

名女生收到情书后十分感动，但是并没有接受表

白，最后拒绝了他。这件事后来被其室友传到网

上，网友便以此故事为背景，创作出“十动然拒”这
个网络新成语并迅速走红。“不约而同”也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另

外一层“新”的意思来，让人为之耳目一新，不可否

认这些网络新成语的出现满足了部分网民们的交

际需要，补充并完善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反映出汉

语强大的组合能力和丰富的表义功能。

　　四、结语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

用网络进行交际，那么网络语言的运用也必然会成

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交际工具之一。首先，要
肯定这些网络“新成语”的产生和流行有其合理的

一面即满足了部分网络交际的需要，但同时，也应

该留意这些网络“新成语”出现以后，它们是否能够

被广大的人们群众所接受进而运用到日常生活当

中呢？一般来讲，当一个新的词语出现以后，它的

发展前景无外乎三种情形：（１）被吸纳为民族共同

语，成为全民通用的词汇；（２）在某一团体中使用，
成为社会方言词汇；（３）被人们所遗忘，最终走向

灭亡。［１１］而决定它们发展前景的关键即：该词语的

使用频率。我们认为这些网络“新成语”产生的时

间一般比较短，传播的方式主要是依赖网络平台，
传播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当中，使用的范围也

还不是很广泛，虽然新时代的年轻人们是未来社会

发展的主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相
信这些网络“新成语”尽管实际中在某种程度上符

合了部分年轻人们表达情感的需要，但从主观方面

来说，年轻人们对新鲜的事物多半是三分钟热度，
而对新出现的“网络新成语”也不例外，被运用作为

网络交际语和日常口语时间不会长久；从客观方面

来说，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的自由性决定了网

络词汇不可能全部按照既有的规范来创造”［１２］，这
些网络“新成语”中有些词汇不符合汉语词汇的构

词法规则，生造词语，违背了构词原理，语义也有牵

强附会、生搬硬凑之疑，造成语义不明，不易被人理

解。随着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些不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们日常交际规律的词语都

将会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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