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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伟

当一个孩子和你初次见面，冒出的第

一句话是：“我真服了你这个老六”，或许

意味着当下的语言生态遇到了一些问题。

“老六”何意？到底是一般性称谓，还是

有隐含之义？很少接触网络游戏的人可能

一头雾水。这些网络“烂梗”似乎构筑了

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无形屏障，在不同

代际人群中撕开了一道幽深的口子，隔

阂、不解、矛盾、冲突等人际交往问题就

此产生。

这些网络“烂梗”，有些是有意为

之。比如，当你再三询问“老六”含义

时，对方扔出一句“老×批”，极粗俗又

带攻击性，问题的性质明显就变了，冲突

在所难免。不过，很多小孩自己也不知道

“老六”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觉得好

玩，看到别人这么说，他们也跟着说。可

能还会热心地问你：“知不知道‘鸡你太

美’？”继而又炫技式地跳上一段生硬滑稽

的舞蹈，也可能突然冒出一句“英雄可以

受委屈，但不能踩我的切尔西”。你只会

觉得莫名其妙，又会觉得这些“无厘头”

话语和尴尬动作不太符合孩子的正常智识

和审美。

孩子们中流行的网络“烂梗”从何而

来？最直接的来源是孩子间的口耳相传。

然而，校园传播又能溯源至家庭生活，

或是孩子从家长的手机、平板电脑、电

脑等网络媒介处获知。所以，孩子们的

语言生态问题，不仅是学校教育问题，

更是家庭教育问题。孩子是社会的未

来，那当下孩子的语言生态就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社会教育问题。

语言同思维是一体共生的关系，语言

生态问题不容小觑。作家汪曾祺提出过语

言本体观，“语言就是内容，语言和内容

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我认为，

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不是橘子皮和橘子瓤的

关系，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是同时存在

的”。孩子正处于心智和思维发展的关键

时期，毫无逻辑和美感的网络“烂梗”直

接影响孩子的心智发展。

而且，很多网络“烂梗”会让孩子沦

为复读机和“电子木鱼”，沉迷在日复一

日毫无创新性的信息茧房中，逐渐失去

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性的逻辑

思维能力。即便有的戏仿式网络语言旨

在表达调侃，也会深陷虚无主义泥淖，从

而导致人的自由本质异化，最终丧失鲜活

积极的主体性。

因此，青少年乃至全社会语言生态问

题的解决，必然要落实于社会教育整体的

德育、智育和美育等方面。美育因其春风

化雨般的形象性和情感性，往往会获得可

爱且可信的效果。

如何对孩子进行语言美育？一方面是

美的语言启智，告诉孩子们，很多网络

“烂梗”是不好的，更是丑的，即确立一

种日常语言的是非美丑观，丑是自由本质

的异化，美才是自由的象征。不能把无

礼、无知和无脑当作个性，而是要学会独

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另一方面是美的

语言化育，要向孩子们展示美的语言艺

术，而汉字就提供了一个自然天成的美的

语言样本。

汉字构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转注、假借等“六书”法，产生汉字

的绘画美、音乐美、意象美等特质。汉字

之美又凝练为汉诗，从视觉美而言，王维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呈现出芙蓉花动

态绽放的全画幅，刘长卿 《寻南溪常山道

人隐居》“芳草闭闲门”由视觉直观渐入

空无一物的幽境。从听觉美而言，四声平

仄自不用说，白居易 《琵琶行》“大弦嘈

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可感受弦曲

的粗细之别。钱起 《省试湘灵鼓瑟》“曲

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融画美和乐美，

给人余音袅袅的寂寥之感。此外，汉语之

美并不排斥外来语言，而是信达雅地译介

转化，于是有了泰戈尔 《飞鸟集》“生如

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咖啡、

翡冷翠等译词也透出“落花无言，人淡如

菊”的中式典雅。

汉语之美可以培育孩子的美感。看到

海上明月，我们会说：“江天一色无纤

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而不是“泰酷啦”“绝

绝子”。感受到无法言语之美，我们会

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而不是“yyds”“无

语子”。

当孩子们真正领略到汉字之美，或许

也不愿看到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上演。语

言美育之于文心的意义，或许就是希冀高

贵的灵魂于月光下自由起舞，让那颗玲珑

剔透的审美之心发出光亮。

（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副教授）

让孩子感受汉语之美 看到海上明月别只会说“泰酷啦”

□ 申竹月

如今，网络流行“梗”如同一阵阵

来去迅猛的旋风。各类词汇以惊人速度

重构着当代人的语言体系，形成耳熟能

详的“网梗”。这既是技术赋权的产

物，也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镜像。当

“玩梗”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交仪式，我

们需要穿透表象的狂欢，审视其背后的

传播逻辑与社会影响。

有研究显示，在短视频主导的“瞬时

记忆”时代，不少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持

续时长已缩短至 8 秒。“网梗”正是通过

“语义压缩”技术，将复杂情感与事件内

核提炼为易记忆、可复制的符号模块。

一些“网梗”的诞生与特定社会情

绪有关。例如“内卷”一词，精准地概

括了当代社会激烈的竞争现状，反映出

人们在高压环境下的焦虑和无奈。这类

“梗”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直观感

受和表达，通过简洁的词语或形象的表

述，将复杂社会问题浓缩其中。

用户生成的内容构成“梗”传播的核

心动力。比如，根据英语“thank you（谢

谢）”的谐音“栓 Q”，网民自发创作出方

言版、戏曲版、AI 合成版等数十种演绎

形式，使“梗”获得持续生命力。

从内容上说，“网梗”通常携带一

种圈层文化的“准入密码”。Z 世代以

“尊嘟假嘟”等萌化表达消解严肃性，

90 后使用“破防了”表达情感共鸣。

这些术语构成封闭的话语体系，利用

“圈层黑话”完成群体身份确认。而诸

如“塌房”等圈层专有词汇，也可能随

着传播的泛化而弥散至整个网络空间。

从传播形式上说，“网梗”称得上

“多模态传播”——表情包、视频剪

辑、音乐混剪等形式的结合，使“梗”

的传播扩展至视觉、听觉的复合体验，

极大地提升了“梗”的传播效率。随着

传播范围的扩大和使用场景的增加，

“梗”的含义可能会被丰富或延伸，甚

至衍生出新的含义和表达方式。例如，

“yyds （永远的神） ”最初用于形容某

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或事物，后来逐渐被

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表达对不同对象

的高度赞扬。这种动态演变性使得“网

梗”能够适应不同的语境和用户需求，

延长其生命周期。

“网梗”以病毒式裂变，如“一石

激起千层浪”般在网上形成“滚雪球效

应”。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模仿、跟

风、共鸣等心理机制起到关键作用。人

们出于对新鲜事物的追逐、对社会共识

的认同，或者单纯的娱乐需求，纷纷加

入到“梗”的传播中。此外，互联网的

匿名性和开放性，让用户能够更自由地

创造和表达，为“网梗”的诞生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和创意空间。

同时，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深度

介入传播过程，使“热梗”传播呈现“人

工+智能”的双重加速。“蹭梗”也可以

成为流量积累的良机，有助于大大提高

视频完播率、互动率。以“挖呀挖”童谣为

例，视频平台播放量、完播率等带来的奖

励机制促使创作者反复使用热门 BGM
（背景音乐）。这种机制导致“梗”的传播

呈现这种形态——少数“头部梗”占据大

部分传播资源，多数“新梗”迅速沉寂。

我们在享受“网梗”带来的乐趣和

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狂欢背后的文化

空心化。过度依赖“梗”的表达正在侵

蚀语言深度，影响人们的思维深度和语

言素养。当“绝绝子”替代所有褒义

词，“我真的会谢”消解所有负面情

绪，语言系统正经历“功能性萎缩”。

这种“表达空心化”在青少年群体

中尤为显著，在教育界早已引发普遍讨

论与担忧。网络“梗”的泛滥正在摧毁语

言表达的丰富性，致使青少年出现“语言

贫乏症”。更严重的是，像“雌竞”“海王”

等包含性别歧视的词汇，正在对青少年

的价值观认知产生不良影响。

对抗“梗”带来的语言贫瘠化，还要

鼓励“梗”与主流文化的创造性融合。通

过树立“梗文化”的“创作伦理”，建立创

作者责任认证体系，遏制恶意“玩梗”。不

仅如此，学校教育中也应增设“网络语言

辨析”等相关课程，培养青少年对“梗文

化”的辩证认知。

网络流行“梗”如同一面棱镜，它

既是网民的社交利器，也是价值消解的

隐形推手。健康的网络传播生态，应当

在技术创新、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之间

找到平衡支点，让真诚表达充分释放传

播活力。

看似时尚的“梗文化”
可能埋藏着传播陷阱

实习生 林铭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

网络时代，不会“玩梗”就落伍

了？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就大学生

“玩梗”情况的调查显示，95.67%的受

访大学生表示有过在网上“玩梗”的经

历。然而，过于追求娱乐化、极端化、

低俗化的网络“烂梗”，不仅侵蚀网络

文明，也对青少年的语言表达、行为习

惯乃至思维方式造成负面影响。我们采

访了几位 00 后学生，请他们结合自身

体验观察，一起探讨青少年眼中的网络

“玩梗”现象与“烂梗”问题。

受访者：
黄 一（福建省晋江一中高三学生）
文 闻（清华大学大三学生）
杜康桥（南开大学大三学生）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哪些地方会
看到“梗”的存在？自己在哪些情况下
会玩？

黄一：网上跟现实中都有“梗”，

但更多是在网上。我和同学聊天时，突

然想到哪个“梗”比较能够融入聊天的

话题，或者能够更好地表达我的意思，

可能会用一些“梗”。

杜康桥：我自己“玩梗”，一是为

了活跃气氛，类似于抛出一个包袱；二

是受到一些外在“梗”元素的刺激，自

然而然地表达；第三是调侃别人的时候

觉得表达力度不够，就用“梗”来提升

语言的冲击性。有时，别人在玩“烂

梗”的时候，我不想跟他交流，也用抽

象的“梗”搪塞过去。

文闻：“梗”有点像社交时的语言

压缩包。有时候你并不是刻意输出

“梗”，而是在潜意识中被植入了一套语

言的快捷方式，不自觉地使用这套方

式。它原本可能来自一个帖子、一段故

事，面对知道这个“梗”、一起玩这个

“梗”的人，你不需要把故事完整地说

出来，就可以表达那个意思。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人们为什
么会“玩梗”？

黄一：首先，“梗”是以比较新颖

的形式出现，比如“city不 city”，看起

来比较“潮”，可以创造一些乐趣；其

次，人们会借助网络“热梗”表达自己

的情绪；第三，“梗”是广泛传播的，

可以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

成为一种共同语言。比如，小学生很爱

唱那首 《孤勇者》，“爱你孤身走暗巷”

一出来，大家的身份认同就被激发了。

杜康桥：我把“梗”当作一种语言

表达方式，它既丰富了语言，又消解了

语言的一些严肃性。我觉得有一些

“梗”是比较有深意的，比如“我爸爸

得了 MVP”，就是用“梗”讽刺了社会

评价体系对人的异化。

文闻：有一些“梗”只在一部分人

之间流传。比如，游戏里有某一句经典

台词，玩过这款游戏的人听到了就会心

一笑，其他人却不知道。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我们把那些低俗
的“梗”称为“烂梗”，你认为“烂梗”
对人构成怎样的冒犯？

黄一：我感触最深的是前段时间流行

的“唐”，它是由“唐氏综合征”引申出

来的。这个“梗”对唐氏综合征患者非常

冒犯。还有一些“梗”扭曲了文字的本

意，比如“卧龙凤雏”本来是一个挺好的

词，现在被拿来骂人了，包括“国粹”，

这个词语原本也是一个正向的表达，现在

被拿来形容脏话。

文闻：有些“梗”的来源就是恶性

的。几年前有一起刑事案件，凶手将受害

者肢解后扔到化粪池里，那时有人玩“化

粪池警告”的“梗”，反倒把恶性事件的

恶意扩大化；有些“梗”是对正向语言的

污名化，比如“小仙女”本来是称赞女性

的，后面却被某些人定义为希望在两性关

系上占便宜的一些女性。

杜康桥：有的“梗”是对人格的伤

害，成了用来骂人的负面符号。我觉得这

种算是“烂梗”。

中青报·中青网：你认为“玩梗”的边
界在哪儿？

黄一：“玩梗”前一定要想好传播出

去有什么危害，会不会对他人造成冒

犯，如果“梗”在创造时就带有恶意的

话，我们更不能去传播它。一些过度娱乐

化的、歪曲文字意义的“梗”，我们也要

多加注意。

杜康桥：“玩梗”已经普遍存在于我

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网络对它更加宽容一

些。但是，线下交流“玩梗”是要慎重

的，开玩笑也要讲尺度，不能太随便。主

流媒体的报道、学术文章、公众人物的发言

不应该“玩梗”。你一直玩同一个“梗”，见人

就玩，反复刷屏，也会比较惹人厌。

文闻：我放假在家的时候帮我妈 （小

学语文教师） 看作文，发现小学生作文

里会使用网络热“梗”和一些很糟糕的

网络用语。我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他们刷短

视频刷得有点多，分不清“梗”跟书面语

言的关系。

“梗”的边界在于是否伤害对方，取

决于对方跟不跟你玩这个“梗”，取决于

和“梗”有关的人愿不愿意把它当成

“梗”。语言的边界在哪里，“玩梗”的边

界就在哪里。

（应受访者要求，黄一、文闻、杜康桥为
化名）

作为公众熟悉的网络流行文化，“玩梗”不仅丰富了网络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交“润滑
剂”的作用。然而，一些把低俗当幽默、把无礼当个性的网络“烂梗”，成为网络生态的“毒瘤”。为此，有关
部门部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语言文字不规范、不文明现象，整治
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哪些“梗”是逾越文明底线的“烂梗”？“烂
梗”到底有哪些危害？厘清“玩梗”边界，才能在网上“好好说话”。

□ 程 云

“一次考试没考好，也不能‘emo’
了，感觉自己好‘废’”“退！退！退！”

“carry 全场”“走花路”“反黑”“C 位出

道”……这些“黑话”肆意狂欢，校园面

临着语言污染的严重威胁。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

是文化认知与获得的过程。在数字文明时

代，信息通信技术不仅重构了人际互动模

式，更深刻变革了社会生产、生活形态及文

化范式。网络语言作为网络传播实践生成

的媒介话语、文化符号，其初始含义、隐喻

以及词汇再造呈现了多元的文化现象。网

络新语与网络“烂梗”同在，高雅文化与低

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长时博弈，对

作为基础教育语言与文化教育的语文教学

这一主阵地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问题是课程的缘起。语文有天然的育

人功能。语文教师应该是天然的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要从课程观的高

度，通过“当代文化参与”课程建设，引

导学生组成语文学习共同体，和学生一起

进行语文实践，聚焦并提炼问题，理性客

观地审视网络语言的“前世今生”。

从统计学的角度盘点我国网络语言的

源起、使用场景、使用频次与圈层特征；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构不同时期网络语言的

表征，了解当时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生态；

从语言学的角度梳理网络语言的语用现

象、修辞特征、情感意义等，揭示“语言

荒诞”背后的合理化创新要素或负面效

应；从传媒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的演化

发展规律、议题特征和复杂多样的个体和

社会心态……我们常常说，跨学科学习体

现了课程的素养转向，有着独特的育人价

值。通过引导学生理性地、审辨地、自觉

地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知识，多面客观地

审视网络语言的时代表达特征，自觉抵制

低俗、暴戾、恶趣、无序的网络“烂

梗”，避免“表达失语症”，避免语言文化

的认知偏差和价值误导，才能从源头构建

清朗语言环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

版 2022年修订） 指出：“要引导学生在语

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培养探究

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探求解决问题

和语言表达的创新路径。”“要让学生在语

言文字运用的学习中受到美的熏陶，培养

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

审美感知和创造表现的能力。”从网络语

言中敏感地发现课程建设的契机，就是文

化自信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

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写道：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

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

他们宗教的秘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

方法论启示我们：不是到表达者的语言里

去寻找文化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文化里

去寻找语言的秘密，这是让语言文化得以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哲学基础。

当然，这需要语文教师有着高度的敏

锐的教育自觉与语言自觉，在语文课程教

学中能自觉地进行规范的语言文字的言传

身教，更重要的是，基于教育者的育人定

位，能自觉地提高课程开发与设计的能

力，关注开发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特

别是引导学生学习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

题，提出语言文化的活动主题，与学生一

同增强在校园生活、社会生活、网络生活

中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地提升

学生的语文素养。

面对网络语言乃至于网络“烂梗”，

出于规范祖国语言的目的，语文教师与所

有的教育者不应手足无措。而应理性客观

地去应对，多与学生在课程建设与实施中

一起探究，积极互动，在自觉的文化认

知、扬弃与吸纳中，在现代语言的有序、

鲜活的创新中感受时代的脉动与文化的守

正创新。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职教（成人）教
研室语文教研员】

避免“表达失语症”在生活中提升语文素养

□ 刘紫川

为什么网络“烂梗”能够在青少年之

间流行？有批评者指出，青少年一方面对

“网梗”的好坏缺乏辨识能力，会无意识

地扩散原产于成人世界的庸俗、暴力、歧

视和冒犯元素；另一方面，他们误将挪用

拼贴视为创意，不分场合地滥用“网

梗”，成年人与之沟通，难免感到“支离

破碎”。

不过，无论是数字技术的普及还是低

质信息的泛滥，都难以从根源处回答一个

问题：为什么大量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主动

拥抱了庸俗化和碎片化？为什么他们不能

迈向相反的方向，被细腻、深刻、复杂的

语言文化所吸引？

语言风格的变化，实质上是“需要

使用语言”的场景——社会交往的方式

变化了。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今天的青少年社

交呈现出即时性、表演性、低成本情绪交

换的三大特征。首先，信息交换的节奏加

快了，青少年倾向于使用最精悍的表达来

换取注意力和回应。复杂、细腻的语言则

显得冗长、笨重，难以迅速达成社交目

的。其次，网络平台中的舞台效应，催化

了青少年在社交生活中的表演欲望。在社

交媒体中，身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快速

学会了通过夸张、有反差感甚至挑衅性的

表达来吸引观众，实现自我展示。“烂

梗”、段子、戏仿由此成为获取社交关注

的便捷手段。最后，网络社交追求以低成

本完成情绪交换，使得深度沟通愈发罕

见。在快速交流中，青少年更愿意复制和

传播现成的表达，满足于“短平快”的情

绪共振，而不是花费心力组织原创语言。

正因如此，青少年拥抱“烂梗”，并

不单纯是语言审美的堕落，而是对当前社

交方式的适应性策略：当用最简便快捷的

方式就能获得认同、完成社交，为何还要

费神于复杂的情感劳动和深度思考？

如此看来，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络

“烂梗”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他们社会

生活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当真实的社交

活动减少，复杂的交流场景日益匮乏，语

言自然会向着简单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

倾斜。这一切的根源，是当代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亲历的社会变迁趋势——社会生活

的原子化。

不少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是孤立而扁

平的：现实中的玩伴，更多被平板电脑和

手机取代；出于对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

呵护，成年人压缩了少年儿童的独立社交

空间，导致大量青少年自主社交的渠道仅

限于网络；激烈的升学竞争吞噬了青少年

大量的时间精力。

课后玩伴之间的奔跑玩闹，独自购物

时与商店老板的闲谈，社区邻里之间的寒

暄问候……这些真实的社会互动，曾经为

“网生一代”之前的孩子提供了丰富的社

会生活学习经验。然而，对如今的孩子来

说，这些实体性交往渠道却逐渐萎缩，孩

子们被统统“打包”于电子产品的冰冷外

壳之中。这种原子化的趋势正在加深，而

作为“网络原住民”，年轻一代对这些变

化的接受只会更加彻底。

未成年人只有自愿投身于真实可感的

社会生活空间，才能产生对细腻、深刻、

规范的语言表达的需求。网络“烂梗”之

所以会泛滥，是因为它们足以满足青少年

的即时性社交需要。这一社交策略与当今

互联网遵循的“流量逻辑”一脉相承：注

意即认同，认同即价值。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很少与同龄人面

对面结识、玩耍、探险、争论，那么他如

何有机会学习用语言表达微妙的感受和情

绪？如果一个少年未曾在集体活动中体验

合作与冲突，那么他如何有机会理解沟

通、协调甚至妥协的语言艺术？在现实社

交中，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

承载情绪、建立共识、解决冲突的桥梁。

直面“现实”，意味着无法通过拉黑

回避矛盾、用点赞代替协同。网络上的文

字、语音、视频，不能替代实体性互动。

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成年人深知

这一点，但对如今的一些青少年而言，这

种“现实的缺失”正在成为新的常态，且

不被察觉。

网络烂梗泛滥背后，是青少年社交生

活的扁平化。对此，创作优秀的文化作

品、推广更具内涵的流行语固然重要，但

恐怕不能治本。唯有为青少年提供充足的

空间和机会，使其能充分投入现实生活

中，才能激发他们与人交往、沟通、观察

与反思的愿望，从而培养出语言表达的细

腻性与深刻性。守护青少年的语言能力，

就是守护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研究生）

拥抱现实社交 超越网络“烂梗”之困

青少年“玩梗”的边界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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