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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论微语言的社会语用平衡①

周芬芬
（湖南农业大学 国际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微语言”是网络语言的先锋，具有有限形式无限信息、瞬时流动、载体电子化、使用主体双重化、生长快存

活短等特征，从语言和语境上冲击了社会语用平衡。从语用学的视角，阐述了通过语用缓和对实施交际的言语进行语用

收缩和扩充，可以实现微语言语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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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微简历、微课程等等被称为“微语言”。微语言的传播以网络为基础，

其分类方式呈现多元化，遣词造句介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１］１，兼容网络语言的文化特征解构化、

语言形式多样化、图像符号化［２］９８之外，词汇形式、功能及意义都趋向语用化。

社会语用学强调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研究，主要针对语言使用者及其语言使用的环境。广义的社会

语用是人类社会所有的语言运用行为，狭义的则指语言在社会上的公开运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

则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交际意图、语用努力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语境因素之间的一场博

弈［３］２９０。交际双方根据自身交际意图，做出相应的语用努力来实现理想的交际效果，这一过程的顺利与否

依赖于交际双方交际需要与语用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否，这一过程称为语用平衡。而导致语用失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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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于２个方面，一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对于目标言语的能指与所指出现理解性偏移，二是说话人与听
话人对于目标言语所处的特定情境的塑造与感知出现认知性偏差，即交际目的、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角

色、教育背景、话题指涉等等。“微语言”的书写、存在以及传播通过网络产生、复制、变形和传递，动态“直

播”着其对社会文化的写实与影响［３］６－１０。由于每个微语言群体或微语言社区都会自成一套社会语用规

范，诸如合作、礼貌、顺应、面子等，有些微语用现象用现存的语用规范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难免出现语

用失衡的情况。笔者试图从微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从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两个方面来寻求微语言的语

用平衡之法。

一　语用收缩策略与微语言社会语用平衡
语用收缩是语用平衡策略的一种，是指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涵义比原型意义或者编码意义的更具

体，外延所指也相对变小，其目的在于使言语意义指向语境化、具体化［４］４１２，它所指的是语言的交际信

息。当说话人的目的交际对象比较明确时，其用语应尽可能在选择上避免歧义，细化语境，缩小用语的

外延意义，以便被准确理解；听话人则应积极调用语言和非语言的语用资源，整合说话人的身份、立场等

信息，确定语言意义的缩小方向。

根据新浪微博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年度盘点显示，微语言的高频引用成了舆论的风向标。从微语言表现
形式看，主要有纯文字的，纯字母的，纯数字的三种。

（一）纯文字微语言

运用礼貌原则对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代词做语用收缩，使这些词在具体的语境中的所指分别指

向对方和自己。如：

（１）“兄台”、“你是高富帅”或“你是白富美”，“我穷矮搓”和“我簈丝”。“兄台”是对朋辈的敬称，
多见于书面语言，属于很正式的词汇，口语中一般不用。而“高富帅”和“白富美”则分别形容男人和女

人身材高大（高挑），有财富，相貌好，“穷矮搓”和“簈丝”则表示反面形象。网络聊天中交际中一方是

通过正面抬高对交际对象的评价而获得对方的好感，贬低自己来反衬对交际对象的尊重。这些词通过

编码的收缩达到词义的收缩，使交际双方了解所提到词汇再具体到语境中的所指，从而使交际顺利

进行。

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策略包括正面礼貌策略，负面礼貌策略，直接性策略，间接性策略和放弃威胁

面子的行为［５］９８－９９。其中间接性策略指说话人采取隐含的手段，为他人留有余地。在交际过程中，说话

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角色、教育背景、话题指涉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通过编码的收缩，可以避免伤害相关

人员的面子。如：

（２）甲：他是中油。但是她女朋友有点小资。
乙：那他们关系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这个对话中用到的“中油”和“小资”，甲和乙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唯有如此，交际才能顺利进行。如

果乙不明白甲所指“中油”表示“中国无业游民”，“小资”指“追求内心体验，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年轻

人”，那么甲话语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传递给乙，对话就无法继续进行。

（二）纯字母微语言

微语言用纯字母表示的有三种情形，其一是用汉语拼音的声母构成，如，ＪＪ表示姐姐，ＪＰ表示极品
等；其二是用英语的首字母构成，如，ＯＩＣ表示Ｏｈ，Ｉｓｅｅ，ＯＭＧ表示ｏｈｍｙｇｏｄ；其三是用英文单词表示，
如，Ｎｏｄ表示点头，ｓｉｇｈ表示叹息等。前两种情形都是通过编码的收缩而达到词义收缩，第三种情形则是
通过词义的收缩。如：

（３）甲：他很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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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你喜欢他？

甲：Ｆａｉｎｔ．
ｍａｎ的本义是“男人，人，男子汉，情人，强者，下属”，在网络语言中收缩作形容词，表示很阳刚，很

有男人味；ｆａｉｎｔ字典上解释为“微弱的，无力的，模糊的，昏倒，昏厥；昏倒”而微语言通过缩小它的外延
意义，用来表示“晕，表示不可理解的意思”。假设ｍａｎ不做语用收缩处理，那甲的话就无法理解，同样，
甲的第二句话中唯一的ｆａｉｎｔ也无法正确传递他当时的感受或态度。只有在网络语用这一特定语境下，
这些词的含义才能被正确理解。

（三）纯数字微语言

纯数字的微语言一般都是通过谐音来达到交际目的。中国人含蓄的表达感情的习惯，借用数字而

不是直接用语言来表达，使情意表达得温馨浪漫。此外，数字还有表达调侃的意味，还能满足网络上表

达快速，简洁的要求。这种微语言形式在各种即时聊天工具和论坛中被广泛使用。如：

（４）男：１３１４９２０
女：２５９７５８

（５）朋友甲：０８３７（你别生气）。
朋友乙：０７３８２（你欺善怕恶）

这种情境中，只有交际双方对语境有足够的了解，并能理解各数字的所指，忽略数字的原本意义，他

们的言语交往就能获得好的语境效果，交际也能取得成功。

二　语用扩张策略与微语言社会语用平衡
语用扩充则是指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涵义会在其原型意义或者编码意义的基础上得到延伸和扩

展［６］。当说话人的目的交际对象指向不明时，其语用选择会模糊化，用语的外延意义就随之扩大，被准

确理解的难度亦增大；听话人则应该在了解目标语言的原型意义的基础上，广泛调动社会背景常识，在

更大的语境参与背景下拓展目标用语的外延意义，丰富用语的所指范围［７］。

（一）纯文字微语言

运用顺应原则对语词语用意义进行扩充，通过拓展了语词在原有语境之外的外延意义，使原本不符

合语言规范的词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６）“大虾”、“筒子们”和“童鞋们”在语音上与“大侠”、“同志们”和“同学们”近似，而读法上又带
上一丝稚嫩的可爱为广大网友熟知并广泛传播。“粉”、“稀饭”等传统食物名词的外延意义扩大。

“粉”一是来源于英语中的ｆａｎｓ，表达对某些特定对象的迷恋与喜爱，二是在以微博等媒介的平台上，交
际双方互相表达关注与喜爱的一种行为。“稀饭”则是通过语音层次的方言化来拉近与特定交际对象

的距离，用最简的语用努力获得最高的语用力量。

（７）还有一类词在扩充表达方式的同时，通过博取交际对象对于儿童的怜爱这一移情手段来实现
交际目的。例如“酱紫”，“介个”等等。

（８）网购平台、影视作品和博客博文等载体上的“ＸＸ体”是典型的被扩充的微语言。其中，淘宝体
中的“亲”不仅成为相对固定的买卖双方之间的称呼，更蔓延到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凡客体从单一

的品牌树立发展成为商业营销新模式的代言词；元芳体在２０１２年的新浪微博中就被提及了４３２３２０４９

次，扩充成为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问题问询的对象；甄体、舌尖体、致青春体和那些年体更是

触发了网民们的狂欢，传统影视作品中的对白或标题扩充成为微电影、微课堂的主题词，引起广大网民

对于历史、青春和美食的热烈讨论［８］１８２－１８６。

（二）纯字母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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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进行各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可变性、商讨性

和顺应性。其中，语言的顺应性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

需要。例如：微语言中的“ｂｂ”有几个含义：英语词 ｂａｂｙ的缩略，小孩子，小宝贝；英语词 ｂｙｅ－ｂｙｅ的缩
略，再见；汉语儿词语便便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大便。ＢＤ，英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首字母缩略，商务
拓展；英文ｂｌｕｅ－ｒａｙｄｉｓｃ蓝光光盘，一种先进的大容量光盘；汉语拼音首字母缩略，板凳，在论坛中第二
个回帖的位置；汉语拼音首字母缩略词，笨蛋。ＤＪ，汉语拼音首字母缩略词，待见，不讨厌，喜欢；英文词
ｄｉｓｃｏｊｏｃｋｅｙ首字母缩略，流行音乐播音员，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根据具体的交际语境，说话人和听话
人能够从诸多选项中选出正确的词义。

（三）纯数字微语言

微语言中的数字可以借用汉语发音的谐音，也可以借用外语发音的谐音，有些数字在借用汉语谐音

时，也有不同的音，例如：１４１４谐音为“要死要死”，１字谐音“要”，在５１４中，谐音为“无意思”的“意”。
数字“８”，汉字谐音可为“不”、“爸”，英文谐音为“拜”。

三　结　语
在言语交际中，正常的说话人存在多层次的交际需要，人们通常会调用各种语用资源会产生程度、

性质不同的语用力量；说话人为理性社会人，在选择交际方式时会权衡其交际需要及为满足这种需要所

应产生的语用力量，当二者趋于一致时，就可以使交际处于平衡，否则就会使交际失衡，一般情况下，理

性的说话人有维持语用平衡的欲望和动机［９］。微语言作为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递的新载体，其出现和

发展都是思想传染和文化进化的一面折射镜，对其社会语用与语用平衡的相关探讨是网络语言亦是广

义的语言进化的必经阶段。语用收缩和扩充发生在特定的场合，具体的语境中。

微语言这一特殊的语境下，人们遵守的交际原则明显有别于日常交际。微语言交际用语的内涵或

所指已经在原型意义之外增加了语境意义、交际信息、延生或扩展意义，有的则因交际语境的影响而被

收缩。在“微时代”的“微世界”中，交际双方通过遵循礼貌原则、顺应原则、移情、修辞等具体方法对目

标语言进行语用加工，以达到交际需要与语用努力的平衡。

尽管微语言有交流便捷的优点，语言工作者应该注意到，微语言的语码混用现象已经冲击了汉语规

范，使汉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所以，在研究微语言社会语用的同时，更要探讨如何使微语言更加符

合汉语言表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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