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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娱乐·文体
端午节现雷人福利
每人发

40

个避孕套
别人发粽子和现金当端午节福

利， 家住湖南株洲市荷塘区的王俊
（化名）

10

日却在单位领到
40

个避
孕套。作为端午福利，全单位共发放
了

4000

个避孕套。面对单位领导的
体贴关怀， 员工们只能感慨：“这得
用到何年何月去啊！ ”

怎么处置这些礼物？ 王俊笑着
说：“自己用。”朋友一旁笑着说：“真
是神一样的礼物，更奇葩的单位。 ”

（据《潇湘晨报》）

公交车惊现极品女
抢座坐老大爷腿上

近日网友视频爆料： 在成都的
62

路公交车上，一中年女子上车便
打开车窗，并要独占两个座位，坐在
那里的大爷不能吹风就试图关闭窗
户，与此女产生争执，而女子为了赶
走大爷竟直接坐到了大爷腿上……

接下来，然后，捂脸
~

大家看吧！ 真
是毁三观呀！ （据《成都商报》）

携高度酒乘机被阻
强悍大妈一饮而尽
“这是我为了一会在飞机上能

睡好一些才携带的酒， 要我托运还
不如扔掉……” 日前一名大妈携带
了一瓶高度白酒欲乘机前往曼谷，

被广州白云机场安检员查出后，竟
当场将这瓶

150

毫升的高度白酒一
饮而尽。 （据《生活报》）

硕士论文“小题大做”

研究“呵呵”走红网络

� � � �

近日，一篇题为《网络会话中
“呵呵”的功能研究》的硕士学位
论文，突然在网上走红了。 一个
网上堪称“用烂了”的词汇，成了
一篇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让很
多网友大呼“神奇”。 起初，有网
友质疑这张封面照的真实性。 但
依据学术期刊网络的检索结果，

记者很快证实了论文的真实性。

论文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位名叫汪奎的

2012

届毕业生所
写， 目的是对网络会话流行词汇
“呵呵”建构网络会话结构的功能，

以及在具体会话语境中产生的交
互语用义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

“以往研究网络流行语的文
章多集中于汉语的实词和短语结
构上， 对于‘呵呵’、‘哈哈’、‘吼

吼’ 类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虚词缺
少关注。 ” 作者在论文摘要中分
析，实际上，

(

呵呵
)

这类词在网络
即时会话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和功
能，还可以实现相应的言语行为。

“对汉语日常口语语篇研究以及
网络状态下自然语篇变异研究的
推进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

“能把‘呵呵’两个字写出一篇

硕士论文的一定是强者啊。”随着论
文封面照在网上流传， 相关话题也
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研究这
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汇，

“真是白交三年研究生学费”。

也有网友认为，“这个选题挺
符合老师要求的‘小题大做’精
神，应该是优秀论文”，“学位论文
写成这样值得表扬”。 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网友简单还之以“呵呵”

来作为转发和评论语， 并逐步形
成网络接力。

“作者躺着中枪遭来冷嘲热讽，

甚是冤枉。”来自上海的一位老师在
微博上说，国内研究“嘛”、“呵呵”和
“你看”，国外研究“

youknow

”、“

well

”

和“

Im ean

”的大有人在。他表示，语
言学就是用以描述、解释语言现象，

此论文选题正常。

有网友也注意到， 在这篇论
文列出的参考文献中， 就有诸如
《语气词“哈” 的情态意义和功
能》、《“好不好” 附加句的话语情
态研究》以及《助词“呵”的语法演
变》等类似的论文。

记者通过检索还发现，

2011

年，厦门大学中文系一位名叫卜源
的硕士研究生和该系苏新春教授
同样发表过一篇题为《网络聊天中
的拟声应答词以“呵呵”为例》的
论文。作者认为，作为新兴学科，从
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会话语言进
行具体、动态的探讨研究，有助于
对话语含义的深层研究，才能真正
融入当今网络社会。 （南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