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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流行语“镜子”作用

健全社会心态疏导系统

“流行语是社会发展的镜子。”唐
正大表示，从总的趋势来看，流行语
的逐渐丰富，是国力日渐强盛、改革
开放红利逐渐出现等因素在语言文
字中的体现。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不
只是解放了生产力，还使人们在思想
文化方面的创造力获得空前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社会学家
已经意识到流行语对于社会心态的
折射作用。 例如，“点赞”“给力”“正能
量”反映公众积极向上、充满信心的
状态；“躲猫猫”代表公众对获知事件
真相的迫切；“拼爹”反映大众对社会
不良现象的不满；“人生是一张茶几，

上面放满了杯具”则说出了一些新生

代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看法。

有学者认为，流行语作为一定
时期内大家共享的表达方式、思维
方式、共同态度，应纳入到社会心
态的测量指标当中，以便及时了解
人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热点事
件等的认知和态度。

同时， 应当通过培养人们参与
公共讨论的能力，开辟更多更畅通的
参政议政渠道，让人们的正式言说能
够发表出来，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效
率和效果，这将有利于疏导目前的焦
虑、不满的负面社会心态，也就自然
减少反映负面情绪的流行语。

流行语对汉语的意义何在呢？

唐正大表示， 流行语的产出量、新
词构词方式、词语内涵、所涉及的
方面等包罗万象。对于这些新词新
语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反思汉语更
深层次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更
大发扬汉语创造新文化的作用。

不过，骆峰同时提醒，一些粗鄙
化、低俗化、反文化倾向的流行语，

应受到严肃的文化批判。 “这需要媒
体应用的规范、教育领域的节制、出
版行业的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这些流行语污染社会文化，保持汉
语基本的规范与社会心态的健康。 ”

骆峰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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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破四旧、 立四
新”“五讲四美三热爱”“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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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礮”“给力”“香菇蓝瘦”……

有哪些词儿您曾天天挂在嘴边？有哪
些词儿让您摸不着头脑？

流行语，一个国家的“口头禅”。

它们在大众中口口相传， 承载着各
个时代群体的集体记忆。 它们像社
会生活中一根根敏感的神经， 潜入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肌理之中。 新中
国成立后， 汉语流行语经历了哪些
变化？ 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处在转型
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政治价值主导社会流行语

这个国庆节期间，长期从事语言学教学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骆峰，回到湖南老
家看望

90

多岁的姑妈。让她惊讶的是，虽然老
人年事已高，但依然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一些歌曲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
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共产主
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大二公”等流
行语更是记忆犹新。

如果给新中国
60

多年来的流行语做一个
简单的划分， 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以
1979

年为界，在此以前，社会流行语一般与政
治相联。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有了自己的社会文
化理想———共产主义，充满了建设激情；但人
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

骆峰表示，“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等流行语，都是当时人民精神面貌和
生活常态的真实反映。

当政治价值成为社会认可的本位价值后，

其另一种表现形式———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流行语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蔓延。 最明显
的表现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样的话成为人
们的口头禅。

身为“

60

后”的骆峰将这一时期的流行语
特征归纳为：一致的精神认同、口号式的统一
的表述口径和整齐划一的话语格局。像强调社
会的整体秩序和利益的“一切听从党召唤”“到
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强调社会公平公正的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
资本主义的尾巴”，强调勤俭节约的“新三年，

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词都体现
了当时的主导价值观。

“持续不断的运动带来了政治词语的爆炸
增加，让这一时期的社会流行语充斥着斗争性
和反智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
究员唐正大表示，这些词基本来自最高领导阶
层的政令和宣传，它们语义鲜明、表达清晰，具
有高度的语义透明性，直接指称那个特定时代
的重要主题、事件和日常的政治生活方式。 同
时，从表达层面来看，没有也不可能有诙谐戏
谑的色彩。这些都是后来的流行语所不具备的
特点。

改革开放至今

社会转型迸发多元词汇

1979

年以后， 改革开放的春
风不仅带来一场巨大的经济体制
变革，更带来了人们思想和社会价
值观的巨大变化，流行语开始变得
丰富。

“那时候， 几乎所有的报纸、广
播，都会讲‘脱贫致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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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

如今已退休在家的北京市民王阿
姨，对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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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印象最深的
是人们对致富重燃希望。 “我的老家
在江西农村， 村里要是出个‘万元
户’，那整个村都会感到光荣。 ”在那
个时期，“万元户” 不仅成为了衡量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更代表
着当时人们的幸福指数。

这一时期，语言系统中的热词
开始集中反映社会各领域新事物
新观念。 像经济领域的“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下海”“市场经济”“下岗”；文化领
域的“迪斯科”“摇滚”“春晚”“炒
作”； 教育领域的“五讲四美三热
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留学”

“托福”；通讯领域的“大哥大”“

BP

机”“电脑”“软件”；金融领域的“炒
股”“牛市”“熊市”等。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孙美堂表示，这显示人们
关于利益、财富等方面的观念开始
变化，人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以
富有为荣，而且这是与国家整体的
经济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大众文化全面兴起，一些地方的流
行语开始借助强大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优势上升为全国流行语。像
北京流行语中的“大腕儿”“托儿”

“没戏”， 港台流行语中的“打工”

“炒鱿鱼”“哇噻”等词语广为流传。

进入
21

世纪后， 互联网的发
展让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迭代速
度日益加快。

“在我开始接触网络聊天室的
时候， 很多人都希望遇到自己的
‘轻舞飞扬’或是‘痞子蔡’。但是现
在，你看谁还用‘

MM

’‘恐龙’这些
当年的流行词？ ”“

80

后” 小伙杜
峰， 如今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任

职。在他看来，网络聊天室的兴起
可谓是网络流行语的发端，

“‘

MM

’‘

886

’‘大虾’这些词都是在
网聊的时候产生的。 ”

随后，模仿成为网络新词的主
要形成方式。 “范跑跑”“躲猫猫”等
反映社会热点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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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男
默女泪”“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
4

字缩略词逐渐流行，风靡至今。

教育部、国家语委早些时候发
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2016

）》 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主要看气
质”等，成为

2015

年度网络流行用
语。 这已是中国连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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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向社
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全民造词现象的确是新世纪
以后流行语的一大转型。 ”在唐正
大看来，这些流行词的出现充分体
现和发挥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在语言文字创造过
程中的智慧、才能、情感，它反映的
更是一种具有个体自我参照性的
集体情绪。

消失不见或积累沉淀

流行语的传播见证社会变迁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