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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观察

从语词“破壁”走向文化“融通”
——当代网络文化中的“语词”与大众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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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行语词集中体现了一段时

间内的社会文化风向，也是洞悉时代

文化心理的重要载体。在互联网时

代，网络文学、短视频不断催生着大量

社会流行语词，这些词汇从互联网社

交平台的“玩梗”，逐渐进入当代人的

日常生活表达体系中。研究社会流行

词与网络文化、青年亚文化乃至大众

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语词“破壁”

走向文化“融通”，是未来重要的学术

研究方向。

——编 者

阶梯与浮桥

邵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网络文化关

键词选择的标准是关键词而非流行词，它是要在

无数流行词中被选出，每一个词都积淀着一种语

境里的文化内涵。它不是死掉的，是穿透时间来

看，每一个依然都旺盛成长的。

《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2018年出

版，刚刚新出的增订版增加了35个词条，修改了

25个词条，增加了9万余字。此外，它更大的意义

是告诉我们这是一本活在当下的词典，在随着社

会发展不断更新，一直记录我们的生活。也就是

说，最初在《破壁书》里沉淀的这些语词本身也蕴

含着网络亚文化梳理的历史。

《破壁书》的任务之一是把关键词学术化，让

网络文学研究一代学者为自己立法。回顾6年

前，我认为破壁是一个共同的趋向，一个次元彼

此之间的破壁，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的破壁，二

次元青年文化进入主流文化这样一种进程似乎

是可期的。但是6年过去了，面对今天的文化状

况，我特别想说，这个世界壁垒越来越高、越来越

深，我们网络文学研究者乃至人文学者，要在层

层壁垒中继续破壁。

今天，很多壁垒在互联网文化中是用一种梗

似的语言爆裂出来。这与这一代青年的生存状况

有关。今天的二次元在中国确实是特殊的一代。

在新增词条之中，最大头的部分是社会流行词，

我们增加了“内卷”“躺平”“摆烂”“鸡娃”

“EMO”，打工人在原有“搬砖”基础上又加进了

“社畜”“996”等词，我们能感觉青年一代前所未

有的压力。我们还新增了“PUA”“凡尔赛”这些

词，背后都能看到壁垒，破壁也是一个重要需求。

这些关键词很像我们说的“梗”，一个关键词产生

于一个具体的语境、一个具体的事件，但是最后

要能留下来，能流传，反而要脱离具体语境，靠它

的语言能量去流行。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关键

词仍然作为一个文化部落的化石存在着，它像是

打破壁垒的阶梯，但今天它似乎更像一座浮桥，

它似乎相互连接着，我们能通过这些浮桥去产生

某种意义上的连接。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

去观察、记录和表达，记录鲜活的体验和感想，把

我们的生命经验用词汇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连

接彼此的那座浮桥。

““时髦词汇时髦词汇””的位移的位移

赵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对语词

研究一直很感兴趣。世纪之交网络还不发达，那

时就有了一些社会流行语词典的出现。比如

1998年出版的《时髦词典》收录了很多当年流行

的语词，如“有氧运动”“另类时装”“建筑风时装”

“不对称风格”“前卫派”“贝贝裙”“芭比娃娃”。还

有《媚俗通行证——语词笔记》也收录了很多很

有意思的词。还有《当代流行语》书后附录了

1949年到1988年的流行语，列出每一年比较流

行而且比较有意思的词，做一些相关解释。

在以前我们叫作时髦词典、流行语汇或者文

化关键词，它们是从哪来的？是从主流文化来的。

主流文化的语词是经过了当年的传播媒介进入

到流行话语当中，成为日常生活用语的重要组成

部分。过去，社会流行语词和主流文化的关系非

常密切。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突出

体现在语词上。老一套的语汇慢慢退出了历史舞

台，与此相伴新的语词开始出现。《时髦词典》所收

录的就是涌入中国的新语汇，到了世纪之交新的

词汇出来之后，编撰者又觉得可以把这些语汇收

集起来编一本词典，对这些语汇做一些解释。改革

开放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的语词

出现了好多，也记录着时代流行文化的变迁。

其次，世纪之交，伴随着网络文化诞生了一

大批新的语词。年轻人是接受网络最早的一批

人，大量的新语词在互联网诞生。虽然有很多网

络用词不断被创造出来，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大面积普及，因为在青年亚文化的语境中，之所

以会发明网络用语，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互联

网“黑话”被发明出来的，是为了形成门槛，一般

人进不去。但是，随着年轻人开始从网上走到网

下，新的语词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有了

从主流文化到青年亚文化的位移，所以今天的青

年亚文化应该从语词角度受到更多关注。

网络文艺的大众化可能性网络文艺的大众化可能性

汤汤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这些年网络文学逐渐从边缘进入主流视野。

从研究角度来说，很多研究都基于网络文学研究

中的关键词，比如“爽感”“数码人工环境”“模组

化叙事”，还有比如“人设”“萌要素”“数据库写

作”“游戏化向度”等等。除了网络文学外，社会流

行词中体现大众文化心理变迁也是特别重要的

向度。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谷子（Goods）经济的

文章，它其实是二次元的风吹到了三次元，已经

成为最年轻的消费概念，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

长。当大量的社会流行关键词不断地突破了次元

之壁，逐渐被大家通用的时候，值得考虑的是，网

络文学是否可以讨论大众化、人民性这样的维

度？今天，面对青年亚文化逐渐破壁、与主流文化

有所融合时，我想，对于破壁之旅以及自我立法

和代际沟通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文化能折射出不同社会文化心理，对于

研究而言，可以通过对文本内部的研究来实现外

部研究这样一种目的。但最难的是，如何以科学

的学术思维方法和浅近的普通白话来解释二次

元的各种现象，并且顺利与各种亚文化圈的词汇

相融合。一篇不带网络话语的网络研究论文基本

是隔靴搔痒的，那些网络原生术语不仅生动，而

且一个一个在网络文化中都生了根，需要建立一

套网络文学批评话语才能真正建构一整套网络

文学评价体系。

文化关键词的演变特征

王玉王玉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破壁书》中的“关键词”包

含三个维度的特征，首先是持久性，也即在比较

长的时间内持续流行；其次是典型性，也即这个

词可以体现出它所属的网络亚文化的某种核心

特征；最后是破圈，也即它可以超越自己诞生的

圈层，为更广泛的人群所使用，这意味着它内嵌

着网络文化整体性的底层逻辑，或能体现出较为

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考察词的流变，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比

如一些词的初始形式已经不再流行，但它的衍生

形式正被大量使用。比如“雷”：“雷人”“天雷滚滚”

这些用法在今天听来比较有年代感，但由“雷”衍

生出的“雷点”却在今天被频繁使用。当年的“雷

人”是更具公共性的概念，“天雷滚滚”意味着所

有人都认为某人/某事很“雷”、不合常理。但当

“雷”演化成“雷点”后，就有很强的个人性。从

“雷”到“雷点”的演变过程，其实是一个社会观

念多样化的过程。在关键词的变迁中可以看到

社会文化生态层面的变化，其中有广阔的学术

阐发空间。

此外，社会流行词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分为

论坛时代的词、贴吧时代的词和直播短视频时

代的词。在贴吧时代，有大量社会流行词是从百

度贴吧中诞生，它有非常强的话语生产能力。而

到了直播短视频的时代，大量的流行词从直播

以及短视频平台涌现出来，比如“整活”“打工

人”“土味”，都是《破壁书》增订版中新加入的关

键词。词汇生产场域的变迁，记录着网络空间的

变化历程，而诞生于不同网络空间的词汇，又包

含着不同的风格特征与内涵指向，这是非常有意

思的。

““翻译翻译””与与““化大众化大众””

李强李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不同

的社群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经验共同体，这些共同

体都有自己的“常识”，不管是被动碰撞还是主动

扩散，这些“常识”走到了更多人面前，这就是所

谓的“破壁”过程。“壁垒”的显形是有一定契机

的，比如，同一个文化圈层的人可能并未意识到

彼此有所谓的壁垒，但突然某个时刻，一种新现

象、新现实，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经验进入了这个圈

层，此前的“常识”解释不了这个新共同体带来的

经验，“壁垒”才真正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壁垒不

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大可能被人为规定。相反地，

壁垒不是阻隔之物，它能被意识到，证明了网络文

化仍在自由流动，人的生存经验正在自由连接。人

们意识到“壁”的存在时，就已经踏上了“破壁”之

途许久了。

可以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文学的历史中来看，

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五

四新文化到大众的破壁。只是之前学界没用“破

壁”一词，而将其描述为“大众化”，实际上是要

“化大众”，在大众的文化中注入启蒙、革命等理

念。“赵树理方向”算是一个成功的“破壁法”。赵

树理在《也算经验》中提到的“翻译”概念比较有

启发性，他说要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普通农民

的话，最终形成一个照顾到群众习惯，当然也照

顾到知识分子习惯的叙述方式。就当下来说，语

言工具层面的翻译的确可以被AI替代，但文化

思想层面的“翻译”是人文学科的独特意义所在。

从圈层的“常识”到大众常识的“翻译”，需要有熟

悉不同圈层习性，理解不同共同体审美经验的人

来推动。这也是我自己的努力方向之一。

青年学人的青年学人的““自我立法自我立法””

李静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代际、性别、地域依然是描述当代文学状况的关

键维度。即便这些标签屡被反思，但我们依然不

得不使用它们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工具，对此也

不必过于排斥，不同标签的叠加或可增加我们

认识事物的深广度。

当代文学研究面对着最新的文化现实，因

而总是需要发明各种概念加以总结回应。比如

从代际的维度观察，近几年的“后青春期”“残酷

青春”“青春的消失”“同代人批评”等说法都各

自有其现实针对性。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代际

的正向价值，被加诸“青年写作”。青年写作被视

为更新既有文学秩序，产生异质美学的革命性力

量，而“青年性”也随之成为被争夺与被定义的对

象。不容回避的是，与“青年性”在理念价值上的

正当性并行不悖的，是现实境遇中青年问题的复

杂与难解，仅停留于理论推演是远远不够的。比

如，青年作者建立自身合法性，往往需要被比附

于某位前辈大家，这与“青年写作”的理念岂不有

着明显距离？理念与现实间的壁垒，才是最应着

力之处。

青年学者在学术制度中获取自我言说的勇

气与能力并非易事，这里不妨引入我所处的学

院现实作进一步展开。其中印象最深者，有如下

三次：

第一，2021年参加北大文研院工作坊，工作

坊主题定为“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

在涉及当代青年文化的部分，我列举了当时引起

争议的B站纪录片《后浪》，这则在五四青年节发

布的视频，本意是迎合青年，却被许多人抨击为

“媚青”，也暴露了其对青年的高度选择性，即都

市有产青年。一边是反对“媚青”，一边是反爹味、

反说教，青年文化中内蕴着平等多元的诉求。正

是从这次工作坊后，我对当代青年文化有了更多

自觉，也意识到背后更多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2022年我组织了一期青年文艺论坛，

主题是“细描90年代——80、90后学人视角与

问题”。这一选题当然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界对于

20世纪90年代投射了更多关注，但论坛重点除

了“90年代”，也特别强调“80后”“90后”研究者

的代际视野。这源自我们研读相关文章时产生的

差异感，年轻学人没有经历过所谓文化黄金时代

的80年代，进而迎来90年代的巨大转折，并在

转折中体验到冲击、困惑。“90后”是被大众文

化、消费主义文化哺育起来的一代，所以会有与

师长们非常不同的生命体验，“思想包袱”比较

少。而且，90年代又是我们生命起源的时刻。所

以我们带着强烈的探寻生命之根的热情，加入对

于90年代社会秩序的追问中。如同论坛中石岸

书在《作为起源的漫长90年代——80后的代际

视角》谈到，“80后”有责任把“短二十世纪”和90

年代的连续性讲述出来，以此定位自己，并且承

担起自身代际的历史责任。这次论坛让我去思考

个体经验、历史叙述权与代际主体性等问题。

第三，2024年，出于研究需要，我向 13位

“85后”“90后”批评家发放了批评问卷。发放问

卷的诉求是了解与我同龄的、同样在学院体制内

的青年批评家们，是如何定位自身工作、习得批

评能力并且有哪些具体困扰。我一方面希望借此

引发代际自觉，呼吁同龄人对自身工作更具主体

意识，同时也吁请更加关注青年批评家的处境。

对青年文化的关注，对青年作家与学者的推崇，

应直面其中的复杂性与难题，合力创造属于这个

时代的真知灼见。

增强现实及其想象力增强现实及其想象力

王鑫王鑫（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知识上

的破壁是相对容易的，体感上对于媒介感知比率

的破壁比较困难。今天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彼此

之间感知比率也不一样，无法共享身体感觉的

话，就很难共情和理解，只能用一些别的方式来

对话。我最近在关注一种虚拟世界与现实的“破

壁”技术——增强现实，尤其是增强现实带来了

怎样的想象力。增强现实就是将数字信息实时集

成到用户环境中的技术，也就是将虚拟叠加到现

实世界。增强现实可以在事实上创造出一个虚拟

和现实的连续体。

如果说虚拟现实是我们要跨进现实之外的

想象空间，增强现实可能要把一个想象空间拉回

到现实。其实把想象空间拉进现实并非什么新鲜

事，但增强现实将虚拟内容叠加到现实中必然要

经过数字化步骤。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个概念

叫做“数码人工环境”，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人和物

都受到控制论控制的环境。其实最开始我脑子里

出现的是想象虚拟现实、赛博朋克、元宇宙之类

概念，把现实完全拉进一个虚拟环境中，令人们

生活、工作、学习都受到算法逻辑的支配。但是事

实上，我们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信号都可以被

采样，再被重新编码，在自动化系统中形成新的

东西和新的逻辑。因此，这不仅是虚拟系统或数

字编码对于现实的控制，还有虚拟产物对于人的

感知更新，进而对现实逻辑进行更新。

如果说此前人们努力在互联网上创造所谓

的虚拟现实，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个虚拟产物

反而将现实本身他者化了，这已经远远超出把视

觉形象带进现实打造景观维度，而是带着某种系

统性的算法生成的，甚至是以一种超出理性的方

式在重设现实。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跑步的时候

戴一个AR眼镜，跑道上都是金币，跑一步吃一个

金币，这样的话，会让跑步这种本真性的锻炼运

动，变成了一个贪婪的积累。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重

设。而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完全超出了普通人可

理解的范畴，它每时每刻都在重新设定世界的逻

辑，比如什么是工作、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人类。

因此，我关注这种重设的能力，并关注这其

中想象力的变迁。回到破壁的话题，可以想象，当

我们将会生活在越来越难以叙事、越来越不共享

语境、不共享规则的环境中，那破壁一定是日益

艰难的事。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打开这个“大游

戏”，创造新的玩法，让虚拟以某种开放的、可变

的、不断生成的甚至不可认知的规则去改写、调整

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网络流行词的出现，

都意味着一小块公共领域被照亮，它携带着独特

的游戏规则和生命经验，通过数字化路径闯进了

更“大众”的视野。而对它们的采撷和记录，正能够

不断丰富和调整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和共识。

（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研究所第110期青年文艺论坛部分发言摘登，

康春华整理）

《《还没天亮的早晨还没天亮的早晨》：》：

诗意从何而来诗意从何而来
■夏夏 周周

诗意从何而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诗

的意境，感悟起来如此简单，一个字句即可触动

心弦，只是企图解释，灵性又玄妙。诗意在世间本

就存在，语言与修辞，不过是其载体。语言，最初

是用于描述，为尽可能表述准确，必先观察事物

本身。以月亮为例，月相，是新月、眉月抑或满月。

月色，是皎洁、涅白抑或黯淡。需形容词及其他词

性加以修饰，而探寻诗意并加以描绘，本身就是

作诗的过程。

诗的语言，如月光一般，是朦胧的、隐约的、

含蓄的。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各异，表述也千

姿百态。写作者追求准确表达，运用语言来定义

或定性。其性质越趋近，想象空间越狭窄，诗意也

随之衰减。千里共婵娟，如果大家举头望见的，不

再是彼此眼中不同的月亮，而是一轮形状、大小、

亮度一致的月亮，世界将多么乏味。

营造诗意，可视为对语言追求极致的行为。

表层含义明确后，继续探究其引申或象征，以试

图突破语言的界限，进一步将语言模糊化。看似

写景，实则抒情。看似记物，实则言志。诗中不乏

将月亮与思念、落叶与惆怅、雨天与伤感联系起

来的句子。这类意象，天然地易与人类的某些情

绪产生共鸣，故而被广泛使用，逐渐形成固定搭

配的同时，也失去了新鲜与神秘感。自古以来，诗

人们苦寻极致，谓之“炼字”，几乎穷尽直觉范围

内所有可用的意象。当一条路快要走到尽头，便

要寻找新的方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发掘语言

之间新的化学反应。到了新诗阶段，为了求变，更

为先锋的句式技法被开创出来，而含义是藏匿于

字面之外的，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能导致

一部分诗晦涩难懂。

我最早创作诗歌，大致从中学时期开始。一

来可能受到家庭环境熏陶，从小对文字与写作感

兴趣。二来，遇到了令我记忆深刻的语文老师。有

一度，我还迷上了流行音乐歌词。当时周杰伦的

“中国风”风靡，相较旋律，我更喜欢研究歌词。除

了歌手，更想了解填词人是谁——林夕、方文山、

姚若龙……在中国古代，诗词与乐曲是密切相关

的，比如词牌就是伴曲而唱。这两者对我来说，也

算某种启蒙。正是最初这份热忱，我开始尝试写一

些东西，也经历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过程。这一

时期的诗作，接近文字试验。如今看来，虽显幼稚，

但那种尝试是一种训练，也是写诗的源动力。

以我拙见，古时诗人在斟字酌句的方面已臻

极致，好比当代的古典主义音乐，已很难超越鼎

盛时期的贝多芬莫扎特们。同其他艺术形式一

样，诗歌也在演变。只不过，对于中文诗来说，其

变化并非一脉相承，而是“拦腰截断”式的。因“五

四”新文化运动，现代诗很大程度受到了欧美文

学影响，使其与中国古诗的意趣有较大差异，反

而更像是用中文所写的西方诗体。现代诗不拘于

传统格律等“规范”，形式自由，无论什么“材料”

皆可入诗。更重要的是，因其灵活的书写方式，故

适合引入更多的意蕴及思考。现代诗的表达是多

元的，有抒情叙事的，也有批判且富有哲思的。

诗歌伴随了我的成长，从出国留学到羁留于

海外生活，心境随之发生变化。我不禁反思，除了

风花雪月，什么题材更值得去写。于是重新看我

的诗，也开始重新看世界。

《还没天亮的早晨》这本诗集梳理编排为六

辑。辑一，“创世”，蕴藏着我对宇宙乃至时空的想

象和解读。辑二，“还没天亮的早晨”。在无尽的时

间中，挑选了最感惬意的时段——夜晚进行倾诉。

当城市的聒噪消散，暂放生活的琐碎与忙碌，灵魂

得以喘息，才能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辑三，“一首

歌，一座城”。这组诗主要记录了我出国留学或旅

行途中，对城市的印象与心得——伦敦的雨，东京

的风，香港半岛的夜，布里斯班的焰火，以及初抵

纽约的种种感受……辑四，“理想生活”。目光从世

界、城市的宏大叙事，聚焦到日常。一扇窗，一件旧

物，一把老椅子……可能过于熟悉平常的物件，往

往使人忽略了其饱含的诗意。辑五，“古诗里的爱

情”，融合了我一度喜爱的古诗及中国风元素。辑

六，“关于爷爷的回忆”，以长诗表达对爷爷的思

念。感谢一路上所有人的支持及鼓励，这些散落

的诗才有机会聚拢，以诗集的形式问世。同时，也

希望读者能从中找到一两句喜欢的诗。如此，作

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诗人，便感到莫大庆幸了。

（作者系青年诗人）

■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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