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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网络
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

洪　 洁，袁周敏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我国网络空间语言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

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 当前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可梳理为语言失范问题、语
言多样性与纯洁性问题、语言暴力问题。 在生态语言学视阈下，应展开相应的

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包括抵制破坏性话语，推广有益性话语，以规范网

络空间语言；增强网民规范意识，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以优化网络空间环境；加
强网络空间立法，推进网络实名制，以增加网络违法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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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交际、工作交流、学习沟通的重

要手段和工具，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网络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网络语

言一方面为我们的语言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对我国语言文字规范造成了巨大

冲击。 净化网络空间、规范网络伦理、修复网络生态、建设网络文明已成为当前网络空

间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中，“语言治理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内容。 在‘以言行

事’的网络空间，既需要用好语言这一工具来实施网络社会治理，又需要管好网络语言



生活，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１］。
生态语言学为网络空间语言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促进网络语言健康发展，维护

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已成为“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方向和

趋势” ［２］１４。 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网络空间语言存在的问题；其次从生态语言学研究范

式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出发，分析网络空间语言问题的根源；最后以创造和

谐、健康、安全、繁荣的网络空间语言生活为目标，寻求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之策。

一、网络空间语言问题的表现

目前，网络空间语言问题主要包括语言失范问题、语言多样性与纯洁性问题、语言暴

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网络的健康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国家安全。
（一）网络语言失范问题

网络语言失范问题主要体现为未能遵循语言文字规范，语言使用不当，广泛存在于

字音、字形、词语使用、标点符号使用、语法、语用等诸多方面。
第一，字音方面存在失范。 如“伦家” （人家）、“骚年” （少年）、“你造吗” （你知道

吗）、“酱紫”（这样子）等。 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受方言变体影响；话语行为人

盲目追求个性。 在网络上，人们主要通过文字进行交流，为了追求沟通速度或标新立

异，常常用同音词、字音相似词，以及字母、数字等代替规范用语，如“斑竹”（版主）、“童
鞋”（同学）、“ｄｂｑ”（对不起）、“８８６”（拜拜咯）等。 它们“以其输入的便捷性、视觉的直

观性和积极的互动性逐渐被大家接受并迅速传播” ［３］。
第二，词语的运用不规范。 为了追求新鲜或吸引读者，网民往往会故意创造新词语

或使用缩略语来表示既有事物，如“吓死本宝宝了”（吓死我了）、“爷青回”（爷的青春回

来了）、“ｗｅ ａｒｅ 伐木累”（我们是一家人）、“前方高能”（前方有亮点）等。 这些词语有的

缺乏构词理据，有的表意晦涩，有的冗余无用，增加了语言系统和言语交际的负担。
第三，标点符号缺失、误用，ｅｍｏｊｉ 表情符号滥用等问题。 网民经常忽略标点符号使

用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这也导致语言失范现象比比皆是。
第四，词语搭配不当、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语义矛盾等在网络语言中普遍存在。

如“有被内涵到”“买排骨，它不香吗”“玩游戏吗？ 有文化的那种”“随时受不了”“现在

整个人都不好了”等，这样的句子虽然具有一定的表现力，能够便捷地传达出一些言外

之意，但在语法上不规范。
第五，语用不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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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４］。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合作原则基础上

提出了礼貌原则，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

则［５］。 在网络话语交际过程中，刻意违反数量准则、质量准则或礼貌原则的情况不胜枚

举。 如网络贴吧、网络直播中的言之无物、言之冗余、言之污秽等都是违背合作原则和

礼貌原则的表现。
（二）网络语言多样性与纯洁性问题

网络语言的多样性体现在外来语的大量渗透、新词和流行语的频繁使用上。 同属

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语言交流的历史悠久，中国当下流行的“达人” “佛系” “人
气”“颜值”“违和感”“断舍离”等都来自日语。 新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热点事件频繁发

生，使新词和流行语随之出现。 曾经的“坑爹”“拼爹”“江南 ｓｔｙｌｅ”等虽不再受到追捧，
但有些流行语，如“纠结”“吐槽”“正能量”等仍在网络中广为传播。 它们是否能够通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终进入现代汉语，还需时间检验。
外来语、新词和流行语的存在，虽然有利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为语言生态系统注

入活力，但也会给汉语的规范性、稳定性和文明性带来挑战。 对那些具有某种表达效

果，或言简意赅、或形象生动、或突显语意的词语，可以根据场合适当使用。 对那些格调

低下、博人眼球的词语，则应坚持批判态度，避免其对汉语纯洁性的破坏作用。
（三）网络语言暴力问题

“网络语言暴力是指在互联网络上，以话语霸权的形式，采取诋毁、蔑视、谩骂、侮辱

等手段，侵犯和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精神和心理的行为现象。” ［６］低俗语言、歧视性话语、
网络谩骂、网络欺凌、网络谣言及其导致的语情失控等都属于网络语言暴力范畴。 “然
并卵”“卧槽”等低俗语言不堪入目；“绿茶婊”“渣男”等谩骂行为与传统美德相悖；“你
们城里人真会玩”“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等存在明显的歧视性。 以上这些问题都应引

起我们的警醒。
网络语言暴力不仅表现为粗俗低下的网络话语，还表现为利用网络谩骂、欺凌他

人，传播谣言等。 后者对受众的伤害更大更深。 尤需注意的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广大

网民虽然“对网络暴力、网络负面情绪的影响有所了解，对自己所遭遇的网络恶搞和嘲

讽、网络谣言及辱骂较为敏感，却不能清晰认知网络欺凌所产生的伤害性、严重性，并危

险地将其误解为网络化生存的新常态，面对欺凌时更欠缺理解、辨识和正确的处理能

力。 同时，他们也会以一种随机的、非现实常态的参与模式，介入到对他人的群体性网

络欺凌行为之中” ［７］。
出现上述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的原因：一是在网络空间里，文字无法确切地表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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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感，导致交流障碍，引发误解。 二是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网民放松了自我

要求。 三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导致网民选择在网络空间中发泄负面情绪。
四是经济利益的促使，让“网络水军”“虚假广告”等有了一隅之地。

事实上，语言失范问题、语言多样性与纯洁性问题、语言暴力问题并非网络空间所

特有，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匿名性和低准入性，使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网

络空间的语言问题必然会延伸到现实社会中，并对现实社会的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对
网络空间语言问题进行规划和治理，不仅可以净化网络空间，还可以保持现实社会语言

的纯洁性和稳定性，确保网络空间语言生态和现实社会语言生态的健康。

二、网络空间语言问题的生态语言学分析

生态语言学作为交叉学科，主要探索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

审视人类自身和生态的关系。 生态语言学不仅关注语言生态，还探讨语言对人与人、人
与其他生命形式及自然环境间关系的影响。” ［８］

（一）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

生态语言学有不同的研究范式，获得普遍认同的是 “豪根模式” （ Ｈａｕｇｅｎ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韩礼德模式”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豪根模式” 又称“语言生态学”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注重语言内部的生态，重点研究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主要

从生态学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与演变，研究内容包括语言状况调查、语言生长、语言普

及、语言活力、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９］。 “韩礼德模式”是“批评生态语言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的代表，语言被看成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研究语

言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更加关注人类话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冲击，以及语

言对改善、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１０］。
生态语言学不同研究范式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是整合的而

不是分离的，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相互作用，缺一

不可” ［１１］。 “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都对分析网络空间语言问题有效，只是角度和

侧重点不同。 本文是在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分析网络空间语言产生的问题。 一方

面，将网络空间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基于“豪根模式”分析网络生态系统内部的语言

问题，找出治理之策，以净化网络生态。 另一方面，将网络空间语言看成整个语言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基于“韩礼德模式”规划和治理网络语言问题，以净化语言生态系统。 基

于此，本文分别从“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着手，对网络空间语言问题进行多维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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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印证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二）基于“豪根模式”的分析

“豪根模式”关注语言和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将语言和其所处的环境比拟为生物

物种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认为与生物物种的生存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语言

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健康、公平的语言生态环境。 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

语言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提高语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豪根模式”从生态系统出发思考语言的多样性问题。 “语言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

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方言，传统用语和外来语、新兴词汇、网络语言等并

存。”“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使用，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的衍生物正形成一种独具

特色的语言生态，逐渐成为中国语言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新物种’。” ［２］１４

网络语言丰富了汉语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维持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
大量的语言失范现象表明，在网络中，人们不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人缺乏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书写习惯，对汉语语

法和语用规则等缺乏足够的了解。
在网络语言纯洁性问题上，外来语、新词和流行语的大量使用对传统语言文化造成

了冲击，甚至对语言格局也造成了影响。 这说明，现代人相对崇尚外来语言和流行文

化，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缺乏自豪感，显示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网络语言暴力问题，一方面是源于人们借助语言宣泄负面情感，另一方面是基于网

民，特别是青少年对网络语言暴力缺乏清晰的认识。 这反映出我国网民整体素质、媒介

素养和法律意识都有待提升。
因此，我们在接受网络语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大力抵制网络语言污染，与语言

失范、语言低俗和语言暴力作斗争，通过正确引导和规范网络语言，净化网络空间，构建

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态环境。
（三）基于“韩礼德模式”的分析

“韩礼德模式”的代表 Ｓｔｉｂｂｅ 强调分析者“生态观”的重要性，主张将话语分为三类，
即破坏性话语（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中性话语（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和有益性话语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破坏性话语”指那些与生态观的多个方面相悖的意识形态话

语。 “中性话语”既包含与分析者的生态观相一致的内容，也包含与分析者的生态观相

悖的内容，主流的“绿色”话语通常是中性话语。 “有益性话语”则通过宣传积极的意识

形态内容，鼓励人们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生态语言学一个至关重要但有待发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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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超越对破坏性话语的批判或对中性话语不足的认识，去寻找新的有益性话语。” ［１２］

在网络语言中，既有与生态观相符的有益性话语，也存在大量违背生态观的破坏性

话语和其他中性话语。 以《咬文嚼字》编辑部评选的 ２０２０ 年度十大流行语为例，有益性

话语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双循环”“飒”“后浪”，破坏性话语包括“直播

带货”“内卷”“凡尔赛文学”，中性话语则包括“神兽”和“打工人”。
失范的网络语言是与生态观相悖的破坏性话语。 语言使用的不规范一方面会给人

们理解彼此带来障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字规

范意识、建立良好的语言书写习惯、培养汉语言文字自豪感产生影响。
形式多样的网络语言有助于丰富人类语言，但是在使用中需要加以辨别。 如，“文

明互鉴”是鼓励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相互借鉴。 “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领域

的术语，是一种共享数据库，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
作”机制。 这些都是丰富日常语言且与生态观相符的有益性话语。 对于此类话语，我们

应积极加以运用。 相反， “霸凌主义”“巨婴”“杠精”等则是违背语言生态观的破坏性话

语，我们应慎重使用。 再如，“ＸＸ 千万条，ＸＸ 第一条”“小目标”“佛系”等中性话语，我
们在使用时应有意识地选择其与语言生态观相符的一面，批评并改进其消极的一面。

在语言暴力问题上，无论是粗俗低下的网络语言，还是网络谩骂、网络谣言、人身攻

击等，都是与生态观相悖的破坏性话语，对人身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始终存在威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决抵制。

三、网络空间语言的规划与治理

网络语言需要规范、有序、安全的网络语言生态环境。 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会促进

语言的健康发展、维护语言的生态平衡。 生态语言学认为，语言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一

样，也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和规范的、符合社

会需求的网络语言，将会被逐渐吸收，进入到语言生态系统，进一步丰富语言的多样性。
相反，只能短期内在小范围流传的网络语言，在使用中将逐渐被淘汰，最终自然消亡。” ［１３］

我们相信语言生态系统自身具备自然选择和自然过滤的能力，但想要营造健康、良
好的网络语言生态环境，仍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语言规划与治理。 生态语言学

不仅为我们分析网络空间语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参考。
（一）规范网络空间语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１４］。 为落实党的十八大

３８第 ２ 期 洪　 洁等：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网络空间语言规划与治理



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

布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与发展纲要》。 然而，目前尚没有全国通用的规范

和净化语言文字的条例出台。
在规范语言使用条例的制定方面，语言的流变和演进历史告诉我们，野蛮干涉和强

制某一语言或者语言变体的使用是违反语言生态和语言生长规律的，不能采取“一露头

就打倒”的极端处置方式。 相反可以采取开放的姿态，在科学监测和预警的基础上，去
伪存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具体来说，对于语言失范问题，要加强规范语言文字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语

言文字规范意识、建立良好的语言文字书写习惯；要提升人们的汉语语言文字素养，确
保其能够清晰、准确地进行交流，进一步提升语言品味。 对语言多样性和纯洁性问题，
要选择符合生态观的有益性话语，促使其形成强势的“语言模因”（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ｅｍｅｓ），以
丰富网络语言生态系统。 相反，对于粗俗低下、不利于保持语言纯洁性的语言模因，或
单纯为了标新立异、凸显个性的冗余话语，以及暴力性话语，应视其为破坏性话语，加以

抵制或引导，同时要加强对网民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二）优化网络空间环境

除了对网络空间语言进行规范、文明使用外，语言使用者自身素质的提升也是网络

空间语言治理的重要方面。 《第 ４７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９．８９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０．４％，手机网民规模达 ９．８６ 亿，网
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９．７％。 在学历结构方面，初中、高中 ／中专 ／技校学历的网民

群体占比分别为 ４０．３％，２０．６％；其次是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为 １９．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分别为 １０．５％，９．３％。 在职业结构方面，学生占比最大，达 ２１％，其
次是个体户 ／自由职业者，占比为 １６．９％［１５］。

可见，我国网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并不高，而且学生占比最大。 学生还处于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他们缺乏足够的防范意识和

辨别能力，容易轻信并传播不良信息，甚至出现网络传谣、网络谩骂、网络攻击等行为。
“基于信息技术的社会化媒体在为网民创造并传播内容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交

互动中信息遮蔽、群体迷失等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网络交往、思维和行为方式。 基于国

情网情的价值引导、法律规范和媒介素养提升将有助于网民群体形成良好的网络习惯，
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公共空间。” ［１６］

　 　 （三）加强网络空间立法

网络空间语言问题，特别是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依靠法律的力量。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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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针对网络空间语言，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等法律法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进一步的修订、细化和完善。

对于网络语言暴力问题带来的安全问题，需要将网络空间语言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和文化安全体系中加以考察，加强对网络语言安全的监测与治理。 执法部门也需加强

监管与规范，搭建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增强执法效力。 此外，应合理规划并稳步推进

网络实名制，严厉打击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增加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违法成本。

四、结语

在“以言行事”的网络空间，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失范语言、低俗语言、暴

力语言都是与生态观相悖的破坏性话语，不仅严重污染了语言生态环境，不利于语言的

健康发展，还对人身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虽然语言遵循着“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语言生态系统也具备自然选择

和自然过滤的能力，但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态环境，仍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进行语言规划与治理，包括：抵制破坏性话语，推广有益性话语，以规范网络空间语言；

增强网民规范意识，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和综合素质，对网络舆论进行良性引导，以优化

网络空间环境；加强网络空间立法及网络语言安全监测，合理规划并稳步推进网络实名

制，以增加网络违法成本等。 今后，仍需进一步探索规范网络空间语言、优化网络空间

环境和加强网络安全立法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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