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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network
 

language
 

has
 

emerged
 

and
 

evolved
 

quickly.
 

English 
 

as
 

a
 

globally
 

recognized
 

lingua
 

franc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alter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influenced
 

by
 

the
 

convention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resulting
 

in
 

the
 

creation
 

of
 

numerous
 

new
 

words.
 

The
 

vocabulary
 

of
 

network
 

English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English
 

in
 

both
 

structure
 

and
 

mean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neologism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word-formation
 

methods
 

of
 

internet
 

English
 

vocabulary 
 

analyzes
 

its
 

types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which
 

aims
 

to
 

facilitate
 

a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classification 
 

providing
 

indexical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ve
 

assistance
 

for
 

other
 

researcher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internet
 

English
 

vocabulary
 

and
 

deepening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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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英語的詞匯類型及其特點

項　 娜

重慶師範大學

摘　 要:
 

隨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網絡語言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壯大。 英語作為被國際公

認的網絡通用語,在互聯網時代受到了互聯網傳播方式的影響,發生了巨大變化,導致了大量新詞的出現。 網絡英

語詞匯在形式和內涵上與傳統英語詞匯有所不同。 為全面了解新時代下英語新詞的構成類型和特點,本文從網絡

英語詞匯的構詞方法出發,分析其類型並總結其特征,以促進其清晰易懂的分類,從而為其他研究者對網絡英語詞

匯進行深度研究提供索引性信息和資料性輔助,同時促進社會語言學研究深化。

關鍵詞:
 

網絡英語新詞;構詞法;詞匯類型;詞匯特點

一、
 

引言

在現代社會,網絡傳播的出現改變了以往信息傳播的模式,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網絡英語詞匯受互聯網影響的變革在詞法、句法、語法、文體和語用等方面具體體現,其中最顯著的表現在

新詞方面。 無論是在漢語還是在英語中,人們都熟悉網絡用語,但對具體的構成方式,大多數人並不甚了

解,但了解網絡英語的構成方法,不僅有助於提升語言能力和文化素養,在創新思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還

能促進新時代背景下的對於新興語言的研究,洞察社會發展趨勢。

自 20 世紀初現代語言學誕生,許多著作對英語構詞法進行了研究,許多傳統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例如,

阿羅諾夫(Aronoff,1976) ① 的《生成語法中的構詞法》 (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亞當斯

(Adams,1983) ② 的 《 現代英語構詞法引論》 (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鮑爾

(Bauer,1983) ③的《英語構詞法》(English
 

Word
 

Formation)等。 這些著作都對構詞法研究的發展起到了關

鍵作用。

在現代語言學的大背景下,英語構詞法的研究已經歷了顯著的演進。 至今,這一領域已經形成了三種

主要的研究範式。 首先是基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構詞法研究,它側重於分析詞匯的內部結構和構成元素之

間的關系。 其次是生成語法視角下的構詞法研究,關注詞匯生成的規則和過程。 最後是認知語言學指導下

的構詞法研究,強調人的認知過程在詞匯構成和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這三種研究範式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

英語構詞法的本質和規律,各有特點,無優劣之分。

比較而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構詞法研究出現最早,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研究繼續

遵循這一研究範式,其理論框架相比而言更適用於研究數量龐大、紛繁復雜的網絡新詞,且鮮有學者針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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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英語這一詞匯類型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將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構詞法為指導,歸納網

絡英語詞匯的類型,並創造性地對不符合此理論框架的構詞方法進行歸納分析,對網絡上已存在詞匯的構

詞方法進行系統歸納。

二、
 

網絡英語詞匯類型

結構主義語言學構詞法主要關注的是語言的內部結構和組成成分之間的關系。 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

視角下,語言被視為一個由多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構成的系統,這些部分通過特定的規則相互關聯。

網絡英語詞匯的構成大多遵循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框架下的傳統構詞法,這些方法包括詞綴法、復合

法、轉化法、縮略法、逆生法和擬聲法等。 具體來說,詞綴法通過添加前綴或後綴來改變詞義;復合法則是將

兩個或多個單詞組合成新詞;轉化法是一個詞從一種詞性轉化為另一種詞性,如名詞轉化為動詞;縮略法是

通過縮短原詞或短語來創造新詞,體現語言的經濟性;逆生法則是通過刪除詞中的某些部分來構成新詞;擬

聲法是仿自然界的聲音來創造詞匯,體現聲音與意義之間的關聯。 這些方法共同揭示了語言成分之間的結

構和關系。

此外,現代網絡英語詞匯在繼承傳統構詞法的同時,還吸納了創新的構詞方法,例如符號法和新義法。

符號法通過特定的符號表達特定概念,與語義學和符號學緊密相連;而舊詞新義法則指詞匯因社會文化變

遷或語言內部發展而獲得新含義。 這些方法雖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核心構詞法,卻在網絡英語詞匯構成中

占據一席之地。

目前主流的英語詞匯可根據以上多元化的構詞方法將構詞類型總結為以下四種:縮略型,衍生型,符號

型,新義型。

(一)
 

縮略型

縮略型網絡英語詞匯主要根據縮略法構詞,縮略法是把詞的音節省略或簡化而產生新詞的構詞方法。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語言表達趨向於簡潔和便利。 隨著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

及,為了在「e-mail」寫作過程中提高效率,各種縮略語應運而生。 因此,許多網絡英語詞匯都采用了縮略法

構詞。 縮略詞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截短詞、首字母縮略詞、首字母拼音詞和拼接詞,每種形式都促進了大

量網絡詞匯的湧現。 以下將以截短詞和縮略詞為例進行舉例說明。

以截短詞為例,通過刪除詞尾、詞首、詞中部分或者采用諧音的方式構成新詞,比如「3Q」代表「 thank
 

you」(謝謝),「B4」代表「before」 (在……之前),「COVID-19」代表「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2019 冠狀病

毒)等。

以首字母縮略詞為例,將單詞的首字母組合在一起形成新詞,但其含義保持不變。 例如,「ASAP」代表

「as
 

soon
 

as
 

possible」(盡快),「AAMOF」代表「 as
 

a
 

matter
 

of
 

fact」 (事實上),「 BF」代表「 boyfriend」 (男朋

友),「BTW」代表「by
 

the
 

way」(順便說一下),「LOL」代表「 laughing
 

out
 

loud」(大聲笑),「FTF」代表「 face
 

to
 

face」(面對面),「OIC」代表「Oh,I
 

see」(哦,我知道)等等。 這類新詞層出不窮,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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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衍生型

衍生型網絡英語詞匯是指在網絡環境中,基於傳統的英語詞匯,通過添加詞綴、合成、轉化等方式衍生

出來的新詞匯。 這些詞匯往往用於描述網絡上的新事物、新概念或新現象,是網絡時代語言發展的產物。

衍生型網絡英語詞匯不僅具有獨特的表達方式和文化內涵,而且能夠迅速傳播並被廣大網民接受和使用,

成為網絡交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詞匯通常簡潔、生動、富有創意,反映了網絡文化的多樣性和創新性。

在衍生型網絡英語詞匯的構成中,詞綴法和復合法是最為常見的兩種構詞方法。 詞綴法是通過在詞根

或詞幹上添加前綴、後綴或內綴來構成新詞。 復合法則是將兩個或多個獨立的詞匯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

新的詞匯,這種方法在網絡英語詞匯中尤為常見。

1.
 

詞綴法

隨著 20 世紀後期信息科學和電子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生活的多個領域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例

如,「electronic
 

equipment」(電子設備),「electronic
 

computer」(電子計算機)等與電子相關的新詞層出不窮。

為了使這些詞看起來更簡潔、更便利,人們通過詞綴法構造新詞,即通過在詞根上添加單詞形式的派生詞綴。

以「e-」(代表電子的)為例,這是人們在電子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創造的新前綴,衍生出諸如「e-mail」

(電子郵件),「 e-prints」 (電子預印本),「 e-book」 (電子書),「 e-card」 (電子賀卡) 等新詞。 另外,新前綴

「cyber-」(與網絡有關的)也形成了許多新詞,例如 cybercafe(網絡咖啡館、網吧),「cybercrime」(網絡犯罪),

「cyberspace」(網絡空間、計算機空間、虛擬現實),「cyberspeak」(網絡用語)等。

2.
 

復合法

復合法又稱合成法,指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按一定的順序結合在一起構成新詞,所構成的叫做復合

詞。 因為網絡時代的快速發展使得許多新的概念和現象需要被命名,在與電子設備或計算機用語相關的

網絡英語詞匯中,存在許多復合詞的例子。

根據詞性進行分類,可以將網絡英語詞匯分為幾種類型。 例如,名詞+名詞的組合如「bar
 

code」 (條形

碼),「mouse
 

mat」 (鼠標墊),「 website」 (網站),「 Web
 

TV」 (網絡電視);形容詞+名詞的組合如「 compact
 

disc」(激光唱盤),「blueprint」(藍圖,設計圖),「hard
 

disk」(硬盤),「hardware」(硬件),「broadband」(寬帶);

介詞+名詞的組合如「 throughput」(吞吐量),「 internet」 (互聯網,因特網);動詞+介詞的組合如「add-in」 (增

容附件),「zoom-in」(放大),「zoom-out」(縮小);名詞+動名詞的組合如「data
 

forwarding」(數據前送)等等。

(三)
 

符號型

除了遵循傳統的構詞法外,網絡英語詞匯還創造性地利用各種標點符號組成具有代表性的形狀,其中

表情符號是常見的一種形式,主要用於表達人物的情緒和神態,例如:

:
 

-
 

D→「 laugh」(大笑)

>:-
 

<→「angry」(生氣)

. :-
 

e→「disappointed」(失望)

:-
 

@ →「screaming」(尖叫)

:-
 

I→「 indifferent」(冷漠)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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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符號型網絡英語詞匯不直接屬於結構主義語言學構詞法的範疇,但該類詞匯通常具有傳統構詞法

難以達到的形象學、超文本和多模態等多角度的價值。

從形象學上看,符號型網絡語往往通過簡潔的符號或圖案來表達復雜的情感和概念,這種形象化的表

達方式使得網絡語更加生動有趣,增添了交流的趣味性。 在構詞法上,它們常常采用縮寫、象形或會意的方

式來創造新詞,如使用「:)」表示微笑,這種簡潔的符號形象通過模擬人物表情直觀地傳達了情感。

從超文本角度來看,在網絡語境中,符號型網絡語常常利用超鏈接或標簽來擴展詞匯的意義和用法。

雖然超文本不直接參與構詞,但為符號型網絡語的傳播和使用提供了便利,使得這些詞匯能夠在不同的網

絡空間和語境中快速流通,能夠很大程度上為讀者降低檢索時間。

從多模態角度看,符號型網絡語充分利用了多模態的特點,通過文字與圖像、聲音的結合來創造新詞。

例如,Emoji 表情符號、GIF 動態圖、貼紙和表情包,它們既具有文字的表達功能,又保留了圖像的直觀性。

在構詞法上,這種多模態的結合使得符號型網絡語更加豐富多彩和富有表現力。

綜合多種角度,符號型網絡語的構詞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縮寫和簡化:使用簡短的符號或文字來代

替復雜的表達。 象形和會意:通過符號的形狀或組合來傳達特定的意義。 多模態結合:將文字與圖像、聲音

等多種符號資源結合起來構詞。

(四)
 

新義型

除了利用各種構詞法創造新詞外,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一些傳統

英語詞匯在網絡上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筆者將其歸納為「新義型」詞匯。 該類詞匯通常在具體的語境或場

合體現,與社會文化背景高度相關。

例如:「 like」的原意是「喜歡」,現可表示在如「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 「WeChat」等公開平臺

上「給(某人)點贊」;「 follow」的原意是「跟隨」,現可表示在互聯網平臺上「關注(某人)」;「bug」的原意是

「蟲子、昆蟲」,現可表示計算機程序中的「漏洞」 ⑧。

三、
 

網絡英語詞匯特點

(一)
 

數量眾多,更新較快

互聯網時代下,網絡逐漸融入了人們的生活,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新興網絡英

語詞匯在不斷產生和更新,通過互聯網迅速傳播給廣大網民,部分新詞因不被廣泛接受而很快過時,而另一

些具有獨特特色的詞匯則被長期沿用。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統計,每年都會有大量新的網絡詞匯被收

錄。 例如,近年來,該詞典收錄了包括「 selfie」(自拍)、「 tweet」(推特上的短信息)、「vlog」(視頻博客)等與

網絡和社交媒體相關的新詞。 此外,根據《網絡流行語年鑒》數據顯示,從 2018 年至 2023 年,收錄的新詞數

量增長了約 40%。,顯示出網絡英語詞匯的迅速更新趨勢。

例如,近年來,「blog」(博客)一詞逐漸被「vlog」(視頻博客)所取代,體現了從文字記錄到視頻記錄的轉

變;「selfie」(自拍)和「 live
 

streaming」(直播)等詞匯也隨著直播平臺的完善和直播技術的興起而快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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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明生動,通俗易懂

《網絡縮略詞接受度調研》顯示,超過 85%的網友更傾向於使用和理解縮略詞,認為其更簡潔、更直觀。

《網絡語言使用效率分析》研究指出,在網絡交流中,簡潔明了的詞匯和短語的平均響應時間是復雜句子的

60%,顯示簡潔詞匯在交流中的高效性。 因此網絡英語詞匯往往簡潔明了,易於理解和傳播。 符號、數字、縮

略、諧音和詞綴的應用都使英語詞匯的復雜程度大大降低,簡潔明了的表達不僅能夠節約交流時打字的用

時,高效地傳達信息,而且能夠增添聊天的趣味性和幽默性,突破傳統溝通方式的局限,創造更輕松的交流

氛圍⑨。

例如,「LOL」代表「Laughing
 

Out
 

Loud」(大聲笑),簡潔地表達了強烈的笑意;「OMG」即「Oh
 

My
 

God」

的縮寫,用於表達驚訝或興奮的情緒。

(三)
 

隨意新穎,全民創造

在互聯網上,所有網民都能夠參與創造新詞的行列,網絡英語詞匯匯集了廣大網民的思想觀點和能動

創造,同時結合了當時情景下社會的發展背景,因此新詞的產生與時代的發展同頻,使其不論在內容上還是

形式上詞匯都較為獨特和新穎。 這種全民參與性使得網絡詞匯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獨特性、新穎性以及

不可避免的隨意性,主要表現在只為傳達意義而忽略邏輯、書寫規範或語法規則。

例如,在網絡聊天中,人們習慣地忽視標點符號、字母大小寫、單詞完整性和準確性,常常利用數字諧

音、疊加符號形成圖像以簡化表達「hola!」 (Hello!);「nice
 

to
 

meet
 

u」 (Nice
 

to
 

meet
 

you. );「 see
 

ya」 ( See
 

you. );「 r
 

u
 

sure?」(Are
 

you
 

sure?) ⑧;「america」(America);「china」(China);「2B」( to
 

be);「4U」( for
 

you);

「haha」( laugh);「wuwu」(cry);>:-
 

<(angry)等等。 此外,一些網民追求異樣和新穎,只為讓詞匯看起來更

時髦,直接修改傳統英語詞匯的拼寫而不改變含義,使其在外觀上呈現新穎,例如將「 cool」 (酷) 改成

「kool」 ⑦。 同時,語法規則也常被忽視,如「 I
 

am
 

going
 

2
 

the
 

store」 (我要去商店) 中的「2」 替代了標準的

「 to」。

四、
 

結語

網絡英語詞匯的興起是互聯網時代詞匯演變的必然,其代表了英語交流的新趨勢,在萬物互聯的今天,

對網絡英語這一涉及數字網絡時代的語言研究,具備一定的時效性。 這些詞匯豐富了英語語言的同時,還

為交流增添了一定的趣味性。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網絡英語詞匯,都體現了當時情境下公眾的社會認同,並

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塑造著公眾的心態。 因此,深入研究和分析網絡英語新詞能夠推動社會語言學的深入

研究,同時激發研究人員的創新思維,促進構詞理論的發展。

最後,雖然本文以較為完善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構詞法為理論指導,但本文僅對網絡上已經存在的詞匯

進行類型的歸納和分析,所適用的構詞法存在不可預測性和一定的局限性,日後可依據多流派構詞法研究

作為指導,尤其是研究產生較晚但研究成果最新的認知語言學構詞法視角進行深度挖掘,提高新詞構詞法

的適用性和預測性,為網絡英語詞匯構詞的研究進一步發展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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