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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 ： 后现代性与媒介革新下的流行语

甘苗豪

摘要

流行语的
“

去中心化
”

反映了媒介技术创新下社会变迁的
“

去中心化
”

趋势 。 在互联网语

境中 ， 流行语的生成经历了
一

个公众对普通词语再生产的过程 ， 其往往体现了对权力的
“

去中心

化
”

。 或者说 ，

一

个词语即使再平 白无奇 ，

一旦被公众赋予
“

去中心化
”

的意义 ， 就具有广被传

播 ， 成为流行语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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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背景下 流行语作为一种与当今社会紧密互动的语言现象 ， 应该是传播学、 语言学 、

社会学 、 修辞学不可回避的一项新兴课题 而一个新兴课题能否得到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

首先在于学界能否就此课题提出较有意义的问题 ， 其次在干学界能否用合适的方法来合理地

解决这些问题 。

以往流行语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 某个或某类流行语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如何构成和

演变？ 这些演变又基于什么样的语言学机制 ， 基于什么样的社会 、 心理基础 ？ 针对以往局限干单

个或单类流行语研究 ， 本文试图提出几个问题 ： 各个或不同种类的流行语之间有无关系 ， 即它

们到底是毫无联系地随机产生 ， 还是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诞生原因和动力 ， 如果有 ， 这个动力又

是什么？ 流行语群诞生 、 传播的动力和社会变迁如何发生关系？

问题提出的不同 ， 导致运用的方法可能不同 。 以往流行语研究往往只关注于单独一个或
一

类流行语 所以可以基于结构主义视角 ， 找出语言学意义上流行语的演变机制 ， 比如运用语法

学理论描写流行语在形式上的演变机制 ， 运用语义学理论描写流行语在语义上的扩散机制 ， 运

用语用学理论描写流行语在隐喻上的认知机制 ， 而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流行语群的时候 我们并

不能仅仅把流行语看成具有语言学意义的特殊语言现象 ， 而应该将其定位于体现社会变迁的透

镜 ， 即我们不是从结构主义视角找出流行语背后的某种机制 ， 相反也许我们应该运用话语分析

的方法 ， 结合流行语的语境 ， 从解构主义视角来考察流行语生产、 使用 、 再生产 及其和社会变

迁趋势的呼应 。

一

、

“

斜眼
”

隐喻的重新阐释
“

斜眼
”

即患有斜视的眼睛 ， 这种眼睛无法专注于一个中心 ， 或者说观察者以为斜眼专注

于甲处 ， 其实它专注于乙处 它既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 也是一种轻视的神情 ， 或者说斜眼无法

形成唯权威的谄媚 ， 相反它更可能是一种反叛 、

一种不屑 ， 也可能是精神分裂的外在表征 。 薄泽

在 《方法论百科全书 语法与文学》 中把斜眼和语言通过比喻结合起来 ，

指出
“

【斜眼的 ， 曲解 】 ， 这一词语在语法的上下文中 ， 用来指初看是一种含义 ， 但是实

际却指示完全不同含义的表达 。

……就像斜眼的人看似在望向一个方向 ， 实际却是在看别的地

方
”

（转引 自布尔迪厄 ， 实际上 ， 这个比喻表达了两层意思 ： 第一 、 语言单位是形式化后

的概念 ， 也是言说者的眼睛 ， 即语言单位在对世界区别化 、 概念化 、 情绪化的同时 ， 也给了言说

这种语言的人一双洞察又带着曲光的眼睛 透过这个眼睛 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但

这个世界是在语言认知框架限制下的世界 。 第二 、 语言单位虽然可以影响言说者的认知 ， 但是

言说者也决定着语言单位的意义 。 每种词语都可能有无穷种语义义项
一一

不同的语境可能赋予

该词语不同的义项 ， 而言说者则可以根据 自己认同的语境选择这个词语的义项 ， 即言语博弈中

的双方或者多方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语 ， 但是由于彼此认同的语境不同 可能对此词语的理解

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

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名词
“

斜眼
”

指称
“

限制言说者对世界认识
”

的语言单位 ； 第二层意

思则是动词
“

斜视
”

强调言说者曲解语言单位意义 。 这两层意义并不是彼此孤立 而是相互影

响的 ， 表现了一个词语
“

再生产
”

的演变过程 ， 即使用者在某个语境中使用该词语之后 ， 受众开

始关注并
“

斜视
”

该词语 即受众结合语境对该词语进行偏离使用者初衷的阐释 并将阐释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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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陚予该词语中 ， 随着该词被频繁使用 ， 该阐释义就会渗入并固化入该词语意义中 ， 该词语随

即完成再生产 变成斜眼 ， 重新进入流通领域 ， 随后新受众在理解该词语的时候 透过该斜眼 ，

会 自然理解并联想到渗入进该词语的阐释义 ， 而生产此阐释义的语境借助词语的流通也随之得

以传播 。 可见 ， 动词
“

斜眼
”

是一种
“ ‘

去一把握
’

、 无结构的
‘

见
’ ”

（利奥塔 ， 这种
“

见
”

是对名词
“

斜眼
”

的颠覆 ， 是对语言系统试图将
“

混沌世界归入它用来组织经验的那些结构 、 规

贝 将他者变成同
一

”

（利奥塔 ， 的超越。

作为语言现象之
一的流行语 ， 自然也和

“

斜眼
”

隐喻密切相关 。 而本文将从三方面论述流行

语如何体现斜眼的
“

去中心化
”

：

首先 ， 分析流行语如何对现代语言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颠覆 。 流行语本质上并非是词典

学中意项分明 、 秩序井然的词语 ， 而是语用学中意义含糊 、 甚至对立 ， 并随着语境变化而变化的

词语 ， 即一方面 ， 新词语的出现与流行其实意味着言说者重新认识 、 区分 、 概念化世界 ， 而这种

重新认识可能是为了顺应并促进社会变迁 。 另
一方面 ， 流行语

“

再生产
”

的过程 ，
必然伴随言说

者的斜视 即使用者最初用它看此处的时候 接受者重新解读它 ， 并将其看向他处 。 而接受者重

新解读该流行语的时候 ， 他在告诉使用者 我不仅是使用者 还是生产者 或者说在现实力量强

弱悬殊的话语博弈中 ， 虽然作为弱者的接受者可能并不具备行政 、 资本上的优势 ， 但其可以通

过生产流行语取得话语上的优势 。

其次 探讨流行语如何对社会系统和精神世界
“

去中心化
”

。

“

去中心化
”

过程其实和权力

博弈密切相关 。 福柯在研究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时 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 ， 展现了权力如何

通过构建话语 ， 以及在 自反性的作用下 话语又如何重新建构权力 、 知识和秩序。 而作为话语类

型之一 ， 部分网络流行语经过公众转引 、 再生成 ， 而呈现出
“

多向度
” “

多功能的
” “

历史的
”

以

及
“

批判
”

的多重特征 。 （费尔克拉夫 ， 即大众往往通过流行语在权力之网中建构 自身话

语 确定
“

诉求点
”

或
“

抵制点
”

（胡春阳 ， 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舆论和思潮的演变 。

最后 探讨流行语如何适应与建构互联网这种
“

去中心化
”

媒介。 互联网促使科层制趋向扁

平化 ， 从而有可能成为一个彼此平等 、 没有强权 、 没有压制的
“

公共领域
”

。 在这个领域的
“

交

往行为中 ， 语言理解可以成为共识的力量 ， 亦即语言 自身的约束力能够把行为协调起来
”

（哈贝

马斯 ， 。 可见 ，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 流行语似乎具有另
一

种神奇功能
一一

虽具
“

乌托邦性

质
”

， 但亦为
“

挺救人类内涵
”

的交往话语开辟空间 。

二 、 社会系统和精神世界的去中心化

世纪 ， 网络流行语层 出不穷 ， 包括来源于公 众事件的词语流行语
“

躲猫猫
” “

欺实

马
” “

俯卧撑
”

来源于公众事件的语录流行语
“

很黄很暴力
” “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 “

你信不

信 ， 反正我信了
” “

先感谢国家
” “
一个艰难的决定

”

， 也有来源于某个网络公众人物的
“

凤

姐
” “

犀利哥
” “

芙蓉姐姐
”

还有来源于某个特殊句式的
“

被
”

， 也有来源于方言的
“

山

寨
”

， 还有来源于官方话语的
“

和谐
” “

情绪稳定
” “

不明真相
”

来源于外来语的
“

控
” “

粉

丝
”

等 。 这些流行语来源表面看似不同 ， 可实际上它们有共同的流行原因和动力 ： 后现代背景下

的去中心化 。

年波普尔 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 认为世界除了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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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有客观思想世界 （ ： 。 哈贝马斯据此认为社会系统和客观思想世界对

应 ， 并
一

方面将其细分为三个亚系统 ： 政治系统 、 经济系统 、 文化系统 ，

一方面认为其和语言符

号关系密切 ， 即
“

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 。

”

（哈贝马斯 ， 而维果

茨基 （ 亦指出精神世界和语言关系密切 ， 认为
“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因此 ， 作为语言现象之

一 流行语亦可能在三个亚系统和个人精神世界四个方面表现为
“

去中心化
”

：

政治去中心化的流行语
“

政治去中心化
”

指公众面对某些管理部门公然愚民的行为 ， 不再唯命是听 ， 不再迷信行

政权威 ， 而是开始怀疑其合理性 ， 并通过行使监督权 ， 彰显 自我权力 。 流行语和
“

政治去中心

化
”

密切相关 。

首先 ， 我们考察来源于公众事件的
一组流行语

“

躲猫猫
” “

欺实马
” “

俯卧撑
”

。

“

躲猫猫
”

源于 年 月 日 男青年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羁押入看守所内受伤死亡事件 。

“

欺实马
”

源于

年 月 日富二代胡某在杭州市区内颶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 。

“

俯卧撑
”

句源于 年 月

日瓮安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 这三个流行语最初都来源于官方对公共事件的解释 ：

昨 日 上午晋宁县公安局 相 关 负 责人的 回 答是 ， 通过他们 的初 步 调 查 ，
发现李乔明

受伤是 由 于其在放风时 间 ， 与 同 监 室 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 中玩 躲猫猫
”

游戏时 ，
由

于眼部被蒙 而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 （
云 南信 息报 ， 年 月 日 ）

根据 当 事人胡 某及相 关证人陈述 ， 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 为 公里 小 时左右 ，
而

肇事 发生地路段限速 公里 小 时 。 胡 某承认 ，
当 时未注意到行人动 态 。 （ 杭州 西湖

区 交警 大队事故通报会 ， 年 月 日 ）

李树芬在 与 刘 某闲谈时 ，
突然说 跳河死 了 算 了

，
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

”

。

刘 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 ， 制止其跳河行为 。 约十分钟后
，
陈某提 出要先 离 开 ，

当 陈走

后
， 刘 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 ，

便开始在桥上做俯 卧撑 。 当 刘做到 第三个俯 卧撑的时

候
， 听到 李树芬 大 声 说

“

我走 了
”

，
便跳下 河 中 。 （ 责 州 省 公安厅新 闻 发言人王兴

正
， 年 月 日

）

这些官方话语引发了公众强烈质疑 ：

一个在羁押期间的成年人 ， 怎么还有心情和狱友玩躲

猫猫 ？

“

躲猫猫
”

又怎么可能致人死亡 ？ 根据国家法律 ， 在限速 公里的地方行驶 ， 如果超速

即超过 公里 ， 就涉嫌犯罪 ， 而 公里顶多是交通肇事 。 那么杭州警方称肇事车辆速度为
“

每小时 公里
”

是否是官方为了帮助富二代胡某逃避罪责的措辞 ？ 官方为何避实就虚 ， 用大

量篇幅描述
“

俯卧撑
”

， 而不阐述李树芬 自杀的真相 ， 到底想隐瞒什么 ？ 可见 ， 当官方利用 自身权

威 使用
“

躲猫猫
” “

七十码 （公里 ）

” “

俯卧撑
”

等词语试图取信公众的时候 ， 由于措辞不得体 ，

事实描述明显不合情理 ， 以及带有强烈的偏袒性 ， 引发公众斜视 ， 看到个别地方管理部门公然

愚民的弄权形象 。

公众并没有停留于斜视 ， 而是将官方话语中某些典型词语提炼出来 并把
“

公然愚民
”

含义

固化入此词语中 ， 并迅速在不同场合高频率使用此词语 ， 最终促使此词语变成流行语 ：

“

卫生

部食品安全
‘

黑名单
’

不能对公众
‘

躲猫猫
’ ”

（中财网 ，
丨年 月 日 ） ，

“
一家筹建五星级酒



本期话 渐媒介话语研究 国际新闻界

店的
‘

欺实马
’

闹剧
”

（迈点网 ， 年 月 日 ）

“

动车车头是 自己跳进泥塘做俯卧撑的
”

（新

浪微博 ， 年 月 日 ） 。 这些流行语都变成了斜眼 ， 暗含了强烈的讽刺含义 ， 当网民
一

遍
一

遍

地使用这些流行语的时候 ， 总能唤起
“

政府公然愚民
”

的群体记忆 ， 而不知晓这些公共事件的

网民碰到这些流行语的时候 ， 又会积极探求这些流行语的来源 ， 从而反过来加快公共事件的传

播 而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威也逐渐在流行语的传播中瓦解 。

其次 ， 我们考察来源于党内重大理论术语的流行语
一一

“

和谐
”

。

“

和谐
”

初看起来并不像

一

个网络流行语 可是考察此词语的演变途径 ， 我们发现此词语在流行与再生产过程中 ， 逐渐

具备了网络流行语的特质 。 我们先看下列例子 ：

要 坚持 多 边主 义
， 实现共 同安全

；
要 坚持互利合作 ， 实现共 同繁荣

；
要 坚持 包

容精神 ，
共建和谐世界。 （ 胡锦涛 第 届联合 国峰会讲话 ）

很好很强 大很和谐的被慰 问 专业户
——

郑 继超 ！ （天涯论坛 ）

此帖是某些人的 禁忌 ？ 已被和谐 次 了 ！ 图 片 数据均是公开的 ！ （ 新浪微博 ）

郭 美 美的微薄 禁止评论 了 ，
只好 留这里 美美我知道 丨 ！ 人 民会谢琳你 的 大 无畏

精神的 ！ ！ 没事
，
现在风 口浪尖上 ！ 他们不会和谐你 的 ，

但 以后要小心被洛 症 ，
被爱

之
，
被车祸 ！ ！ （新浪微博 ）

造假
”

发挥得淋鴻尽致电 ！ 真河蟹和假河蟹早 已 见分晓 。 （新浪微博 ）

从 句到 句展现了
“

和谐
”

如何从官方话语一步
一

步演变成网络话语的过程 ， 句中官方

话语的
“

和谐
”

含义 ， 继承了孔子所说
“

君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
”

中
“

和
”

的文化内 涵 ，

强调了
“

多边主义
”

和
“

互补
”

。 句
“

很和谐
”

其实是个反语 ， 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已经出现反

转 ， 即
“

很和谐
”

指向
“

君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
”

中的
“

同
”

， 而不是
“

和
”

。 而 句
“

和谐
”

和
“

被……
”

句式的结合 ， 更强烈地表达
“

同化
”

的意思 ， 句
“

和谐
”

已经由形容词转变成了动

词 ， 直接表示
“

同化
”

， 而 句
“

和谐
”

从一个抽象概念视觉化为
“

河蟹
”

， 从形式上具备了网络流

行语的特征 。

从这个过程 ，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和谐
”

如何在斜视效应下发生演变 ： 生产者在突发事

件频发的时代 试图用
“

和谐
”

理论来维持社会稳定 ， 但是此术语在传播过程中 ， 经过公众的斜

视 ， 却变成了某些行政部门暴力执政的代名词 。 而网民通过将严肃的
“

和谐
”

从形式上再生产为

娱乐化 、 滑稽化的网络术语
“

河蟹
”

， 调侃了某些行政部门 自身并不能真正做到
“

和谐执政
”

， 从

而完成
“

政治去中心化
”

。

再次 ， 我们考察网络流行语
“

情绪稳定
”

，

“

情绪稳定
”

来源于官方宣传套语 ， 往往用来表

达管理部门面对突发事件 ， 采取措施迅速有力 ， 效果明显 ：

“

中石油称 ， 兰州石化公司在全力

组织枪险的同时 ， 已迅即对全厂装置进行风险排查 ， 在运装置运行平稳 ， 职工队伍情绪稳定 。

”

人民 日报 ， 年 月 日 ） 作为官方宣传话语 ，

“

情绪稳定
”

最初确实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

效果 但是后来随着各类突发事件频发 ， 此词语被不分场合地频繁滥用 ， 最终演变成官方套语 ，

弓
丨发公众质疑和反感 ， 比如面对

“

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
”

之类的套语 公众开始质疑
“

事故刚刚

过去三四天的时间 ， 死难者家属仍在撕心裂肺的哭号 一些领导干部怎么能不顾客观事实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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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者家属情绪稳定之类的鬼话
”

（心灵之光 ， ， 于是针对
“

情绪稳定
”

， 公众也进行了斜

视性地再生产 ：

“

目前海洋生物情绪稳定 ， 中海油又一次河蟹圆满完成了突发事件实战演练 。

”

新浪微博 ） 公众故意将已被滥用的套话进一步反常规 、 反逻辑 、 反事实地滥用 ， 把指称对象

从人类扩大到毫无意识的物体或者动物 ， 从而实现了对官方套语的反讽和瓦解 ， 完成
“

政治去

中心化
”

。

最后 ， 我们讨论最近流行的语录体流行语
“

至于你信不信 ， 我反正信了
”

， 此句源干 年

公共事件
“

甬温动车追尾事故
”

，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

“

他们

把车头埋在下面 ， 盖上土 ， 主要是便于抢险 。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 ， 至于你信不信 ， 由你 ， 我

反正是信的 。

” “

至于你信不信 ， 我反正信了
”

最初 目的是为了让公众信服 ， 但由于发言人用语

强硬 ， 给出理由又经不住推鈹 ， 并没有达到让公众信服的效果 ， 相反 ， 网民立刻斜视性地再生

产 ：

“

北京今天没堵车 ， 这是一个奇迹 但它就是发生了。 至于你信不信 ， 我反正信了。

”

（天涯论

坛 ） 网民通过对该官方话语嘲弄 、 仿拟 、 泛化 并将其命名为
“

髙铁体
”

从而赋予其流行特质 ，

进而把
“

难以置信
”

的意义固定入该流行语中 ， 促使该话语变成
“

斜眼
”

流行开去 ， 成功实现对

官方所谓权威解释的瓦解 完成
“

玫治去中心化
”

。

综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对权威的不信任 ， 对被愚弄的愤怒是流行语流行的重要原因 。 可

以预见 ， 在网络背景下， 即使最平白无奇的话语 一且和
“

政治去中心化
”

相关 ， 都有成为流行语

的潜质 。

二
） 经济去中心化的流行语 ，

所谓
“

经济去中心化
”

指公众面对当今中国部分垄断企业控制了社会资源 享受着政策保

护 ， 得到了政府补贴 可却屡屡无视并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现实 ， 开始质疑垄断企业的合法性 并

有意维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根本权益 。 流行语和
“

经济去中心化
”

密切相关 。

首先 ， 我们来考察流行语
“

山寨
”

的起源 。 年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了第

一颗
“

基频芯片
”

推向市场 。 这种芯片内置了功能丰富的软件平台 ， 功耗很低 售价便宜 大大

降低了手机准入门槛和手机价格 大量非正规工厂也由此诞生 。 但是由于国内依然实行
“

牌照

制度
”

这些手机生产厂无法通过
“

牌照制度
”

审批 ， 实际处于非法状态 ， 由此被命名为
“

山寨

厂
”

， 其生产出来的手机叫
“

山寨机
”

（缪俊 。

虽然
“

山寨
”

作为流行语往往和
“

假冒
” “

伪劣
”

联系到一起 但是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

蕴含了积极的含义 ：

“

狼性山寨机 ： 他们不怕丢睑 他们进军海外。

”

南方人物周刊 ， 年 月

日 可见 ，

“

山寨
”

蕴含了消费者对大型企业依仗政策保护 实行经济霸权 导致产品价格居髙

不下的愤怒 ， 对某种固有的产品因为垄断 ， 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的不满 。 它还是公众对民间智慧

和创新的呼唤 是公众对
“

经济去中心化
”

的呐喊 。

其次 ， 我们再来考察
“
一个艰难的决定

”

如何成为网络流行语的 。 此语最初来源于腾讯公

司 ：

“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 在 公司停止对 进行

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 我们决定将在装有 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软件。

”

（腾讯公司

《致 用户的一封信》

腾讯公司在使用该话语的时候 ， 主要是为了表明 自己对恶性竞争的无奈 ， 希望得到用户的

谅解 。 可是公众却从字里行间中 ， 看出腾讯和 公司进行竞争的时候 ， 为了 自我利益 ， 任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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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的本质 ， 由此迅速对其进行斜视性的再生产 ， 自发产生出著名的 体 ：

“

广电总局

作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 如果发现用户下载美剧 ， 将 自动转化成新闻联播 。

”

从而把
“
一

个艰

难的决定
”

变成
“

斜眼
”

， 流行开去 ， 在广大网友中造成影响 ， 最终成功揭开垄断企业的虚伪面

纱 ， 维护了 自 己的利益 。

综上 ，

“

经济去中心化
”

和
“

政治去中心化
”

都体现了弱者对强者的反抗 它们揭示了流行

语可能具有在网络场域中 ， 把彼此并不认识的
“

乌合之众
”

（古斯塔夫 勒庞 团结起来 ，

进行群体性活动 ， 夺取话语权 ， 对抗行政权与资本权勾结而双重异化的社会霸权的作用 。

三 ） 主流去中心化的流行语

所谓
“

主流去中心化
”

即公众对一段时期内 占据主导或中心地位 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关

注的 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事件 、 人物 、 媒体 、 思想和生活方式等的质疑和漠视 。 主流意识形态

往往具有统一公众思想 、 引导社会舆论 、 开展社会运动 、 维护社会稳定 、 开展对敌斗争等积极

功能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经济全球化 、 社会多元化 、 意识多样性越来越被广泛认同 ， 大一统

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遭到公众的质疑 ： 主流意识形态会不会对思想 自 由进行限制 ？ 热点事件真

有其关注的价值吗？ 主流人物真的就值得尊敬吗？ 主流媒体宣传真的可信吗？ 流行语往往和这

些疑问密切相关 ：

首先 ， 我们考察 年的一句流行语
“

很黄很暴力
”

。 该流行语源自 年 月 日新闻联

播播出一段抨击不良网络视听节 目的报道 ， 其中采访了北京某学校的一个女生 ， 这个女孩子对

着 话筒很正经地说道 ：

“

上次我査资料 ， 忽然蹦出一个网页 ， 很黄很暴力 ， 我马上把它给

关了。

”

接着 ，

“

很黄很暴力
”

成了一句流行语 ， 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在整个互联网快速传播开来 。

小姑娘并不是个强者 ， 其很正经的
“

表态
”

之所以会被网友斜视性地恶搞 ， 正是因为
“

很黄很

暴力
”

带着浓厚的迎合报逭 、 应景制造典型 、 诱导道德判断的色彩 ， 具有充当新闻联播主流意

识形态宣传
“

木偶
”

的嫌疑 。 网友通过把此词再生产为一个斜眼 ， 表达了对主流宣传的去中心

化 。

其次 ， 我们再考察 年的一句流行语
“

先感谢国家
”

。 该流行语源 自 年 月 日上午 ，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分组讨论 ， 谈到周洋在温

哥华冬奥会夺得 米冠军后的感言
“

让父母生活得更好一点时
”

表示 ：

“

感谢你爹你妈没问

题 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 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 ， 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 ， 心里面

也要有国家 ， 要把国家放在前面 ， 别光说父母就完了。

”

接着 ，

“

先感谢国家
”

就被网友斜视性恶

搞 ， 再经过韩寒等舆论领袖的使用 ， 迅速在互联网传播开来 。

“

先感谢国家
”

流行的原因在于很

多运动员在表达主流意识形态
一一

“

爱国主义
”

时 ， 常常套路固定呆板 、 言不由衷 。 公众对此深

为反感 ， 从而通过对该词语进行再生产 把
“

先感谢国家
”

变成斜眼 ， 表达了对周洋
“

真情流露

感言
”

的赞扬 ， 从而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套语的去中心化 。

最后 ， 我们再看看 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
“

打酱油
”

。 该词语源 自广州电视台在街

头随机采访市民 ，

“

请问你对艳照门有什么看法 ？ 对陈冠希等明星又有什么看法 ？

”

某男性受

访者从容应答 ：

“

关我鸟事 ， 我出来打酱油的……
”

这句话在网络间迅速被网友恶搞 ， 出现
“

截

油男
” “

酱油党
”

等新名词 ， 并被引入社会各领域 。

“

打酱油
”

虽然源 自娱乐新闻
一次很普通的

采访 ， 表达了受访者对热点事件娱乐化 、 娱乐事件主流化的反感 ， 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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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为公众对参政议政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无奈 。 它是公众开展的一场
“

非暴力不合作
”

话语运

动 ， 表达了公众通过消极地不迎合主流 ， 自我放逐式的
“

主流去中心化
”

。

总之 ，

“

主流去中心化
”

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 ， 对某些主流人物 、 媒体的无情揭露 ， 是

对某些人 自愿中心化 、 自愿臣服的奴隶心态的嘲讽 。 当网友利用斜视打造流行语的时候 ， 实际是

在宣示自己的价值 ， 暗示自己就是中心 ， 而不是去迎合中心 ， 套用另一句流行语 ， 就是
“

我的地

盘 ， 我做主
”

。

四 ） 精神去中心化的流行语

所谓
“

精神去中心化
”

是指 人们通常认为人类基本的思考结构及认知是统一的 ， 人类可以

理性地控制 自 己的精神和行为 ， 可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告诉我们非理 ‘

性是一种与理性相对

立存在的本能 ， 是人类固有的
一种动力 ， 也就是说每个人并非时刻都能 自主地控制 自己 ， 每个人

都是自控与非自控的结合体 ， 具有精神分裂的潜质 。 流行语往往和
“

精神去中心化
”

相关 。

首先 ， 我们来看看流行语
“

粉丝
”

，

“

粉丝
”

源 自 年湖南卫视
“

超级女声
”

选秀节 目 ， 指

称某些对偶像盲目崇拜的人 ， 这些人通常表现为无法 自控 、 非理性的特征 。

其次 ， 我们再来看看流行语
“

控
”

。

“

控
”

在字典中的解释 ， 是 自我对他者的控制 ， 可是流行

语中的
“

控
”

却是一个精神分裂字眼 它来源于英文单词 情结 的前头音 日本

人借用过来 形成
“

某某控
”

的说法 。

“

控
”

在此需要被分裂式的理解 ， 即
“

所役
”

等同于
“

所自役
”

， 人们试图控制某物 实际被物 （事物 所役 。

接着 ， 我们再考察流行语
“

被
”

。

“

被
”

这个句式只有在具备分裂性理解的可能情况

下才能符合流行语的特质 ， 比如
“

被杀死
”

就不具备流行语特点 ， 而
“

被自杀
”

却具备流行语特

点 ， 因为
“

被
”

表示
“

受控
”

， 而
“

自杀
”

却是
“

自控
”

性动词。 显然 ，

“

受控的
‘

被
’

自控性动词
”

在分裂中反讽了
一

种荒诞的现实 ： 强权部门连弱者 自主性的精神空间也要压制 。

最后 我们考察一组来源干网络人物的流行语
“

犀利哥
” “

凤姐
” “

芙蓉姐姐
”

这三个流行

语也是分裂性的词语 。

“

犀利
”

意思是睿智 、 洞察力 思维缜密 、 切中要害 可是
“

哥
”

却是一个

在街边乞讨的精神病人 。

“

凤
” “

芙蓉
”

在中国文化意象中象征高贵、 纯洁 、 漂亮 ， 可是
“

姐
”

却是

一个下层 、 庸俗 、 略带神经质的形象 。

总之 ，

“

精神去中心化
”

的流行语一方面本身具有自控与被控的两面性 ， 另一方面要求言语

者对流行语进行分裂性地理解 ， 其主要强调了现实的荒诞 ， 以及公众对 自身处于精神病人式无

法 自控的无奈处境的反思 。

三 、 流行语与社会趋势的共变

上个世纪 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威廉 布赖特 就提出 了语言和社会结构

的
“

共变
”

理论 ： 词语内含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具有共存的关系 （ 。 费斯克

认为 ， 话语是
“
一种被社会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或再现系统 ， 有賦予和传播一整套有关某

一重要话题的含义
”

（转引 自麦奎尔 。 福柯也指出 ，

“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

成规将其惫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

（转引 自王

治河 。 夏中华 （ 则指出 ，

“

流行语则是这种历史见证的显示器 ， 它反映社会生活变化

最积极最准确最快速 要研究流行语 认识流行语的发展规律 ， 就不能脱离社会 社会生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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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是流行语形成的根本原因 。

”

我国各个年代的流行语可以充分证明其和社会发展的共变关系 。 上世纪 年代 ， 随着大

跃进运动和困难时期的来临 ， 流行语有 ： 鼓足干劲 、 力争上游 、 放卫星 、 合作社 、 大锅饭 、 自 力

更生 ， 艰苦奋斗 、 超英赶美 、 以钢为纲 、 忙时吃干 ， 闲时吃稀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瓜菜代 、 老大

哥 、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纸老虎 、 糖衣炮弹 、 供给制 、 解放 、 我为人人 ， 人人为我 、 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等 。 、 年代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流行语简单粗暴 ， 充满斗争性 ： 打倒 、 横扫 、 炮

轰 、 火烧 、 打翻在地 ， 踩上一脚 、 砸烂某某狗头 、 牛鬼蛇神等 。 、 年代改革开放 ， 国民视野大

开 一些港台流行语和新鲜事物出现 ： 大哥大 、 老板 、 蛮好的 、 抢滩 、 登陆 、 生猛 、 火暴 、 炒作 、

玩家 、 做秀 、 的士 、 巴士 、 的哥 、 酷毙了 、 帅呆了 、 靓丽 、 人气 、 指数 、 红包 、 桑拿 、 打工仔等 。 世

纪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

“

躲猫猫
” “

俯卧撑
” “

犀利哥
” “

被……
”

等流行语开始大量出现 。

那么为何互联网在 世纪能够成为流行语的制造厂 其和社会变迁有何关系 ？ 未来学家奈

斯比特 早在 年代考察中国城市后就发现中国将出现
“

权力从中心向边缘的分散化趋

势
”

， 而媒介技术的创新又进一步解构了原有单向文化的社会结构 。 的核心理念之一就

是
“

去中心化
”

其
“

是由髙度集中控制向分布集中控制转变 变得更加个体化和多元化 ， 直接影

响了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呈现
”

（髙宪春 ， 。 在 时代每个个人博客网页就是信息节

点 传统大众传媒的
“

把关人
”

已经丧失作用 ， 在 社群中每个人创建自 己的播客 ， 拥有 自 己的

粉丝 ， 都是 自我创建社会网络的中心 ， 搜寻者 、 咨询者 、 浏览者 、 反馈者 、 对话者的界限越来越不

明显 ， 现实社会的科层制也被瓦解 ， 每个人都有利用 获得更大权力的可能性 。 随着微博

的出现 ， 嵌套性的传播途径更是进一步瓦解了中心 ， 即以每个用户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关

注他人或被他人关注时 会嵌套到另外一个用户的圈子里 ， 成为他人的外围 （张佰明 。 总

之 ，

“

去中心化
”

的创新媒体技术是孕育流行语的土壤 ， 是网友斜视的乐园 。

“

中心化
”

社会形成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 ， 即一个机构控制了大部分资源 ， 我们只能被

动地接受信息 ， 而在
“

去中心化
”

社会 ， 用户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 任何试图掩盖信息

的行为都会受到公众的唾骂 ， 所以
“

去中心化
”

并不是没有权威 ， 而是人人都是权威 ， 并不是无

人关心政治 而是人人都具有了髙度的参政意识 。 而
“

去中心化
”

的流行语就是中国大众髙度参

政意识的话语与 口号 是一个个
“

觉醒的斜眼
”

。

五 、 结语

淸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 （ 在解释
“

中国社会不平等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为什

么还保持稳定
”

时指出 ，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 但是这两个阶层如果没

有交集 ， 则不会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 ， 只有同时出现以下这两个情况的时候 ， 才会出现重大社会

问题 ，

“

第一 ， 出现了客观的
‘

社会结构失衡
’

第二 ， 人们主观上出现了
‘

公正失衡
’

意识 ， 即产

生了
‘

不公正感
’

。

”

根据李强的论断 ， 基尼系数过高表明了中国社会结构早已失衡 而中国社会

之所以保持稳定 ， 关键原因在于两个阶层还没有交集 ， 人们主观上还没有产生强烈的
“

不公正

威
”

可是网络带来的信息透明化 促使两个阶层之间开始产生交集 。 而这种交集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网络流行语 。 流行语的
“

去中心化
”

正是中国公民 自我意识的觉醒 ， 这种觉醒直接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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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权威的反抗 ， 引发公众强烈的
“

不公正感
”

。 随着流行语在
“

不公正感
”

心理动因的作用下

迅速传播 ， 又会激发更多民众产生
“

不公正感
”

。

实际上 ， 流行语的
“

去中心化
”

蕴含着另外一个
“

中心化
”

的过程 ， 它把网络场域中彼此并

不相关的乌合之众联系起来 ， 通过流行语斜视的默契 ， 建立身份认同 促发出网络群体性事件 ，

并借助手机短信 、 大众媒体渗入现实社会 最终导致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

总之 ，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
“

去中心化
”

信息透明化乃是大势所趋 ， 通过严密地舆论宣传

和监管 限制人民 自我意识觉醒的方法已不太可行 ， 而每一次权力部门对舆论不当的宣传和压

制 ， 亦可能遭到公众报复性地斜视 并最终损害权力部门 自身。 作为引领社会变迁的先锋号角 ，

流行语告诉我们 ， 从社会结构上减少两级分化 、 平衡各方利益 ， 缩小社会差距才是维持社会稳

定的根本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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