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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网络新闻跟帖评论是新媒体时代适应网络交际环境而出现的，主要用来满足网民交流或抒发个人感

受的语体形式，它是网络语体的下位语体。这类语体具有言简意赅、生 动 形 象 和 个 性 突 出 的 特 征，但 在 使 用 中

也存在语体失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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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成

熟，人类社会迎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信息

传播的途径变得更加广泛，与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些

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这种及时性和互动性极强的新

媒介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语言使用上，网络

媒介语言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时代特征。

在网络传播媒介中，网络新闻评论是一种非常

有特色的传播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网络新闻评

论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网民

评论，主要包括论坛中的帖子和新闻事件后面的留

言。网友的留言评论以跟帖的形式与新闻正文形成

对应关系，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自身的独特

性，人们称之为“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目前，学界已

经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并从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运用语体学理论对网络新闻

跟帖评论的性质特征进行论述的成果还不多，下文

将从该角度对其进行系统阐释。

一、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的性质

网络新闻评论是通过网络媒体发布的，就已经

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评析或提出意见的文字。按照

评论的主体，可以把网络新闻评论划分为网站评论、

专家评论和网民评论等３类。网民评论是其中最为

常见的一类。因为它以跟帖的形式与新闻正文形成

对应关系，所以被称为“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目前，

大多数网站 都 在 新 闻 的 正 文 之 后 设 有 网 民 评 论 环

节，方便大家阅读新闻后即时发表自己的观点、感受

或意见，如搜狐网的“我来说两句”、新浪网的“我有

话说”、新华网的“我要评论”、人民网的“我要留言”

以及凤凰网的“网友评论”等。网民们充分利用这些

平台发表自观点，抒发感情，提出建议。和其他新闻

评论相比，网络新闻跟帖评论具有交互性、时效性和

随意性等特点［１］。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网络 新 闻 跟

帖评论在语言使用上也体现出一系列新变化。这些

语言产生于网络，流行于网络，和每一个网民息息相

关，是成千上万网民创造的语言成果，是依托网络这

一交际环境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体形式。

众所周知，“语体就是运用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

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语言运用

特点的体系”［２］３。语体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

方法。由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接收方式的不同，

网络传播明显区别于其他媒介的传播，形成了自身

独有的传播规律。在这个特殊的媒介上，人们频繁

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相对稳定

的形式，这种形式上的积淀逐步体系化和相对封闭

化，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语体，也就是网络语体，它是

在网络上使用的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网络语体

有自己特有的词语、句子和辞格要素，形成了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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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整的语体系统，并且具有隐匿性、主观性、变异

性和快餐性的特征［３］。在网络语体这个大 系 统 下，
由于表达需要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的系统，
即它的下位语体，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就属于网

络语体的 下 位 语 体。这 种 语 体 既 有 网 络 语 体 的 共

性，又有自己的个性。
总之，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是适应网络交际

环境而出现的，主要用来满足网民在阅读新闻之后

发表自己的观点、感受或意见的语体形式，它是网络

语体的下位语体。

二、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的特征

作为新出现的语体形式，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

体具有以下特点：
（一）言简意赅

由于网络新闻具有即时性特点，评论者往往没

有时间仔细雕琢语言。因此，评论直指问题关键，大
多数只陈述观点不作论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从

形式上看，网络新闻跟帖评论少则一个词，多则几百

字，但一般以２０－５０字 为 主。由 于 网 络 特 有 的 互 动

性特点，人们可以围绕某一个新闻事件不断地回帖、
顶帖，一层层堆叠，就像盖楼一样，构成重复性的语

篇模式［４］。
在词语使用上，受跟帖评论字数容量的限制，字

母缩略化的现象很普遍，如“ＦＱ（愤青）、ＢＴ（变态）、

ＰＭＰ（拍马 屁）”。除 了 汉 语 词 汇 的 缩 略，还 有 英 文

单词的 缩 略，如ＢＦ（ｂｏｙ　ｆｒｉｅｎｄ，男 朋 友）、ＧＦ（ｇｉｒｌ
ｆｒｉｅｎｄ，女朋友）、ＤＬ（ｄｏｗｎｌｏａｄ，下 载）、ＴＴＹＬ（ｔａｌｋ
ｔｏ　ｙｏｕ　ｌａｔｅｒ，下次回头再谈）等。

网络新闻跟帖评论多是网民即兴甚至随意书写

的语言，为了增加书写速度，在句法上不 太 严 格［５］。
从形式上来看，句子一般结构单纯、简单松散，多为

省略句、简单句或非主谓语句，甚至是中文与英文的

混合句，还有一些网络常见的特殊格式。如针对新

闻《肉身坐佛到底回不回得来》，网友们纷纷发表评

论：“是我们国家的文物，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回

来”，“可悲，可惜，可叹”，“回与不回一切随缘”，“必

须归还”等。这些评论大多是省略句或非主谓句，言
简意赅地表明了网友对该事件的态度。

此外，跟帖评论中很少出现复句，如果表达复杂

的意思，往往使用紧缩句。如“不懂就别乱喷”，“有

种你来试试”等。
（二）生动形象

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的作者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网

友，他们的语言口语化突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６］，

通过这些跟帖可以看到他们最真实朴素的想法。因

为缺少语言的物质外壳———声音，网络新闻 跟 帖 评

论往往更多地借用口语词、拟声词和叠音词等来表

达网民们的丰富情感。如大量的“赞”、“有理”、“顶

你”、“无语”、“你懂得”及“弱爆了”等口语词汇；“偶

（我）、油墨（幽默）、果酱（过奖）、桑心（伤心）、你造吗

（你知道吗）、涨姿势（长知识）及神马都是浮云（什么

都是浮云）”等谐音词语；还有一些只有网民才能读

懂的非语言符号如“３Ｑ（谢谢）、Ｆ２Ｆ（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面
对面）”及“Ｉ服了Ｕ”等。由于网民在评论时主观色

彩较浓厚，为表达情感或语气，“呸，啐、哼、呵呵、哈

哈”等语气词和叹词出现频率也很高。
在句式方面，为了表达丰富的感情，跟帖评论中

疑问句、反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和倒装句的出现频

率非常高，如“你怎么知道”，“你听谁说的”，“谁告诉

你的”等。如 针 对 新 闻《女 子 公 务 员 面 试 说６９个

“呃”答一半遭 考 官 叫 停》，就 有 网 友 评 论 说“６９个，
谁数的”？再如２０１５年，一封女教师的辞职信《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网上疯传开来，对于这一被

称为“最有情怀的辞职信”，网友们纷纷评论，表达自

己的观点：“生 活 不 只 柴 米 油 盐，还 有 诗 和 远 方；眼

下，或者大多时候，也许只有苟且。”“世界那么大，可
是你能去哪儿？”“我也想去，但我五行缺钱！”“心理

老师？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在这些评论中，有的书

面语色彩浓厚，评论规范；有的用疑问句表达了自己

的怀疑态度，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有的用感叹句表

达了对女教师此举的钦佩之情；也有的用反问句式

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不理解。这些多样化的句式表

达了不同的语气，体现了网民多样化的态度和感情。
在修 辞 方 面，跟 帖 的 作 者 除 了 使 用 传 统 辞

格———比喻、夸张、对 偶 和 排 比 等 来 增 添 生 动 形 象

性，加强表达 感 情 的 气 势 外，还 经 常 使 用 仿 拟 修 辞

格，而且仿拟的范围很广，尤其以仿古典诗词、流行

歌曲以及影视对白居多。
（三）个性突出

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的作者是普通网民，他们数

量众多，年龄各异，身份、职业与受教育程度等也各

不相同。因此，在语言表达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为

了吸引其他网民眼球，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的语言个

性化突出，有的嬉笑怒骂，有的妙趣横生，有的讽刺

恶搞，有 的 发 人 深 省，有 的 搞 笑 幽 默；有 的 正，有 的

邪，有的俗，有的雅，充分展示了广大网民在语言上

的创造力。例 如 新 闻《多 少 人 达 到“平 均 工 资 近５
万”？》发布后，有网友调侃“又被涨工资了。心情不

错，钱包很瘪！王家有财一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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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王百万！———这个溜，很
实际”。再如针对新闻《沪指“蹦极”多家券商系统崩

溃 股民损 失 加 剧》，有 网 友 戏 谑：“券 商 大 喊 一 声：
‘让机构和大户先走，小散殿后。’然后小散们发现交

易系统已经连接不上了。”
针对同一新闻的不同评论最能显示网友的不同

语言风格，如 针 对 新 闻《女 司 机 变 道 别 车 挨 打６６％
网友：理解打人者窝火》，有网友说“女司机不对，也

应该报警抓或者批评教育，但是打人总归不对，何况

男人自己 孩 子 还 看 着 呢，你 就 这 榜 样”？ 也 有 的 说

“忍一时风 平 浪 静，退 一 步 海 阔 天 空”，还 有 的 评 论

“遇到这种事，先深呼吸，调整一下情绪，再深呼吸，
然后长 出 一 口 气，目 视 前 方，继 续 前 进！没 事 了”！
显示了网友不同的个性和处事态度。

三、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的规范化

在网络这一交际环境中，网民所处的语言环境

自由轻松，不 受 拘 束，面 对 的 是 一 个 开 放 的 公 共 平

台，可以在匿名状态下发表评论。所以，在语言表达

方面经常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网络新

闻跟帖评论语体的规范化［７］。
（一）网络跟帖评论语体的失范之处

由于网民所处的宽松的语言环境以及跟帖评论

即时性的特点，网民在选词择句时，往往忽略语言的

规范化。因此，跟帖评论中生造词语多，病句多，错

字多，有时还存在不知所云的情况。
中国方言众多，对同一条新闻，成千上万来自不

同方言区的网民都可能会进行评论，不时会有一些

方言词出现在评论中，影响了人们的理解。
由于网络新闻评论的门槛较低，一些文化素质

不高的网民 经 常 会 使 用 一 些 粗 俗 词 语，如“脑 残”、
“尼玛”、“屌丝”、“逗比”、“我去”等，影响了这种语体

的规范性，污染了网络语言环境。
（二）网络跟帖评论语体规范化的策略

作为一种在新媒体时代发展起来的语体形式，

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的规范化需要各个方面的合力才

能实现。
首先，作为新时代公民，每个网民都有责任和义

务维护网络环境的纯净，都应该学习掌握一定的语言

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树立

正确的语言观和文化观，在充分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

同时，提高自己的语言规范意识和语言辨别能力。
其次，事实证明，语言的规范化仅靠网民的自我

约束是不现实的，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和义务来引

导网络机构和网民增强网络规范意识，创建网络文

明。政府应该大力弘扬和建设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网络文化，同时要加强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净
化网络环境。

第三，作为网站管理者，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网

络语言的规定与制度，建立及时有效的监管系统，对
网络上不规范的跟帖及时处理，防止其扩散传播。

网络新闻跟帖评论语体是新媒体时代一种新出

现的语言现象，它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开

放性。随着网络言论发表平台的不断革新，人们表

情达意的途径将更加顺畅和多元化，网络新闻跟帖

评论语体也必然会呈现出其他的新特点，这有待不

断深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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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Ｇ　Ｘｕｅ－ｍｉｎ１，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２，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ｌｏ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Ｈｅｂｅｉ　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ｋｏｕ，Ｈｅｂｅｉ　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Ｈｅｂｅｉ　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ｅ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ｅｒａ
ａｎｄ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ｔ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ｄｅａｓ，ｉｓ　ａ　ｓｕｂ－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ｖｉｖｉ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ｅ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ｎａ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白　晨）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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