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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网络交际时代重要的沟通媒介,法语网络语言是传统语言在互联网空间的一种特殊的变异形式。
本文从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以法语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对作为语境提示的网络会话进行了观察与分析,它将

有助于法语学习者在现实的交际环境中对法语语言的学习和钻研,也有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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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传播媒介,互联网已经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交际越来越频繁,而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和交际工具,语言也被赋予了新的特征,从而形成一

种新的变体———网络语言。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种依赖于特定网络环境,以文本为基础的全新的语言

形式,对规范的传统语言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换言之,网络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变革,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此背景下,对网络语言的研究成为当今最为热门的

话题之一,国内对网络语言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以语言学为视角的研究最为广泛

和深入。然而,大部分学者都是从语言经济学、语言模因论、语言变异、语言规范等方面入手,即从宏观的角

度来研究网络语言,而通过参与网络交际的互动过程,从微观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的研

究则寥寥无几。
本文试图立足于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将网络空间视作全新的“社会网络”,从“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

动出发,对网络语言进行会话分析,进而阐释出人们在网络空间如何使用会话策略来实现意义的构建与信息

的交流。本文以法语网络语言为会话分析的具体对象,旨在为法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提供借鉴,进
一步扫除其语言与文化障碍。

2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视角

1972年甘柏兹(Gumperz)和海姆斯(Hymes)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交际民族志》标志着社会语言学

研究的新思路,即把注意力集中到言语交际的动态上,关注行为的过程、语言和情景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中

结构和意义的产生,这种新的研究趋势被称为“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互动社会

语言学认为,交际是一种社会互动,需要参与交际的双方相互合作,共同构建话语行为,在交际的互动过程

中,双方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利用语境提示有效地掌握会话策略,揭示出“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是

如何利用词汇、语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发送信息和理解信息的”[1]。甘柏兹在其被后人认为是互动语

言学奠基之作的《会话策略》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语境提示(ContextualizationCues),在他看来,交谈

双方都需要根据话语的一系列表面特征或标志来理解正在进行的会话,这些表面特征或标志可以是语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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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也可以是副语言甚至非语言符号,比如词汇或句法、声调或韵律、动作或手势等等。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言语行为作为交际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以及包含言语内容的互动

交际行为的整体意义”[2]。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话语分析是“话语理解的情景化和语境化的过程,通过会话

推断交际参与者评估双方的目的,并以此为基础作出相应的反应”[3],通过分析交际者如何在具体的互动过

程中构建意义,如何利用共同的语境提示,在共有的文化背景下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从而实现自身的交际

目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方法,它与之前的语言学家偏重于书面语材料研究最大

的区别在于,互动社会语言学鼓励研究者深入到特定的网络文化中,以在场的方式亲身参与、观察、记录并描

述日常会话,从而能够克服观察者悖论,尽可能准确、清晰地对互动行为及过程作出合理的分析、严密的论

证。

3法语网络语言会话分析

何为法语网络语言? 作为规范法语在网络社区这个虚拟语境下的变体,法语网络语言没有一个严格意

义上的概念,关于网络语言的表述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CMO[CommunicationMédiatiséeparOrdi-
nateur:译自英文CMC(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体沟通],ArgotInternet(网络俚

语),Néolangage(新语言),Novlangue(新语),Cyberlangage(网络语言)以及Cyberlangue(网络用语)等等,
很多针对法语在网络空间的变体研究都用Cyberlangue来表达,我们将其翻译为“法语网络语言”或“网络法

语”。与汉语网络语言一样,法语网络语言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所研究的法语网络语言指广义上的网

络语言,即传统法语在虚拟的网络社区的变异,广泛运用于网站、聊天室、电子邮件、论坛、手机短信以及即时

聊天软件等平台,以复合词、缩略语、音标、数字词甚至符号等不同形式来表现。
一方面,由于法语网络交际依赖于有限的键盘,为了达到和面对面的传统交际相同的交际效果,最大化

地实现语言的省力原则,网民们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带到网络互动中,网络法语被赋予了一个典型的特征,即
“口语的书面化(Leparlécrit)”[3];另一方面,法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又存在着较大差异[5]。因此,网络交

际的互动过程所呈现的法语文本与规范的法语不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理解接收上都有着很大差别,给
很多法语学习者或者法国文化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这就需要我们亲身参与到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从网

络交际的实际出发,在真实的场景中体验和理解网络法语,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法语语言,以多元化的视角

透视法国文化,消除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缺乏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的交际障碍。鉴于此,我们选取了

法国著名的网站http://forum.doctissimo.fr中《cuisine》烹饪论坛栏目的网络会话作为语料,采用观察法和

案例分析法对所选语料进行分析研究,了解在网络这个特殊的言语社区内,会话参与者如何利用网络词汇、
语法、网络文化知识等语境提示符号理解彼此的交际意图,顺利实现信息的交流和人际间的互动;通过寻找

网络话轮中的语境提示符号并对互动参与者各方的会话策略进行分析研究,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法语网

络语言———现代法语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变体。
3.1词汇

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迅速的部分,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变化都会在词汇中

得到反映[6]。而网络法语与传统法语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特有的词汇,法语网络语言的词汇主要包括网络术

语和俚语。由于术语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通用语言,世界上各语种的术语都是同样的含义,而俚语的词汇则五

花八门,其构成方式也极其复杂,难以归类。如例1:
A:1grosboletdmidecéréalsallbran+unboldelaitécrémé
B:maisctroptardprmangeralorsjecroikejvairienprendrebisouu
C:Mer6bérengerpourlesrecetteŝ^
D:tappellcadesrecetteslight? mdr
C:sicameplaittjrpasjechange

A:一大碗半全麦麦片外加一碗脱脂牛奶

B:可是那会吃太晚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滴水不进,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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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感谢贝朗热分享食谱

D:你这也叫食谱? 笑死个人

C:要是我对这个食谱还不满意,那我就另换其他

在这个例子中,每个人都是用口语化的方式进行沟通,经过仔细观察,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3.1.1缩略词(abréviation):dmi(demi),céréals(céréales),c(c’est)pr(pour),croi(crois),jvai(jevais),tap-
pell(tuappelle),mdr(mortderire),ca(ça),tjr(toujours)

现代法语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就是缩略词,它代表着法国词汇演变的一个方向。伴随着社会、经济、科技

的发展,法语为了表达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需要不断构成新词来承担作为交际工具的使命。同时,现
代生活的节奏加快,要求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表达尽可能最多的内容,而缩略词恰好满足了这双重的需要,
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丰富法语词汇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交际的活跃为缩略词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网络法语中的缩略语日新月异,并渗透到日常法语中。因此,对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学习

者来说,掌握相当数量的网络缩略语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3.1.2英语习语(anglicisme):allbran(allbran)(英),light(英)

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霸主,这就决定了英语语言作为美国文

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成为世界上其他语言借词的主要来源,而Internet在美国的诞生和发展也决定了

英语的网络变体成为其他网络语言借词的主要来源,法语也不例外。在网络法语中,更是以“franglais”这一

合成词来突显英语习语对网络法语的入侵。究其原因,英语外来词为网络法语注入了新的血液,与类似的法

语习语相比更为生动,更加富有表现力。另外,网络会话中英语习语的大量使用使网络人际关系更加融洽,
网民之间的互动更为活跃,如寒暄用语“Hiiii,everybodyyyyyyyy!!!!!”对于网络参与者来说,即便是陌生人

也能迅速亲密和熟悉起来,而这种寒暄方式相对于法语“saluttoutlemonde”更让人觉得舒服。类似的表达

还有:AYT(Areyouthere),BTW(Bytheway),CUL8R(Seeyoulater),lol(laughingoutloud),等等。
3.1.3数字词(rébus):1(un),mer6(merci)

人们在键盘上面打字时,往往热衷于这些数字游戏,说话者一方面以打字为乐,让人感觉又像回到童真

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最基本的发音呈现给对方以实现最快捷直观的交际效果,如:CU2M1(Seeyou
demain),Yakelk1? (Y’aquelqu’un?),Kwa29(Quoideneuf?),4me(Forme)。而从受话者的角度来讲,
看到这些词汇,就像在面对面交际环境下亲耳听到对方说话一样,很容易接受和理解。而法语网络词汇也因

此变得多姿多彩。
3.2语音

在网络法语中,网民们更多地使用以音代义的方法,利用同音词的优势,将传统法语在网络空间的使用

进一步简化,以达到最快捷方便的沟通;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网络冲浪者以青年人居多,他们

富有活力,特立独行,追求新颖,有别于传统交际规范的束缚,网络交际环境的自由和宽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释放自我、张扬个性的平台。同数字游戏一样,这些谐音变体、字母拼接而成的怪词哑语都成为网络语言所

独有的标签。如例2:
A:Cvraimenttristeetcamedonneencorepluslavolonteedemensortir
B:ouahhmaisy’aunénormeprogrèsdepuisladernièrefois!
C:bonj’aicommencédeslundidernierdefairen’importkoicommeregimecommekoiphased’at-

taquejeveuxpredreunmaxdans2semaines
D:ahj’aioublievousdirejefais1m70pour73kgselonmadernierepeséedepuis+desemaines

A:听起来的确悲伤,让我更有外出(锻炼)的决心

B:哇塞! 但是自从上次以来就有这么巨大的进步了

C:好吧,我从上个周一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减肥,无论任何阶段采取任何饮食制度都要达到最佳效果。
D:额,忘了告诉你们,我1米7的身高,根据好几周前称的最新体重为73公斤

45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7月



这个例子中是几位会话参与者就饮食和减肥为话题进行的讨论,其中很多单词乍一看并不属于法语词

汇,甚至出现明显的拼写错误。但对于网民来说,这些所谓错误的拼写其实都是网民们刻意创新的结果。
3.2.1语标(logogramme):2(deux),+(plus)

正如马丁内(A·Martinet)的观点,人们的表达和交际需要不断地变化发展,因此,人们会根据需要寻求

更新、更多、更具特色的语言单位。然而,人性中固有的惰性又促使人们在言语中使用较省力、相对较少、较
习惯或已熟悉的语言单位,尽可能地减少消耗。以上三种语言特征具有的创新性、简约性恰恰能满足这种需

要:新颖、省时省力省空间、保持动态发展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如例3:
A:Pfff,jesuisdégoutée...
B:Hummlesfrites!! tesparentssontdiaboliqueslol...
C:Coucou

A:噗! 我要吐了……
B:额,水果! 你父母可真是毒辣,大笑!
C:咕咕

3.2.2拟声词

众所周知,拟声词是模仿自然声音构成的词。拟声词的使用可很大程度上增强网络话语的生动性和形

象性。在这个例子中,三个句子各包含一个拟声词,“Pfff”相当于汉语中语气助词“噗”,意思也很接近,即在

网络用语中,一般都是听到特高兴好笑的事后发出来的声音,或表示喷笑,有时候也表示对说话者没其他表

示。在这里“Humm”类似于汉语网语中的“额”,表示无语。“Coucou”是叹词“咕咕”,网络法语中用来开始

或结束一个话题,相当于汉语中的叹词“嘿”,表示招呼或引起注意,在这里表示“噢!”,该话题就此结束。另

外在B的句子末尾出现的“lol”是英语“laughoutloudly”的首字母缩略词,即大声地笑。网语中的拟声词本

身并不具备太多含义,但是所表达的语用功能与面对面交际时的口语表达效果无异,使得网络交际更加贴近

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类似的还有比如记音(phonétisme):C(c’est),men(m’en),y’a(ilya),import
(importe),koi(quoi)。还有比如省略音符(fauted’accent):volontee(volontée),oubliee(oubliée),derniere
(dernière)。在此不再详析。
3.3符号

在普通的会话过程中,人们总是利用音调、韵律、动作或手势来弥补言语表达的空白或缺陷,消除双方的

理解误差,以便进行良好的互动,最终实现会话参与者的交际意图,达到其交际目的。相比之下,由于会话参

与各方的不在场性,在网络交际过程中人们无法观察到对方的表情、动作或手势,必然会引起理解的偏差而

导致交际障碍的产生。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网民们借助键盘上有限的符号,创造出各种网络表情,借助体态

语模拟现实交际,使网络语言更为生动。如:
:-)= =微笑        :-(= =悲伤

:-P= =吐舌 ;-)= =眨眼

通过观察与统计,文章搜集语料的这个主题总共包含509条信息,而其中有249条信息里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笑脸和符号表情,所占比例是整个主题的48%。每个符号或者表情的含义各不相同,所表达的语用功

能也大相径庭。如例4:

A:Merci etjeconfirmelapoêlerbretonneétaittrèsbonne
B:jsprquetut’esrégalé

A:谢谢! (鞠躬)我确定布列塔尼煎饼很好吃(吐舌)
B:希望你享用美味! (笑脸)
例4的两个话轮中共出现三种形式的笑脸,分别是鞠躬、吐舌和微笑。从它们出现的具体语境来看,这

些笑脸符号能够更加明确对话者想要表达的感受和情绪,从而阐释出该话轮内含的情感信息,强化话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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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达功能。“鞠躬 ”的笑脸显示出甲的感激的程度,“吐舌 ”表达了开心的情绪,而“笑脸 ”一方

面展示了B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想要就此结束话题。再如例5:
A:quandj’ypensej’aidelachancedepasetregros,surtoutquandjepensettlespersonnesquifont

desrégimes...lavieestinjuste .

B:Jeboudeeeee

A:当我想到自己没有变胖,尤其想到所有那些制定饮食计划的人……生活真是不公平! (眨眼)
B:我很气愤! (白痴)

例5的两个话轮中分别出现了“眨眼 ”和“白痴 ”两个表情符号,强化了该组会话的诗意功能。从表

面来看,A前面的话“当我想到自己没有变胖”到“生活真是不公平”似乎有点前后矛盾的意味,但正是句末的

“眨眼 ”的表情为对方的正确理解提供了语境提示,其实A想表达的是“A随意品尝美食都没有变胖,相反

其他人却需要制定饮食计划来控制或降低体重,生活对自己很眷顾”。“眨眼 ”起到了阐释作用,也使得对

话达到幽默的表达效果。同样B在说完“我很气愤”后使用的“白痴 ”的表情作为礼貌策略,让对方明白B
只是用言语行为“很气愤”来表达一种自嘲,并非真的生气,巧妙地避免了其对话合作者的误解,也减轻了其

会话行为对对方的面子威胁程度,为进一步的交际互动提供了可能。
3.4音节倒置(verlan)

音节倒置是网络法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其法语单词“verlan”本身就是法语“l’envers”(颠倒地)音节

换位的结果,指俚语以颠倒音节顺序的方式转变语码的过程。原本是巴黎郊区的年青人为了突出自我、彰显

个性而打破传统语言的藩篱,创造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小团体才能理解的语言现象,后来就被年轻的网民使用

于网络虚拟社区,成为网络法语特有的现象之一。下面例子(例6)中的“téci”就是单词“cité”的音节倒置。
...an’avraimentrienderacistequandonhabiteen《té-ci》

……当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时候,这种说法确实跟种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对青年网民来说,音节倒置词由于音节较短,不仅使语言交流变得简单、快捷,还产生幽默、搞笑的意

外效果。
3.5其他特征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几类比较明显的语言特征,在网络法语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语境提示符号。
如例7:

A:Grosbisousssss~~
B:Trpcontenteeeeeeeeeeeeeeeeeeeee
C:C’étaitTROWWWBIENHHH!!!!!

A:热烈的亲吻! 类似于汉语中的“么么哒!”
B:太开心啦啦啦啦!
C:真是太好了啊啊啊!

3.5.1视图延伸(étirementgraphique)
视图延伸指数次重复同一个字母,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得益于键盘操作的灵活性,网络空间的会话者借助

重复的字母表达某种情绪,实现某种隐喻,或者渲染某种气氛。这种现象在网络法语中非常普遍,所重复的

字母一般位于单词的中间或者结尾。如例7中的三个话轮均出现了延伸的现象,“bisous”中的“s”,“cont-
ente”中的“e”,“TRO”中的“W”以及“BIEN”后“H”,汉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如叠词等。这些视图延伸的

非语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强化了话语的寒暄功能,从而营造了欢快的气氛,保持了交际各方在网络这

个虚拟交际空间的联系,也使得基于网络平台的互动过程更为融洽,会话参与者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对话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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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3.5.2标点符号和大写

从例7可以看到,最后一个话轮中连续出现了两个大写的单词“TROWWW”和“BIENHHH”,并且句

子末尾还重复出现了感叹号,这些特殊的语境提示符号起到强调的作用,加强了说话者的语气,由此想象得

到其想要表达的“好”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些符号增强了网络言语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使对话者的形象跃然

纸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结语

本文运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甘柏兹提出的“语境提示符号”理论,通过观察会话参与者的网络互动

活动,寻找话轮中能够作为语境提示的语言及非语言特征,对网络法语中的话语行为进行了探析。我们研究

发现在网络这个特殊的言语社区中,作为网民们共有的交际符号,法语网络语言的特征主要有形式多样的缩

略词、随处可见的英语习语、复杂多变的数字词和符号词以及以音代形的简拼和错拼等几个方面。所有这些

特点恰恰是社会语言学的的重大发现之一,即“语言的功能对语言的形式产生作用”[7]。当然,本文所选取的

语料仅限于网络交际活动的部分语言文本,此外,由于移动通讯以及即时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语言不

仅以文本的方式,还以语音、视频甚至混合的形式出现,这也导致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交际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法语网络语言作为传统语言在互

联网空间的一种特殊的变异形式,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推陈出新,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基于虚拟的网络交际的语言变体逐渐渗透到现实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对传统法语语言的形式产生

了很大影响。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仅仅掌握书本上、传统的外语,根本不足以应对实际的交际需求。在这

种情况下,学习者需要善于对身边的各种会话现象多加观察,合理使用。而通过对网络会话的分析,帮助法

语学习者洞悉法语的各种特性,从而做到真正掌握这门外语,并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当然,网络语言只是众多言语社区中很小的部分,其他社区语言比如文学语言、政治语言等也都需要

我们外语学习者和研究者进行深入地钻研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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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alAnalysisofFrenchInternetLanguage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activeSocio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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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ForeignLanguages,Lan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communicationtoolintheeraofnetworkcommunication,theFrenchnet-
worklanguageisaspecialvariantofthetraditionallanguageintheInternetspace.ThisthesistakesFrench
internetlanguageastheresearchobjectandstudiesthenetworkconversationascontextualcues.Thishelps
Frenchlearnerstolearnandstudythelanguageinarealisticcommunicativeenvironment,andalsotoim-
provetheir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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