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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网络词汇演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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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都会通过词语反映出来。网络词汇生动鲜明地反映着社会的

现实。针对网络词汇的发展变化,用原型范畴理论研究分析网络词汇语义变化及非范畴化现象,探索网络词汇承载的社

会意义及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从而使许多独特、个性鲜明的网络词汇更加科学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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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经典范畴理论一直是主流,该理论认为概念范畴是可以被定义
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实体满足了范畴里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可被认定为是这个范畴里的一个成员。之所
以被称之为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它们每一个条件都是必要的,而且只能同时满足所有条件才能定义这个
范畴。但是这种以主要条件为基础的定义结构遇到了一些问题,在实践中,确定一组精确的条件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这些条件是必要的并且足以定义一个范畴里所有成员,需要识别范畴成员共享的所有特征
(必要特征),以定义该范畴。然而实际上,一个词是否属于一个范畴不需要具有所有成员的所有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了2000多年的历史的经典范畴理论存在一些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范畴各个成员
之间未必具有共同特征,并提出了“家族相似性”[1]。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很
大反响,许多专家学者开始集中在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讨论和研究,从而使这一理论不断提高和
完善,经过反复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原型理论。20世纪70年代,EleanorRosch的研究团体对这
一理论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们发现心理范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模糊”边
界。Roseh认为:“词的意义形成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有原型效应的范畴,各义项形成以原型意义
为中心的辐射状结构,从原型意义可以引申出其他相关义项”[2]。

事实上,原型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且是一系列的发现,为人类范畴化现象提供了很多新见解。
Rosch在她的研究中提出,人类不是通过经典理论所采用充分必要条件来对语义进行分类,而是参考一
个原型:一个相对抽象的心理概念,由该范畴中的最关键属性和特征组成的概念[3]。因此,原型被看做是
与其所属的范畴中的成员相关联的具备最显著中心特征的代表。尽管原型理论不能被直接解释为知识
表示的理论,但是Rosch发现的原型效应或典型效应在心理上是真实的。
Lakoff继承发展了原型理论并将该理论纳入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词汇和语法类别也

可以从根本上理解为范畴,因此将这种新的心理范畴应用于语言范畴,这样,“原型理论”启发了一些早期
的认知语言学研究。Lakoff解决了早期原型理论所带来的问题,采用了当时相对较新的一系列来自认知
心理学的研究理论,开发出了一个与理论相适应的语言学模型,即认知模型理论。他为认知语言学中三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概念隐喻理论、认知词汇语义学、认知语法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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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范畴的发展,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后来人们发现,把原型视为心理表示的观点不
能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模。一些学者对原型理论进行了完善,认为范畴属性可能对应一个范例,即
特定范畴成员或范畴中的最佳例子,而不是代表范畴整体特征的一组属性。还有人认为在原型范畴理论
中,范畴成员知识表示是一种动态的属性。因此,原型范畴理论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认
知语言学最基础的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模糊的、可以扩大或缩小的。同一范畴内的不
同成员的属性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越靠近中心的成员具备的共同属性越多。最中心、最典型的成员即为
原型,位于边缘的成员可能会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转移。范畴以某种方式存储在人的头脑中,在
此基础上形成范畴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遇见的每一个词语,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
对应着一个原型范畴。这样的范畴化,以及这样的分类的结果,能够科学的得出可以分出层级系统。

二

范畴化理论本身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指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中,将在大脑的不同区域的事物分类存
储,并根据内存的基本属性进行识别和提取。具体来说就是认知社会语言学在原型范畴理论框架下对涌
现出的网络分析,探讨其中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年网络上有代表性的新词语的出现,
就会发现,网络词汇大多是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延伸与扩展。新事物通过大脑被储存,然后归类
为一种新的网络词汇。

一个词的构成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的使用频率却非常高。我们举一个例子“树”。树是一个基本
词,它的基本范畴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树”的本义———“木本植物的通称”。“树”
作为原型范畴概念的上位词,围绕着“树”而出现的这些与树有关的词,也即是从旧事物中联系起来找到
相同的属性和特征,如“柳树、松树、梧桐树、树柏”等,也就是说这些词都是处于“树”这个词的下位范畴的
词语。它们之间的范畴层次,说明词与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网络新词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它们同样离不开上述特点和规律模式。原型范畴理论认为“人类社会
对原型范畴理论的认知是一个过程,会以社会上基本原型作为参照点,并把这个参照点与其他成员的典
型性不断向外扩展延伸,最后形成一个更大的范畴”[5]。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网络词语,讨论其范畴边界的变化。
例如“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族”的本义,是指“事物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大类”。而现在从

网络语言上把这个“族”字同其他词进行组合,就可以在共同属性之下产生新义。“族”从它的词义上来
讲,把它作为民族、家族是十分贴切的,而广大网民把这个族作为上位词义,同时进行了极大的扩展,使其
有了特别的效果。

“族”这个词作为后缀可以和许多词结合在一起。例如“上班族”,指的就是每天八小时上班的工作人
员。如果仅仅说是“上班的人”,它的形容、它的表现则过于平淡,而一旦把“上班的人”说成“上班族”,它
的表现力就会远远大于“上班的人”这个表述。这个网络词汇在修辞手法中的构词方式,能够产生非常引
人注意的效果。“上班族”这个网络词汇,可以让人想到很多,里面包含着上班人员队伍庞大,背负着巨大
的压力,有无奈,也有一种调侃,其中含义颇为深刻。“族”类词已经受到了广大网民的喜爱,它的使用频
率很高,很快就成为了网络流行词。无论在传统媒体、互联网络,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族”都
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族”字的运用,他们以“族”这个字为后缀还在进行着各
种各样的组合,例如:“追星族、单身族、打工族、啃老族、蚁族、御宅族、月光族、考碗族”等等。从这个网络
词汇出现到今天,以“族”这个字为后缀的新词还在不断地出现,充分说明“族”这个结构的范畴边界不断
地扩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与上述模式一样的网络词汇还有很多,例如“友”,《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友”的本义,是“朋友;有好
的关系的”。而现在网民们把这个“友”字作为网络语言同其他词进行组合,在共同属性之下产生新义,趣味
和意思都非常有个性,有的词汇还带有调侃的意味,深受网民喜爱。比如:驴友、股友、色友、发烧等等。

“哥”这个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它的意思也十分普通,这个词的释义是“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同
辈亲属”。然而在网络词汇中,关于“哥”这个词的意思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它已经不仅是特指比自己
年长的男性同辈亲属,其意思有了扩大和延伸,甚至扩大到动物甚至是女性。例如“章鱼哥”,这是近些年
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流行词。章鱼是一种鱼,与人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是,网络词汇把章鱼和哥连在一
起,听起来有那么几分亲切,还透着一股幽默感。我们把在生活中一个很不相干的事物和“哥”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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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似乎一下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某体”在网络时代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个网络词汇体例,受到广大网民以及

普通民众的追捧,在当年一度成为最热的一个网络词汇。例如:“知音体、羊羔体、琼瑶体、甄嬛体、元芳
体、梨花体、淘宝体、咆哮体”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这里讲的 “某某体”不是指的“某某体”表达的具体内容,如“元芳体”这句话包
含的具体内容不是“元芳,你怎么看”,而是专指“某某体”这个网络词即“元芳体”这三个字。“甄嬛体”是
由于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引起的,剧中的人物对话,语调不急不缓,语气平淡温和,例如:“这真真是极
好的”。“甄嬛体”指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风靡一时的淘宝体深受人们的喜爱,网络媒体上用的也最多,
其中以“亲”和“哦”这两个词用的频率最高,有的时候,一个“亲”字足以使人感到温和与亲切。所有的争
议,所有的怨气,所有的不快,都会在一个“亲”字下,烟消云散,而如果在网络交谈中见到这个“哦”,对方
的单纯与真诚会跃然纸上;还有咆哮体,使用者几乎每句话后面都是惊叹号,见到这样的语言,足以让人
心惊;“元芳体”是从电视剧台词中流行出来的,剧中主人公每遇到疑难问题就这样说:“元芳,你怎么看”。
网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无法解释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也套用这句台词。

“梨花体”是对赵丽华诗歌的模仿,它的命名主要是从诗人的名字和她的作品风格而来,“梨花体”也
即是丽华的谐音。这种“体”是基于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形成更加新的文字。这是类似于语言
的对比排列和比较,这个模仿表面上看主要是从赵丽华的名字而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她作品的写
作风格的模仿,随着网民模仿的继续和深入,已经把最初的姓名模仿放到了一边,以至于发展到对社会上
的某种状态、某种行为、某种变化、某种方式进行模仿,在这个既定的体式中,网民们适当地填入相应的词
字句,往往会产生非常生动的作用。“梨花体”的出现,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或热点事件,是网民们运用
词语的语用语境与语言实践相结合的完美体现。由于是“梨花体”这个既定的体式中的内容模仿引起网
民的兴趣,而使这种诗歌表达体式流行起来,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网络词汇以及各种“体”的产生,总是发生在社会热点事件之后,这也再次证明了网络词汇的出现,是有其
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背景的。

各类“体”式样中的网络词语,虽然很多,但主要指的是语言结构的特点和语言内容的特点,网民们对
这些语言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填充,归纳数十种“某某体”,生动而形象,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这些网络
新词汇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的改革与改变产生的。“体”字作为一个原型范畴中的族群,循着这个基本的
意义,延伸拓展出许多以“体”字组成的词。

根据语言格式的不同,所构成的“体”也各有不同,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和形式。尽管如此,它们也有一
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所有的描写都成为一种既定的语言模式。

“体类的网络词汇,一方面反映出了人们对网络词汇生活的关注,另方面也真实地反映出了社会中出
现的某类典型现象的本质。以真实反映社会新出现的事物,体类新词具有深刻的社会语言学意义,一方
面,体类新词是在社会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体类新词也反映出了网络词汇和网络文学
在时代特征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同时也真实具体地反映出了体类新词的语用使用环境本质”[6]。比如:梨
花体、纺纱体、排比体、脑残体、高铁体、红楼体、咆哮体、琼瑶体、淘宝体、元芳体、甄嬛体、知音体等等。

现代社会语言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网民们创作的网络词汇,是一种典型的社
会生活情景的反映。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中的认知特性的一般原型理论中,范畴成员从不同的侧重
点、边界模糊的状态之间,寻求扩大横向的词汇意义的原型,使词汇向纵的方向和相似意义方向延伸,一
个新词语也即刻产生。新的网络词汇包含这几个原型并以此为中心延伸扩展,在范畴中成员地位的不平
等和词汇的社会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创造力,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
连,反映了人类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大量网络新词的产生是以原型为中心的范畴不断扩大的过程,这说明了
范畴边界模糊性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网络词汇范畴将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扩展。

三

在人类的语言中,语音、语法、词汇总是时时刻刻在不断地变化的。在变化中产生许多新的概念和范
畴。网民通过微博客发布自己的语言、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时,除了通过扩大现有词汇的范畴来创造新
词语以外,他们还会创造与原词语意义相差较大甚至完全不同的词义,这就是网络词汇的跨语义的变化,
即原型范畴框架下词族范畴中成员语义范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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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网络词汇“某帝”自流行至今,热度依然不减。其原因主要是这个组词生动形象,适用范围广。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某帝”在近年来常常出现在网上,强大的传播力使它迅速风靡,成为人们挂在口头的
常用词。不仅在网络上,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对这个网络热词也情有独钟。从原型范畴跨语义变异
分析,它的语义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帝”的原义指的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或者是君主、皇帝”。而现在从网络语言上把这个“帝”
字同其他词进行组合,就可以在共同属性之下产生比较大的变化,其意义也有了极大的扩展。网民的心
理预期是“在某一方面非常突出和优秀的,类似于神。”从这个意义上解释,广大网民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
心理预期,那就是主宰世界的帝王。由此可见,“帝”字的语义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符合原型范畴跨语义
变异的理论描述。所以,“某帝”这个网络词汇一出现,即受到广泛关注和传播。
1.帝的句法构成分析。在互联网上可以经常看到包含“帝”的文章,据统计,有近百万的文章包含

“帝”字,也就是说,与“某帝”有关的文字至少有近百万条之多,足见“某帝”是一个具有多么能产性的字。
2.语义特征。“帝”中有这样的释义:是世界的主宰,如“上帝”。“某帝”指在某领域中最优秀的人,如

“喜剧帝”葛优。葛优这个演员,作为当今喜剧演员中的出色代表当之无愧,用这个句式来形容他非常形
象,也最为准确。
3.“帝”语义转化的认知考察。“帝”这个族词语义的转化过程,就是原型理论中范畴成员从不同的侧

重点之间,寻求扩大词汇意义,使生成的族群中的下位范畴向纵的方向和相似意义方向延伸的结果。
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新词的发生,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现实。随着社会经济的腾飞,人

们的生活日益富足,但是物质的丰富并不能消除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生活水平越高,压力反而越
大。这时,网络热词“某奴”出现了,这个网络词汇折射出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影子,受到人们的热烈追
捧,并且很快成为网络流行词。

“某奴”的组合,所代表的多种含义都围绕其原型义项、原词的属性、意义而派生出来,它通过基本范
畴层次概念的方式衍生出新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奴”的本义:“旧社会受压迫、剥削奴役而
没有人身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人,失去某种自由的人。”而现在从网络语言使用情况看,把这个“奴”字同其
他词进行组合,在共同属性之下产生了许多新义,比如“房奴”。“房奴”一词非常生动形象地表述了每年
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偿还买房贷款的人。从具体的语用情况分析,奴隶和房奴两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房奴”有人身的自由,更没有失去劳动力,从事着有报酬的工作,然而就是基于认知判断,将这两个毫无
相干的事项组合创造出了一个“房奴”的世界,这样的结合和表述,人们大多能理解和接受。网民们根据
原词“奴”的属性、意义而派生出来大量的网络新词,如“房奴、白奴、团奴”等。

在现实生活中,它突出人们受“车、房、教育、孩子”等役使的同时,掩盖了其受剥削和压迫等特征。由
此可见,“奴”这一词义范畴中正是“奴役困顿”等义项致使各种各样的“奴”都从原型范畴相似概念中衍生
出新的意义。在客观世界中,人们通过一个“奴”字,再次强调了人们感受到的汽车、住房、医疗和教育等
方面所造成的压力,并试图通过戏谑调侃来进行掩饰。

在网络词汇中还有“客”这个字。网民们以“客”字创造的网络词汇,它最早的来源是“黑客”,《现代汉
语词典》这样解释其本义:指“精通计算机技术,善于从互联网中发现漏洞,并提出改进措施的人。”另一个
解释是“通过互联网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的人”。
用“客”组成的网络词汇,显然吸取了这两种解释的含义,但其意思的比重更倾向于后者,即“非法侵入他
人的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的人。”在共同属性之下,把“客”的含义进
行了极大的扩展,就产生了很好的表达效果。后来人们模仿黑客的结构,由衍生出更多的“客”类词汇。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某领”产生出的跨语义新词“白领、金领、粉领、蓝领、黑领”。

在网络词汇中,不但有后缀,也有前缀。例如“裸”这个字。网民们以“裸”字创造的网络词汇如:“裸
婚、裸考、裸奔”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其本义:指“露出,没有遮盖,另一个意思是除了自身外,什么
都不附带的”。显然,网民们创造的这个“某裸”的词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义。“有‘光光’的意思,有‘什
么都没有’的意思,有‘一无所有’的意思”。尽管这样,却看不到他们有一丝的抱怨,相反却表达出了他们
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新词语往往是对已有范畴或概念进行意义上的延伸和拓展,其反映出来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一个词
可以从最基本的意思派生出许多新概念,这个概念是新词语中派生词的出现或者是词缀的出现,产生并
构成许多新词词汇和语句。

网络新词可以突破原语义范畴,生成与本义完全不同的词义。例如“晒”这个字。“晒”这个字的本义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太阳的光和热照射到物体上”。但是这个“晒”字在网络上已经进行了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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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的转变,“晒”字表示“展示自己的东西、信息”。实际上,“晒”字已经不仅局限在展示自己,还可以是
别人;不仅仅是本单位还可以是别的单位、集体;它不仅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是互联网上晒,也可
以通过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媒体晒,比如电视、广播等媒体。这个“晒”字,就是一个原型范畴中的族
群,循着这个基本的意义,就可以延伸拓展出许多以“晒”字组成的词。

网络词汇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关键字词的代入,自微博出现以来,“微”字开始成为网络上使用频
率较高的字,它的本意是“小、少、细”,但随着网络的传播和再造,各种以“微”开头的跨语义组成的词语越
来越多,如“微客、微贷、微信、微博控、微生活、微博问政、微产阶级”等。

从网络词汇的情况分析,新词的出现往往是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衍生而扩展,网络词汇反映社会变
化,是当今网络时代的人机交互的结果。词义的研究离不开认知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由认知主体
之间相互作用,原型范畴理论衍生出的网络词汇遵循原型理论的规律。新的网络词汇随着社会的变化不
断的产生,而语言作为反映社会、反映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状态的一面镜子,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世
界的发展变化。

四

我们在研究原型范畴理论的时候,还有一种语言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网络词汇的非范畴化现象。
根据网络交际的认知心理特点,以及网络经济的隐秘性、开放性、经济性、交互性、结构性和辐射性等诸多
原因和性质,其变化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强化网络新词对语言常规的突破,这种网络语言的诸多的变异
现象,在原型范畴化理论中很难解释,故有的研究者把语言的这类现象解释为非范畴化理论。在本文,我
们还会研究一定量的非范畴化现象,这种现象能够给网络词汇中的非理性、难解释的、不合适的、非常规
的组词方式进行合理的解释,其产生原因主要是词范畴属性的动态性。

我们知道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词:“很某”。对于这样一个类型的新词,我们脱口就可以说出很多,
足见这个词的流行与受人欢迎的程度。“结构的研究在注重名词类别的描写和语义特征分析的同时,不
能忽视对其理据性的深刻探究。“很+名词”这一语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是明确存在的。副词之所以能
够修饰名词,其深层原因和制约因素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修饰语副词,而主要在于那些被修饰的名词一一
或者是具有特定的语义基础,或者是功能发生了转化”[7]。

这个结构是“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副词修饰名词是允许的,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而网络词汇出现
的这个结构,则显得更加形象更加生动。

例如:“很淑女”。“很”是一个程度副词,“淑女”则是一个名词,这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
娴静温柔的窈窕淑女,表述中的一个“很淑女”,便使一个女孩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实,这个网络词汇早在
十多年前就出现了,由于这种结构,非常能表达女人的脆弱多情、妩媚、娇滴滴和温柔等诸方面,因而产生
了很大的辐射力。

“很”加名词,这种副词修饰名词结构非常简洁,非常生动也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正因为如此,
同类的许多副词修饰名词的语句就流行开来。把“很”这样一个程度副词,当成一个原型范畴家族中的一
个成员与一些名词结合,如“很中国、很广州、很美国、很风度、很个性、很阳光、很男人、很巴黎等等”。因
为这种副词修饰名词结构,有着简洁生动的特点,因而具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深受人们的喜爱,当然会迅
速的流行开来。

网络是一个展示大家智慧的舞台,往往在社会上或者在新闻事件中,出现一件事情,牵动了大家的兴
奋点,就有可能引发广大网民的热议,由此就能产生出一个受人欢迎的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近些年我们
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如:网民们经常就某一事件进行非常形象生动的模仿,无论是新闻事件,还是文艺
作品,或者是某些人的一句话,他们都可以成为网民们的模仿对象。而且网民们在模仿的同时,还进行内
容上的演绎或者刻意造成内容和形式上的错位,以打造幽默、诙谐、讽刺的效果。特定的语言系统中的范
畴化包含了对不同词类的划分界定,相同的词汇中的成员,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共性特征,与之相对的非常
规范畴化,则打破了此类范畴原有的平衡状态,实现了新的突破,部分范畴属性特征也消失,同时范畴属
性成员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和转移,即名词变成动词。

例如:“有事伊妹我。你知道我在QQ你吗? 你今天google了吗? 百度一下吧”。这些例句的名词
都出现了此类范畴属性的转移。名词转用为动词,使我们感受到网络语言的简洁、生动、风趣、幽默,而且
朗朗上口,这些例句在网络上频繁使用,颇受网民的欢迎。

“名词化现象,或名词、介词、连接词等用为动词,或其它词类之间的转用等。如‘鸡肋’(名词)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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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 ‘有点鸡肋’形容词,‘百度’网(名词)可以转化为‘百度一下’(动词)”[8]。在网络的语境中,程度副
词的使用,就是打破传统常规的要求,经常出现在非范畴化的表现中。

实践证明,由形容词变成副词的一些词在网络上受到网民的热烈追捧。因而这样的网络新词出现的
比较多。例如:“爆、巨、狂、酷、超强、顶、严重支持”等奇异组合的网络新词频繁出现,日益风行于网络上。
还有形容词变成动词,比如“黑”字,例句如:“一些著名的网站最近被黑了”“高级黑”等。“黑”应该是黑客
的省略,而网络词语使其内容进行了夸大,充分体现出其幽默诙谐的特点。还有我们去饭店吃饭,就常常
被调侃成“周末我们一起去腐败一回吧”! 形容放开地娱乐一件事,往往被说成“好好的酷了一把”。形容
词经历的词类非范畴化的变异,具有了其它词性的特征。

另外,有些网民突破常规语法,大量使用自创的叠音词,比如把“花朵”叫“花花”,把“东西”叫“东东”
“么么哒”“萌萌达”等等,满足网络词汇情感方面所流露的天真调皮等性格的需求;称人为“笨笨”等,表达
某种爱的情感,常用于女性之间,调皮心态及亲密之情不言而喻。

总之,在认知语言学里,原型范畴理论作为一种基本的语义分析理论,是用来说明人们形成、掌握和
理解概念的心理过程的,语言的基本单元词构成了具有原型效应的概念范畴,我们通过原型范畴理论对
网络词汇中边界模糊性、跨语义变异以及非范畴化的分析,可以得出大多网络词汇都是随着所指事物的
产生而产生,最终经过语义延伸而成为网络常用词汇,这都是由语义的演变发展而决定的。社会发生变
化,语言的模式也总是跟着变化。网络时代加速了人类的认知系统和原系统的更新换代,表现为对大量
现有的表达形式的改造翻新、重新利用,或是扩大现有词汇的范畴,或是创造出一个新的词义,使越来越
多的网络新词产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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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Developmentof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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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guageisareflectionofsocialrealityandwordscanreflectallkindsofchangesineveryar-
eaofsociety.Networklanguagevividlyreflectstherealityofsociety.Inviewofthedevelopmentand
changeofnetworklanguage,itisnecessarytoanalyzethesemanticchangeandnon-categorizationofnet
worklanguagewithprototypecategorytheory,explorethesocialsignificanceofnetworklanguageand
reflecttherealityofsocialdevelopment,sothatmanyunigueanddistinctivenetworkwordscanbe
morescientificandstandardized.
Keywords:cognitivelinguistics;prototypetheory;networklanguage

73王梦,等: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网络词汇演变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