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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的特征及其应用效应初探
李宇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随着“梗”的语言现象的广泛流行，对于“梗”的特征及其应用效应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梗”的释义和理解，
全面阐述“梗”的特征及其和流行语的关系，并对用“梗”的效应作了分析，指出了“梗”现象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并提出我
们应该如何用好“梗”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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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在人际交往中，“梗”
的语言现象流行了起来，人们喜欢用“梗”表达
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情绪，也可以在某些场合陈述
一种观点或讽刺某一现实等等。“梗”的涉及范
围之广，使用人数之多，充分反映出共享、共创、
共乐的信息化时代的魅力，而且在潜移默化中，
“梗”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幽默的方式，甚至成为
这个时代的语言特征之一。

一、“梗”的释义

虽然用“梗”现象屡见不鲜，但关于当今“梗”
的释义并不明确。有观点认为“梗”是“哏”的
讹字 [1]，而“哏”在新华字典的释义有两条：“滑
稽，可笑，有趣”和“滑稽有趣的言语或动作”。
很显然，这两种释义并不能完全解释“梗”的涵
义。新华字典的释义“滑稽，可笑，有趣”将其
解释为形容词，可我们所讨论的“梗”是一个名
词；释义“滑稽有趣的言语或动作”则指涉太广，

“梗”是滑稽可笑的语言形式，但并不是所有“滑
稽有趣的语言”都可称之为“梗”。

为 了 切 实 考 察 什 么 是 网 络 语 言 中 所 指 的
“梗”，《语言文字周报》曾给出如下关于“梗”
的两条释义：“笑点，笑料，笑话”“桥段，情节，
故事 [1]”。将“梗”解释为“笑点，笑料，“笑话”
和字典释义一样，显得过于笼统，没有指出什么
样的笑话或笑点能够被称之为网络语言意义下的
“梗”；而将“梗”解释为“桥段，情节，故事”
固然能够囊括网络语境下的“梗”的部分内涵，

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梗”并不仅限于此。“梗”
作为一类具有网络语言表现形式，虽然起初可能
是由某个“桥段”衍生而来，但是在运用时其戏
谑性的语言内涵已经相对独立，不能再将其简单
地归结为某种“桥段”“情节”或者“故事”。
将“梗”作为一个流行词汇，对其在语义上进行
解释和归纳，并没揭示出其本质的内涵与特征。

虽然这几种释义都不能很好的刻画“梗”的
内涵，但是作为“梗”的词源释义，将它们所指
的含义加以引申和拓展，或许能指明这样两件事：
“梗”通常是“滑稽”“有趣”、具有某种戏谑
意义的；“梗”可能根源语现实生活或者文学艺
术中的“桥段”“情节”“故事”。

二、“梗”的特征及其与流行语的关系

笔者以为，“梗”和网络流行语关系密切，
但是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网络流行语的别称，
“梗”有以下三点网络流行语鲜少具备的特征。

（一）“梗”是一种语言共识，其语义更具
附加性和复杂性

“梗”和流行语一样，都源于现实生活，是
对普通词句的提炼与重塑，而与网络流行语不同
的是，“梗”通常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表情达意，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幽默的语言效果。这就要求，
“梗”不能只是对语言形式上的提炼，更要对某
个词语产生时的语义背景、人物事件、流行桥段、
文化现象等进行整体囊括，因此“梗”是一种语
言共识，具有更深层的、更复杂的附加语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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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于理解了这些附加语义的听众，“梗”才能
表情达意，起到应有的幽默效果。

对于绝大多数流行语来说，含义往往是简单
的、字面的，如“正能量”“给力”“喜大普奔”等，
人们只需简单地了解它们的字面含义，就能够在
交际的过程中运用这些词汇。可是对于“梗”来说，
如果听众只了解了“梗”的字面意义，而不理解
其附加的语义，那么“梗”就难以产生应有的幽
默效果。流行语只是语形和语义上的凝练和创新，
而“梗”更倾向于一种语言共识，其语形看似只
是普通语词，但是其真实的语义和它产生、发展、
使用的情境都具有密切联系，而这种密切联系是
网络流行语所难以具有的。

总的来看，就“梗”的语义共识而言，用“梗”
与古人之所谓用“典”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只不
过，这里的用典用的是“新典”，用的是“热典”，
对“典”的运用方式也更加丰富。

（二）“梗”不再必然地具有固定的语形
流行语的语言形式通常是相对固定的，使用

时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形；而幽默才是“梗”的“灵
魂”，因此用“梗”者只需要将“梗”中核心的
幽默的语言元素表达即可，而不必要求有固定的
语言形式。这种可塑性是“梗”的又一鲜明特征。

如“放鸽子”原来是网络上的流行语，意指“失
信，爽约，拖延”。随着自媒体和新型网络平台
的兴起，“放鸽子”开始大量地用来形容视频创
作者迟迟不发布新作品的拖延状态，具有戏谑意
味，成为了一个在生活里和网络空间中使用频度
极高的“梗”。比如“他竟然放我鸽子！”“他
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鸽子！”“他居然就这样鸽
我！”“他居然就这样咕我！”“某某鸽子又咕
了一天！”“他是一个一天一鸽的视频博主。”
从语形上来看，“放鸽子”一词，演化出了“放
X 的鸽子”“鸽子”“鸽”“咕”等不同形态；
从词性上来看，其从原来相对固定的、俗语式的
谓词短语，演化出了具有独立语义的名词“鸽子”
和可及物亦可不及物的动词“鸽”“咕”，甚至
可以灵活地用作了动量词。但是无论语形与词性
怎么变，其核心的语义，即“失信、爽约、拖延”
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可以被灵活地运用在各种
句子和词汇当中，在“梗”的运用和传播过程中，
也逐渐呈现出了一定模块化特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梗”
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梗”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其脱离原先的语形约束，在词性上富于变化，在
运用上变得高度灵活；但是也有部分“梗”逐渐
形成了特定的句式和词式，变成一种新的网络流
行语 ,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网络语言的发展
规律，让我们更好地厘清了“梗”和网络流行语
的关系。

（三）“梗”具有一定的修辞化的倾向
诚如上言，“梗”的实质是一种表达幽默的

语言共识，所以某些“梗”甚至不再表达为具体
的语言“元素”，而是进一步地抽象为使句子“幽
默化”的修辞，比如：

1. 倒装 / 乱序。现在的网络语言中，词语的
颠倒纯粹是为了达到诙谐效果而进行的修饰手
段，并不受句法规则的约束，这种倒装的使用逐
渐变成了一种语言共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梗”
的表达。如将“兄弟：你礼貌吗”变为“礼貌：
你兄弟吗”, 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变为“小问号，你是否有很多朋友”等等。

2. 谐音。谐音现象自古有之，网络语言谐音
现象，更加广泛、灵活，也更具戏谑效果。“谐
音梗”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1）谐声母。随
着输入法的智能化，人们通常只需要输入声母，
但是这样快捷的输入方式也会产生很多令人啼笑
皆非的错误，其中某些极有辨识度的会被网络文
化保留下来，变成“梗”。如将表示大笑八个“哈”
字谐音为“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而将十个“哈”
字谐音为“韩寒会画画后悔画韩红”等。（2）
谐英文发音。如将“你在想屁吃”谐音为“你在
想 peach（桃子）”，进一步演化为“你在想桃
子”或者“桃子好吃吗”等形式。（3）单纯谐音。
这些谐音词因其戏谑性而广泛地流行着。如将“企
业级理解”谐音为“起夜级李姐”，将“泪目（流
泪）”谐音为“蕾姆（动漫角色）”，将“呜呼（成
功后的欢呼）”谐音为“芜湖（城市名）”。

3. 拼音缩写。拼音的缩写被使用在日常语言
环境中，使对话变得简短、灵动、有趣、甚至能
够产生某种加密的效果来增强对话双方的交流默
契，达到了极佳的修辞效果，这些经常被缩写的
词也有一定的特征：有的是在流行文化中经常使
用、易于理解的短小词汇，如 tql（太强了）、tcl
（太惨了）等；有的是在某个特定交际场合下大
家都熟知的、不必完全说出或耻于说出的名称，
如 cxk（蔡徐坤）、xz（肖战）等；有的是较为
粗鄙、不便说明的词汇，如 nmd（你妈的）、nb
（牛逼）等。

4. 空格和书名号。在词语的每个字中间加上
空格，使其读上去有一种声音延长的感觉，以达
到某种揶揄、反唇相讥或强调的幽默效果；在词
语或句子收尾加书名号，使其更像一部作品的名
称，以达到一种诙谐效果。如当某个人直言某道
题目很“简单”但最后却做不出时，评论一句“《简 
单》”来戏谑地揶揄他之前说的话，便是最恰当
不过的了。

网络流行语通常是自然语言，而“梗”不但
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表达 ，还可以通过音频、图
片、视频甚至一个符号表达。[2] 不论“梗”如何
地多变和抽象，其本质仍是对自然语言的加工与
修饰，虽然在极少的情况下，“梗”在含义的表
达上弱化了词句本身的表意功能，如通过表情符
号对字词谐音、象形等方式来表达一个词语或者
句子等，但是其在形式上始终无法脱离自然语言
这种载体，难以独立地通过其他诸如音乐、美术
作品等其他形式进行表达。所以，通过对“梗”
的词源与特征的归纳与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梗”
复杂多变，但它仍然应当被视作一种语言现象，
一种表达幽默的语言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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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梗”效应的思考

当今时代，“梗”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正不断
的渗透进我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梗”扩大了语
言所能指涉的范围，使得严肃的情感态度能够通
过“梗”进行戏谑的传达；“梗”激发了人们对
语言运用的热情，让语言表达更富有创造性；“梗”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幽默模式，拉近了人与人的距
离；“梗”重塑了我们的交际思维，为我们寻找
到更多的的知音。尽管“梗”对于人们的交际活
动大部分情况下是积极的，但是在“梗”的使用上，
仍然有几点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和忧虑的问题。

（一）“梗”的刻板化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
全面认知

如文所述，“梗”在运用时虽灵活多变，但
其核心的、戏谑性的语言元素是相对固定的。现
实世界往往是复杂多面的，不可能只有戏谑性的
一面，而这些“梗”的形成与广泛传播会导致人
们对“梗”所关联的现实形成刻板思维。用“梗”
者可能并没有了解某一事物的全貌，反复地用
“梗”只会片面地强调事物戏谑的一面，而忽略
事物严肃的、值得深思的一面。这会消解人们对
事物全面冷静的思考，理性的评价被戏谑性的
“梗”所取代，会造成对事物的认知偏差，从而
产生错误的观点、态度，这值得我们警觉。

（二）用“梗”场合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
 “梗”可以被广泛地运用在各交际场合，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梗”来进行表达。首先，
具有戏谑性的“梗”仍然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一些
严肃的场合；再者，某些只有在特定群体中流行
的“梗”在超出这个群体的交际场合里也会被使
用。前者是泛娱乐化的负面体现，用“梗”者在
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混淆了严肃与娱乐本该有的
界限；后者又往往会导致偏见、误解或者错误的
认知，本来是为了有趣、促进良性社交而出现的
“梗”却因用“梗”者未考虑到“梗”的流行范
围与适用群体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所以，我们
应该避免或减少不当用“梗”现象的发生，让“梗”
充分的发挥其在社交上的积极作用。

（三）用“梗”的单一性限制了表达的幽默
方式

“梗”为我们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与
维度，对语言尤其是幽默语言的表达起到重要的
补充作用。但是，随着“梗”的影响力对生活进
一步渗透，其他幽默的表达方式或多或少的被边
缘化。如果“梗”变成了我们表达幽默的唯一方式，
就会限制幽默表达的多元化发展，使某些话语的
表达趋于同一化。我们应该让“梗”和其他幽默
表达方式一起，形成丰富的语言文化。

四、结语

“梗”和流行语一样，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某个“梗”过了某段流行期，就逐渐被人遗忘，
但“梗”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会长期存在的
和发展下去，并且正在改变我们的表达思维与交

际方式。虽然“梗”也会带来一些令人忧虑的问
题，但是其对人际效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接纳“梗”，融入到“梗”
的世界中、引导其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将“梗”
成为传统语言表达方式的补充，共同促进语言文
化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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