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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是具有表情语功能的网络辅助交际手段, 相当于现实语

言交际中的态势语。如果说现实中的交际是 “有声语言+态势语言”, 网络交际中则是与此

相对应的 “文字序列+网络表情符号”, 其功能主要是用来表达交流双方的情感 、态度 、含

意与调节虚拟语境的交际气氛 。网络表情符号的生成与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的编码与

解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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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主要研究网络表情符号 。网络表情符

号是近年来流行于网络交际中的一种以简单图

形或彩色图像甚至动画等形式表情达意的信息

载体 。例如:

　图 1

不难看出, 由 ( 1) ～ ( 3) , 实际上反映了网络

表情符号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只不过这

种演化过程并非是一个兴替过程, 因为在当今

的网络交际中, 实际是三种网络表情符号共存

的状况。①

网络表情符号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信

息载体,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人们又是如何

生成和理解它的 ?弄清楚这些问题, 无论是对

于理解各种网络交际手段的性质还是对于考察

交际中的人的认知心理过程都有启发意义。

(二) 已有研究评述

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 学术界对网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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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本文着眼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 生

成与理解过程, 所以在本文的讨论中一般不区分网络表情

符号的具体形式。



的研究讨论很多 。但很少有学者专文探讨网络

表情符号。苗方方 ( 2006) ① 简述了网络表情符

号的发生发展, 认为网络表情符号经历了一个

由标单符号表情到图案化网络表情继而走向丰

富多 样的网 络表情 的发展过 程。何 海燕

( 2007) ② 谈到了网络表情设计的问题, 该文指

出, 从标单符号来看, “ ··-) ” 、 “ ··-{” 、 “〈··I”

等横向列的符号主要产生于欧美并风靡全球,

“ 0 ” 、 “ ( ○ ω ○) ” 之类竖向直观符号主要流
行于日本, 被称为 “颜文字”。梁燕碧 ( 2006) ③

细致地阐释了该种网络表情符号的文化内涵 。

也有少数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网络表情作

相关研究。陈向红 、 黎昌抱 ( 2006) ④ 谈到非语

言形式时, 略略提到了网络表情语言, 但并没

有作进一步讨论 。唐师瑶 ( 2006) ⑤ 详尽地论述

了 QQ表情符号的构型分类 、 构型规律和特点,

对 QQ 表情符号从功能方面作了简单的解释,

研究远未深入 。纪丽宏 ( 2006) ⑥ 对 “网络语

言” 的界定与非语言符号的分类和特点作了相

关论述, 也并没有揭示出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

与产生动因。

按我们的观点来看, 以往的相关研究所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 ( 1) 很少从语言学及与此相

关的人的认知心理方面来探讨网络表情符号产

生的动因, 因而也就没能给网络表情符号的本

质一个准确定位。 ( 2) 对网络表情符号的生成

与理解的认知过程缺乏理论思考, 而多将研究

限于其表现形式 、 构造特点等一些外围因素。

针对这两个问题, 本文尝试对网络表情符号从

语言学和认知的角度做全新探讨。

(三) 本文研究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人们已经

越来越习惯于在网上交流, 我们可以把人们这

种依靠网络的交流称为网络交际 。网络交际中,

人们一般不是通过有声语言 (这里不考虑网上

视频电话) 来交换信息和传情达意, 而是利用

键盘输入的文字序列作为主要的信息载体。但

正如现实的言语交际中态势语所起的辅助交际

作用, 网络交际中的网络表情符号也是一种重

要的辅助交际手段 。网络表情符号在全球范围

内的网络交流中都颇受欢迎, 比如欧美国家流

行的横向符号表情与日本的颜文字表情。网络

表情符号之所以如此之热, 除去其外形上的引

人注目外, 其实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本文

将从认知语用学角度阐述两个问题:网络表情

符号的本质是什么? 网络表情符号的生成与理

解的认知过程如何?

二 、 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

(一) 态势语简介

在日常交流时, 人们主要是通过有物质语

音的有声语言来进行言语交际活动, 与此同时,

人们往往会通过手势 、 语气 、 变音 、 拉长音 、

肢体语言等来进行辅助交际, 我们把这些统称

为可感知的非语言表达手段。美国心理学家爱

伯特 ·赫拉别恩的研究证明在表达情感和态度

时, 语言只占交际行为的 7%, 而声调和表情所

传递的信息却多达 93%。⑦因此在面对面的交际

中, 交流双方除了通过有声语言进行交流外,

常常还要通过对方传达的非语言因素来判断对

方的心理状态, 从而达到更为流畅地交流与

理解 。

可感知的非语言表达手段中除了语音 、 语

气等与语音有关的因素外, 其他各种形式都可

归为 “态势语言” 。根据李峻研究 ( 2001) , ⑧ 态

势语言就是指 “人类以面部表情 、 身势动作 、

空间距离和服饰装束为物质材料的信息载体” 。

该文同时还指出, 态势语言是人类无可替代的

特殊语言,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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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语言内质上看, 态势语言具有思想

表达的通达性 。态势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首先体现在反映思想的快捷上, 其次表现在反

映思想的真切上, 即态势语言反映的一般都是

人的思想原本或人的情感初衷 。

( 2) 从语言外壳上看, 态势语言具有情感

意义的可视性 。态势语言情感意义的可视性,

主要体现在视而可见的直观性 、 视而可懂的理

喻性 。

( 3) 从语言运用上看, 态势语言具有创设

语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当不会用 、 不必用 、

不想用 、 不宜用口头和书面语言的时候, 态势

语言可以用它创设的独特语境表情达意 。

以上研究为对网络表情符号本质的定位提

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二) 作为网络辅助交际手段的网络表情符号

网络交际是一种处于虚拟场景的交际, 这

种虚拟的场景实质上就是对现实场景的一种模

拟。同样, 处于这种环境下的言语交际也是现

实中的言语交际的一种映射, 只不过, 现实中的

交际是 “有声语言+态势语言”, 网络交际中则是

与此相对应的 “文字序列+网络表情符号” 。

可以想象, 在网络交际中, 在没有网络表

情符号时, 人们要表达一种感情 、 态度或者含

意, 只能通过键盘键入一些说明性的文字, 这

样势必会花费很多时间。这种情况下, 人们就

会寻求一种类似于态势语言的最为经济又能起

到表情达意 、 创设语境的辅助交际形式。网络

表情符号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网络表情符号替代了长篇幅的文字, 其作

用等同于现实交际中的态势语言。2006年国家

语委公布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中显示,

网络语言与其初生时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其最大的变 化是, 符号的 使用率 达到了

55.07%, 已经超过了汉字的使用率。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 不论是现实交际还是

网络交际, 语言都是人们主要的交际工具。具

体来说, 在现实交际中,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

的表现形式是有声的口语, 而在网络交际中作

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的表现形式则是无声的书面

语, 或更准确地说应是文字序列 。现实交际中,

除了有声的口语, 可感知的非语言表达手段主

要是态势语言 ———重要的辅助交际形式, 在网

络交际中充当此角色的则是网络表情符号。我

们可以据此绘制一个现实交际与网络交际的对

比示意图:

　图 2 现实交际与网络交际的对照模式图

上图可以大致解读为, 网络交际是现实交际的

一种映射 。具体来说, 就是有声语言的功能在

网络交际中由文字序列来承担, 而态势语言的

功能则由网络表情符号来替代 。

态势语主要是指人的面部表情和身势动作。

正因为此, 网络表情符号从一开始就以模拟人

的面部表情为主要特征。在后来的彩色图像中,

主要凸显的还是人的面部表情, 虽然已经加了

一些身势动作在里面。及至最近较为流行的成

套的图像 、动画表情, 大都是将载体制作成最

易于表现面部表情的物体, 如洋葱头 (洋葱

头) 、 猴子脸 (悠嘻猴) (见图 1) , 等等 。动画

表情设计者都以夸张 、漫画式的手法来放大其面

部表情或张扬其肢体动作 (见图 1) 。

(三) 具有表情语 ( expressive) 功能的网络

表情符号

按照经典的言语行为理论, 人们在进行言

语交流时所说的话事实上就构成了一个个言语

行为 ( speech acts) 。Searle ( 1976) ① 则根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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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 earle, J., A Clas sifi cation of Il locut ionary Acts. Lan-

guage in S ociety 1976 ( 5) .



语 ( w ords) 与世界 ( w orld) 的关系以及对此

种关系负责任的人 。这两条标准区分了六类言

语行为, 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　六类言语行为与世界关系及负责任的人对照表

言语行为类别 话语和世界关系 对关系负有责任者

宣告语 ( declarations) 话语改变 ( change) 世界 说话人

表信语 ( rep resentat ives) 话语适从 ( fi t) 世界 (外部世界) 说话人

表情语 ( exp ressives) 话语适从世界 (心理世界) 说话人

请求语 ( rogat ives) 话语适从世界 听话人

承诺语 ( commisives) 世界将适从话语 说话人

指令语 ( di rectives) 世界将适从话语 听话人

这里与我们研究相关的主要是表情语 。表情语

是指用来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言语行为, 所以

上表显示表情语话语是适从世界的, 也就是说,

它是对说话者心理状态的一种描述, 所以对其

(真与假) 负责任者只能是说话人 。

如果我们将网络表情符号看作是人们表情

达意的信息载体的话, 从言语行为理论来说,

它只能归为表情语 。这与我们上面的分析也一

致。上面我们说网络表情符号所起到的交际功

能就相当于现实言语交际中态势语的功能。态

势语也主要是用来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的 。

当然, 不可否认, 同态势语相似, 网络表

情符号也可以创设说话的情境。但是, 这种功

用应该是使用表情语的语用策略导致的结果。

也就是, 网络表情符号是用来表情达意的, 但

有时不一定真的就是有 “情意” 要表达, 例如,

QQ中 “青青河边草” (网名) 与 “25 点睡觉”

(网名) 的一段聊天:

“青青河边草” 在第一句问候时发了一个可爱的

表情, 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体现, 只是

为这种闲聊创设了一个温馨的氛围, 也可以理

解成 “说话人” 对 “听话人” 的友善与关心 。

事实上, 这种问候语说不上关心与否, 但加上

这个表情符号就为这种一般的问候语增加了一

份亲近的色彩。借 “关心” 来创设温馨氛围,

这就是一种语用策略 。

生活中, 我们网络聊天 、 发手机短信, 都

爱加上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 这就是利用表情

语来创设令人愉快的语境。在面对面的交流中,

我们可以通过微笑或调整语速 、音高和音强等

来表达我们的愉快心情, 但在网络交际中, 我

们看到的大多是 “冷冰冰” 的文字, 这种情况

下, 交流情境的创设更为重要。这也是网络表

情符号使用如此之广泛的主要原因所在 。

三 、 网络表情符号生成与

　　理解的认知阐释　　

　　弄清楚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后, 我们对网

络表情符号的生成与理解的过程就有了可资参

照的基础 。下面, 我们就在理论上用两个图示

模型阐释人们在网络交际中是如何生成和理解

网络表情符号的。

(一) 生成

前文说过, 人们之间以语言为工具的交流

不仅仅是客观的信息交流, 还有主观的心理状

态表达。毫无疑问, 交际者对自己心理状态的

表达也是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我们设想, 在交际一开始时, 说话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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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定的心理状态之中, 这种心理状态在没

有被概念化和范畴化之前, 是无法用文字或外

在图像传达出来的 。按照体验主义哲学主张,

概念只有通过体验才能被理解 ( Lakof f & John-

son 1999①) 经由体验的心理状态在被概念化的

同时其实也被范畴化了, 概念化和范畴化是相

辅相成的 。概念化和范畴化的结果是心理状态

的码化 (实际上就是指成为语言表达, 包括语

音的和文字的) 或意象化 (表现为图象形式) 。

使用网络表情符号的交际者往往在此还不

止步, 他们还会利用隐喻这一思维工具使自己

的心理状态具象化, 即使用一些有趣的 、 生动

的图像来表情达意, 如所谓的兔斯基 、 悠嘻猴 、

洋葱头等 。

整个过程可图示如下:

　图 3 网络表情符号生成模式图

(二) 理解

在交际的另一方发来网络表情符号时, 收

到这类符号的交际另一方就得对这些符号作出

解读 。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一些理论,

我们假设网络表情符号的理解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4 网络表情符号理解模式图

在网络交际过程中, 交流一方一旦获取对

方发来的表情符号, 则会结合当时交流语境,

分析 、推导出其所表达的概念 、 涵义, 在此基

础上, 通过码化或意象化处理, 说话人就会理

解网络表情符号所表达的语义内容, 结合自己

的认知体验, 也就理解了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

义内容和语用含义。

在网络表情符号的理解过程中, 语境扮演

了重要角色 。因为如果交际一方接收到的是一

种从未接触过的网络表情符号 (就像我们在阅

读中遇到一个生词) , 一般情况下他/她就得依

靠当时的交际语境来推导其表达的语义概念和

语用含义 。根据关联理论, 语境是一个心理结

构体 ( psychological const ruct ) ( Sperber &

Wilson, 1986②) , 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

的假设, 所以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

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 不断选择的结果, 也是

听话人的一个重新构建, 而不是在理解过程之

前就事先确定好了的。在认知语境的重新构建

中, 听话人会利用百科知识 、 逻辑知识及语言

知识等去帮助生成与当前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

信息或假设。因此, 只有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

信息或假设的趋同, 才能实现说话人传递的话

语信息与听话人接收理解的结果之间有着最大

相似性, 从而达到促进交流的目的 。

李峻 ( 2001) 分析了态势语言创设语境的

独特性, 即当不会 、 不必 、 不想 、 不宜用口头

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时候, 态势语言可以用它创

设的独特语境表情达意。同理, 网络表情符号

在网络交际中通过图形 、 动画等也具备创设语

境的特征, 如, 一只小兔子对着一堆书发呆,

这便虚拟了一个 “学习” 的情境, 因此对这样

表情符号的意义需通过其所创设的语境进行推

导和体会 。

综上, 我们可以得到网络表情符号生成与

理解的流程图:

　图 5 网络表情符号生成与理解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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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

自1982年第一个网络符号笑脸 ·
·-)的产生,

到 20多年后的当今社会, 丰富多样的网络表情

符号已成为网络语言中的 “明星” 。网络表情符

号复杂多变, 形式多样, 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 所有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

是一种交际手段 。

我们将网络交际视为现实交际在网络中的

一种投射 。据此, 可以认为网络交际中的文字

序列就相当于现实交际中的有声语言, 网络表

情符号的功能则对应于现实交际中的态势语。

所以, 我们认为, 网络表情符号本质上是一种

网络辅助交际手段 。按照言语行为理论来说,

网络表情符号应属于表情语。

网络表情符号形式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

对其的生成与理解也不同于语言符号。根据认

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相关理论, 我们提出了人

们生成和理解网络表情符号过程的假设。大体

而言, 网络表情符号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也是一

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 这一点同语言符号类似 。

但网络表情符号在生成和理解时都要有一个码

化为语言符号或直接意象化这样一个中间环节 。

但具体是码化还是意象化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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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rnet Emoticons from th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Y u Guangwu　Qin Y un

Abstract:The internet emo ticon is a supplementary online communicational means wi th

expressivesfunctions in nature, sharing a similar status as si tuation language in real life

communication.If real li fe communication can be defined as “sound language plus si tuation

language”, the online communication could be represented as “word sequencing plus internet

emoticons” .The majo r functions o f the lat te r are to convey feeling, att itude and implica-

tion, and regulate the atmosphere in the virtual w o rld.The gener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se emo ticons are in fact a process o f encoding and decoding.

Key words:internet emo ticons;expressives;si tuation language

观点选萃

增强生态责任 、 促进公民生态行为的养成
张首先

绵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首先在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

生态责任的困境与培育》 一文中指出:

如何增强生态责任 、 促进公民生态行为的养成呢? 一是要整合各种教育资源, 强化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根据

年龄差异 、 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同情况, 通过各种媒介, 搭建不同层次的传播平台, 传播生态环保知识, 强化公民的

生态环保意识。二是要完善法律政策, 为公民的生态行为提供法制保障。通过生态法律制度规定公民的生态环境权

利与义务, 通过生态行政法规制定区域生态治理目标和具有区域特色的环保管理措施。三是要降低公民环境保护的

参与成本, 拓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和治理的渠道。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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