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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流行语”呈增多态势

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退休多年的
何伟渔教授，一到年底就关注着各个机构
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今年也不例外。

“每年的大事可都在这流行语里面呢！”何
伟渔说。

流行语，并非新事物，但它带有鲜明
的时代印记，记录着不同时代、不同年份
的故事。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流行语有哪
些特点？

“首要特点是量多。”何伟渔说，今年
新概念、新词语丰富多彩，是流行语的

“大年”。其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抗
疫是今年的年度主题，很多流行语会自然
而然地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大事高度
关联。“比如在 《咬文嚼字》 公布的十大
流行语中，就有7个词和抗疫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

记者注意到，在目前公布的多个“年
度流行语”版本中，除了“逆行者”“后浪”
外，“云监工”“不约而同”“武汉加油”等词
语也多有上榜，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
盘点 2020”公布的五大候选国内词中，

“口罩”“抗疫”“逆行者”“健康码”等 4 个
词与抗疫相关联。

在全国人民同心战疫的背景下，人们
的关注点比较集中。“前几年，流行语

‘区块化’态势明显，不同年龄层次、不
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背景有不同的流行
语，在全社会流行的‘全民流行语’比较
少。”《咬文嚼字》 编辑部主编黄安靖表
示，今年的“全民流行语”呈增多态势，
像“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后
浪”“直播带货”等，都为大众所熟知，
在全社会流行。

流行语之所以流行，一定是因为使用
的人多，但并不是所有出现频率高的词语
就一定能上榜。“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在评选流行语时，首先是通过词汇
时空运动模型及相关算法从语料库里提取
本年度的候选词。”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邹
煜说，随后会对候选词进行人工筛选，再
组织专家进行研讨评议。

社会价值和语言价值正成为评选流行
语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体现在反映
时代特征、弘扬正能量和引导语文生活三
个方面。”何伟渔认为，前两个方面在今
年全民抗疫的背景下得到充分展现，第三
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入选的词语是否在结
构、语义、用法上有所创新。他举例称，

“飒”本来是拟声词，用来形容风声，但
现在已成为赞美奋战在各行各业女性同胞
的常用语。

纵观近年来的年度流行语，种类繁
多，包罗万象。其中，不少词语已进入汉
语词库。“我们选流行语，是要选能够在
社会上流传下去、今后进入汉语词典的
词。如果是仅用来调侃、纯属搞笑的
词，说说可以，但要作为流行语选出来
向社会推广，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黄安靖说。

感知社会发展脉搏

年年都会产生大量新的流行语。在邹
煜眼中，流行语可以说是全民语言狂欢。
那么，流行语是从哪里来的？

“流行语在每个年代都有，每一代的
流行语构筑起了每一代人独特的记忆。”
何伟渔说，改革开放前，大家口口相传的
流行语多与政治相联，后来反映社会各领
域新事物新观念的词语逐渐增多，尤其在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网络流行语大量出
现，流行语更迭速度加快，原本只在某个
群体内部使用的词语可能瞬间走红。

语言是一面镜子，如实反映着社会生
活的变化，流行语则是种种变化最简洁的

“记录仪”。“通常它的产生与特定的事物、
现象相关联，也许是社会事件，也许是心态
表达，也许是因为词语本身有趣活泼，从而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主任杨尔弘表示。

“在记录社会变迁方面，流行语发挥
着很大作用。”邹煜说，特别是近些年，

“中国梦”“新常态”“打虎拍蝇”“供给
侧”“双循环”等一批政经领域的主流文
化词汇演变为大众生活流行语，有时候回
顾往年发生的大事，通过搜索当年的流行
语就可以迅速唤起记忆，“这正是因为流

行语本身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语言也是心灵的映照，流行语在某种

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在一定时期的心态和期
望。之所以被挂在嘴边，往往是引起了使
用者的情感共鸣。不管是前几年出现的

“压力山大”“宝宝”“我太难了”，还是今
年火了的“打工人”“凡尔赛文学”，都已
成为许多人自我调侃的减压用语。

“流行语一定程度能为大家提供一个
情绪释放通道，为形成社会共识和群体宽
容提供弹性载体。”何伟渔说，这类流行
语往往带有幽默戏谑色彩，自嘲中不失自
励，呈现出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期待。

在中国社科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秘书长黄楚新看来，流行语是社会焦点
问题和情绪的直接反映，盘点年度流行语
能够帮助我们透视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现
象，对社会发展脉搏形成精准感知。

回顾过去的年度流行语时，人们会
发现：有的流行语能一直沿用至今，而
有的则难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
命运。

“有些新词语的产生与特定事件有
关，等事件过去，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便会
大幅下降，比如‘千禧年’，在 2000年前
后用得最多。”杨尔弘认为，一句流行语
能否被大众流传并长期留存，在于它对自
身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长期影响以及
它在语言系统里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正能量’‘给力’‘点赞’等词现在还
在用，‘神马都是浮云’‘蓝瘦香菇’等词
慢慢淡出视野，这也是语言自然流变的过
程。而这种变化，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在
进步、国家在发展。”何伟渔表示，有些
词虽然流行时间短，但“人过留名，雁过
留声”，它们确实在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

“足迹”。

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

互联网时代，是网络流行语盛行的时
代。从不同机构每年发布的年度流行语来
看，网络用语的占比呈明显上升态势。今
年6月，教育部发布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 （2020）》。报告指出，网络语言经

历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发展路
径；它呈现给公众的样态，从起初的“多
语码化”发展为当下的“多模态化”；它
不再是当初网络达人、“大虾”等“小
众”的专利，而成了网上网下的“大众”
所共用、共有、共享的语言产品。

在网络语言正全面走进现实语言生活
的背景下，不少学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他们认为，网络流行语在反映时下社会生
活的同时，也对传统经典文化和主流价值
观带来不小冲击。尤其是部分网络流行语
在非理性传播过程中，带有明显叛逆、污
损等亚文化色彩，极易影响青少年社会文
化心理和价值观养成。

杨尔弘指出，对于网络流行语要有所
区分，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带有粗鄙
化、低俗化倾向。针对后者，无论是公
民还是媒体从业者，都应自觉抵制，有
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

“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客观来说
的确丰富了我们的词汇。”何伟渔说，应
该秉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总的来
看，低俗负面的语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消失，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有个大浪淘
沙的过程。

网络流行语多，年度流行语的版本也
不少。“多家机构发布多个版本的年度流
行语，这是好事。由于所使用的数据库和
算法不同，结果上肯定会有所差异。”邹
煜说，但这表明大家对流行语都很关注，
从不同角度去呈现、解读，形成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的状态，这是社会多元与多
彩的体现。

邹煜还提到，流行语虽然在某种程度
上代表潮流，但不见得适合所有人。“社
会大众不可能也没必要穷尽所有信息。对
一些‘热词’，大家有陌生感也很正常。”

流行语反映时代变迁，并不是时代的
全部，更不是我们生活的全貌，它只是反
映了某些侧面。专家们表示，语言本身具
有反向塑造作用，当我们选择语言时，语
言本身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思维，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内涵乃至思想深
度。面对形形色色的流行语，切不可盲目
跟风。

不同版本的2020年流行语近日纷纷出炉——

你常用哪些流行语？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新视角

近日，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选、媒
体投票等环节，各大机构开始发布“2020年
十大流行语”。“逆行者”“打工人”等热词
榜上有名，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的流变，最
直观、最生动地体现了时代发展、社会变
迁、文化脉动。从风云激荡的国际社会
到惠及民生的国家政策，从影响广泛的
热点事件到人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年度
流行语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年社会的
波澜壮阔，也折射出普通大众的喜怒哀
乐 。 可 以 说 ， 年 度 流 行 语 中 隐 藏 着

“民生密码”。
流行语中流淌着人们的生活痕迹。透

过年度流行语，可以对过去一年中的民生
百态进行解读。比如，作为疫情期间居家
上网课孩子代称的“神兽”，标注了这段特
殊时期师生“云上课”的历史，也记录了

广大家长使出各种招数、与“熊孩子斗智
斗勇”的经历；“直播带货”更是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很多人通过加入“直播带
货”获得新的职业身份，也有不少人因此
而频频“剁手”。

流行语还是社会心态的晴雨表。一方
面，越来越多传递正能量的流行语当选年
度“热词”，体现出当今社会大众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如“逆行者”“飒”展现
出中国人民面对生死考验时坚守岗位、不
畏艰险的优秀品质，也寄托着普通群众对

英雄的敬佩和赞美。另一方面，流行语
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包含着人们
的期待、疑惑、自嘲等种种情绪，同时
凸显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如“内卷”
被用来指各行各业内部的非理性竞争。
发展中出现停滞阶段很正常，关键是要
有效地进行理性竞争，这就需要相关行
业正视非理性的“内卷”现象，积极探
索“去内卷化”的改革之路。因此，流
行语可谓收集研究舆情民意的重要信息
库，读懂流行语中隐藏的“民生密码”，

把握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方能准确体察
舆情，更精准地服务大众，帮助他们排
忧解难。

在流行语的使用上，政府和群众的互
动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民生密码”正
在被识别。可以看到，目前流行语已经呈
现出双向流动的倾向，既有从政府话语体
系进入民间的语言，也有从民间语汇向官
方语汇的靠拢。如今年入选十大流行语的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双循环”，就
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及政府文件中

出现，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全民“热词”；
“任性”一词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剑指
权力使用乱象。官方与民间语系的良性互
动，有利于倾听民意，凝聚共识，激发改
革动能，实现最大公约数。

年度流行语，难以涵盖所有的民生
领域，但能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部分心
声。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从中读懂民生
诉求，破解“民生密码”，及时吸纳建设
性意见，正视流行语中折射出的问题与
挑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激发出更多向上向善的社会正
能量。

读懂流行语中的“民生密码”
乔 彩

▶▶延伸阅读

中外 2020 年度“热词”盘点

中国

《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0年十大流行
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后浪、
飒、神兽、直播带货、双循环、打工人、内
卷、凡尔赛文学。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20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
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盘
点2020”公布五大候选国内词和五大候选国际
词，分别是：脱贫攻坚、口罩、抗疫、逆行
者、健康码；新冠疫情、群体免疫、熔断、美
国大选、科比。

美国

美国《韦氏词典》和美国词典网都将“大
流行”评为年度词汇。

《韦氏词典》 方面表示，根据统计数据，
“大流行”一词今年被查询次数明显高于往年。
今年 3 月 11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

“大流行”，当天这个词汇的查询量与去年相比
暴增115806%，而且，该词全年热度都接近热搜
词榜首。

英国

《剑桥词典》将“隔离”列为2020年度词汇。
《剑桥词典》方面表示，“隔离”一词在今

年的搜索量中排名第三，但如果去掉“你好”
和“词典”这些年年都会出现的词汇，“隔离”
就跃居榜首。据统计，“隔离”一词在今年3月
18日至24日期间搜索量最大。

德国

德语语言协会公布 2020 年十大年度词汇，
其中8个与新冠疫情相关。

德语语言协会主席彼得·施洛宾斯基表示，
德国很少出现全年的热点词汇都围绕一个主
题，这种情况上次出现要追溯到2008年末发生
的国际金融危机。今年德语语言还诞生了一批
构词含“新冠”的新词汇，比如“新冠游行”

“新冠数字”“新冠隔离”“反新冠限制措施的蠢
货”等。

日本

由日本自由国民社主办的“新词流行语大
奖”近日揭晓。其中，新冠疫情防范标语“3密
（密闭、密集、密切接触）”一词获最优秀奖。

为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疫情防控要领、方
便在生活中操作，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将疫
情专家的意见总结为严防“3 密”。如今，严
防“3密”已成为日本国民防控疫情的新生活
方式。

此外，日本政府为促进观光旅游及外出就
餐而实施的“GO TO 促销”政策、受疫情影响
各种线下活动纷纷转到线上的“在线〇〇”、社
交网站上可以包治百病的小妖怪“尼彦”、 任
天堂发售的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简称“动森”、韩
国电视剧“爱的迫降”、超人气漫画作品“鬼灭
之刃”等也入选年度十大流行语。

（本报记者 史志鹏整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

11月 3日晚，演员在山东省会大剧院表演全国首部战疫题材舞蹈诗
《逆行》。 郝鑫城摄 （人民视觉）

11月 2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大将镇富乐村“巾帼
脱贫行动”的直播现场，主播正介绍融安金桔。韦荣军摄 （人民视觉）

“逆行者”“后浪”“带货”“双循环”“爷青回”“奥利给”……即将过去的2020年，哪些流
行语你常挂在嘴边？往年的流行语你还记得多少？

近日，多家机构陆续公布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作为时代的产物，流行语反映了一定时期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事物和现象，记录着社会发展变迁，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的精神
状态。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流行语更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有一些流行语热起来，但只有那些兼具社会价值和语言价值的流行语，才能经得起岁
月的检验。

逆行者逆行者 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