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潮之一袁 女性

主义已经悄然迎来第三次发展浪潮遥 第一次浪潮以

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合理地位争取为主题曰 第二

次浪潮则以终止政治和经济上的性别歧视为目的曰
第三次浪潮将女性主义运动向前进一步推进袁 开始

关注言语行为和性别话语的互动建构[1]遥 因此袁女性

主义当下正在经历重要的野语用学转向冶袁其研究焦

点开始转向语言系统中自我群体身份的语言镜像表

征遥 就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核心主旨而言[2]袁主要

表现为两个问题院第一袁女性在现存语言系统中的具

体镜像与表征手段是什么钥第二袁现存语言系统中的

女性镜像反映了当下意识形态的何种趋势与走向钥
上述两个问题的探索可以看作是对于巴赫金有关符

号与意识形态之间野现实化冶与野物质化冶关系[3]渊P352冤
的进一步追问遥

2016 年 8 月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第三十

八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院我国网民

规模已达 7.1 亿袁其中手机网民达 6.56 亿袁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51.7%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遥
由此可见袁半数以上中国居民已经成为网民袁因此网

络媒介中的语言使用自然已经成为现代国人日常交

际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日益

密切的结合袁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逐渐减弱袁野虚中有

实尧实中有虚冶的网络空间中的女性镜像表现出野权
威消解尧道德虚无冶的后现代特点 [4]袁因此其背后的

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身份的觉知尧 建构与批评研

究就显得格外必要遥 通过观察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

示语的使用情况来思考网络空间中女性镜像及其意

识形态意义袁研究意义有三院在本体论维度袁可以更

好地揭示网络媒介时代女性身份建构的倾向与具体

手段曰在认识论维度袁可以深入地认识并思考语言符

号和意识形态的互相表征关系袁 进而为网络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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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检测与评估提供事实性参考曰 在方法论维

度袁 可以为意识形态引导与纠偏提供还原论与综观

论相结合的方法性指南遥有鉴于此袁我们从文化语用

学视角出发袁 以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的使用为

例袁 尝试探讨网络空间中的女性镜像如何反鉴意识

形态在不同文化信息层面所面临的当下境遇遥

二尧女性指示语与能指膨胀院表层文化
信息中意识形态的属性嬗变

网络媒介时代的女性指示语使用表现出对于索

绪尔能指与所指之间一一对应的二元关系 [5]的解构

与突破袁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能指膨胀特点院语言符

号的能指和所指分裂开来袁 并且多个能指对应一个

所指遥就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使用而言袁它在符

号形式上发生了能指的裂变与增值 [6]袁表现为指示

女性的多种新生形态指示语广泛应用于网络交际当

中遥 此时袁同样是指称一个女性所指对象袁但是其对

应的能指却更趋复杂与多样遥 例如袁从 2003 年就开

始出现并收录于周荐主编的 叶2006 汉语新词语曳及
其附录叶2003-2005 汉语新词语曳的野X 女冶族新词

语袁到近几年流行的野X 妹子冶袁再到 2013 年伴随野海
天盛筵冶事件发酵的野X 婊冶等等能指形式袁同样都是

指示野女性冶这一女性所指范畴袁因为下义范畴词野妹
子冶和野婊冶的泛化使用而获得了上义范畴词相同的

表意占位袁因此表现出多个能指渊女/妹子/婊冤对应

一个所指渊女性冤的趋势遥 这些新近上位的女性指示

语都反映了语言符号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袁 能指和

所指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袁能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

义袁从而成为能指和所指之间野不对称性冶的前提[7]袁最
后形成网络语言中带有能指膨胀特点的新型构式遥
例如袁在野萌妹子冶这一概念出现之后袁网友便利用

野X 妹子冶这一词语模的现成性特征袁根据现实的女

性分类不同属性往野模槽冶内填入合适的自选变量袁
以野妹子冶为女性身份范畴词的野模标冶[8]渊P146冤创造

出野软妹子冶尧野硬妹子冶尧野糙妹子冶等新词遥这里的野妹
子冶 不再强调它的女性下义范畴含义袁 而是变成了

野女性冶的代名词袁因此同野女冶的认知占位相同遥
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使用的能指膨胀还体

现在其具体建构范畴的延异之上遥一般来说袁在现代

汉语词典中袁女尧娘尧妹尧婊尧婆尧妻分别表示不同的女

性身份遥 通常来说袁除表示亲属关系以外袁上述女性

身份词之前并不添加定语表达其他含义遥 但在网络

空间中袁女性指示语的建构则打破了这一限制袁通过

在前填充不同的定语构成定中短语类的野词模块冶指
示各类女性形象 [8]渊P148冤袁并且类型多样院可以是以

女性身份词为核心构成定中短语袁如野软妹/强气娘冶
渊形容词+女性身份词冤尧野炫富女冶渊动词+女性身份

词冤和野抹布女/香菇女冶渊名动词+女性身份词冤曰也可

以是以女性身份词为限定词构成定中短语袁 如 野女
神冶和野女汉子冶曰还可以是形容词叠加构成名词渊野白
富美/黑长直/土肥圆冶冤或者指物名词指人渊野白莲花/
公交车/黑木耳冶冤袁 更可以是同语言内的方言借用

渊如从北京方言中引入的野果儿冶袁现指追求摇滚乐队

并与乐队成员发生关系尧私生活随便的女性冤袁亦或

是从不同语言介入渊如英语的野sextary冶袁仿照英文

sectary 而来袁但是专指借助不正当男女关系而上位

的职业女性袁再如从日语引入的野欧巴桑渊原意是大

嫂尧阿姨袁用来泛指中尧老年妇女遥 到了港台袁对这个

词使用已经彻底变味袁 引申为三八型的老妇女冤冶以
及来自日本的动漫和游戏文化 野三无少女冶尧野眼镜

娘冶和野宅女冶等袁还有分别来自于日本散文集叶败犬

的远吠曳和电视剧叶昼颜曳野败犬女冶和野昼颜妻冶冤遥
由上可见袁 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的使用在

能指和所指之间在上下义范畴界限以及具体搭配管

辖上的不对称性变异反映了网络媒介时代女性镜像

的复杂多样遥 这种现实驱动的能指与所指二元关系

的裂变一方面在本质上证明了巴赫金的观点 野符号

的存在不是别的袁就是这一交际的物质化冶[3]渊P352冤袁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注定具

有野现实性冶和野物质性冶袁因而表征的是表层文化信

息要要要即社会文化产物等可感的文化存在袁 包括语

言事实尧实物尧社会现实等等[9]渊P21冤遥 鉴于网络语言

不仅是一种交际符号袁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10]袁网
络语言中女性指示语的能指膨胀特点就会折射出意

识形态属性的当下状况院 随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

间二元确定关系逐渐被打破 [11]渊P96冤袁转而表现出能

指膨胀特点袁 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开始从绝对确定

性走向相对的不确定性遥具体来说袁传统意识形态比

较强调稳定性袁因此要求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必

须符合映射性原则渊只有具备确定指称的语词才有意

义冤袁并且追求指称的惟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12]遥
但是袁 网络媒介时代女性的指示语使用却反映

出自身具有文化进化色彩的能指膨胀倾向院 随着有

关同一性别范畴所指的能指符号日趋多样化与复杂

化袁 一方面反映了语言对于文化现实的与时俱进表

征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袁 同时也表明了社会成员对于

既定文化现实认知的离散化与碎片化袁 这是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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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稳定性架构原则的解构袁 自然其结果就是

促动意识形态开始从绝对的确定性走向相对的不确

定性遥依据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二元关系袁
从根本上讲是所指背后的意义给交际带来了可信

性袁 是意义赋予了能指作为交流的中介物要要要语言

符号要要要独一无二的表意地位遥如果没有意义袁能指

膨胀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交际体系中陷入不确定性的

泥潭遥更为严重的是袁能指与所指之间比率的过度失

衡不仅仅意味着意义的终结袁 最终也意味着能指的

终结遥 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再存在确定性关

系时袁那个能指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袁否则就是对

于语言社会性的背叛[13]渊P101冤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能
指膨胀是对于索绪尔符号思想的反动遥 在所指/能指

之间关系的图示之中 [14]袁索绪尔把所指放在能指之

上袁显然并非一个随意行为[11]渊P96冤遥 通过这种放置袁
索绪尔突出所指或概念地位的重要性袁 其重要性主

要表现为观念或概念总是先在的袁 声音是对概念的

默写[11]渊P97冤遥 关于这一点袁从他关于野语言是组织在

声音物质中的思想冶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遥

三尧女性指示语与语言暴力院深层文化
信息中意识形态的负向监测

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的能指膨胀往往带有

语言暴力倾向袁表现出对于女性的偏见与歧视遥在语

言暴力现象中袁能指却野喧宾夺主冶袁其使用价值超过

了所指意义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 能指不但承载着所

指袁而且还承载着反所指袁这可以看作是语言暴力产

生的语言符号维度上的根源遥 更为严重的是袁与能指

膨胀相伴随还有针对女性的所指意义野污名化冶倾向袁
因此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都导致了网络空间中

女性指示语的语言暴力属性特别显眼遥
这里所谓的野语言暴力冶是指用不合逻辑的语言

手段袁以一种语言霸权的形式出现[15]袁孤立和剥夺他

人的某种权利袁最终造成对人的伤害[16]渊P82冤袁在语言

系统维度上表现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失衡 [13]渊P96冤遥
就其类型而言袁语言暴力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遥
前者的破坏性十分明显袁诸如野咒骂冶[17]曰后者的伤害

性则比较隐晦袁 往往需要语言使用者付出较多的语

用努力才能感知语言的破坏力[16]渊P95冤遥 我们仔细观

察网络媒介时代的女性指示语袁 结果发现显性和隐

性语言暴力均存在其间遥一方面袁女性指示语被用来

批评部分涉事女性的为人处世态度袁 但在女性范畴

词的固化效应下却被滥用袁形成显性的语言暴力遥例

如袁因为野海天盛筵冶事件的曝光袁野绿茶婊冶一词得以

流行要要要当某些女性并不如常所见的那样清纯与贞

洁时袁便会被感觉受到欺骗的网友冠上野绿茶婊冶的
骂名遥 诸如此类的还有野炫富女冶尧野中国大妈冶和野女
博士冶袁 其本意均为中性名词代指特定的女性身份袁
但在网络媒介时代它们所塑造的女性镜像往往分别

含有野在公众面前炫耀奢华生活而引起民众关注冶 尧
野盲目投资冶和野大龄怪异剩女冶等贬义色彩遥 除此之

外袁 还存在一些需要付出特殊认知努力才能理解其

所指的隐性语言暴力型女性指示语[18]遥 例如袁野公交

车冶本意为公共交通工具袁现在以指代生活作风随便

的女子袁意为女子象公共汽车一样袁只要付出一定代

价都可以得到其肉体遥与之类似还有野恐龙冶 尧野黑木

耳冶 尧野果儿冶 尧野你妹冶 尧野逗比冶 尧野碧池冶和野碧莲冶等
等遥 这些女性指示语所隐含的女性歧视在字面上并

不存在袁带有野黑话冶或野行话冶特点袁但是其对女性的

偏见与歧视同显性语言暴力并无分别遥
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的语言暴力倾向不但

反映了公共网络空间中女性镜像建构的贬义特点袁
而且反映了深层文化信息所遭遇的冲击与挑战袁即
在意识形态中女性形象的觉知与建构面临着消极贬

损袁因此应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负向监测的重点遥依
据野文化信息三分说冶[9]渊P21-22冤袁深层文化信息是指

规范和价值标准袁 也是指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一种

抽象的尧隐性的客观信息遥深层文化信息中的规范是

指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野对冶或野错冶的感知曰而
价值标准则是指文化共同体内的成员关于 野好冶与
野不好冶的定义标准袁即在遇到选择时的判断标准遥规
范描述的是个体应该怎么做袁 而价值标准描述的是

个体想要怎么做[19]遥 鉴于深层文化信息可以看作是

文化共同体内成员的行为规范与指导袁 网络媒介时

代女性指示语的语言暴力体现了公共网络空间中语

言使用者对于意识形态在深层文化信息层面上的彻

底解构遥就野规范冶维度而言袁公共网络空间中针对女

性的语言暴力是野错的冶袁女性身份不应该被贬义化

建构与接受袁这是对于现代野男女平等冶意识形态的

颠覆袁是对封建野男尊女卑冶意识形态的招魂曰从价值

判断的角度讲袁这样做也是不好的袁会遭遇既定意识

形态中因为违反原型身份而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遥
由此可见袁 网络媒介时代有关女性镜像的指示语在

规范与价值判断两个维度上都是对于当前意识形态

中女性身份觉知的挑战与解构遥 鉴于当下网络媒介

时期女性身份觉知与建构似乎正在进行重新排列组

合袁 因此公共网络空间中的女性镜像的意识形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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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需要从一元的简单语义分析走向多元的语用综观

解构袁 否则容易陷入女性身份觉知与建构的静态化

狭隘认知袁 这在意识形态的负向监测中必须力求避

免遥

四尧女性指示语与语用期望院核心文化
信息中意识形态的正向引导

鉴于语言符号可以看作是既定社会核心文化信

息的表征手段袁 因此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的使

用可以反映出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身份的

原型设定与当下生态遥 依据文化语用学思想[9]渊P21-
22冤袁核心文化信息以最为隐秘与抽象的文化设定形

式影响着语言的使用袁具体由一套信念尧价值观尧道
德观尧世界观尧人生观等核心观念系统共同作用于言

语交际而产生的文化语用原则组成遥 从这个意义上

讲袁 女性指示语背后一定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性语用

期望袁 并且这些具有文化内涵的语用期望会指导与

规范社会成员依据灵活尧生动尧可变换的可能世界来

完成自我身份的觉知与建构遥 相应地袁 面对女性群

体袁 既定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所采取的意识形态立

场渊不管是正向袁抑或是负向冤均会在语言符号这一

意识形态的表征工具上留下语用化的痕迹遥 我们通

过对所搜集到的 112 条女性指示语进行统计分析袁
结果发现院褒义 32 个袁占总数 29%曰中性 25 个袁占
总数 22%曰而贬义 55 个袁占总数 49%遥 由此可见袁网
络空间中的女性镜像虽然错综复杂袁 但是贬义性却

尤为明显遥
从核心文化信息层面来看袁 客观反映女性社会

地位的女性指示语虽然作为正向语用期望的代表有

所出现渊例如野女神冶尧野润物女冶尧野经济适用女冶和野杠
杆女冶等等冤袁但是因为贬义女性指示语比例过高而

表现出正向语用期望的压制倾向遥 就意识形态维度

而言袁 这表明当下网络媒介时代女性身份觉知与建

构需要参照正向文化语用原则来实施引导遥 特别值

得注意是袁依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应用野微指数冶进
行的数据抽样显示袁在新浪微博上袁19-24 岁的年轻

女性成为使用网络低俗语言的主流群体袁 男女两性

使用部分女性指示语频次的对比情况如下表 1 所

示遥 这些涉及女性器官等女性歧视类指示语主要被

19-24 岁的青年网民所使用袁 这一方面说明了社会

文化对于女性语言使用的野礼貌温婉冶制约在网络空

间的匿名性尧虚拟性与广延性面前失去作用袁同时对

于女性主义群体也是一个提醒院 性别歧视话语的原

型如果来自于男性的话情有可原袁 这也是前两次女

性主义浪潮的核心观点袁 但是网络空间中的贬义女

性指示语使用者女性多于男性遥 由于网络媒介时代

女性指示语的使用负载着特定的群体文化内涵袁它
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野身份证冶与野标识器冶袁文化

社团成员需要依靠这些既定的符号来完成新符号的

认知与解读袁 这可以看作是社团发展与巩固的基本

手段遥因此袁特别关注话语权利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

潮要想在野互联网+冶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袁女性

群体自身的语言使用规范如何首先达成 野共同体内

部的通用规约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遥

表 1 男女两性女性指示语使用百分比对比表

就具体方法论而言袁 针对当下公共网络空间中

女性镜像的负向意识形态引导需要跳出微观的语言

语境限制袁不再囿于语义经验的命题证伪袁打破传统

意识形态分析与引导所依赖的还原论方法袁 转而进

入宏观的文化语用维度袁从核心文化语用原则出发袁
为网络媒介时代女性身份的觉知与建构提供规范性

红线指南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90 后是伴随着计算

机和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袁 也是当前网络使用主

体袁其童年尧青年以及未来生活集体记忆都与公共网

络空间息息相关遥 当下网络媒介空间中女性镜像的

负向塑造者主要是 90 后这些女性网络原住民[20]袁因
此未来意识形态维度女性身份的正向觉知与积极建

构似乎需要更多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努力遥 如果说

这种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野自我污名化冶取向可以看

作新时期女性独立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的话袁 那么

其代价或许有些过大袁 因为这带来的后果可能并不

是理想的独特身份建构袁而是自我身份的毁灭袁并且

面临当前文化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冲击遥

五尧结 语

如果说网络语言的出现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表

现袁 那么网络媒介时代女性指示语使用的贬义化分

析则反映了语言应用的现实约束性和网络自由性之

间的融合与博弈遥 诚如李宇明教授所言 [8]渊P151冤袁网
络语言从词语到交际都有很多新特点袁 如网民的语

排名譹訛 1 3 6 11 13 16 19 20 21
女 性
指示语

尼玛 逗比 你妹 逼格 撕逼 小婊砸
绿茶婊/
心机婊

碧莲 碧池

男性(%) 45 34 34 30 31 36 47/32 42 34
女性(%) 55 66 66 70 69 64 53/68 5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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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为尧语言态度尧网络词语孽生传播的特点尧网络

文体的新样式尧 虚拟语言生活与现实语言生活的关

系等等都是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和

热点话题遥 我们尝试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展开女性指

示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批评袁 其目的在于分析当下意

识形态所面临的多层解构境遇袁 进而为问题解决提

供具有合理性和建设性的建议遥 鉴于公共网络空间

中的语言发挥着符号领域的意义操纵功能袁 面对公

共网络空间中女性镜像的野污名化冶状况袁我们必须

思考其所带来的意义尧 价值和规范等文化信息的流

动化和无序化对于现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挑战院就
表层文化信息而言袁 意识形态属性开始从绝对确定

性走向相对不确定性曰就深层文化信息来讲袁意识形

态监测要求从一元的简单语义分析走向多元的语用

解构综观曰就核心文化信息来看袁意识形态引导需要

跳出微观的语言语境限制袁 进入宏观的文化语用维

度遥
上述研究发现证明了社会文化符号的指示研究

正在走向野语义弱化冶尧野语用开放冶和野语境建构冶袁在
消解传统语义学和构建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基础

上[21]袁网络空间中的语言使用可以更加清晰地描画

出文化语用学的蓝图遥 2016 年 7 月 27 日在商务印

书馆举办的野2016 中国网络语言文明论坛冶更是旗

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点要要要论坛以野文明网络语言窑
共建清朗空间冶 为主题袁 旨在推动中国网络语言文

明袁提升健康使用网络语言的导向意识袁抵制低俗语

言袁营造清朗的公共网络空间遥我们从文化语用学视

角出发袁 尝试探讨了女性指示语中既定意识形态镜

像表征的具体状况袁权作引玉之砖袁以期引起学界对

于网络媒介时代语言使用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多元

批评袁最终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4 月在叶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曳 上所强调的亿万民众共

同的精神家园要要要公共网络空间要要要天朗气清尧生
态良好浴

注院
譹訛 这里给出排名之所以是间断的是因为我们选取的均是女

性指示语袁 具体完整排名与实例请参考人民网舆情监测

室叶2015 年网络语象报告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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