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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不同的网络热词，这些新词的使用反映了当前社会

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语言交流习惯，同时也反映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价值观。网络热词

“电子XX”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出现，也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本篇通过搜集互联网社交媒体

中出现的“电子XX”类词汇，从词汇、语法角度、称谓语角度、隐喻角度出发，分析网络热词的“电子

XX”的产生机制和流行动因，引导其能够在健康文明的语言环境下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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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different hot online 
words have emerged. The use of these new words reflects people’s language expression habits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habit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also reflects people’s thoughts and emo-
tional values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buzzword “Dianzi XX” in a certain 
language environment also reflects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y collecting the “Dianzi 
XX” words in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opular 
motivation of “Dianzi XX”, a popular word on the Intern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gram-
mar, appellation and metaphor, to guide its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in a healthy and civ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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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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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即时性，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大众的参与度息息相关，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

的今天，涌现出许多网络热词，被大众频繁使用，逐步形成流行趋势，演变为网络流行语。网络热词是

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词汇，这些词汇简洁明了，诙谐幽默，生动形象，传播速度快，

能力强，形成新的文化趋势和流行趋势。互联网社交媒体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中出现的“电子 XX”类

网络热词，形成了一种“万物皆可电子”的社会现象。通过收集这些社交媒体中出现的“电子 XX”语料，

探究网络热词“电子 XX”的产生机制及流行动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电子 XX”类网络热词进行

多角度探析，尝试分析其产生的语言内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未来其他网络热词的规范发展，提供

一定的帮助和借鉴。    

2. “电子 XX”的多维探析 

“电子”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电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一种带负电基本粒子，

具有特定的电荷和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方便大众的需求，出现了“电子”类产品，如电子驾照、

电子请柬、电子设备、电子邮件、电子签名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电子产品，丰富了大众的社交需求，便

利了大众的生活，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同时将“电子”引入新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观察语言问

题，“电子”逐步扩展为“电子 XX”类网络热词，在词义上不断衍生，具有语法意义和隐喻概念，同时

又能表达丰富多彩的情感色彩。 

2.1. 从词汇角度探析 

“电子”作为一个双音节词汇，逐步演变为一个“类前缀”，在词汇形态生成方面，形成热词范式。

随着对现代汉语的深入研究，出现了“类词缀”，吕叔湘(1979)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类前缀

和类后缀”的说法，之所以成为“类”，是因为其附着在词或词根上，在语义层面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

[1]。“电子”作为一种新兴类词缀，其能产性高，运用广泛，和单音节词组合构成“电子 X”，例如电

子书、电子表、电子狗等，和多音节词组合构成“电子 XX”，例如电子榨菜、电子衣橱、电子丽人等。

其次“电子”类词缀的词语，粘着度强，“电子 XX”中的“XX”可以为名词、动词等，例如电子宠物、

电子世界、电子设备、电子闺蜜等，“电子”作为类前缀搭配动词构成的新词具有一定的思考价值，例如

电子消亡、电子化妆、电子陪伴等。 
在词汇的扩展和引申方面，“电子”可以理解为处理信息的一种新技术，构成新词“电子 XX”时，

理解词汇的构成语素，例如“电子陪哭员”，此时可以理解为互联网平行世界能够与之分享情绪的人，

这就使“电子 XX”构成的词汇有了新的含义。由此可见，“电子 XX”作为一个网络热词，能够在互联

网社交媒体中广泛运用，不断衍生出新词新语，这与其构词能力密不可分，语言的类推机制促使“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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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词汇。 

2.2. 从语法角度探析 

网络热词“电子 XX”能被广大网民使用、传播，从语法角度分析网络热词“电子 XX”，其能够组

成句子，充当句法成分，可以作为主语、宾语、同位语等语法功能。 
1) 电子榨菜来啦，《去有风的地方》简直是我的下饭神剧。(来源：小红书，2024-1-18) 
2) 祝我自己生日快乐，请大家吃电子蛋糕哈哈(只能看不能吃)。(来源：微博，2024-8-17) 
3) 对话“托肯”阿丽玛，你们的电子闺蜜来啦！(来源：公众号，2024-5-23) 
网络热词“电子 XX”构成的新词，多为名词。在上述三个例句中，“电子榨菜”指当代年轻人在吃

饭时热衷看一些有趣的影视剧、综艺、小说，这些如同榨菜一样，成了很多人的“下饭神器”，在句子

“电子榨菜来啦”中，“电子榨菜”充当主语成分。“请大家吃电子蛋糕”中，“电子蛋糕”指的是带有

蛋糕的图片，可以观赏但不能品尝，在句子中充当宾语成分。“电子闺蜜”指互联网中与自己志同道合

的好友，“托肯”是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中演员阿丽玛扮演的一位女性角色，此处“电子闺蜜”可以作

为阿丽玛的同位语。 

2.3. 从称谓语角度探析 

称谓语用来表示社会中的关系、身份、职业、地位等，包括亲属称谓、社交称谓、敬语、谦语等等，

不同的称谓语可以反映不同的社交关系、亲疏关系。《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称谓语”：“人们由

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2]称谓语

具有交际目的性和性别差异性，在社交礼仪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新兴称谓语，在抖音直播间中出现的“家人们、公主、姐妹、小姐姐、老

铁、宝子”等，被大众迅速接受和传播，成为近年来日常使用的称谓语。除此之外“小孩哥、小孩姐”的

走红也不断丰富了低龄段称谓语，“小孩哥、小孩姐”具有超越普通人的能力，年龄小却拥有超越年龄

的视野和格局，稳定的情绪，遇到事波澜不惊，迎难而上，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赋予他们“小孩哥、小

孩姐”的称号。在性别称谓语方面出现了“闺蜜、闺蜜夫”“电子男友、电子女友”等，用来区分性别差

异，同时对于“闺蜜丈夫”的称呼，出现“闺蜜夫”这样一个能被年轻人接受的称谓语。女性称谓语中出

现了“嫡长闺”，“电子闺蜜”，在古代“嫡”和“庶”表示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高低，“长”和“幼”

表示年龄大小的排序，“嫡长闺”则确定了和自己关系密切，是自己重要的好友。而“电子闺蜜”基于共

同的兴趣爱好、目的、交际需求，无需正面接触，却能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近况，是一种虚拟陪伴，用以表

达对普通关系的亲密化。 
网络热词“电子 XX”扩展组成的称谓语，既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又是社会文化现象。例如“电子

宝宝”本义指称沉迷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孩子，现如今指互联网上“云养”的儿子、女儿。同时也

出现了以亲属关系类的新兴称谓语，“电子爸妈”源自抖音短视频中，一对陕西汉中的夫妇拍摄父母视

角的视频，与网友互动而迅速走红，视频中的父母慈眉善目，脸上洋溢着笑容，与网友们暖心互动，网

友们亲切的称为“电子爸妈”。同时，开始演变为多种“电子儿子”“电子女儿”“电子爷爷”“电子奶

奶”等称呼，表示亲切和尊重。 
类似于这类“电子 XX”的称谓语，还有“电子陪哭员”这类形容陌生关系的称谓语，巧妙界定了与

大众的称谓关系，同时具有一定的语用价值，丰富了新兴称谓语。 

2.4. 从隐喻角度探析 

隐喻是当代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隐喻在传统的修辞学中是一种比喻的类型，它表示某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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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或者某种行为通过另一种事物、特性或者某种行为来指代。张沛(2004)在《隐喻的生命》中提出：“隐

喻：一种紧缩的语词关系，其中某一观念、意向或象征可能通过另一(些)观念、意向或象征的存在而提高

含义的生动性、复杂性或广度。”[3]在社交媒体中，由于大众对于网络热词的“二创”，为了强烈表达

对一件事物的看法或情绪的表达，往往会采用隐喻的方法。帅江云(2024)在《概念隐喻理论视域下网络流

行语的语义生成及演化》一文中提到：“国内近几年也逐渐关注到了隐喻和网络流行语的结合。”从结

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三个方面举例说明网络流行语词义的生成和演化是概念隐喻的结果[4]。蔡

骐，赵雪(2022)在《话语何以“出圈”——解析隐喻式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实践》中从修辞逻辑、文本属性、

身份标签与类别化的新主体方面梳理，网络语言的隐喻更多的是对当下社会事件、社会文化、社会心态

的表达，是现实社会的镜像呈现[5]。通过一定的“电子 XX”在构成新兴热词时，出现了许多隐喻词汇。

例如“电子仓鼠”“电子榨菜”“电子布洛芬”“电子中药”“电子木鱼”等，下面以“电子榨菜”“电

子布洛芬”“电子中药”为例进行分析。 

2.4.1. 电子榨菜 
近来，社交媒体上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电子榨菜”，“榨菜”是通过加工腌制而成的副食品，因为榨

菜的口味鲜香，口感脆嫩而被人们喜爱，因此也成为人们经常实用的“下饭菜”[6]。“电子榨菜”可以

是影视剧、综艺节目、小说、文章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子榨菜”，当代年轻人在吃饭时必须找到一

个可以“下饭”的“榨菜”，“电子榨菜”作为“佐餐”出现并非偶然，逐步被大众接受，它代表了一种

轻松舒适的感情色彩，认真享受当下的用餐时间。如下所示： 
1) 《武林外传》，我永远的电子榨菜，真的每一集都是经典！(来源：微博，2024-3-3) 
2) 家人们，有些人看似在学习，其实脑子里已经在挑选中午下饭的电子榨菜了。(来源：微博，2024-

8-18) 
上述例句来自微博网友的讨论，“电子榨菜”有利于缓解年轻人工作忙碌、疲惫的状态，利用碎片

化的时间缓解精神压力。“电子榨菜”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片栖息地。将真实的“榨菜”带入到“电子

榨菜”，达到“下饭”的效果，通过这种隐喻的方式，使人们能够快速接受这类表达，并认同这类文化的

出现。 

2.4.2. 电子布洛芬 
“布洛芬”是一个药品名称，其主要作用是解热镇痛，消炎止痛，将“电子”和“布洛芬”结合在一

起使人耳目一新，形容每当感到自己情绪不佳，就会搜集搞笑的视频或者治愈的电视片段，来缓解自己

的情绪，就像布洛芬一样能够缓解身体带来的不适，而“电子布洛芬”通过有趣、温暖、治愈的视频等来

缓解情绪、心理方面的疼痛。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群体喜欢在互联网上构建社会群层，这种社会现象

也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电子布洛芬”的功能也是一种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治愈性

文化的表现。 

2.4.3. 电子中药 
“中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药物，统称为

中药。具有预防、治疗、治病救人的功效。“电子中药”是一种新型养生方式，例如网络上流行的“保温

杯里泡枸杞”，这种养生观念深入人心，之所以受到现代年轻人的大力追捧，与中医养生的流行风潮密

不可分，现代年轻人追求新鲜事物，“电子中药”充满了时尚感。年轻人有治疗乐曲，例如“五音疗法”，

通过聆听音乐，放松身心，调节情绪，达到修身养性的作用，“电子中药”隐喻着当代青年注重健康的生

活方式，重视自我身心调节，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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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热词“电子 XX”的产生和流行动因 

网络热词的“电子 XX”的传播离不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的出现，

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广大网民的吸收、接纳、传播、再创造为网络热词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不断地重

复使用，给予网络热词新的生命力。在全民参与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网络信

息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人们已经无法满足于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传播，更加趋向于模因传播，道金斯

(Dawkins)提出模因的三大特点使其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长久性、多产性以及复制保真度。互联网环境

为模因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场所，模因作为一个有基本形式、框架、模板，可以被人们进行模仿、再创造，

利用模因论的框架，不断衍生出更多的“电子 XX”新词汇，丰富现代汉语词库[7]。 

4. 网络热词的“电子 XX”的展望 

4.1. 词汇发展规范化方面 

“电子 XX”作为网络热词，能被传播和使用，离不开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大众网友，“电子 XX”

从词汇发展前景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构词范式，由此演变为不同的新词新语。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

际工具，具有社会属性。词汇的发展也具有能产性和结构多样性，因此，“电子 XX”才能扩展出众多派

生词，在语法中担任功能，并出现了词义的演化，语义的泛化现象。由“电子 XX”衍生出的称谓语，被

大众接纳和使用，丰富了新兴称谓语词库。虽然网络热词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能够提高人际交往沟通效

率，扩展表达方式，但过度使用也可能对语言表达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网络热词的发展同时也充满了挑

战，需要正确把握网络文化、词汇的发展趋势，网络热词需要规范运用，防止生编硬造，避免过度解读

和滥用，同时需要强化对网络热词的管理，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使网络热词处于健康文明的语言环境

之中。 

4.2. 社交关系情感价值观方面 

“电子 XX”作为社会语言文化现象，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万物皆可电子”的热潮，同时也反映了当

代网友们的情感价值需求，折射出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情感状态。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构建出

一个能引起共鸣的场所，获得群体之间的归属感。在现实中有些无法满足的需求，可以通过“媒介代替

性”满足，形成一种电子社交文化。在物质方面，如电子化妆、电子衣橱等，不仅可以模拟出真实消费的

喜悦，在追求时尚的过程中，同时可以规避在消费过程中产品价值昂贵、不合适等情况，这也体现了年

轻人既能追求性价比又能释放自身压力的双重选择。“云养”电子宠物既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又能享受

养宠物提供的情绪价值。在情感价值方面，出现“电子 XX”类关系，这也是一种“拟态人际关系”的体

现，一方面体现了当代网友们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如“电子父母”“电子闺蜜”“电

子陪哭员”，虽然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亲子关系、朋友关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但能通过“电子”社

交，给大众网友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情感需求和寄托，实现自我治愈，从而建立正确的情感价值观。这

种“电子”社交文化，能够有效可以扩大社交半径，建立新型社交关系，增加社交关系的亲密度。同时也

能推动当代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的社交关系，如何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虽然互联网社交媒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在“电子”社交中也要保持理性，防止出现过度依赖的

风险，注重扩展真实的人际关系，现实联动，利用好“电子”社交带来的积极作用。 

5. 结语 

本篇主要从词汇、语法角度、称谓语角度、隐喻角度出发，分析网络热词“电子 XX”，总结出“电

子 XX”构成的词汇能够充当句法成分，同时映射着新的隐喻意义。通过探究网络热词的“电子 XX”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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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传播机制和流行动因，从社会的角度观察“电子 XX”产生的语言问题，发现网络热

词“电子 XX”的出现，紧跟社会动态，蕴含着当下最具社会热点的时效事件，是对社会现象的反映。语

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网络热词层出不穷，同时对未来网络热词的发展

提出一些建议和借鉴，使其具有规范性和审美性，在互联网中有益有序，有理有据创造新词，使优秀的

网络热词守正创新，长期健康发展，丰富表达语汇，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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