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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光盘、高大上、比特币、中国大妈、累觉不爱……

2013以前，没有人知道这些词汇想表达什么；2013上半年，它们开始悄悄在网络上流传和蔓延；而2013岁

末，地球人已经不能阻挡它们的蹿红了，倘若你仍然对上述词汇“不明觉厉”，那才真的要“惊呆小伙伴”呢！

这一年，如同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的任何一年，“一大波”网络流行语如约来袭，掀起一场又一场全民狂

欢，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词汇表。这一年里，既有“爸爸去哪儿”的温馨，也有“十面霾伏”的糟心；有

人“喜大普奔”，有人“累觉不爱”；更有谁会想到曾经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脚的“土豪”，披着灿烂的资

本外衣再度出现时，会被民众们争相抱大腿、求交友呢？

纵观今年这些“各领风骚”的词汇，不难发现，它们或旧词新用，或长句浓缩，但理解难度加大，也更透

露出民众的大智慧和大幽默，如“喜大普奔”一词，糅合了“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

“奔走相告”四个常用词，生动表达了极度的激动之情。除此之外，你能在现有汉语中找到表达类似

情感更准确的词吗？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网络热词显然传播范围更广，更具“国际范儿”：“土

豪”被直译为英文“t u h a o”，一跃登上《纽约时报》，并且被B B C进行专题报道，而“大妈”(d a

ma)则有望与之“携手”，共同被收录进入《牛津英语词典》……

有趣的是，在全球互联的网络时代，网络流行语并非中国独有。例如德国青年组词“水平凌波舞

(Niveaulimbo)”，寓意“越来越糟”；美国学生创造“数码囚禁(Digitally Grounded)”，形容“受到家长惩

罚、无法接触网络”的状态；而在日本，“原来如此，不是么”句式的使用频率，则和中国网友的“神马都

是浮云”不相上下。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脸书”、“推特”等社交软件表达观点，宣泄情绪，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造词人和传诵者。因此，如今的年度热词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年的社会百态、世事民

情，构成了非常深刻的公众记忆，成为记录时代的绝好线索。比如，提到2012年，人们还会回忆起“正能

量”、“你幸福吗”、“屌丝”、“江南Style”等词语。而今年“土豪”等词汇的爆红同样有着令人关注的现实意义。社

会学家称，网民围观土豪的心理与之前人人争当“屌丝”是相同的，意味着公众的自嘲和相互之间的戏

谑，把自己在心理上与那些土豪分开，回归到普通的大众。人们对“土豪”的态度，已不再像对“暴发

户”等类似群体一样，进行简单的否定与鄙夷，而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可以羡慕嫉妒恨，也可

以冷嘲热讽骂。民众的幽默和智慧、纠结和焦虑在这些犀利、新锐、有趣的词语中得到“舒慰”。

那么这些新词究竟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风靡？本期《都市消费》，我们总结出与消费领域息息相

关的2013十大消费热词，并抽丝剥缕逐一盘点，细说它们的前世今生，藉此对刚刚过去的2013年进行一

番梳理、思索和回味。

2013，土豪很忙，2014又是谁的天下？

我们拭目以待。

◎齐鲁晚报都市消费

【网络热词反映当代快餐文化特性】网
络时代的用语实在眼花缭乱，要么“大
舌头”——— 如“胖子”成“胖纸”、
“同学”成“童鞋”；要么谐音——— 如
“妹妹”成“美眉”、“大侠”成“大
虾”；要么原本不堪入耳的粗俗说法好
像洗了心革了面——— 如“屌丝”、“2 B

青年”等等。这些词有的是互联网的语
言狂欢，有的则蕴含无奈与自嘲的意
味，而越来越精练的词汇反映出当代快
餐文化的特性。

◎央视新闻

【2013年电影票房达216亿《西游》夺冠】
据统计，2013年全年票房达216亿,比去年
超出25%！票房过亿不再是大片专利,《致
青春》、《小时代》等"轻电影"凭借年轻
化的定位 ,频现黑马之姿。其中《西游降
魔篇》票房最高 ,达12 . 46亿 ,《钢铁侠3》
位居第二,《致青春》排第三。

◎财经网

【比尔·盖茨2013年看过的书】“我非常
想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而读书

是最快的了解方式。”盖茨一年一度的荐
书日又到了，2013年他推荐的书目是：《盒
子》、《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昨天之前
的世界》、《糟糕的数据》、《上大学
为什么这么贵》、《打赌》。

◎这个绝对有意思

【你好，2014】2013年，你过得怎么样？
若是美好，那很精彩；若不满意，也是
经历。别焦急，莫放弃，很多时候成功
就是多坚持一分钟。用最少的悔恨面对
过 去 ， 用 最 多 的 梦 想 面 对 未 来 吧 。
2014，注定会遇见最好的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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