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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十大流行语，“city不city”魅力何在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它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年度“十大流行语”
覆盖面广

记者：“2024年十大流行语”
评选是否要兼顾词汇使用的广
泛性？您能否概括一下本年度流
行语的整体特征？

黄安靖：《咬文嚼字》编辑部
一年一度发布“十大流行语”榜
单，流行语评选的特征之一就是
覆盖面要广，要全面反映过去一
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等各方面的变化，要反映最显著
的时代特征。

比如，随着AI技术的突破，
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智能时
代，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社会与产
业革命。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人
工智能语词的大量出现并广泛
流行，数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
智能体、深度学习等词汇被大众
所熟知和运用。

“0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
正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他们是巴
黎奥运会挑大梁的中坚力量，展
现出阳光、自信赢得社会赞赏。
这就是“松弛感”火遍全网的直
接原因。他们年纪虽小，却拥有
非凡才能，成年人自叹不如，便
在“小孩”后加上“哥/姐”称呼他
们。

“班味”“松弛感”两个词义
看似相反的流行语也入选了榜
单，正是大众真实生活的一种反
映。社会高速发展，职场“打工
人”自然面临某些压力，任务繁
重、条件艰苦、关系复杂等，人们
表现出眼神疲惫、面容憔悴、不
修边幅等状态，这就是“班味”。
但同时，大家也积极通过社交、
旅游、体育锻炼等消除班味，并
寻求面对压力时从容应对、善待
自己、不慌张、不焦虑的松弛心
理状态。“班味”“松弛感”两个词
汇的入选反映了真实的大众生
活。

“抽象”“偷感”
因不符合标准落选

记者：今年还有“小小××，
拿下”“偷感”“已读乱回”“古希
腊掌管××的神”“抽象”等一些
带有新用法、新词义的词汇。在
淘汰的词汇中，您印象最深刻的
有哪些？年度“十大流行语”评选
的标准有哪些？

黄安靖：没能入选“2024年
十大流行语”榜单的流行词语还
有很多。比如“抽象”这个词，在
我们的网络调查结果中，它位于

“00后”群体投票第一位，“00后”
使用频率高，也很认可这个词。
但是，我们从语言学价值的角度
去考虑，“抽象”的词义确实太抽
象了，非常模糊，难以说清楚，其
语言学价值不是很明显。最终这
个词汇没能入选榜单。

另外，“偷感”一词在“00后”
群体投票中也排名比较靠前，这
个词的流行度很高。但是在流行
语评选过程中，尤其是专家论证
环节，有专家认为“偷”好像给人
一种不好的感觉。这个词也落选
了。

《咬文嚼字》坚持语言的“社
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评价
标准进行流行语评选。“语言学
价值”的含义是，我们坚持把结
构、含义、用法上是否有“创新”
作为评选流行语的重要标准，评
选出的“流行语”要对我们母语
汉语作出贡献，能推动汉语的健
康发展，能为汉语增光添彩。“社
会学价值”是指除了对不符合社
会道德文明规范部分做价值引
导以外，主要考虑流行语必须反
映时代特征，为一年的社会生活
留下印记。

“city不city”虽在混杂层
但时代性非常强

记者：今年入选的“c i t y不
city”是唯一的字母词汇，其实不

太符合汉语使用规范。评选时对
这个词做了怎样的考量？

黄安靖：美国博主保保熊用
短视频记录在中国的旅游经历，
视频中他和妹妹的对话：“上海
city不city啊？”“好city啊！”city
本义是城市，也可指城市化的。

“c i ty不c i ty”通过短视频走红，
成为超级流行语。

按照我们之前严格的评选
标准，“c i ty不c i ty”不会进入榜
单。这里涉及评选中我们对流行
语“语言学价值”的复杂圈层划
分。这个圈层划分的核心部分是
规范的母语成分，从核心向外延
伸，规范度、文明度逐渐减低，甚
至会不断增加非母语成分及不
文明成分，直到最边沿的眼神、
手势及不文明动作等。

第一层“核心层”，由规范纯

粹的母语成分构成，位于这里的
成分都符合母语的内在结构规
律，也符合我们社会的文明道德
规范。第二层“混杂层”，其中混
杂着欠规范的母语成分，源自母
语但偏离母语内在结构规律的
成分，价值递减趋零的谐音词，
源于母语及源于外语的未被社
会广泛接受的字母词以及数
字、符号、字母混合体，未做翻
译的外语单词，不符合社会道
德规范的不文明成分等。第三

层“边沿层”，由颜文字、
表情包、甚至眼神、手势
等组成。三个圈层都具有
一定的表达功能，都在表
达中起作用。

我们评选出来的流

行语，是面向社会推广
的，所以都会在第一层

“核心层”，也就是在最纯
洁、最规范，符合母语内在
结构规律的词语中评选。

“打call”和“city不city”都属
于第二层“混杂层”的字母词，

夹杂着外来成分。“ci ty不city”
虽然位于混杂层，但入选了年度
榜单，这是因为这个词汇的传播
范围广、时代性非常强，其社会
学价值凸显。

我们国家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
友来华观光旅游，中国旅行视频
成为许多海外博主的“流量密
码”。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美景
美食、高铁出行等吸引外国游客
由衷赞叹。这是今年的潮流现

象，这让“city不city”有着强烈的
时代意义。

短视频频繁
催生流行语值得关注

记者：“city不city”“水灵灵地
×××”以及去年入选榜单的

“特种兵式旅游”，没入选的“哈
基米”“挖呀挖”等，都借助短视
频大面积流行开来。怎么看短视
频孵化的流行语的增多？

黄安靖：短视频作为重要传
播方式，崛起后吸引了大量受
众，特别是年轻人喜欢通过短视
频展开交流、表达自我。短视频
中频繁产生流行语，确实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现象。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
变化推动而成的，语言不会无缘

无故地发生变化，社会生活发生
变化了，语言才会发生变化。互
联网给语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
是颠覆性的，让语文生活空前繁
荣，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充分
展示语言智慧的平台，使“语言
创新、创造”不再是少数社会精
英的专利，互联网让社会进入了

“全民造句”时代，许多生动形
象、极富表现力的新词、新语、新
用法都源自网民的智慧。当然，
语言生态也日益复杂，互联网进
入门槛很低，流行语中也充斥着
不合乎汉语内在结构规律及社
会文明规范的消极内容。

记者：年度“十大流行语”的
评选会侧重流行语在传统媒体
或者网络媒体上的使用情况吗？
还是说，在语言运用上，两者并
没有很明显的分界线？

黄安靖：以前，网络媒体和
传统媒体语言运用的边界非常
清楚。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咬
文嚼字》评选流行语，一般是评
选在主流媒体上，特别是在纸媒
上出现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网络兴起后，流行语的评选适当
做了平衡，既评选主流媒体上的
流行语，也评选网络媒体上的流
行语。

近几年，在“十大流行语”的
评选中可以感觉到，流行语使用
媒体边界基本上消失了，很多流
行语已看不出是网络词语或非
网络词语。很多词汇在网上产
生，但很快就被传统媒体运用。
当下，传统媒体也在转型，与网
络媒体的融合度非常高，大多流
行语逐渐没有那么特别突出的
网络化倾向。

记者：《咬文嚼字》评选年度
“十大流行语”的独特优势是什
么？专业性和权威性体现在哪
里？

黄安靖：从2008年开始，《咬
文嚼字》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流
行语”，是全国最早做年度“十大
流行语”评选的。《咬文嚼字》是
语言文字刊物，研究语言文字，
专门开辟“时尚词苑”“网言网
语”等栏目分析流行词语。这些
栏目基本上将本年度出现的主
要流行语囊括在内。另外，我们
的期刊在华东师大、上海师大设
立两个语言观测点，会收集整理
大量现代语言新成分或者流行
新词、新语。

从9月份开始，编辑部将期
刊栏目刊发的新词语、观测点搜
集的词语材料进行汇集整理，形
成一个5 0 - 1 0 0条的流行语词
表。编辑部会多次开会，依照“社
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评价
标准，逐条分析讨论这些词汇，
同时启动网络调查投票，编辑部
论证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形成一
个25条的词表提交给专家论证
会。

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
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专家、教授
展开论证，根据25条词表，通过
投票的形式产生15条流行语。杂
志编辑部再以此为基础，展开媒
体调查，邀请全国多家主要媒体
的媒体人各自筛选10条流行语。
最终，编辑部再根据专家论证、
媒体调查、网友投票结果等产生

“十大流行语”。

12月2日，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语言文字权威期刊《咬文嚼字》编
辑部发布“2024年十大流行语”，数智
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c i t y不
city”、硬控、“水灵灵地×××”、班
味、松弛感、银发力量、“小孩哥
/小孩姐”上榜。

流行语评选的意
义是什么？如何保证
年 度“ 十 大 流 行
语”的广泛认可
度？为何越来越
多流行语产生
自短视频？流行
语的网络化特
征是否在淡化？

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专访
了《咬文嚼字》主
编、语言文字学家
黄安靖。黄安靖说，
趋势上来看，近年来流
行语网络化特征减弱，爆
款短视频催生了不少流行语。他
认为，流行语评选要兼顾语言学价值
和社会学价值，要反映时代生活，要
有规范引导作用。

《《咬咬文文嚼嚼字字》》主主编编、、

语语言言文文字字学学家家黄黄安安靖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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