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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喜欢园艺的朋友对蒙顿·唐（Monty Don）或
许并不陌生，这位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求学的学霸，身兼作家、艺术家、主持人
多重身份，而这些角色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即
“园艺”。蒙顿·唐被圈内资深园艺爱好者亲切地
称为“蒙叔”，凡有他参与制作的园艺类节目必属
精品，豆瓣评分均超过9分，以明显的优势领跑同
类节目评分榜。

《园艺世界》是蒙顿·唐所主持节目中豆瓣评
分最亮眼的，该节目于1968年1月5日首播，蒙顿·
唐于2003年加入主持。至今节目播出已逾半个世
纪，是英国当之无愧的“长寿”纪录片。《园艺世
界》常有英国园艺科普，既带来传统手工的温馨浪
漫，又不乏新兴科技的猎奇突破。

《小花园大梦想》为种植空间有限的园艺爱好
者量身打造。该节目从家装类节目中汲取灵感，以
5000英镑的预算帮助不同家庭实现花园期望与规
划。网友表示看完节目后自己被重新点燃了种植的
热情，希望通过园艺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据QQ音乐香港地区排行榜实时数据，《不期
而遇的夏天》发布半月即夺排行榜冠军，掀起点播
“热风”。

《不期而遇的夏天》由资深音乐人李焯雄、梁
翘柏作词作曲，实力歌手陈奕迅倾情演唱。《不期
而遇的夏天》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留
守儿童易水生与小混混黄四毛相遇相伴、互相治愈
携手成长的故事，陈奕迅温柔嗓音搭配极具画面感
的抒情歌词，疗愈作用瞬间拉满。

位于榜单第二位的是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
人》，也是今年上半年刚刚发布的新曲。此曲为电
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莫文蔚独特的嗓音
唱尽主角人生的甜蜜与哀愁，令人动容，为电影加
分不少。不少观众称片尾该曲一响起自己就情不自
禁掉下了眼泪。

乐坛常青树张学友和马来西亚歌手李幸倪携手
打造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居榜单第三位，张学
友功力不减，乐迷们纷纷表示，听见“歌神”的声
音自己仿佛就已经看到了日出。

“蒙叔出品”

领跑同类节目评分榜

《不期而遇的夏天》

港曲排行榜夺冠

造型立体、风格各异的建筑被压缩在干净的文
字里，配上精心制作的各色插图，足以吸引每一位
闲逛的读者驻足翻阅，让疲惫的灵魂安享静谧的旅
行。《住宅巡礼》就是这样一本建筑旅行散记，该
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并在多个评分网
站同类榜单名列前茅。作者中村好文是日本的知名
设计师，多次获得日本建筑界大奖。《住宅巡礼》
记录了作者亲访的九处历史性住宅名作，流动创作
使得本书既像旅行日记，又似建筑导览书，在知识
性的讲解分析中带着浓浓的情感，仿佛建筑也在开
口说话。

《走进建筑师的家》也是中村好文的经典作
品。中村好文认为，所谓舒适的空间，就是一个能
赋予自己自然轻松感觉的场所。作者拜访了24位顶
级建筑师的家，对于营造自己的舒适空间他们各有
设计尝试，如诚品书店设计师陈宪瑞的住所，书桌
是下陷被炉式，巨型卧室只有角落一床，静谧舒适
的空间仿佛带人走进世外桃源。此外，中村好文
《在北海道盖面包屋》《去山里盖座小屋吧》《盖
房记》等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住宅巡礼》

成最热建筑旅行散记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对网络语言信手拈来的人，往往被视为
冲在最前线的弄潮儿，不乏有人以此为荣。
但不知何时起，网络热词的滥用，引发了越
来越多的反感和厌恶。

前段时间，博主@王左中右发长文炮轰
“绝绝子”“yyds”等网络热词对汉字的滥
用，直言“你们那好好说中文得判几年”，
有人斥责过于“上纲上线”，但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深以为然。

热了一个夏天的“绝绝子”“yyds”，
究竟触碰到了哪根敏感的弦？

生于圈层文化的网络黑话

如今大行其道的缩写词，是媒介技术变
革大背景下的阶段性产物。

在BP机时代，由于靠无线电接收信
息，大部分机型只显示数字，并随机附带常
用短语代码说明，如“000”表示请回电，
“888”表示恭喜发财万事如意。“520”等
为人熟知的数字谐音便从中诞生。

当技术进化到键盘普及之后，拼音缩写
词便应运而生，“gg”“mm”等带有年代
感的词汇，恰是缩写词这种语言游戏的开
端。而在人手一部手机的今天，表情符号也
加入了缩略的行列。

拼音缩写词的“文艺复兴”，与互联网
圈层文化的盛行密不可分。如“yyds”一词
便出自某游戏主播在直播时对一电竞职业选
手的称赞：“乌兹，永远的神”，而后便缩
略成拼音首字母组合，在网上流传开来。

据网友的考证，缩写一开始是出于规避
敏感词的考虑，这一造词手段与饭圈文化碰
撞后，愈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挑起一场
饭圈战争，起因可能就是某个粉丝没有“专
注自家”，对其他艺人“妄加评论”。

为了避开粉丝中的“巡逻兵”，不让他
们通过明星名字的关键词检索到，缩写就产
生了。最初以姓名缩写较为常见，单是
“zyl”一词，就对应着朱一龙、张云龙、
郑云龙等多位艺人，至于究竟所指何人，解
释权只在其本人那里，就这样，巧借缩写的
漏洞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饭圈对缩写的使用，一开始就带着
自我审查的意味，但在小范围流行之后，创
造、使用和传播这些旁人难以破译的语言符
码，便演化成同好者的圈地自嗨。

为了快速融入圈子，一些人会主动或
被动地接受缩写，语言某种程度上成为汇
聚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手段。这些带有网络
黑话特质的缩写词，宛若加密文字，同一
圈层的人心知肚明，圈子外的人一头雾
水。熟稔掌握这门“新语言”的人
便可以借此隐秘地实现寻觅
同类、并排斥异己的
目的。

“出圈”后的反交流特质

但网络黑话毕竟不同于行业黑话，没有
那样严格的专业壁垒，在互联网空间里，人
人都能进入，人人都能离开。

一旦外人闯入，或是黑话跳出了原本所
属的圈子，就容易引起沟通的混乱。虽然缩
写词是出于语言经济学原则的考虑，但“出
圈”之后，不谙其中奥秘的人非但不觉便
捷，反而增加了理解和沟通的成本。

在校大学生王佳琪（化名）是持反对态
度的那批人，面对网络论坛上层出不穷的缩
写词，她有些不堪其扰，“就拿‘hgr’这
个词来说，我猜是‘韩国人’时，没想到对
方指的是‘回锅肉’（特指已经出道又重新
参加选秀或者多次参加选秀节目的人）。”

如她所言，这些不具备唯一指向性的缩
写词极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读。“语言本质上
是一种交际工具，缩写词在意义上的不明确
性违背了语言的这一属性，在使用群体、使
用场合上都有很大的限制。”山东大学杨振
兰教授说。

缩写词是年轻群体用来凸显自己身份、
个性、态度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个性的表
达，在互联网时代，背负了更多不同的色
彩。杨振兰认为，语言本是为交流而生，但
“出圈”后的网络黑话却带有一种反交流的
特质。

仔细观察会发现，所谓的缩写词，大多
数只是原有词汇的“加密”表达，是形式的
创新而非意义的创新。当它们被大众效仿
后，意义干瘪和形式难解之间的矛盾，便愈
加凸显出来，这也成为许多人厌恶的所在。

黑话滥用或通向语言贫乏

当然，反感的理由不止于此，他们更担
忧的是，当网络黑话滥用之后，可能导致更
令人不安的结果。

在@王左中右的长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你越说绝绝子，以后你看到什么听到什
么，都只会一句绝绝子”，或许是为警醒世
人而刻意夸张了语气，但也道出了部分现
实。

随意浏览网络社区，不难见到网络黑话
的泛滥：从美食测评，到体育竞技，于物，
于人，于事，一句“yyds”可以以不变应万
变；称赞可用“绝绝子”，厌恶也可用“绝
绝子”，使用场景如此广阔。网络黑话造就
了网络空间里标准化的语言，但值得注
意的是，这是以牺牲表达的准确
性为代价的。在本就不准
确的语言中，陷入
更加模糊化
的 表

达困境。
当网友提出“累丑”，以为自己制造了

又一网络热词时，却忘记了词典中还存在
“憔悴”这个词。于是，14万多人聚集在豆
瓣失语者互助联盟小组中，渴望通过日常训
练进行语言“复健”。当失语成为一种现象
时，也就不难看出人们厌恶网络黑话时，他
们真正担忧的是什么了。

而背后更深刻的忧虑在于，贫乏的语言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思考的惰性，让思
想变得更加苍白。从近些年对“雪花警告”
“PUA”的滥用便可见一斑。

“雪花论”出自“雪崩时，没有一片雪
花是无辜的”，从韩国偶像崔雪莉自杀事
件，到热依扎争议事件，“雪花论”成为网
络暴力的代名词。但随着“雪花论”被频繁
使用，出现了“雪花警告”这样的逆反表
达。每逢有人质疑网络施暴者言语尖锐时，
对方会阴阳怪气地来一句“雪花警告”，而
对沉重的网络暴力话题逐渐脱敏。

对“PUA”的滥用更为典型，不管在
职场、家庭还是一切亲密关系中，只要遭遇
打击，就可以千篇一律地用“PUA”来解
释。在事件面前，很多人失去了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能力，真正需要讨论的议题焦点，
也在盲目的归类中被模糊掉了。

在这些质疑中，网络黑话没有缺席过，
可要把所有锅都扣在网络黑话上，属实有点
冤屈了。可以理解的是，因为语言不光是交
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当表达匮乏越
来越成为通病，公共讨论的理性渐渐丧失
时，首先能找到的归因会是语言出了什么问
题。但是，掩藏在语言背后的，冰山一角之
下的东西，或许更值得去反思。

出路在于柔性规范？

面对这些网络黑话，杨振兰表示自己不
太喜欢，日常也不会使用，但关于如上种
种，也不必过分杞人忧天。

“网络语言属于社会方言的范畴，有

使用的语境限制，毕竟属于小范围的语
言，不至于到语言污染的地步。”她说，
求新求变是语言的发展趋势，而网络语言
又是一种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的语言，它遵
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能自然地筛选出精
华，淘汰掉渣滓。

杨振兰说，像缩写词这类网络语言，不
符合语言规范的明确性标准，只是一种限定
流行语，随着时间发展，大概率会被慢慢淘
汰。相反，如果某些词汇具有足够的生命
力，也可能在意义逐渐明确后，被社会成员
越来越广泛地接受，约定俗成，沉淀下来，
进入静态的语言系统中。她举例，像HSK
（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等，
已经在日常使用中保留了下来。

因此，对于网络黑话，一方面应该持包
容态度，但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杨振兰
说，语言规范有两种手段，一是硬性规范，
通常指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机关名
称等，需要一定的硬性标准去规范；再就是
软性规范，通过柔性的方式，对语言现象及
时加以探讨、总结，及时加以引导。对于网
络黑话，可能更适用后一种态度。

与其抱怨，更应该期待的是，在匆匆而
过的网络语言流中，有更多富有独创性词汇
的产生。保持语言的多元性，保持语言想象
力的蓬勃，才是抵抗语言退化的真正要义。

“绝绝子”“yyds”等网络热词滥用背后的忧虑在于，贫乏的语言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会助

长思考的惰性，进而通往思想的苍白———

网络黑话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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