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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签名的变异与认同危机 

———以日语平假名的介入与干预为例

杨　昆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００）

［摘　要］作为网络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社会文化产物，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体现了较强的社会语用学规律。日语平假名有
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个层面的变异。平假名变异程度不同的网络签名传递信息的能力有区别，网民对网络签名中预设信息

的认知程度不一。所以，包含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能够反映网络文化融合与变异的现状，为研究网络签名的语言变异及

隐含的心理认同机制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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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文化的流行及博客、空间、ＱＱ等网络

工具的普遍使用，网络签名随之出现并为广大网民

所使用。为了设计出个性化的网名，许多网民费尽

心思力求能融入新型元素从而实现标新立异，其中

日语平假名就是被融入签名之中的元素之一，对网

络签名中的社会语用角度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网络签名被多数的青年人应用于博客和空间

上以凸显其个性，对签名背后的语言认同分析蕴含

极其巨大的潜力及价值。其次，日语中的平假名正

在被融入网络签名，对这一现象的认知语用研究有

利于分析日语文化对国人文化及心理认知度的影

响。此外，目前对网络签名或网络用语的研究多关

注于社会文化、［１］６９语法变异［２］和语境因素［３］等，

然而从社会语用角度来探讨网名中融入日语平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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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这一现象的文章却极少。所以本文从社会语用

学的角度探讨了网络签名中日语平假名的融入现

状，并从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平

假名的变异现象。进而，笔者从社会认同感的角度

探讨了网络签名传达信息的能力及网民对其认同

程度。并希望能够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研究网络签名中平假名变式的选用比例，发现

网络签名折射出的网络文化的意义变化与网民的

认同行为，这不但有利于社会语言评价理论的完

善，而且对于网络文化的规范化具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４］２２３

　　一　理论基础

自“有序异质”语言理论兴起以来，语言变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就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

心，被誉为“社会语言学创始人”的威廉·拉波夫（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ｂｏｖ）认为，语言变异就是“对同一件事物

存在不同的说法”。［５］而近代语言学家弗斯（Ｆｉｒｔｈ）

也认为社会语言是不断经历变异与沉淀的一种创

新过程，其中会不断受到习俗、风俗以及民族传统

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语言变异的同时又会反映出

一个人的习惯与性格。［４］２２３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

重要一部分，语言变异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例如拉波夫等学者针对不

同年龄阶段人群在语言变式选择上的差异提出的

语言变化假设，其中包括马岛央化研究、嵌入与评

价、变项的主观评价、语音的变化阶段、规范和范式

的改变以及语言态度配对等相关研究。［６］随着社会

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语言系统中新元素

的融入、语言结构和意义的变化以及新兴语言行为

的认同与评价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不过，目前社会语言学的相关假设大多数没有得到

有效的验证，而且虽然变异理论在描写语言变异的

社会模式时是无可替代的，但这些模式也是可以利

用讲话人的目的和他们的言语行为来解释的。［４］２２３

面对这样的研究瓶颈，国内的相关研究可以针对语

言变异的具体实例以及背后隐藏的社会认同机制

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不但可以弥补社会语言学理

论的不同，而且还可以为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开辟

新的天地。而且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

类似的研究，如毛延生针对网名中形态、语义和语

法三个维度上的建构变异性及其认同机制展开了

深入的研究，［７］不过该领域系统性的研究尚不成

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以社会语言学中的

语言变异理论作为理论框架，选取个性化网络签名

作为研究样本，希望能够发现个性化网络签名的共

同特点，验证社会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变异假设。

　　二　日语平假名的融合与变异

网络签名是指网民在博客、空间上发表日志或

利用网络进行聊天甚至是游戏时所使用的一段描

述型文字，其目的是显示出自己的个性，让别人更

好地了解自己。［１］６９个性化网名的构成元素包括汉

语、外来语及符号等，而包含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

名是在中日两国跨文化交流和网络文化共同作用

下的产物，通过对其的研究分析有利于发现国民对

日语平假名的认知程度以及这种网络文化的发展

趋势。为了探讨网络签名中的日语平假名，笔者收

集了网络空间或博客上涉及平假名的网名约５１２７

个，其中有效网名５０００个。在进行归类分析后，笔

者认为融合了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可以从横向

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横向上：日语平假名

大多与汉语结合以满足母语为汉语的网民之需求；

纵向上：平假名、汉语、英语和符号进行融合后平假

名会出现变异，变异的目的是让读者理解个性

签名。

（一）平假名的依存性融合

语言学家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曾经提出概念融合理论，

认为语言现象是概念融合的结果。他认为：人类

主体有选择地从两个输入空间提取部分信息进行

匹配并映射，如融合空间将相关事件整合成为一

个更复杂的事件。［８］２１５进一步而言，语言的 “融

合”既体现了一种社会文化的认同机制，又体现

出 “现实－认知－语言”的认知过程。［８］１７１人门在

感知体验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意象图示和认知模

型，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８］１７２依

据语料发现：涉及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大都是多

种元素融合后形成的，并且日语平假名体现了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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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附性，这与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提出的观点基本相似。

图１　网络签名构成元素图

网络签名如“下ぃ雪后の冬天”“飞舞冰上的犀

牛？农ぉＢｒａｄＰａｔｔｏｎ”“ぃ＿●钚坏 ｜ぃ＿●钚乖”等

都是在将日语平假名融入之后形成的一个更加复

杂的语言实体。如果对各种元素的结合状况进行

横向分析的话可以发现：网络签名中平假名单独存

在的现象是很少见的，他必须依存于其他元素才能

构成网络签名。图１可以看出：网络签名中日语平

假名大都是与汉语相结合而存在的，这主要是因为

汉语作为一种认知元能够被国人有效地认可，日语

假名与其融合后可以更加有效地被接受。而日语

平假名与外来语或符号的结合率相对就低一些，这

是因为对外来语认识的国人是有限的，而且对符号

的认知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对这种元素混合，或者

说语码混杂现象的原因［９］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

现：网络签名中对日语平假名的融入源于汉语中对

应词汇过于繁琐或是中日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思

维影响。

（二）平假名的三重变异

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理论认为：“语言结构与

意义的变化是语言系统中的永恒行为”。［４］２２３而语

言的变异现象往往是分阶段进行的，早期的变异往

往是随机的，没有集中到能够进行明确区分的两三

种形式。我们上文所讲的不同语言元素的融合就

是语言结构和意义变异的前兆。之后语言开始出

现有序的变化，讲话人之间传递的各种变异形式开

始出现某种频率上的倾向性。所以，我们在认识到

网络签名中日语平假名融合现状的同时也应看到

融入网络签名之后平假名出现的变异。语言变化

的第三个阶段是语言现象与“行为准则”之间的冲

突，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构成的

变化，会形成新的“投射”和“聚焦”，新的语言规范

开始形成。网络签名在语言上的三重变异就是语

言由倾向性频率向“行为准则”冲击的一个明显证

据。同时，语言学家博厄斯将描述性语言分为三

类，即：语音、语义和语义表达中的语法链接现

象。［１０］在进行语言变异研究时，我们亦可以采用这

种划分方式，从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个方面展开。

具体而言，网络签名中的语音层面主要涉及语音隐

喻，即平假名的汉语发音过渡；语义层面主要涉及

平假名的词汇意义及意义传递能力；语法层面主要

涉及平假名所在句子的结构特点分析。

１．语音变异

在许多的网络签名中，平假名是不具备任何意

义的，但从语音这方面来看，一些平假名如：ぉ、ぃ、

べ等遵循对汉语拼音的模仿性原则，将大量的辅音

和元音变异为汉语中的辅音和元音，从而实现语音

的仿拟。［１１］７８例如：“ξ$呗礥哭ぉ”中 “ぉ”字异化

为拼音“ａｏ”从而与汉字“奥”同音 。但是平假名中

的“ぉ”音与汉语中的“Ｏ”音相比，舌头位置稍靠后

些，口型也略紧张；“ぃ”音异化为汉语中的“ｉ”音从

而与“一”或“咦”等同音，但与汉语中的“ｉ”音相

比，左右口型较小；“ぅ”音异化为汉语中的“ｗｕ”从

而与“吾”或“呜”同音，但与汉语中的“ｗｕ”音相比

嘴唇几乎是平的，不向前突出。［１２］所以网络签名中

实现语音仿拟的同时也出现了语音变异。这种语

音变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从人体机能

方面，平假名融入网络签名后出现的语音变异是一

种本能反应，因为语音隐喻机制一直存在于人体的

机能当中。［１３］从平假名本身的功能看，因为融入签

名后平假名已不具备能指性，所以更具备语音隐喻

的前提条件，而这与 Ｆｏｎａｇｙ提出的能指与所指之

间的象似性问题［１１］７７有共通点。

２．语义变异

从语法层面来看，网络签名中的日语平假名因

与其他的元素进行组合而导致了能指和所指之间

的改变，即语义的变化。［１４］由于多数签名设计者考

虑的是如何实现个性化，因而也就忽略了融入平假

名后造成的语义上的变化。这种语义变化可以分

为四类：无意义、完全日化、汉日混合和其他类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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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签名。将这四类进行横向对比后可以发现，融入

平假名后的网络签名在语义上已经失去了可读性，

日语平假名只是作为一种修饰符号存在。纵向深

入看，由于平假名变异的程度不同，网络签名也就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义变异。图２可以看出，含有

平假名的网络签名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如

“мακìуò［かか］”、“の桃贰°”、“た＇Ｍａｋｉｙ？”等，然

而网民对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网络签名的使用反

映出了其对语言交际中语义场的忽视。另外，有些

网络签名是能够传递使用者想法的，如完全日化的

个性签名和汉日混合的网络签名。对日语意义完

全吸收的个性签名能够传达有效的信息，但因为其

含有的认知元的片面性以及所面向网民对日语的

认知能力有限，所以并不十分普遍。将汉语意思与

日语意思相结合而形成的网络签名，因含有汉语和

日语两种认知元并且以汉语作为基础而为一部分

网民使用与接受。如“－`默默ぉ%

茶”中默默一词

为汉语且能有效的传递给读者信息，虽然“ぉ%

茶”

不能被一部分人所理解，但整体的签名还是能够得

到有效地认知。同时，还有小部分的网络签名如

“「まほろまてぃっく」★Ｂｅ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等，是符

号、外来语和平假名的结合体，这种签名占据比例

较少，因为其语义表达能力不强，传递给读者的有

信息也就相对较少，所以占有的比例相对较少。

图２　个性网名语义变异

３．语法变异

网络签名中日语平假名的变异还表现为签名

结构层面的变异，即语法的变异。根据收集到的资

料，日语平假名的变异可以分为 “成分残缺”、“句

式杂糅”和“语法杂用”三个方面，这与许玉洁的研

究发现基本吻合。［１５］网络签名如“
&

呼阶韭 ＹＹぇ

ゅ锣'

”中只是将三个名词作出排列，而没有使用

动词将其有效地连接在一起，这是“成分残缺”的典

型代表。网络签名如“
(ぷ)

ゐ
*①+

ぷ,

”

将汉语，符号和日语平假名杂糅为一体，失去了可

读性，这是“句式杂糅”的典型表现。网络签名如

“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云のむこう．约束の场

所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ｉｎｏｕｒ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将汉语句

子“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日语句子“云のむこ

う．约束の场所”和英语句子“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ｉｎ

ｏｕｒ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连结在一块，体现了汉语、日语和英

语的语法杂用。从表层结构上可以看出网络签名

使用者在忽略语法规范的情况下将各种元素融合

为了一体；从深层结构上来看，使用者为了突出自

己而有意忽略了语言的结构，从而导致了这种语法

变异现象的出现。

　　三　网络签名的认同程度调查与语言规范

　　针对日语平假名融入网络签名后形成的语言

变异，笔者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搜集了一手资料，

并且通过一手资料来分析网民对网络签名的认知

程度。为了更加明显地反应网络签名所给出的信

息及由此得到的认知程度，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

展开调查：第一，网络签名所显示的年龄及实际年

龄；第二，网络签名所反映的年龄及其真实年龄；第

三，网民对网络签名的认知程度；本文的调研对象

是黑龙江省某大学日语学习者，他们对日语平假名

十分了解并且经常上网，因而对包含日语平假名的

网络签名有一定了解甚至是正在使用此类签名。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４５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４２

份，其中男生１８人，女生２４人。

（一）网络签名的信息传递能力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认为“语言现象往往能够传

递性别、年龄、权势和地位等相关要素”。［４］２２７网络

签名作为社会语言变异的产物同样可以有效传递

上述社会因素，我们对于网络签名认同程度的分析

也可以从性别和年龄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在我

们的调研过程中，选定的受访者对给出的１０例网

名（见表１）进行观察后会揣测出使用者的性别和

年龄，将这一信息与签名使用者的真实的性别和年

龄进行比较分析后便可以做出说话者与听话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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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沟通的吻合度，从而能对网络签名的信息有

效传递性做出判断。

由第一栏的性别吻合度可以看出，吻合度最高

的是“あ戒い不ぉ掉”和“空中有朵雪做の云”；吻

合度最低的是“★の缘きめ★”和“ゅ≈ゅ≈『只有

想念 』≈ゅ≈ゅ”。两者比较后可以发现：性别吻

合度较高的网络签名中给出的汉语信息较多，而性

别吻合度较低的网络签名中给出的汉语信息相对

较少或根本没有。从第二栏中真实年龄和调查年

龄相减得出的绝对差值可以看出，绝对差值最大的

是“ジＤａиゃ”和“ゅ≈ゅ≈『只有想念 』≈ゅ≈

ゅ”；绝对差值最小的是“－`默默ぉ%

茶”和“あ戒

い不ぉ掉”。绝对差值越大说明网络签名的信息传

递能力越差，反之则越强。而且绝对差值大的一组

签名与绝对差值小的一组相比，前者包含的汉语信

息明显较少。由第一栏信息和第二栏信息可以得

出一个共性，即：那些平假名与汉语结合在一块的

网络签名往往能给出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且签名中

汉语信息越多，信息有效性就越强；相反含有较少

汉语信息的签名给出的有效信息就少。

表１　受访者信息反馈表

网络签名
性别

真实性别 性别吻合度（％）

年龄

真实年龄 调查年龄 绝对值

对签名喜恶

喜 恶 喜／恶

－`默默ぉ%

茶． 女 ７１．４２ ２２ ２３．４ １．４ ２２ ９ ２．４４

★の缘きめ★ 男 ２３．８０ ２４ ２０．１ ３．９ １７ １６ １．０６

さたゎ☆星月缘☆ 男 ６９．０５ ２６ ２３．６ ２．４ １６ １５ １．０７

мακìуò［かか］ 女 ５７．１４ ２１ ２７．５ ６．５ １６ １３ １．２０

あ戒い不ぉ掉 男 ８３．３３ ２４ ２５．６ １．６ ６ ２９ ０．２１

ジＤａиゃ 女 ２６．１９ ２０ ２９．２ ９．２ ７ ２５ ０．２８

空中有朵雪做の云 女 ８０．９５ ２３ ２５．３ ２．３ １３ ２０ ０．６５

ｋｋａｉ．ｌｏｖｅｉｓかたまり＆ｈａｒｍｏｎｙ 男 ５７．１４ ２５ ２１．８ ３．２ ６ ２４ ０．２５

ゅ≈ゅ≈『只有想念』≈ゅ≈ゅ 男 ２３．８１ ３２ ２２．６ ０．６ １１ ２０ ０．５５

-

ｔａｒほしのせがぃ 女 ５２．３８ ２１ ２８．２ ７．２ ５ ２７ ０．１８

　　（二）网络签名的认同程度研究

受访者对网络签名的认知程度可以从喜欢和

不喜欢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受访者对其越喜欢，

说明此签名的认知性越高，反之则越低。从表１可

以看出，最受欢迎的网络签名有“－`默默ぉ%

茶”和

“мακìуò［かか］”。对于前者“－`默默ぉ%

茶”，受

访者表示喜欢的原因是“能看懂”“喜欢
%

茶这个

词”；而对后者“мακìуò［かか］”，受访者表示喜欢

的原因是“形式新颖”“мακìуò似乎很有意思”。由

此可见，能够有效传递信息的网络签名是很受欢迎

的，同时通过添加平假名等元素来实现形式创新的

平假名也得到认同。最不受欢迎的网络签名有“
-

ｔａｒほしのせがぃ”和“あ戒い不ぉ掉”。对于前者

“
-

ｔａｒほしのせがぃ”，受访者普遍表示“看不懂”

“没有意义”“不知所云”；对于后者“あ戒い不ぉ

掉”，受访者表示不喜欢的原因是“太恶”“像在耍

流氓”。由此可见，完全没有意义的网络签名设计

得再新颖有时也不会得到认同，同时如果不注重语

义的美观性也会遭到一定的排斥。综上可见：网络

签名要注重形态的美观和语义的可理解性，如此方

能为网民所接受。

（三）网络签名折射出的语言规范

Ｌｅｐａｇｅ（１９８０）提出的“认同行为”理论认为，人

们在使用某个话段时往往表示他是在何种程度上

认同言语社区中的某某群体。［４］２４０有时候，人们会

创造出一个介乎两个或几个群体之间的某个位置，

但反映的还是对这些群体的不同程度的认同。而

无数个个人对这种语言现象的认同最终构成了在

社区层次上体现出来的结构特征，这进一步会形成

语言规范并使言语活动产生意义。本文中涉及的

网络签名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社会语言的发展趋势。

网络签名中对日语平假名的大量使用反映了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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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心理：知道目前最流行的网

络流行便能在自己心中构建一种身份，即我是与时

俱进的网民。［１６］然而融合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

缺乏一定的文化根基，因而就缺乏一种有效而稳定

的认同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律，即语

言要被大多数人认可和使用。［１７］由表１可见，１０例

网名都受到了受访者一定程度的排斥，所以随着新

型网络用语的出现，融合日语平假名的网络签名会

逐渐消亡。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目前网

络用语的规范性是明显不够的，大量的个性化网络

语言的出现是与社会语言的变异的发展规律相悖

逆的。试问，如果我们的后代见到的文字都是像

“мακìуò［かか］”这样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对自己

生存的社会产生认同感。然而，仅凭社会语言机制

进行的语言净化是无法发挥良好效果的，因为文化

自身产生的作用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

起到效果，这就需要社会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

范语言文字的使用。

本文基于第一手资料，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探

讨了网络签名中对日语平假名的融合及变异现象，

并就此现象进一步探讨了网民对其的认知程度。

从形态上来看，日语平假名成为了网络签名的一个

组成部分并且大都与汉语相结合而存在。从深层

来看，融入网络签名后的日语平假名出现了语音、

语义和语法的变异。从认知上来看，由于形态上的

融合及由此导致的变异，网民对此类的网络签名有

了不同程度的认知。本研究仍有其不足之处，即对

网络签名和受访者认知资料的收集程度略显不够，

如搜集到更多资料会更具说服力。希望有更多的

学者能对网络签名中的平假名做出调查与研究，从

而更加深入的探讨此类网络签名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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