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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網絡語言初探

黎少銘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有別於聽覺的（phonic medium）、圖像的（graphic medium）、視覺的（visual 
medium）三種溝通媒介，網絡被稱為新興的第四種溝通媒介──電子或數碼媒介（an 
electronic or digital）（Crystal  2011: 16），既然成為一種新興的交際工具，網絡語言（下

稱“網語”）必然有它的獨特形態。網絡語言的冒起作為一種全球化的現象，固然有

它的共性，而不同的地區，尤其是香港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點，自會孕育出另一種殊相

來。網語的運用不僅反映了用詞遣句的變化，突顯了當前社會文化的發展和趨勢，更

反映了社會生活形態和價值觀念。而專門針對香港網語的研究，可說絶無僅有，因此，

本文將會歸納香港網語的形式，然後剖析其背後所映的現象。

2. 香港網絡語言的界定

不同的研究者對網語雖然有不同的定義，但一致的看法是指人們在電腦網絡中所

使用的自然語言，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是一切有關網絡的語言，狹義是在網

絡交際時所用的語言（毛顥  2010，田歧瑞  2012，嚴念慈  2012，1 張麗麗  2012，張曉

松  2012）。前者所指涉的對象不僅數量大，而且不斷更新增加，其中的專業術語形式

較為簡單，如“軟件”、“硬件”、“伺服器”等，重於概念意義，輕於形式變化，

並不是本文的研究範圍。後者則是一種十分活潑的語言，構詞新穎，如“神劇”，“港

女”、“講呢啲”等，表達往往別樹一幟，形式與概念皆有獨特之處，正是本文考察

對象。至於研究範圍，本文會集中於香港流行網語的場域，如討論區、網頁、留言板、

智能手能機中蒐集例子，從而歸納其中表現形式，分析其中的語言現象。由於所牽涉

的範圍大，本文只就詞匯及若干相關的句式表現特色作初步的描述性探討，其他更深

層的句子結構和篇章上的表現形態，或會另作進一步分析。

1 嚴念慈對狹義的網語有較周延的說法：“狹義的網路語言指的是在網上交際所用的新生語導入主

題，是僅用於網路交際的非全民通用的語言。”（嚴念慈  2012: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