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通交流是人际互动的重要方式。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背后是思维和认知。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依靠流行语、表情包就能
“直抒胸臆”，但这种浅白直接的输出方式，让一些复杂深邃的表达逐渐被遗忘。在离开网络环境、需要进行规范化表达时，一些
年轻人只剩下了干瘪的文字和磕绊的语言。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半数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
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为什么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词穷”的现象？如
何丰富自己的语言，让“梗阻”的表达顺畅起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年轻人和相关领域专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编
者
按

中青视线2024年 2月 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黄冲 孙山 版面编辑 / 李沛然

Tel：010-64098379 7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伟

语言文字是沟通的基础，如今不少年轻人却时

常感到“有话说不出”“说得不准确”，甚至慢慢变

得“无话可说”，是什么困住了年轻人的表达？日

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郭小安，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不出口、词汇贫乏，
不少年轻人觉得自己“词穷”了，您如何看待该
现象？

郭小安：“词穷”更严重点讲叫“语梗”，即语

言文字表达好像被梗塞住了，表达能力萎缩。其他

年龄段群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词穷”现象，但在

年轻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生活在互联网时代

的群体，年轻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了巨大变化。“词穷”并非意味着日常词汇量的减

少，相反，原有的词汇量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加

上创造出来的网络流行语，词汇量还在不断增

长。但是，年轻一代对原有词汇的熟悉度和掌握

度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形式多样的网络化表达

方式，图像、段子、表情包、流行语等是他们重

要的语言工具，而在离开网络环境时，他们就会

变得局促不安，“提笔忘字”“笨嘴拙舌”“词不达

意”等现象频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您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会
出现“词穷”问题？

郭小安：首先是过度依赖媒介技术。现在媒介

技术发展很快，想吃什么不用自己做，点个外卖就

能送到家；购物不需亲临现场，网上就能下单；开

车无需认路，依靠导航就行；作汇报无须亲自动

笔，AI工具能快速生成。虽然媒介技术能够解放

人的身体，给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过度依赖会导

致个体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动手能力退化，甚至

导致感官或身体机能萎缩。

其次是过度依赖线上沟通削弱了线下交流。现

在不少年轻人是“低头族”，彼此的联系主要在线

上，线下的面对面交流显得“无足轻重”。过去坐

火车长途旅行时，总会有人找话题打破沉默，但

现在这样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只要有手机

在手，就能沉浸在线上交流中，完全没有必要打

破线下交流的沉默；过去参加好友聚会时，朋友

一见面常有聊不完的天、说不尽的话，而现在简单

寒暄后，便没什么可多聊的，好像该说的话都已

经说了。这种线下交流的“无话可说”还体现在

家庭中，有些年轻人回家之后，好像没有特别多

的话要和父母说，因为平时会打电话和视频交

流，从朋友圈也能了解各自最新情况，深度交流好

像没必要了。

最后是“视觉传播”带来年轻人思维模式的变

化。语言背后体现的是思维，过去的文字表达需要

调动个人的知识积累进行遣词造句。但现在不少年

轻人迷恋短视频，习惯了用浅白的网络语言进行表

达。网络语言的复制模仿、随意改编、混乱使用可

能会重塑青年群体的语言，进而影响逻辑思维能力

和表达习惯。久而久之，“短平快”取代深度思

考，“感官刺激”取代“理性思维”。因此，短视频

语言取代文字表达，不仅会带来“词穷”问题，还

可能导致个人逻辑思维的破坏和理性思考的缺失，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各种AI工具的普及，您
觉得会给年轻人的表达能力带来哪些影响？

郭小安：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与大学生

接触较多。我的直观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使用媒

介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显著增强了，但一些基本能

力却处于退步的状态。有些学生仅在手机上浏览文

献，很少走进图书馆与经典对话，甚至有些学生不

知道经典为何物。我时常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多

沉淀”“越是碎片化时代，越要重视经典阅读”“越

是条件便利越不能丢弃笨方法”。在课堂上，我甚

至要求学生尽量不带电子产品，鼓励他们携带经典

著作。从 2016 年起，我会不定期地举办读书沙

龙，就是希望巩固学生的专业基础，培养学术专注

力和深度思考能力。当前，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反

连接”“数字排毒”“媒介倦怠”“社交媒体斋戒”

等现象，这是对当下过度媒介化的一种思维矫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几年，“互联网嘴替”
成为热词，“嘴替”代表着别人说出自己的心声。
您如何看待“互联网嘴替”的出现和流行？

郭小安：“互联网嘴替”引发年轻人共情，从

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年轻人在高度紧张、充满内

耗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情绪宣泄方式，能够缓解

生活压力。但也应当注意，“嘴替”受到欢迎只是

得到某些群体的认同，一旦你的“嘴替”与我的

“嘴替”意见相左，可能会产生群体之间的争论、

互撕，引发网络暴力。

“嘴替”的出现，也反映出一部分年轻人放弃

了自我表达、自我思考，是一种自我权利剥夺。背

后的原因值得深度剖析和思考，如果是不想说、不

会说，这与年轻人的“词穷”现象有关；如果是不

敢说、不愿说，则需要为年轻人提供敢于表达的社

会环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应对“词穷”问题，您
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郭小安：首先，要丰富文化积累。“词穷”现

象反映出当下的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

太少，比如形容某个事物好看，除了说“美”“漂

亮”，就没别的词汇了，但如果熟知唐诗宋词，有

古文的积累和沉淀，就会有更丰富的表达，“腹有

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主流媒

体打造的一些文化类节目，比如 《朗读者》《中国

诗词大会》等，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让观众

感受到传统文化、诗词的魅力，这类节目起到了很

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其次，要提高年轻人的文化鉴赏力。古诗词很

多人都背过，但对文字的语感和审美却没有养成。

提升语感需要大量阅读，提升审美则需要知道哪些

是美的，哪些文字是精品、经典，学会用比较美的

文字去表达。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要在教育过程中

进行引导，帮助年轻一代养成语言审美，提升对美

的鉴赏能力。

此外，还需要从文字的规范性入手。现在的

“火星文”“网络用语”很普遍，而且各个年龄层玩

的“梗”不一样，容易导致群体之间的交流障碍。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年轻人玩“梗”的需求，网络流

行语是他们的放松方式之一，但也需要加以引导，

倡导必要的文字规范性，培养和提升年轻一代的文

字基本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您一直强调互联网技术
对年轻人表达能力的影响，如何应对科技带来的挑战？

郭小安：我们如今的生活已经充分媒介化了。

媒介技术在不断挤压个人的生活空间，无孔不入地

渗透进个人的生活。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

惊喜于“手机无所不能”，欢呼“媒介是人的延

伸”的同时，也要警惕媒介技术带来的“自我麻

醉”“自我沉迷”等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导

致的后果是，媒介科技越发达，人的感官越退化，

精神越发空虚，思维越发枯竭。因此，要妥善处理

好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倡导“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回归。对个人来说，要学

会给生活留白，不要被手机完全占满。平时可以尝

试与家人、朋友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多参加运动

锻炼，回归大自然。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小安：

没有思考何谈表达？警惕短视频语言破坏逻辑思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伟

“你来给大家说几句吧。”春节期间的一次

家庭聚会上，00 后李思超成为家人关注的焦

点。他的家庭人数比较多，每到过年会聚到一

起，图个热闹的氛围。在被点名发言时，李思

超感觉脑子有点“短路”，虽然有很多话想

说，但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完整的句子。

李思超的情况不是个例。今年春节期间，

社交平台上诸如“有哪些表达祝福的词汇”

“拜年时怎么说显得有新意”的帖子引发很多

关注。走亲访友不知该说什么、拜年信息要复

制粘贴……不少年轻人觉得自己“词穷”了。

“一些年轻人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反

映出互联网时代‘文字失语’的现实问题。”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郑焕钊认为，互联网技

术让生活更便捷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及表达方式等产生深层影响，年

轻人的“词穷”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 （wenjuan.com） 发布的一项有 1333 名青

年参与的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

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过半受访

青年认为阅读量少和依赖网络语言及表情包是

“词穷”的主要原因。

近半数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
汇量匮乏、表达单一

李思超在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在校期间

时常要作汇报。每次汇报，让他比较头疼的是老

师提问环节，“有时话就在嘴边，但不知道怎么

说，磕磕绊绊的，显得底气不足”。

北京 95 后张然对自己工作后的第一次汇

报印象深刻。虽然认真作了准备，但发言时她

一度“大脑空白”，有想法却难以完整地表达

出来，“脑子里有许多零碎的词汇，但连不成

完整的句子，‘卡壳’了好几次”。这让张然意

识到，写和说完全是两回事，想要流利表达

并不容易。

“我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原本会写的

字突然想不起怎么写了，只能求助网络。”在

杭州工作的 90 后刘源觉得，自己不仅语言表

达能力下降，书写能力也在下降。工作上，偶

尔要提交文稿，会让他感到比较吃力，经常需

要花很多工夫才能完成。

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

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

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

43.2％的受访青年表示用笔写字变少，41.5％
的受访青年遇到过词不达意，难以准确表达想

法的情况。

合肥 00 后王雨菲感觉，网络流行语已经

成为一种重要的线上社交用语。“平时和朋友

聊天，大家都喜欢用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如

果谁发了一大段文字，反而会显得很奇怪。”

她觉得，碎片化的表达方式能够活跃气氛，网

络用语在一定程度上像某种“暗号”，接得住

“梗”代表“我懂你”，能快速拉近彼此的距

离。“但如果线下这样说话，难免会让人觉得

尴尬。”

调查显示，37.9％的受访青年有过提笔忘

字的情况，35.0％的受访青年觉得写作困难。

其他还有：表达逻辑比较混乱 （34.9％），经

常使用网络用语（31.1％），过于依赖表情包

（22.8％），越来越懒于表达（14.1％）等。

“从根源上说，语言贫乏是由
精神贫乏导致的”

“如今手机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大家越

来越习惯在网上交流，而且基本是打字、发表

情，打电话都很少了，说话交流的机会在减少。”

刘源觉得，互联网改变了原来的说话写字方式，

输入法也简化了文字的输出方式，比如一句诗，

过去需要完整背出来，但现在只要打出前面几

个字的首字母，就会出现整个句子。“互联网技

术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人懒得记忆

和思考了。”

王雨菲平时与朋友交流基本在线上，“群里

经常会出现各种表情包，甚至靠表情包就能了

解别人的意思”。但王雨菲感到，过度依赖线上

交流，会让线下交流变得困难，自己在线下的场

合就不太爱说话，担心说错话没法“撤回”。

对于“词穷”现象产生的原因，调查显示，阅

读量少、表达能力弱化排在首位，获选率为

54.0％，之后是过度依赖网络语言和表情包，缺

乏创造力（53.0％），碎片化浏览信息，难以形成

系统思维（52.1％），获选率均超过了半数。

张然发现，工作后自己的社交圈越来越小，

和朋友线下见面的次数也变少了，“大家平时都

比较忙，很难约到时间”。

提到“词穷”问题，张然觉得自己不是不会

表达，而是越来越不想表达了，“现在能够深入

交流的人越来越少，渐渐地自己的分享欲就下

降了，遇到事情最多和朋友在微信上聊几句，不

太会讨论比较有深度的话题”。

“词穷”产生的原因还有：线下面对面沟通

交流变少（47.6％），“短平快”的表达方式盛行

（34.4％），快节奏生活让人难以沉下心思考

（33.1％），与人交流的欲望下降，不想表达

（17.6％）。

郑焕钊认为，一些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感

到孤独和“社恐”，这让他们更倾向选择虚拟社

交。在线上，网络“梗”及其他网络语言符号成为

年轻人共同的社交语言，这是他们获得文化身

份认同和表情达意的方式之一。但这种方式对

规范性、逻辑性和书面化的表达方式造成了冲

击，进一步影响了语言表达背后的思维方式，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精神世界的深度与

广度。“从根源上说，语言贫乏是由精神贫乏导

致的。”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它不仅是一个民

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文

化凝聚力的基础。”郑焕钊认为，“欲说却词穷”

的文字失语问题会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导致

个体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和粗糙化，也会对集体

性的民族文化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网络语言符

号圈层化带来的代际文化区隔，会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集体性文化的凝聚力。

如何找回“表达能力”

在那次不太顺畅的工作汇报后，张然开始

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每次汇报前，她

会先练习几遍，直到能完全顺下来。“平时会读

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书籍，积累专业知识，这样表

达时会更专业，更有底气。”

李思超觉得，书面语言和口语表达有很大

不同，在加强阅读的同时也要多交流，让别人听

得懂是一项重要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保持独立思考很重要。”刘

源认为，现在很多信息看完就忘，主要是因为没

有深入探究和思考，而这往往是消化吸收信息

的重要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刘源比较关注社会民

生类新闻，遇到热点事件会主动搜集信息，了解事

件的前因后果，增强思辨力，理性表达。

“多参加线下社交对提升表达能力有一定帮

助。”王雨菲觉得，面对面交流时，一方面要倾听对

方的话语，感受对方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调动

自己的经历和知识，组织好语言，回应对方，这样

的互动和交流是线上打字、发表情包所不具备的。

调查显示，应对“词穷”，58.4％的受访青年认

为要加强阅读，提高个人的文化水平，57.5％的受

访青年建议注重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训练，

55.7％的受访青年认为要打破碎片化、快餐化获

取信息的习惯。其他还有：多参与线下面对面交

流，锻炼表达技巧（46.9％），注重国民表达教育，

提升表达能力（39.5％），辩证看待和使用网络流

行语（20.3％）。

“帮助年轻人走出‘词穷’困境，需要从改善互

联网语言环境开始。”郑焕钊认为，一方面要加强

网络内容的精品化建设，尤其是语言文字的准确

性、丰富性和美感，打造内容优质的网络人文新经

典；另一方面，要引导各类互联网媒体规范语言文

字表达，承担文化引导和审美引导的责任，比如打

造高品质的语文学习社交软件、节目等。另外，学

校及家庭要提高对青少年人文经典诵读的重视程

度，加强对年轻一代语言表达和思维的训练。

“解决年轻一代的‘词穷’问题，还要改变其网

络生活习惯。”郑焕钊建议，相关部门要帮助年

轻人减少对虚拟环境的依赖，鼓励年轻人多参与

线下活动，获得更多具体的生活体验。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 00 后占 14.1％， 95
后占 21.0％， 90 后占 40.7％， 85 后占 14.9％，

80 后占 9.3％。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占 1.3％，

高中/中职的占 8.8％，大专/高职的占 25.7％，

本科占 61.7％，硕博研究生占 2.5％。

中青报调查显示，过半受访青年感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

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伟

如今，AI 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文字

生成、图片扩展、视频制作都可以借助 AI
工具完成，找资料、作策划、写报告，只需

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实现。然而，

AI 工具在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近日，中国青年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
com），对 1333 名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73.5％的受访青年担心 AI工具的普及会

让个人表达能力变差。

“AI工具比较高效，能帮我省去不少时

间。”家住厦门的 00后大学生苏毅飞（化名）
对 AI 工具使用得比较熟 练 ， 他 在 运 营 自

己的个人公众号发布内容时会借助 AI 工
具搜集、整理信息，他觉得这样可以提

高效率。

95 后张然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从事产

品策划和营销工作。张然偶尔会用 AI工具

辅助完成一些工作任务，比如搜集资料、提

供文案参考等。“使用 AI工具的过程，更像

是复盘自己思考的过程，通过将大的问题不

断拆解成小问题，从中找到合适的答案。”

“新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先的工作、

生活产生冲击，比如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甚

至带来表达方式的变化。”张然觉得，随着技

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AI 工具会越来越普

及，但当大家习惯向 AI工具寻求答案，而不

是与身边人交流时，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表达

方式和表达能力，会变得更不擅长表达。

调查显示，73.5％的受访青年担心 AI工
具的普及会让个人的表达能力变差，其中，

20.9％的受访青年表示非常担心。

“目前来看，AI工具以自然语言的互动

为入口，以大规模数据计算为基础，对人类

书写和表达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暨南大

学中文系副教授郑焕钊表示，如果说表情

包、网络流行词和浅白的网络口语文化是媒

介影响下人类书写符号的变化，对人类思维

和表达能力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思维的精致性

向粗糙化转变的话，那么 AI工具的高度智

能化，对人类的语言表达和文字书写方式已

经具有了替代性。“从这个层面来看，AI工
具对人们表达能力的影响，已经触及到创造

性思维的层面。”

“AI工具让工作生活变得更高效便利的

同时，也可能会让人变得懒于思考和表达。”在杭州工作的 90后
刘源觉得，AI工具生产出来的内容创新性不足，独特性和想象

力存在局限，“我们经常会为别人精彩的发言而叫好，因一段真

挚的文字而感动，这是语言文字表达的魅力，背后的深刻意义是

AI工具不具备的”。

苏毅飞觉得，AI工具让复杂的工作变得简单了，比如之前

要找相关文献可能需要翻看很多资料，现在能节省一些时间，但

他认为，这并不会让自己放弃思考，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全面地看

待问题，“比如当我看到 AI工具显示的内容，会先判断是否准

确，逻辑是否存在问题，进一步去考虑如果是自己回答，可能从

哪方面入手、怎样完善等”。

调查显示，随着 AI时代的到来，85.6％的受访青年认为拥有

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的能力更重要了。进一步分析发现，80后
受访者认同的比例更高，为 92.7％，其次是 00后 （90.4％）。

“面对 AI工具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我们无法单纯地拒绝、反

抗，而应该思考如何与人工智能的表达和写作共存。”郑焕钊认

为，AI工具可以使人们从日常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进行语

言文字的创造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提高媒介素养，具备运用

智能工具的能力，同时也要培养语言文字表达素养，提高体验

性、感受性和创造性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 后占 14.1％，95 后占 21.0％，90
后占 40.7％，85后占 14.9％，80后占 9.3％。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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