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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词的伦理研究》一书评论

李　 伦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变化发展与社

会生活紧密相关。 网络热词是大数据时代信息交流

的产物,是社会重大事件和热点新闻之于网络传播

的媒介表达,也是人们之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网络镜

像。 它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扮演着

信息时代传播工具以及人际思想表达的载体,而且

从一个侧面即时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 网络热词作

为一种体现人的价值观和存在方式的载体,它依托

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现象,体现社会大众之于

现实社会的情感表达和道德反思。 网络热词是社会

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又是道德风尚的解调器。 网络

热词作为大数据背景下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的

表达方式,呈现了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
胡青青撰写的《网络热词的伦理研究》一书 2019 年

1 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关键词

社会文化理论和大数据时代背景,运用伦理学理论

研究网络热词与社会道德文化的相关性,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同时,通过典型性的网络热词把脉当

今社会的道德发展现状和客观伦理问题,对促进社

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较好地实现了伦理学和语言学专业的结

合,属于较好的交叉学科选题。 如何研究网络热词

与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相关性,发挥网络热词的伦

理功能,成为了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

中的应有之义。
该书掌握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和网络热词的数

据、案例等,文献资料数据翔实可靠。 作者通过网络

热词作为社会道德文化的关键词来研究当代社会道

德状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网络热词是当代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道

德文化关键词,通过解码网络热词,我们可以把握社

会道德文化生活。

第二,网络热词是易感型词汇,在其演变的传播

模型中,易感词又分为反复型和免疫型,其中反复型

易感词一般引发重大的社会舆情事件,根据舆情事

件产生的正负两面的社会影响,再次细分为积极性

网络热词和消极性网络热词,其中,消极性网络热词

表征主体和社会重大舆情事件的首因。
第三,网络热词的演变大都呈现出舆情性、主体

性、信息倾向性和热度周期性等特征。 而这些特点

正好契合了网络热词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键词的属

性,也赋予了它对网络舆情予以伦理引导的可能性,
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网络舆情所带来负面

社会影响,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网络热词与当代的道德文化生活有很强

的相关性,网络热词是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晴雨表

和指示器,利用积极性网络热词可以引领当代社会

良好道德风尚,利用消极性网络热词可以预防社会

生活中的道德失范现象。
第五,鉴于网络热词与道德文化生活的相关性,

在对待网络热词的态度上,我们应注重其作为社会

道德文化关键词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最大程度

地发挥网络热词教育功能,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

力量,有效引导网民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社

会都能树立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传播道德

正能量。
网络热词作为大数据时代一种新型的社会现象

和文化呈现方式,是社会道德文化状况的显示器和

晴雨表,它具有道德关键词的显性作用,折射社会道

德现状。 从总体上来看,该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
论据明确,写作规范,其研究内容和观点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是一项较好的伦理学和语言学交叉研究的

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