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情·情绪·情节:
网络表情符号的发展与演变

网络表情符号一般是指网络在线交流中传达表情的图像性符号。表情

符号的英文单词是Emoticon，是表情（Emotion）与小图案（icon）两词的组合，

日语则称之为“颜文字”，是指用文字和符号组成表情或图案来表达使用者心

情的符号。因此，表情符号首先是图像性的，它和用来传达言辞的文字符号不

同，是一种具象性符号。其次，表情符号传达的内容和情绪有关，它是传达表

情或情绪的符号。

早期网络表情符号利用键盘符号构成，之后出现了卡通形象的表情符

号。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动态表情符号逐渐流行开来，之后动画和视

频短片也进入表情符号的范畴。从抽象到具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多

元，表情符号经历了丰富且多元的发展过程。

关于网络表情符号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层面：一，语言学层

面的研究。表情符号属于网络语言体系，根据网络交际模式及网络表情符号

使用意义，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表情符号本质上是一种网络辅助交际手段，

属于表情语，它的出现弥补了网络交流中非语言交流的缺失。[1]不过，网络表

情符号变化迅速，形式多样，以怎样的线索、采用何种方法研究，是语言学研

究面临的问题。二，符号学解读。采用此视角的研究者认为，网络表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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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属于索绪尔定义的“任意性关

系”的符号，而实物形象、模拟脸谱以及动漫立体

符号则属于“肖像性关系”的符号；同时，网络表

情符号存在偏差性解读。还有研究者指出，网络

表情符号的主观随意性可能造成不同意义空间

的传播障碍。[2]应该说，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表情

符号，是比较有效且实用的方法，但是迄今为止，

并未见规范、深入的研究案例。三，传播学研究。

从传播学角度考察网络表情符号，需要借助一定

的传播学理论进行分析。李菲以罗森格林的使

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高校学生使用表情

符号的调查，建构出IM（即时通讯）背景下的网

路表情符号使用与满足的关系模式。此外，鲁瑶

与吴佳妮的研究也为理解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

学意义提供了实证案例。[3] 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量

化研究手段，关注表情符号的使用特点。传播学

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表情符号的内在意涵有比

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四，艺术设计及美学领域的

研究。网络表情符号本质上是一种图像艺术，从

艺术设计或图像学角度探讨表情符号的生成特

点，更多关注的是表情符号本身的形式结构及形

式特点。这类研究比较强调表情符号的技术和

美学特点，对于审视表情符号的内在构成有重要

意义。[4]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探析了表情符号的内

涵、形式结构及使用特点，反映了表情符号发展

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面貌。不过，作为一种网络语

言，表情符号和所有语言类别一样，也存在共时

和历时两种发展关系，两组关系各为系统。如果

忽视表情符号的历时性存在，对它的研究必会陷

入混乱。然而事实是，目前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

的确存在这样的混乱，其原因是：网络发展极为

快速，导致网络语言的发展也十分多变。这种急

速变化，常常令我们忽视了网络语言也存在历时

性变化，而将前后状态混为一体。鉴于此，本文

试图从历时性关系中重新解读网络表情符号的

发展与演变。

在网络表情符号的发展中，其形式越来越呈

现出“多媒体”特征：其表现手段包含了抽象符

号、图案、卡通动漫、影视视频等多种形式。采用

何种方法解读分析，是研究网络表情符号的一个

难点。本文试图采用图像及动态影像分析方法，

从图像叙事及造型特点等方面解析网络表情符

号的变化，透析其在信息传播层面的意义。

一、网络表情符号的出现

网络表情符号是适应网际在线交流模式出

现的一种图像性符号。网络人际交流以网络聊天

最为普遍。网络聊天是基于网络即时通讯工具

的人际交流方式，可在线即时互动交流。研究者

认为，网络聊天介于电话聊天（或语音聊天）和文

字书信的交往之间，它结合了面对面谈话和打电

话这两个特点[5]。虽然网络工程师早已开发出视

频与音频聊天工具，但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在

网络交流中，人们普遍具有视觉隐匿的欲望，并

不想在网络中彻底还原现实的谈话场景[6]。因此，

网络聊天主要依赖文字进行表达（为行文方便，

本文将这种通过文字传达的语言称为文辞）。虽

然文字突破了人际传播的时空限制，但同时也过

滤掉了面对面交流中的“现场信息”，这个现场信

息是指大量的非语言信息。非语言信息在成功

的人际交流中占有很大比重，它能够提供角色、

情感、语态等重要的补充信息，[7]如果单纯依赖文

字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效果会不尽人意。早期对

网络交流中情感表达的研究发现，人们在网络中

要比实际生活里的自己，表现得更冷漠、就事论

事、易怒[8]。

随着网络在线交流的发展，人们开始通过

文字描述来实现表情的传达，如“傻傻地笑着”，

“伤心地离开⋯⋯”。之后出现了利用键盘符号

组合传达表情或象形符号。大体上有两类：美

式 ASCII 字符和日式颜文字。美式ASCII 字符

是以键盘符号表现九十度偏转的表情，图像比

较直观，如：）表示微笑，：（表示难过或伤心，>：

<表示皱眉头等。日式颜文字则以键盘符号展

示正面表情，图像表现带有卡通漫画的特点，如

~@^_^@ ，表示可爱； ⊙﹏⊙‖∣°表示尴尬，

等。键盘符号是表情符号迈向图像符号的重要

过渡。此后，大量卡通图像表情开始出现在网络

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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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情符号的演变

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一些即时通

讯软件公司推出了以卡通形象为表情载体的系

列表情符号。这种表情符号形象直观，更利于展

示表情，它们的出现更好弥补了文字在传递现场

情感上的局限，很受网友欢迎。其后，带有动态

感的表情符号也在网络中出现，丰富和加速了表

情符号的发展。这些符号，既有纯粹面部表情的

演示，也有体态动作加面部表情，或纯粹的体态

动作；还有一些搞笑图片、动画等。在表情符号

的不断演变中，表情符号本身的意义也在不断变

化。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表情符号的发展，我们以

表现“笑”的表情符号为例，分析网络图像符号的

演变过程（表1）。

 

在早期表情符号的设计中，“笑”符主要是

摹写人的面部表情，图像的设计都是以面部特写

为标准。这暗示了网络在线交流中的虚拟距离。

如果我们打开电脑摄像头，屏幕上所显示的也是

这种特写距离。在视觉心理中，人像的特写或近

景景别，其视觉焦点集中在面部。因此，早期网

络表情符号的设计也一直以面部表情变化为主

要内容，通过眼、嘴、眉的点线关系展示丰富的表

情变化。

随着面部表情符的成熟，加入肢体动作的表

情符号开始逐渐兴起。这类表情符号增加了四肢

的动作，以配合面部表情的变化。由于表情符号

的实际大小并没有变化，这就使面部图像适当缩

小，肢体动作占据一半多的空间。这样，表情符

号的图像景别也由近景转变为中景或全景。景

别的变化暗示了观看距离的拉远，它表明交流者

在使用这类表情符号时，不再预设自我在电脑屏

幕上的近景投影，显示了交流者与电脑之间的游

离关系。这种游离关系反映出这样一种心理变化：

交流者既将电脑看作交流的窗口，也将其看作图

像呈现的屏幕。电脑前的在线交流者具有了参

与者和旁观者两种身份。如果说早先的网络交

流还带有模仿现实人际交流的痕迹，此时对于网

络的了解和熟悉已经逐渐影响到人们对网络交

流的认知，表情符号的变化是网民对网络交流成

熟认知的心理投射。

加入肢体动作的表情符，缩小了面部表情的

展示，扩大了肢体动作的渲染，“表情”的传达转

向“情绪”的诉说。例如手舞足蹈的笑符，表现的

是兴奋；上蹿下跳的笑符，表现的是激动，等等。

这也就是说，使用者不再将表情符作为一种面部

表情的“象形”符号，而是作为一种可观看的“情

绪”符号，它不是使用者自我形象的摹写，而是自

我情绪的观照。当我们使用一个手舞足蹈的笑

符时，不是说“我正在笑”，而是说“我很兴奋”。

表情符的使用意义发生微妙变化：它的象形性越

来越淡，象征性越来越突出。

在肢体表情符号的进一步发展中，带有更多

象征意义的角色型表情符号相继出现。这些角

色原型往往带有一定的性格设计，有些为原创性

角色，如绿蛙、兔斯基、洋葱头等系列；有些则直

接借用了已有的动画或影视角色，如蜡笔小新系

列，周星驰表情系列，等等。角色型表情符的使

用，使表情符号的象征意义进一步丰富。例如周

星驰表情系列中的笑符，表现的是这样一层意思：

“我笑是因为我具有周星驰所饰角色一样的自嘲

精神”。

象形性表情符号不再具有原初象形表情的

意义，表情符号与使用者自身的表情没有直接对

应关系，它仅代表一种情绪或者态度、感觉，是一

种情绪化的符号。要解读一个表情符号的真正

意义，并不依赖常识性的视觉经验，而要借助一

种文化经验——不是看它“象形”何种表情，而是

看它“隐喻”何种文化。

在动作化表情符号和角色型表情符号出现

的同时，动态表情符号也随之出现。动态表情符

号的发展有两类：一类是动态表情符号，一般采

用固定镜头来呈现，不存在镜头及场面调度的

变化，画面的动感主要通过角色自身的动作来表

现。这类动态表情符相对比较简单。另一类动

文字描绘 键盘符号 卡通形象
动态表情 肢体+表情

影视片断
角色 卡通

符号 微笑 ：）
周星驰系列

大长今系列

能指
笑的

文字描述

笑的

抽象符号

笑的

象形表情

笑的

动态表情

笑的

动作和情节

所指 笑的样子 笑的情绪和情节

表1 “笑”的表情符号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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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表情符号相对复杂一些，画面的动态主要通过

镜头的运动和场面调度的变化来体现。这类表

情符号有了场景的切换和摄像机镜头的表现，使

其情节性增强。如兔斯基动态表情符号，通过多

帧画面中镜头焦距的变化和场景切换，使一个简

单的动态表情带有了动画短片的效果。这类表

情符号在动画创作上需要相对专业的技能，更为

简单的做法，是将视频短片改装成为表情符号。

例如以时下某部热播电视剧角色为原型，加注适

当的解说词，制作成为流行表情符号。这类表情

符号的时效性比较强，使用周期往往比较短。

视频表情符号的出现，进一步拉远了表情符

号与现实表情之间的原初关系。当我们在网络

交流中使用一段视频表情时，其实是在播映一段

情节剧，这段情节剧会传递出一种情绪，进而“生

产”出一个表情。这种“情节化”的表达，使表情

符号彻底脱离“视觉再现”的初衷，演变为一种视

觉化的“言辞陈述”。这是动态视觉影像的特点，

它在意义的表达上更加自足，也更加孤立。

表情符号的视频化，也使网络语言更加“多

媒体化”，网络在线交流越来越像一场多媒体“剧

演”。话语的使用者也是话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

观看者。一次网络聊天就像一场自编自导自看

的“演出”，身在其中的交流者在自我建构的“舞

台”上不是越来越开放，而是越来越封闭。

三、“伪语境”的建构

在网络表情符号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都认

为网络表情符号是网络文辞语言的补充，它的出

现弥补了文辞在交流中的缺陷，使网络在线交流

看起来更像现实场景中的人际交流。不过，在进

一步解析了表情符号的发展演变后，我们似乎对

这一认识产生疑问。

一般来说，现实场景中非语言信息的传达需

要依靠语境来实现，这个语境指的是面对面谈话

的“场”。在这个“场”中，我们借助多种手段识

读非语言信息，使人际交流畅通。不过，网络聊

天中语境要素恰恰残缺了。虚拟的场景中，我们

既无法获知交流者真实的性别、年龄、身份以确

认谈话框架，也无法借助语境设定一个聊天的场

景。如果表情符号是为了弥补网络文辞在非语

言交流上的缺失，表情符号就需要尽可能还原、

模拟现实场景中的非语言信息，减弱因非语言符

号缺失带来的虚拟感。但是实际上，表情符号并

没有摹写现实场景中的非语言符号，以增强真实

感，而是更加游离于真实之外。网络表情符号的

意义究竟在哪里？

传播学者波兹曼在分析电报对人际交流的

影响时指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同

时，照片也能把形象从语境中脱离出来。当我们

利用照片来进一步阐释一句话的内容时，照片为

话语提供了语境，话语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

境。他提出了“伪语境”这个概念。[9]根据波兹

曼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网络在线交流：网

络在线交流的文辞和视觉图像共同构筑了一个

谈话场，表情符号为网络文辞交流提供了“合法

性”保障，使网络在线交流看起来是真实的、合法

的。但无论是网络文辞还是表情图像，它们都脱

离语境而存在，它们的虚拟性永远无法克服。表

情符号并不以摹写表情为主要意图，它更强调情

绪、态度或感觉的传达。当我们在网络文辞中使

用一个表情符号时，它和我们自身的表情没有实

际联系，它只和我们假设的情绪、态度或者感觉

有关，它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语言工具。正如波兹

曼所表达的：“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

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这

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的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

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

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

的避难所。”[10]

由此来看，表情符号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

娱乐化图像符号。它没有弥补网络文辞在信息

传递上的缺陷，相反，将文辞的缺陷转注为“合法

性”存在。它强化了网络的虚拟性，并和网络文

辞一起建构起一个“虚拟的谈话场”。在这个谈

话场中，网络文辞和表情符号互为注解，文辞交

流的有效性受到干扰。过量使用表情符号，会使

谈话的无意义性增强，信息交流的有效性降低，

某些情况下，表情符号已经成为网络交流的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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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网络表情符号的发展演变看，表情符号经

历了传达表情、表达情绪以及陈述情节几个发展

阶段。各阶段表情符号的发展并非互相取代，而

是叠加发展。表情符号最初的出现，是为了弥补

网络交流中情感缺失带来的缺憾，但是在进一步

的发展中，其象形意义逐渐淡化，象征意义逐步增

强。动态视频及动画表情符号的出现，使表情符

号更加脱离对真实表情的摹写，演化成为一种情

绪性符号，甚或情节化符号。作为一种图像符号，

表情符号和网络言辞一起建构了一个“伪语境”

下的虚拟谈话场，其并没有弥补网络真实性的缺

陷，相反，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虚拟性的存在。过

量表情符号的使用，会干扰了文辞交流的有效性，

成为信息交流的噪音。因此，未来表情符号的发

展，可能不是趋于丰富和复杂，而是简化和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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