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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络流行话杂粮使用汉字、数字、字母、符

号以及｝fl雪等，偏离汉语育文字的规范，使现代汉

语的规也使用和l健康发展受到极大挑战。如“9494”

即“就是就是”的意思，“GG”是哥町的意思等。 这些

网络流行词是对汉讷、英语等的变异使用，给不经

常或极少上网的人造成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信息交

流的障碍。

在网络流行话巾，严格地说有不少是违反汉语

正常的构同规律和诏法规则，造成了话义的混乱，

破坏了汉语言的纯洁。 有的是新造或生造的词语 ，

有的是对汉语或英训词汇的战造，有的是以错字、

另I］字替代原词汇，有的是语法不通的句子，有的随

意在同汇，，，镶嵌或捅入｜冬｜片、符号等。

报纸“拿来”的网络流行话，再精影也不是自己

的。学习模仿是前行的基础，但是永远去模仿，那只

能脱明我们报纸的创作想象空间的缺失，只会沦为

网络的传卢筒。 报纸标题制作如果失去了创造力，

还哪来吸引力？

标题是报纸归U备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做标题是

报人的f硬功夫之一。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

报纸不能宵从网络潮流，面对网络流行话要学会扬

弃，取其精华，去其糟柏，汲取那些充满活力且已约

定侨成、运用相对规范的网络流行话，摒弃那些l晦

涩x!E懂、低级趣味、不合规也的网络流行语，并在消

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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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不加班择地引用这类网络流行话，不仅不

利于正面引导社会’情绪，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而且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诱发社会情绪，导致社会

的不和谐， 同时在无形中伤害着一部分人（群体）的

敏感的心，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如网络

软暴力般的“被死亡”事件不断上演，很多报纸纷纷

以某某“被死亡”的标题转载这些名人被网络恶搞

的消息，表现出部分报纸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感的

缺失。

语言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

息传播的广泛程度和影响程度与 门俱增，包括报纸

和网络在内的媒体已成为影响公众情绪和社会观

念的重要公共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语言是主要的

传播载体，往往承载着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观、伦理观，个体特别是青少年在学习和成长的过

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影响。 因而，媒体月1话尤其

作为文章的“眼睛”一一标题，需要原担更多的公共

责任，需要更多的理性、公共道德和语育文明，避免

硕傍那些扎眼、生猛、充满情绪化宜泄的网络流行

语，以道德、良心 、伦理作为底线，不侵害他人权利，

不伤害他人身心，这是对待网络流行诵的应有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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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网络流行语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使

用规范

断事实证据。 所以对记者正当的采访要求要

予以保护。

有些单位对记者做出不适当的处理，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是一直干预的。 目前，总署正在

研究如何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在已出台的法

规规定基础上，尽快出台关于规范新闻采访秩

序的意见，包括规范采访活动中相关联的党政

部门、新闻单位、新闻记者、新闻当事人各自应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规范媒体自身行为

等。

传媒动态

柳斌杰：要维护记者合法采访的权益

8 月 10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

杰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保护记

者合法权益是国内外关注的问题，舆论监督

是社会文明进步不可少的力量，一定要维护

记者合法采访的权益，否则，社会正义就无法

维护。 只要记者实事求是地报道，任何时候都

不能作为诽谤、诬陷的证据。 如果记者反映的

是真实情况，就应该受到保护 。 因为记者只能

进行采访和报道，他不是法官，无法核实和判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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