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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网上的社交场景中，表情包已
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新语言，并且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虚拟交流时“斗图”。
记者听到过身边很多家长吐槽——家中的
青少年不愿意好好地讲话，只爱发表情包，
有时你来我往地斗上几十上百个回合，只
字不提，尽是表情。有人甚至感叹：当下的
年轻人，离开表情似乎已经不会说话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在其
《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一文中分析，

“很多表情包在特定的社区或群体中产生
与传播，或代表了特定群体的兴趣与趣味，
也可能与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相关。”而

“斗图狂欢”像是基于表情包的“夸大性表
演”，“有些时候表情包或许是真实情绪的
一种夸大，它与互动中的表演需求相关，很
多时候这是为了在互动、特别是群体互动

（如微信群）中，引起他人的注意，有时甚至
会变成一种暗地较量的方式。”

事实上，表情包的诞生就和年轻人紧
密相关。2006 年 12 月 1 日，由中国传媒大
学动画系学生王卯卯创作出的“兔斯基”系
列动态表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动
态表情包。随后广大网友迎来了动态表情
的制作风潮。流行话题、影视人物甚至日
常生活中的事物、所见所闻都可以充当表
情包素材库。当然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
是宝库，比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楠

就将中华文明之光——甲骨文设计成了表
情包；记者日前曾采访的成都市非遗“幺妹
灯”，也被制作成为趣味表情包，这是各地
活化非遗、让非遗拥抱青春的一种方式。

年轻人自有一套社交语言密码，对他
们来说，文字是理性的，而表情包具有更强
的叙事性和情绪感染力，是表达感性的最
佳方式。在表情包的掩护下，一些自称“社
恐”的年轻人变成了虚拟空间的“社牛”，表
情包成为他们面对复杂现实生活的一个面
具，在面具后，有自嘲，有宣泄，从而实现一
定程度的自我疗愈。

年轻人的表情包也有着不一样的意
味，比如“微笑”表情。一般人认为这是表
达内心的喜悦，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但我家
的 00 后大学生就提醒我，最好别用这个表
情！你看这张笑脸，眼轮匝肌（眼角附近的
肌肉）没动，口轮匝肌（嘴附近的肌肉）变

紧，是挤出的微笑，是勉强的微笑，是“面对
笨蛋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或者“鄙视、
嘲笑甚至是讨厌”。这里面隐藏的意思太
丰富了，作为70后家长，感觉有点深奥。

从微观层面讲，网络技术为青年群体进
行话语赋权，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表情包的
生产与分享中，图文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严肃的话语方式，为年轻群体态度与情绪
的表达带来更大的自主性，成为一种对公共
生活的话语通道，令年轻一代乐在其中。

从宏观层面讲，表情包是时代和集体记
忆的记录者，同样也是时代和集体记忆的最
小组成单元。如果把过去40年表情包的发
展变迁进行一个细致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
哪一年流行什么“梗”，哪一年我们都经历了
些什么、见证了些什么、失去和收获了些什
么⋯⋯表情包表现形式与承载密码一路的
演变，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满满的记忆。

年轻人的社交新语言 集体记忆的记录者

隐于社交实践的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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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表情符号日”是一个非官方
纪念日，近年来逐渐受到认可。初代表
情包诞生于1982年，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法尔曼教授创造了第一个表情符号
微笑“ ：-）”今天的表情包已步入“四
十不惑”阶段，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潜
移默化地参与并影响着人们的虚拟交
流。语言学家加文·卢卡斯认为，表情
包是有史以来成长最迅速的语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突破人群、国度交流阻碍的实践从未停
止，比如令很多人好奇的“世界语”。
1887 年，波兰籍语言学家柴门霍夫创
立了这种企图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至
今还有着众多相关的活跃组织，但实际
证明推行“世界语”并不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社交软交中的表
情 包 ，或 许 已 经 成 为 某 种“ 世 界
语”——文字难以互通，但表情包所传
达的内涵与心情、喜怒哀乐可以通
用。表情包的盛行，正是伴随着图像
时代而来的。

表情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
段：1982 年法尔曼首创微笑符号：-），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子符号表
情；日本人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颜文
字”，至今仍有很多人喜欢；然后是小
黄脸，1999 年日本人栗田穣崇发明了
席卷全球的 emoji 表情，即绘（e =图
片）、文（mo =写）、字（ji=字符）。后
来，人们觉得小黄脸也不够好玩，一些
流行的有趣图片渐渐被聊天使用，可以释放压
力，可以卖萌，可以耍贱。再后来，表情包越来越
开放、多元，自定义表情的创作带着群众的智慧
结晶，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在网络空间。

可以说，表情包四十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
互联网的媒介发展史。表情包从简单的字符发
展为一项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其生命力正源于
与不同媒介形式的结合，从字符、图标，到动图、
视频，乃至 AR、3D 传感器、NFT 等技术介质，都
与表情包有过紧密结合。今年盛行的 AIGC（生
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内容供给侧的一项革命性
技术，也很快被用于表情包的制作。许多生产者
使用文生图工具，生成大量表情图上传到图库，
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生产模式。

表情包 40 年发展历程中，各种技术手段被纳
入，用于增强表情包的表现力，以更好地消弭“交
流的无奈”。这种交流的无奈，源于虚拟交流场
域的身体不在场，缺失现实交流丰富的手势、表
情，乃至语调、气味，我们因此难以准确判断对方
的真实态度与情感。换句话说，信息脱离了语境
而独立存在，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而表情包作
为身体语言的“平替”出现，通过对神态、表情、手
势和肢体动作的模仿，还原了现实交流的语境。
去年，Adobe 调查了 5000 名表情符号用户，其中
73%受访者认为，使用表情符号的人比不使用表
情符号的人“更友好、更有趣、更酷”。在虚拟场
域，表情包实现了最基础的功能：突破空间限制，
还原现实身体的在场性。

从1982年到2023年，从个体的态度表达到集
体的身份认同，表情包以极强的跨越性，还原了
身体在场，承载了个体的公共表达，也增加了信
息传播的效率。与早前的新奇感相比，现在的表
情包显然已经隐于我们的社交实践中，成为一种
交流的基础设施。

腾讯新闻全媒派 王焕超/文

表情包 四十不惑以后

作为一种互动手段，表情包渐渐成为社交
场景中的一种“面具”。比如“没事儿”的表达
方式，就有纯文字、文字+让人捉摸不透的表
情、“文字+表情包”方式。年轻人对“没事儿”
的几种表达方式，一般会认为：“第一种方式较
为常见，第二种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对方是
领导或者长辈，他可能在表达友善，如果对方
是朋友，他可能在暗示‘这事儿大了’，也可能
在暗地里嘲讽。额外使用其他表情包看起来
会更亲切一点。”可见，表情包使用者在认知、
学识、经历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对表情包
的解读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在褪去表面娱乐化和网络化的属性后，你
觉得自己为什么需要表情包？当我们提问身边
的90后、00后表情包资深用户，答案因人而异。

首先，是对文字表达的补充。
生于 1998 年的制造业“画图狗”小施同学

认为：“我需要表情包，因为文字表现张力不
够。我没有李白的表现能力，而我的聊天对象
也不会像做阅读理解一样去解读我的消息。”
亮仔同学表示，是否使用表情包，需要根据情
感表达的需求进行区分，表达惊讶、疑问或开
心会使用表情包；而表达悲伤、同情等沉重情
绪时，更倾向于使用文字。

00 后新晋记者小夏同学则说，仅仅依靠
打字，很难揣摩出对话两人彼此的态度。在正
式场合使用表情包主要是为了缓和气氛，而与

熟悉的人使用表情包则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
己说话的情绪状态。

初入职场的新媒体从业者网友春雨沙沙
沙表示，表情包的使用场景渗透在聊天中的各
个方面，“表情包能表达很多意思，需要聊天双
方去‘get’其中的含义；在遇到不知道如何回
复的情况或网络聊天中的尴尬和生硬时，可爱
的表情包特别有用。”

其次是寻求社交平衡。
生于1990年的文创企业领导L先生想通过

对方喜欢的交流方式来进行沟通，于是使用了
表情包。而搞策划的小温他爸则表示，需要使
用表情包来表达父爱。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
本人并不经常使用表情包，但我有一个爱用表
情包的女儿，她在日常聊天中喜欢使用各种表
情包，与她交流时我也会发表情包，这是我们之
间的一种沟通方式，但有时候也会有代沟。”

同样生于20世纪末的“广告狗”Ray认为，在
聊天中使用表情包可以让她心情放松。“特别是与
刚认识的人聊天，使用表情包会让我感觉与对方
的关系进了一大步，也更愿意与对方多聊一些。”

最后，表情包本身带来的兴趣点。
还在大学读研的好好同学对于表情包的

热爱来源于表情包的 IP 形象。“我很喜欢表情
包，特别喜欢乖巧宝宝和线条小狗，会通过各
种渠道收集这两个 IP 的表情包，同时我也会
购买这些表情包的周边产品。”

事实上，大多数人使用表情包都与内心
情感密切相关。

美国传播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曾提出
信息冲击力公式：信息的全部表达=7%语调+
38%声音+55%表情。不难看出，表情是人类
除了语言外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非语言性符
号。而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更为便捷，但我们无法看到屏幕那头对方
的表情与状态，沟通和交往难以深入。

“媒介是人的延伸”，一切传播媒介都是
人类感官的延伸。作为一种网络表情符号，
表情包本质上是人类表情的延伸和内心情感
的视觉化投射，能以直观的方式传递情绪，一
定程度上消除网络社交中的传播隔阂，使得
日常聊天逐渐向更具象化、真实化的表达方
式转变。

今天的表情包辅助文字传递情感的趋势
逐渐上升。“我觉得，文字的表达太局限了，一
些表情包的动作和意义所传达的内容比文字
的表达更丰富，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感觉。”小施同学举例说：“表情包能够表达更
朦胧的意思，能够展示出我想让对方看到的

态度和语气，也能更加精准地表达我的情绪，
比如表达开心，‘哈哈哈’的语气不如‘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更不如表情包，这有
一种递进的关系。”

现在，微信的语音转文字功能还能够根
据说话者的语气、语调增加表情识别的细节。
某些情况下，表情包还能帮助使用者讲出他们
平时不敢，或者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那些噘
嘴撒娇或者撒泼打滚等我们当面做不出的表
情，能够利用表情包生动形象地演绎出来。

当使用表情包已成日常，一旦聊天中表
情包“缺席”，则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聊天者
的情绪可能出了点什么问题。

“我不仅会用表情包表达自己的情绪，甚
至会通过表情包的风格和使用频率等来判断
对方性格，也可以通过表情包来揣摩对方的
情绪。”小施说。假如有一天，和朋友的聊天
突然没了表情包的踪影，这可能意味着他们
今天心情不好，或者你的哪句话惹怒了他
们。另一方面，平时不使用表情包的人，或者
平时使用特别画风表情包的人，突然可爱了
起来，那，一定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02 表情包能够表达更朦胧的意思

温雅兰 陈荣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陶令

7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表情符号日”。据央视财经报道，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表情包日发送量达到了6亿次左右。

为何一个熊猫头或者一个萌娃头的表情包能被那么多不分年
龄层次的人们用作“聊天神器”？为何表情包能够拯救尬聊，避免冷
场？为何表情包成为年轻人交流的一种趋势？事实上很多家长都
有这样的感叹：家里的青少年不爱讲话，只爱发表情包，有时你来我
往几十上百个回合，只字未提，尽是表情⋯⋯

不可否认，表情包的“简单秒懂”使得日常聊天、八卦、吐槽等表
情达意的互动方式更为生动活泼，且将复杂的语言、心思犀利简洁
地表达出来，比如在领取领导、长辈红包之后，来一个真诚的“谢谢
老板”；比如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来一个意味深长的“我竟无言
以对”；当你想怼人时，发送表情既能表达不满，也能缓解对方接收
信息时受到的冲击⋯⋯很多朋友都觉得回复表情包真好，不用打
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代表了不同的圈层文化、群体认同，“志同道
合”的人群使用的表情包风格相似，不同群体内部则拥有专属的“文化
符码”。据悉，豆瓣上一个“给父母发表情包引起的误会”的话题，有着
2000万次的浏览量，折射出不同群体对“文化符码”理解的偏差。

从诞生起，41年过去了，今天的表情包背后到底有些什么不一
样的隐喻？如何正确使用表情包？其中有哪些“门道”和小心思？
今日聚焦，试图解读表情包在年轻群体中的“文化符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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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情符号报告显示

03 运用表情包
是一门“度”的艺术

如何正确使用表情包？其中有诸多“门道”。
尽管人们注重通过表情包来表达情绪，但也不

能忽视文字的力量和准确性。追求高效交流的人
认为表情包这样花里胡哨的交流方式，会使得真正
有用的信息被埋没，降低沟通效率。

“工作场景中，我们更注重信息传递的质量，
而不仅仅是情绪的好坏或友善程度。真正关键
的，是事情沟通有没有做好，能否有效传递信息。
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我更倾向于依靠信息的准
确性、逻辑性和完整性，而不是靠给大家发各种表
情包来表现我的热忱。”L先生说。

有研究表示，表情包的碎片化和表面化的特
性会使聊天难以为继，同时也会降低使用者的语
言表达能力，使其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
尽管表情包可以调节气氛和表达情绪，但我们需
要根据场景和语境来判断是否使用以及使用何种
表情包。例如，在讨论严肃问题时不适宜发送幽
默的表情包，在与长辈交流时应避免使用冒犯性
的表情包，在安慰他人时不宜过度使用幽默的表
情包，在正式工作场合也不适合频繁使用表情包。

总之，真正善于运用表情包是一门艺术，只有
把握好“度”，才能充分发挥表情包的沟通作用。

央视报道，我国表情包日发送量达6亿次
语言学家认为表情包是有史以来成长最迅速的语言

认为使用表情符号的人比不使用表情符号的人更友好

、更有趣

、更酷

认为表情符号使他们更容易表达自己
认为表情符号有能力促进整体心理健康

会使用表情包表达自己的情绪

认为表情包便于表示友好并且习惯通过表情包缓解尴尬

中青校媒的一项调查发现

1982 年诞生的微笑符号：-）成为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电子符号表情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教
授、博士生导师陈楠展示自
己设计发布的甲骨文表情包

图据新华社

2006 年，大学生王卯卯创作的“兔
斯基”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动态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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