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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网络流行表情包浅析

◎马雪梅 王心仪 康紫薇
摘要：本文对维吾尔语网络流行表情包进行了搜集、翻译、整理与分析，总结出了维吾尔语网络流行表情包所

包含的内容、语言文字构成方式、语言文字特点、引申义以及表情包中常出现的人物形象，最后指出了表情包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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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互联网深刻改

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情包是在

社会科技发展诞生的网络沟通方式中以及

人们在网络沟通中对情感表达需求的更高

要求下产生的情感表达工具。通过在知网

中检索，没有发现关于维吾尔语网络流行

表情包的文献，鉴于此，我们认为对此进

行研究有一定新意。

目前对网络表情包的分类并没有统一

的标准，我们经过查阅文献，决定采用普

遍意义上的表情包定义，即本文所指的一

个表情包仅指在网络聊天过程中发送的单

一的一个表情，除此之外，一个视频短片

截图也算作是一个表情。

为具体了解和分析维吾尔语表情包，

我们采用文献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

方式展开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以新疆农

业大学预科生、部分专业班学生和拜城县

部分中小学学生为主。调查期限为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

经过对搜集到的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

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维吾尔语网络

表情包的内容主要包括：搞笑类、生活用

语类（问候类、征询类、感谢类、许愿类、

祝福类等）、骂人类、表白类、怼人类、

活跃气氛类、感叹类、赞扬类、抱怨类、

警告威胁类、关心类、命令类、嘲笑类、

装可爱类、自嘲类、做广告类、套近乎类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维吾

尔语网络表情包的语言文字构成方式、语

言文字特点、引申义以及表情包中常出现

的人物形象。

一、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中的语言文字构

成方式

我们搜集到的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的

语言文字构成方式主要有以下七种：

（1）纯维吾尔语老文字；

（2）汉语兼维吾尔语；

（3）维吾尔语兼英语；

（4）汉语音译词语；

（5）汉语、维吾尔语、英语相结合；

（6）纯维吾尔语新文字；

（7）纯汉语词语。

（一）纯维吾尔语老文字

在所有表情包中，由纯维吾尔语老文

字构成的维吾尔语表情包占大多数，它们

或长或短，且大多为老百姓的口头禅或者

影视剧、小品中的梗。例如“哼，你这个

坏蛋，我们走着瞧。”这个表情包中的配

文为纯维吾尔语老文字。图为一个婴儿耷

拉着眉毛，向下撇着嘴，眼里含着泪水的

样子。

（二）汉语兼维吾尔语

在维吾尔语表情包中，也不乏一种表

情包，那就是由“汉语 +维吾尔语”文字

构成的表情包，且大多数情况下，汉语采

用的是音译法，有时也直接出现“汉文 +

维文”的形式。例如：“你哪里像个大学

生！”这个表情包的配文构成方式为：汉

语词语“大学生”+维吾尔语“哪里是一

个”，汉维语结合，达到怼人或者嘲笑对

方的效果，这个图片在大学生群里经常使

用，有搞笑的效果。

（三）维吾尔语兼英语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有时也会出现少

量“维吾尔语 + 英语”文字的表情包。

例如：“哦买噶，是那样啊？”此表情包

的配文构成方式为：英语“GOD”的音

译词 +维吾尔语“是那样啊”，维英语结

合，达到搞笑的效果，此类表情包常用于

在群里吐槽，表达自己对听到的消息不太

相信或者感到吃惊。

（四）汉语音译词

在维吾尔语表情包中，也有一些纯汉

语音译词表情包，此类表情包文字大多比

较简短。例如：表情包“讨厌”，此表情

包配文为汉语“讨厌”的音译词，通过直

接说汉语达到搞笑的效果，常用于在群里

吐槽，向别人传达厌烦的情绪。

（五）汉语、维吾尔语、英语相结合

在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中也有个别

“汉语、维吾尔语、英语”三种文字在同

一张表情包中出现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

网友的奇思妙想和想象力之强大，也说明

当下语言与文化的触碰日益频繁。

（六）纯维吾尔语新文字

除了现在通用的维吾尔语老文字之

外，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配文中也出现了

为数不多的维吾尔语新文字表情包，这些

表情包配文通常比较简短。例如：一个人

捧着自己的心说：“ 哎呀，我的心”，其

配文就是纯维吾尔语新文字。       

（七）纯汉语词语

维吾尔语表情包也存在个别用纯汉

语词语制作配文的表情包，这类表情包

大多是维吾尔语词语的音译词，比如维

吾尔语“yaxshi ”意思是好，表情包配文

直接用汉字“亚克西”来表达夸奖或者

同意的意思。

二、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中的语言文字

特点

经过对维吾尔语表情包的语言文字特

点进行分析整理，我们发现这些表情包中

的语言文字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 表

情包中的语言为生活用语；2. 表情包中的

语言为歌词；3. 表情包中的语言为自编打

油诗或者广告语；4. 表情包中的语言为维

吾尔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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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情包中的文字为生活用语 

大部分维吾尔语表情包中的文字都为

生活用语。比如询问生活情况、工作情况、

表示感谢、致谢、骂人、赞扬、鼓励、嘲笑、

活跃气氛等。

（二）表情包中的文字为歌词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的有些内容来自

歌词，且多为传唱度比较高，通俗易懂

的歌曲。   

（三）表情包中的文字为自编打油诗

或者俗语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也有一些自编的打

油诗或者来自民间的俗语。这些表情包的

内容往往上下句之间相互押韵，但打油诗

文采一般。

（四）表情包中的语言为方言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有大量的方言，这

些方言主要来自和田方言、喀什方言、哈

密方言以及阿克苏方言。

三、表情包中的引申义

有些维吾尔语表情包表达的含义并不

是图片所显示的画面意思，而是有一定的

引申义。比如：表情包中的配文为“杜鹃、

布谷鸟”时，其引申义为“我来啦”，此

表情包常用于亲密的人之间在网上聊天时

相互打招呼；表情包中的配文为“再纳

普”，“再纳普”原为一种鸟，它与“布

谷鸟”互为情侣。其引申义为“在吗”，

也用于亲密的人之间在网上聊天时相互打

招呼；表情包中的配文为“玉米”，“玉米”

在网上暗指比较土，懂得不多的人。由此

可见，表情包中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加深对图片的理解，但使用方式的不同也

可以表达出句子里的引申义，使其具有双

重含义。

四、维吾尔语表情包中常出现的人物形象

（一）阿依帕坦木

阿依帕坦木，为小品中的人物，由于

在小品中有过一个叫阿依帕坦木的剩女角

色，因此这个名字被引用到表情包中，喻

指剩女。

（二）清朝官员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常会有清宫戏中的

人物出现，比如大臣、和珅等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在聊天群里常以说幽默的话语或

者搞笑的形象出现。

（三）唐僧师徒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的唐僧常以说教者

的形象出现，其寓意往往和电视剧中的相

同，受《大话西游》影响，维吾尔语表情

包中的唐僧也有了“话多，啰里啰嗦”的

意思。而猪八戒则常以搞笑的形象出现。

（四）光头强

受动画片影响，光头强成了妇孺皆知

的形象，在维吾尔语表情包中，光头强在

聊天群里常以善良、搞笑的形象出现。

（五）和尚

由于和尚突出的形象特点，在维吾尔

语表情包中也成了经常出现的形象，此类

表情包中的和尚经常说一些教育、告诫别

人的话语，在群里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

（六）小朋友

维吾尔语表情包中小朋友的形象非常

多，大多用在问候、假装生气、卖萌等场合。

（七）明星

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中也有一些明星

出现，例如： 梅西（足球明星）、姚明（篮

球明星）。

五、维吾尔语表情包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维吾尔语网

络表情包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表情包中存在文字拼写错误

通过整理、归纳，我们发现，维吾尔

语表情包中存在以下文字错误：

（1）字母脱落；

（2）用相近音代替；

（3）i\ё不分。

（二）表情包中存在低俗化现象

表情包的制作方式愈加便捷，表情包

成为宣泄压力，释放情绪的一种工具。因

此，有些人自制低俗表情包，以此吸引网

友眼球。

六、建议

我们针对维吾尔语网络表情包中存在

的现象，提出以下相关建议：网络监管部

门应加大对网络舆情的管控，杜绝低俗表

情包的传播；家长应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

康，加强亲子教育；学校应加强引导，尤

其要加强心理疏导，帮助学生调节和控制

负面情绪；学生个人要健康文明上网，遵

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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