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网络流行语

何弃疗
为何放弃治疗

我伙呆
我和我的小伙
伴们都惊呆了

人干事

这是人干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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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婚族是指没有结婚先同
居的上班族，在深圳、上海、北
京等生活节奏快的都市里，有
很多这样的年轻人，这群人叫
作候婚族——结婚万事俱备，
只欠经费。

（据互动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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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网闻@

近日，网友“小
丑出品”在网上贴
出了一组最新的PS
作品，即分别截取
人的头部、胸部和
脚的照片，然后拼
贴在一起。科比、
谢娜、郭敬明等明
星纷纷“中枪”。

这种无伤大雅
的 PS 玩法，你也可
以试试！（据和讯网）

◎真的吃货敢于直面粗壮的
大腿，敢于挑战隆起的小腹。

◎我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
的路上。

◎每一个高喊着减肥的妹
子，都有一张停不下来的嘴。

◎瘦子吃给胖子看，是一件
很残酷的事；胖子吃给瘦子看，是
一件很拉风的事。

◎空有一颗想减肥的心，偏
偏有一条吃货的命。

◎我一不高兴就喜欢吃东
西，一吃东西就发胖，一发胖我就
很不高兴……

◎如果你认为吃是我人生的
全部，那就错了，还有睡！

◎向吃货表白时的最佳歌
曲：我愿意喂你，我愿意喂你，我
愿意喂你被放逐天际。 （宗和）

■“煎蛋字体来一套！”
——1000个鸡蛋，10个平底锅，

烫伤了5根手指，花费3个小时，用完
整整一瓶油……爱沙尼亚一个设计
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通过烹饪，将打
入锅中的鸡蛋白整成字母的形状，
并拍摄下来制成字体。目前，这套
字体售价70美元。

■“这才是中国好声音！”
——近日，一场暴雨突袭湖南

省常德市，市民刘胜华在房顶上检
查漏雨情况时不慎触电，他的右手
因为被电流吸附无法挣脱，因怕遭
遇不测，他高喊“老婆，我爱你”。邻
居赶来救援，用木棍拨开他触电的
右手，把他救了下来。 （宗和）

变形记

网友“Summer云淡风清”
是一名90后女生，很少刷微博
的她完全跟不上网络流行语
变化的节奏。近日，她转发了
一条汇总并注释“三字经”的
微博。“三字经”由3个字组成，
并且全是当下网络流行语的
缩写。

“Summer 云淡风清”说，
她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
词，刚开始还以为是别人打错
了字。“在看到这条汇总、注释
的微博后，我才恍然大悟。”她
还不甘示弱地创造了一个“三
字经”，直接将网络流行语“这
是什么节奏”改成了“这什奏”。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一些网络流行语，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大家
都在说“我伙呆”“何弃疗”等词时，你是否还能搞懂它们的意思——

网络“三字经”，我伙呆！

【何弃疗】

“为何放弃治
疗”的缩写，意思
是一个人有病，可
是放弃了治疗，暗
含的意思是“你有
病，快去治”。

【人干事】

“这是人干的
事吗”的缩写。该
词可用于网友吐
槽，也可用于对某
些非一般人能够
完成的壮举或困
难的工作表示由
衷赞赏，是褒义还
是贬义要结合上
下文理解。

对于“三字经”，有些网友表示担心，如今网络如此发
达，小孩儿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养成不良的习惯。

网友屈女士说，在上小学4年级的儿子近期的日记
中，就频繁地出现了一些令她看不懂的“三字经”。“什么
叫‘请允悲’？儿子给我解释后我才明白是‘请允许我做
出一个悲伤的表情’。”屈女士担心儿子将来会习惯这样
的表达方式，动不动就生编硬造一些“三字经”出来。

这些“三字经”由网络流行
语中最重要的三个字组成，资
深网友看一眼基本上能懂，并
且感觉十分传神！如“我伙呆”
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
呆了”的缩写，在网上被频频使
用。而一些“三字经”还有专属
的百度百科词条，“我伙呆”“何
弃疗”“人干事”“请允悲”甚至
还建立了百度贴吧。

有的“三字经”则让人稍感
陌生，如“知努否”是“你知道他
有多努力吗”的缩写，形容无条
件、无思考、无理性地支持。

“写微博时，再也不用担
心字数超了！”网友“倒斗生
死恋瓶子”说“三字经”给他
带来了很多好处。他表示，
一句话写成三个字，言简意
赅又有趣。

重庆师范大学文新学院教授莫怀戚表示，一种语言
被广泛认可是有偶然性的，“把本就流行的网络用语缩写
成比较上口的三音节的词，就是一种偶然性”。

莫怀戚说，这样的网络词大多带有戏谑的色彩，并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三字经”即使能让即将消失的
流行语重新火一把，也只是回光返照，一旦网上有了新
鲜事物，它们很快就会消失，因此并不会对小孩儿的学
习造成多大的影响。 （据华龙网）

节奏太快
网友大呼“这什奏”

热度不一
部分词生涩难懂

现实 用“三字经”写日记 家长担心

观点“三字经”只是快餐文化

吃货那些事

网络“三字经”
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