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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颜文字到熊猫头， 表情包走过40载春秋

你的网络社交 “表情包化”了吗？

8月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其中提到，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10.51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10.4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6%。

部分喜欢在传统节日中使用表情包的

市民担心，如此一来虽然丰富了表达方式，

但这是否会影响到其文字组织能力？华南

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小坤认为

不会造成影响。她说，人的文字组织能力

肯定不是在节日这个特定的情境下练习出

来的，文字组织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

一个人从小训练得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等。“可能很多人要反思一下，平日里自己

到底读了多少东西，有没有形成阅读的习

惯，还是天天对着手机刷短视频。”

“最近……戒烟了。”去年2月，腾讯

通过其官方微博宣布“悠闲”这一微信表

情禁烟。有网友调侃，“表情包都戒烟

了，你还在等什么？”对于这个小细节的

改动，有市民认为挺有趣的，也有市民觉

得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市民阿

莹说，一般自己发表情包会比较随心，很

少关注到这些细节。

郑子殷提到，假如运用得当，相较于

传统的教育宣传方式，表情包在宣传教

育方面有一个优点是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对比纯文字，表情包通常有趣的图

片或者符号传递复杂的信息，在视觉冲

击和理解上更直白易懂，宣传教育的效

果自然也会更深刻。”

近日，“蘑菇头表情包巨头起诉多家

公司”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截至 10 月 31

日，阅读量超过 150 万次。这个在 2010

年，由90后创业青年吴武泽在广州白云

创作出的、火遍网络的“蘑菇头”，以后需

要规范使用。在南京一公司被诉侵权一

案中，法院认为被诉公司未经许可，在公

司推文中使用了七张蘑菇头表情包，侵

害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谈到规范使用，有网友用同事或者

朋友的照片来制作、传播“表情包”，这种

行为是否有法律上的风险？郑子殷说，

这样做会存在法律风险。他提到，《民法

典》保护自然人的肖像权不受侵犯，在未

经过他人允许就制作、传播用他人肖像

制作“表情包”并传播，是有可能构成侵

犯肖像权。因此，在使用、制作过程中，

若被使用人不愿意或者明确拒绝，就应

停止使用，否则一旦传播开来，以当下互

联网的传播速度，是很难停止侵害和消

除影响的。

《表情包密码》一书中提到，世界上

第一个发明表情字符的人通常被认为是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斯科

特·法尔曼。当时，该校计算机科学的教

职员工和学生经常在网络BBS论坛上开

玩笑。一次恶作剧事件过后，法尔曼提

议用一个笑脸表情字符代表开玩笑，“我

把冒号、短横线和右括号排在一起，脑袋

偏过来看，就像个笑脸:-）。换成左括

号，就像一个皱眉的人:-(。”

而如今，网友们斗起图来，远不止一

个:-）。《占领世界的表情包》中提到，简

洁和快速已成为当今世界基本的交际价

值观，也就是说，消息越短越好，所以，表

情符号在此时出现正好实现了信息的精

简、快速、有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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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表情字符
“表情符号是一种表观遗传性的全

球编码，也是推动跨文化交际的技术产

物。”《占领世界的表情包》提到，表情符

号的英文名“emoji”中，“e”是图，“moji”

代表字母、字符。有市民留意到，表情

符号有了静态图版本（jpg）和动图版本

（gif），内容丰富。

对于技术的更迭，英国语言学和

数字时代沟通领域的专家维维安·

埃文斯所著的《表情包密码》一书中

提 到 ，和 语 言 一 样 ，表 情 包 也 在 进

化、发展和改变。在此书的推荐序

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写

道，表情包是一种网络社交的新生

“物种”。它们生于草根，长于应用，

更新发展于网速的提高，以及智能手

机功能的发展。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

东在其所著的《弱传播》一书中指出，表

情包在更高层次上复活了人类原始的

表达工具——表情。其中提到，一方

面，人类的表达能力借助新技术与新媒

体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人

类原始的表达能力也开始退化。

“熊猫头”“玲娜贝儿”“小黄豆”这

些广泛传播的表情包不仅具有社交功

能，同时还附带了经济价值。在表情包

成为“新宠”的同时，一种新兴的商业模

式——“表情经济”也悄然而生。

据了解，制作者是可以通过表情

包来盈利的，使用者利用平台机制对

入驻的表情包进行打赏，制作者也可

以通过接单的方式在电商平台为客户

推出表情包的定制与设计服务。

在某社交平台点击“香香软软的

小泡芙”表情发现，已有6799人对该表

情包进行打赏，在某电商平台以“表情

包”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表情包抱枕、

眼罩、水杯、手机壳等产品五花八门，

种类繁多，也有商家以表情包定制为

标题词，下拉详情页有设计案例展示，

有个别店铺月销量达 3000+。据店家

介绍，商品链接标价并非实际定价，表

情包的定价不等，具体情况要根据制

作难易程度来增减相应费用。

虽然表情包定制设计在电商平台风

生水起，但打赏、接单等传统变现行为对

于个人制作者来说仍是杯水车薪，越来

越多的表情包制作者开始寻找更加可持

续的商业模式——通过表情包的周边产

品开发、广告合作等方式实现表情包的

IP（知识产权）变现。由此，表情包也能

深入如动漫、游戏等各类领域，提供更丰

富的IP衍生品，挖掘出更多的商业价值。

商机“表情经济”悄然而生

发展 看技术升级换代

专家 注意保护他人肖像权

■阿鱼为宠

物拍摄的表

情包。

■阿面帮父亲拍摄“好运来！”表情包。

■广州市增城区博物

馆“善水童子”与“绿

荷仙子”的原型。（来

源：广州市增城区博

物馆官微）

■猫猫狗狗表

情包占领了小

钟的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