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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衍生、传播的理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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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流行语指由某些当下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引发ꎬ网民运用自己的智

慧创造或改造并在一定时期内流行于网上的一些独特的字、词、句等表达方法ꎮ 解构主

义、狂欢化理论以及模因论是网络流行语衍生与传播的三个最重要的理据ꎮ 网络流行

语的衍生与传播过程其实就是平民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解构现存权威体系ꎬ不断疯狂模

因复制的狂欢化过程ꎮ 信息化的今天ꎬ狂欢化已经成为新兴一代的一种表现手段、话语

体系、价值观念ꎬ甚至是生活方式ꎮ 他们几乎每天都以网络为广场在解构、模因复制、狂
欢ꎬ现实的平凡生活和网络的狂欢生活ꎬ互相补充ꎬ并行不悖ꎮ 网络流行语传递的能量

有正有负ꎬ要区别对待ꎬ因势利导ꎬ扬长避短ꎮ 优秀的可以推广ꎬ低劣的要规范甚至打

击ꎬ以减少语言的生态污染和维护母语的尊严ꎮ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ꎻ解构ꎻ狂欢化ꎻ模因ꎻ理据ꎻ方向

一、引　 言

在网上聊天ꎬ网络虚拟社区和论坛等崭新的交际手段中ꎬ由于一些时事热点

或社会焦点问题的促发ꎬ网民发挥自己的智慧ꎬ创造或改造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高

度统一ꎬ匠心独运的表达方法ꎮ 这些由网民所创造并得到其他网民认可、接受和

高频使用ꎬ在一定时期内盛行于网上的字、词、句等就是网络流行语ꎮ 其衍生主

要是由于一些重大社会事故、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激发和点燃ꎮ 比如“被 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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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ꎬ据段益民〔１〕考证ꎬ首现于安徽阜阳某局长状告区委书记张治安ꎬ后来在狱

中死亡ꎬ警方鉴定死亡现场呈自杀迹象ꎬ网民创造“被自杀”一词ꎬ表达了对这一

事件的质疑和不满ꎬ由此引发了网络的连锁反应ꎬ从此ꎬ“被 ＸＸ”进入日常生活ꎬ
被就业、被慈善、被代表、被捐款、被医保、被富裕、被小康、被潜规则等等ꎬ一个

“被时代”在广大网民的狂欢中被催生出来ꎮ 本文拟以当前网络流行语为研究

对象ꎬ分析其衍生与传播的理据和方向ꎮ

二、网络流行语衍生与传播的理据

一个新的网络语一旦产生ꎬ如果足够贴切新奇ꎬ表现力强ꎬ必然会被海量的

网民疯狂复制ꎬ就像病毒一样ꎬ不断地自我复制、仿拟ꎬ同时产生一系列的变体ꎬ
将一次次的网络狂欢推入高潮ꎬ然后在时间的大潮中ꎬ大浪淘沙ꎬ这些词语或去

或留ꎬ生命力的长短取决于其表现力和交际值的强弱等等因素ꎮ 网络流行语衍

生与传播的三个最重要理据是解构主义、狂欢化和模因论ꎮ
(一)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从结构主义阵营而来的ꎬ并在对结构主义进行否定、反诘、驳难、
叛逆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ꎮ 解构主义在巴尔特、拉康、
福柯、巴赫金的理论中已初露端倪ꎬ但真正确立这一理论的是法国哲学家、符号

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雅克德里达(１９３０ － ２００４)ꎮ 在德里达的直接影响

下ꎬ文学批评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运动ꎬ最后在美国形成以希利

斯米勒(Ｈｉｌｌｉｓ Ｍｉｌｌｅｒ)、杰弗里哈特曼(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ａｒｔｍａｎ)、保罗德曼

(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 )、哈罗德布鲁姆(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等为代表的“耶鲁学派” (Ｙａ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的解构主义批评ꎬ影响深远ꎬ至今不衰ꎮ 限于篇幅ꎬ本文仅关注德里达的

解构主义理论ꎮ
德里达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艾尔毕阿尔(Ｅｌ － Ｂｉａｒ)的一

个犹太家庭ꎬ１９ 岁赴巴黎求学ꎬ毕业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工作 ２０ 余年ꎮ 受尼

采哲学、海德格尔现象学等的影响ꎬ１９６７ 年ꎬ德里达的三部重要著作«言语与现

象»(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论文字学»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书写与差异»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相继出版ꎬ标志着解构主义的正式面世ꎬ其主要观点如

下:
１. 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ｌｏ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和语音(或言语)中心主义(ｐｈｏｎｏ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ꎮ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中ꎬ逻各斯中心主义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ꎮ
逻各斯(ｌｏｇｏｓ)是希腊哲学和神学中的术语ꎬ本义是指普遍隐藏于宇宙之中ꎬ超
然存在于万物之上ꎬ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本原、本质或绝对真

理ꎬ类似于汉语中的“道”ꎮ “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

立而且为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ꎬ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ꎬ
而是一种从属关系ꎬ第一项每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ꎮ” 〔２〕 德里达对逻各斯

中心主义的消蚀和瓦解ꎬ动摇了西方哲学和社会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ꎬ建立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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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斯中心主义之上的种种二元对立以及由此产生并维系的森严的等级秩序随之

轰然倒塌ꎮ 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ꎬ指的是传统观点认为

语音先于书写ꎬ在语音 /文字这个二元对立中ꎬ语音处于支配地位ꎮ 文字只是纯

粹的载体ꎬ而语音本身就有意义ꎬ德里达通过“延异论”解构了这一对立ꎬ解放了

受压制的“书写”ꎮ
２. 延异论ꎮ 延异(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这个法语词汇ꎬ是德里达杜撰的ꎬ它包含三重

意思ꎮ 第一是 ｄｅｆｅｒꎬ表达的是时间上的延迟、延搁ꎮ 意义永远达不到终极所指ꎬ
于是变化就成为永恒ꎮ 第二是 ｄｉｆｆｅｒꎬ表达的是空间上的距离和差异ꎬ在德里达

看来ꎬ差异也是永远的ꎬ所以由二元对立产生的同一性一直是解构的重点之一ꎮ
第三是 ｄｉｆｆｅｒｒｅꎬ这是一个拉丁语词ꎬ表示播散或者说播撒ꎬ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

力ꎬ它永无休止的延迟下去ꎬ永无休止的游戏下去ꎬ是意义的种植ꎮ 同时ꎬ由文字

组构的文本是开放的、动态的ꎮ “文本无定解”ꎬ文本具有无终止性和互文性ꎮ
３. “互文性”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和“替补说”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ꎮ 主要生发于哲

学的语言学转向ꎬ结构主义大师ꎬ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分

别指的是符号本身和符号所指代的事物ꎬ德里达通过延异论解构了这一组二元

对立ꎬ认为文字是一系列符号推迟和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ꎬ而所指的意义也不

过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ꎬ替补介于完全缺席(ａｂｓｅｎｃｅ)和完全在场(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之间〔３〕ꎬ使得在场持续不断的被延异ꎮ

德里达及其所代表的解构主义一直饱受争议ꎬ是 “哲学中的非哲学思

想” 〔４〕ꎮ 但毋容置疑的一点是解构主义始终以颠覆形而上学ꎬ叛逆话语霸权ꎬ质
疑任何权威ꎬ否认一切中心ꎬ反对恒定意义为终极目标ꎮ “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

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ꎮ” 〔５〕相信进步、解放和革命ꎻ解构主义者反理性、
反传统、反中心ꎬ追求异质性、多元性、差异性ꎬ主张文化平等、价值多元ꎬ尊重他

者ꎬ关注弱势和边缘ꎬ为差异和边缘群体拓展生存空间ꎬ这也是为什么解构主义

产生后ꎬ很快走出哲学、语言学、文学的领域ꎬ不断扩散、延伸ꎬ已经渗透到政治、
伦理、宗教、教育、文化甚至建筑等艺术领域的原因ꎮ

解构主义的这些理念已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ꎬ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潜意

识当中ꎬ网络流行语的衍生与传播中ꎬ处处是解构的“幽灵”ꎮ 网络的存在本身ꎬ
就是对权威和精英的挑战和解构ꎮ 原来少数人拥有的信息和资源ꎬ现在通过网

络和各种其他媒体ꎬ瞬时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ꎬ公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情

权和话语权ꎬ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

点ꎬ只要内容充实ꎬ只要形式优美ꎬ就能广为网民接受和传播ꎮ ２０１０ 年ꎬ因为天

气、市场、供求等原因ꎬ大蒜价格飞涨ꎬ赶超鸡蛋甚至猪肉价格ꎬ网民谐音衍生

“蒜你狠”ꎬ激起新一轮的网络狂欢ꎬ类似“三字经”纷纷出现:豆你玩、糖高宗、姜
你军、葱击波、油你涨、苹什么、辣翻天、鸽你肉ꎬ一直延续到日本核泄露事件后食

盐价格飙升的“盐王爷”ꎬ后来随着市场的调节ꎬ蒜和姜的价格下降ꎬ菜农利益受

损ꎬ又出现了蒜你贱、被姜军的狂欢化语言ꎮ 这是民众对通货膨胀、食品涨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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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调控的讽刺ꎬ是对权威的质疑ꎬ与狂欢节的脱冕异曲同工ꎮ
解构不仅仅是怀疑、批判与否定ꎬ网络在解构和颠覆的同时ꎬ也在建构ꎬ建构

一个更加合理、民主、坦率、随意、和谐的新秩序ꎬ不论建构的结果如何ꎬ至少饱含

对这种新秩序的向往和追求ꎮ
(二)狂欢化

米哈伊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 Ｍ. Ｂａｋｈｔｉｎꎬ１８９５ － １９７５) 被誉

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ꎬ他同时还是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

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ꎬ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ꎮ
他一生坎坷ꎬ疾病、流放、监禁、贫穷、批评一直围绕着他ꎬ６５ 岁方被学术界发现ꎬ
在苏联乃至欧洲引起强烈轰动ꎬ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对话主义、复调、多声部

性、超语言学、交往美学、哲学人类学等等ꎬ反响强烈ꎬ影响深远ꎮ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整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本

是用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作品的ꎬ是一种文艺理论ꎮ 巴赫金对狂

欢化理论的全面论述主要集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弗朗索瓦拉

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本专著中ꎬ尤其是后一本

书ꎬ是对狂欢化理论的全面阐释ꎮ
“狂欢化的渊源ꎬ就是狂欢节本身ꎮ” 〔６〕ꎬ但是狂欢节(Ｃａｒｎｉｖａｌ)的起源ꎬ很难

精确追溯ꎬ或说狂欢节起源于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迎新春的典礼ꎻ或说这个节日

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木神节、酒神节、农神节都可以说是其

前身ꎻ或说起源于非基督徒的节日庆典ꎬ如希腊酒神节、古罗马农神节和牧神节

以及凯尔特人的宗教仪式等ꎮ 还有说该节日曾与复活节有密切关系ꎮ 现今世界

上不少国家还有狂欢节ꎬ一般在 ２、３ 月份举行ꎬ其中以巴西的狂欢节最为有名ꎮ
巴赫金认为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就是狂欢式〔７〕ꎬ狂欢式

的世界感受包括四个范畴:第一:取消等级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
敬、仰慕、礼貌等等ꎬ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所造成

的一切现象ꎮ 第二:人们之间的任何距离就不再存在ꎬ随便而又亲昵地接触ꎮ 第

三:俯就ꎬ随便而亲昵的态度ꎬ应用于一切方面ꎬ狂欢式使神圣同粗俗ꎬ崇高同卑

下ꎬ伟大同渺小ꎬ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ꎬ团结起来ꎬ订下婚约ꎬ结成一体ꎮ 第

四:粗鄙ꎮ 狂欢式的冒渎不敬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ꎬ如插科打诨、
不洁秽语、摹仿讥讽等ꎮ

而“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ꎬ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ꎮ” 〔８〕 巴赫金一开始

是以狂欢化为切口ꎬ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作品ꎬ认为狂欢化“一直

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

的一切壁垒ꎮ 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ꎬ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ꎮ 把遥远的东

西拉近ꎬ使分离的东西聚合ꎮ” 〔９〕 狂欢化理论在文学史上一直传承ꎬ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ꎬ后来ꎬ跨越了文艺和文学ꎬ对文化、社会、哲学等也有同样的指导作用ꎬ
学者们将狂欢化升格为一种思想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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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ꎬ社会变化日新月异ꎬ网络触角无处不及ꎬ草根文化不

断解构精英文化的今天ꎬ狂欢化已经成为现代网络的表现方式ꎬ是现代人的一种

价值观念ꎬ是新兴一代的话语体系甚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ꎮ 生活在网络的现代

人ꎬ几乎每天都以网络为广场在狂欢ꎬ现实的平凡生活和网络的狂欢生活ꎬ互相

补充ꎬ并行不悖ꎮ 可以说ꎬ网络流行语的衍生与传播过程就是网络流行语解构精

英和权威的狂欢化过程ꎮ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有几大要素:时间一般是节日ꎬ因为狂欢不是生活的常

态ꎬ而是常态生活的颠覆ꎻ地点一般是在广场ꎬ因为广场是国家的客厅ꎬ是民众的

广场ꎻ参与者具有全民性ꎬ不分男女老幼ꎬ不分阶级等级ꎬ共同欢庆ꎻ狂化内容是

吃喝玩乐ꎬ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ꎮ 狂欢式的生活ꎬ是脱

离了常轨的生活ꎬ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ꎬ是“反面的生活” 〔１０〕ꎮ 相比

之下ꎬ网络流行语的狂欢化除拥有狂欢节的基本特征ꎬ比如全民性、自由性、宣泄

性、两面性等以外ꎬ还有下列不一般的特征ꎮ
１. 跨时空性

网络的狂欢跨越了时空的界限ꎬ所以狂化显得更频繁ꎬ更像一个生活的常

态ꎬ因为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ꎬ于是这里的表演此起彼伏ꎬ你方唱罢我

登场ꎮ 可以说网络狂欢的时间因素不再成为局限了ꎬ几乎每天都在狂欢ꎬ地点限

制也没有了ꎬ因为虚拟的网络平台让距离不再成为距离ꎬ这是全国的狂欢ꎬ甚至

是全球的狂欢ꎬ网络为所有人搭建了一个没有边缘、不散场的广场ꎬ参与人是所

有网民ꎬ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ꎬ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的交流、讨论、声讨、搜
索甚至是谩骂和攻击中来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晚ꎬ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

的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学生生活区ꎬ发生了后来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官二代”
校园“飙车案”ꎬ致两女生一死一伤ꎮ 肇事者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ꎬ反而继续去

校内宿舍楼接其女友ꎮ 在生活区南门被拦截住时ꎬ他嚣张地说“看把我车刮

的有本事你们告去ꎬ我爸是李刚”ꎮ 经警方确认ꎬ李启铭的父亲的确是李

刚ꎬ系保定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副局长ꎬ河北大学即在该区公安分局辖区ꎮ 此事经

报道后ꎬ在网上和网下顿时引起轩然大波ꎬ无数网民纷纷讨伐肇事者ꎬ同时一场

“我爸是李刚”的语言狂欢拉开大幕ꎮ 猫扑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凌晨 ４ 时左右首先发起

“‘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ꎬ到当天早上 ７ 时ꎬ就有 ７００ 多网友通过电脑或手机

参与ꎬ到 ２０ 日 ３:４９ꎬ不包括其他网站上的类似活动ꎬ仅在猫扑网上就已经累计

造句 ８２ 页ꎬ共 １２１９ 条回复及评论ꎬ被阅读 ４５８４０ 次ꎬ被网友分享 ６３ 次〔１１〕ꎬ一大

批狂欢化话语由此产生:洛阳亲友如相问ꎬ就说我爸是李刚ꎻ俱往矣ꎬ数风流人

物ꎬ我爸李刚ꎻ少壮不努力ꎬ我爸是李刚ꎻ但使龙城飞将在ꎬ不如我爸是李刚ꎻ仰天

大笑出门去ꎬ谁叫我爸是李刚ꎮ 各种各样的版本也应运而生:普希金版“假如生

活欺骗了你ꎬ不要悲伤ꎬ我爸是李刚”ꎻ李白版“床前明月光ꎬ我爸是李刚”ꎻ凤凰

传奇版“我在仰望ꎬ月亮之上ꎬ我的爸爸是李刚”以及特仑苏版“不是所有爸爸都

叫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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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汶川地震中ꎬ中学教师范美忠弃学生而独自逃跑ꎬ有网民戏谑

为“范跑跑”ꎬ从此这个词语的接力和狂欢就一直在延续ꎬ郭跳跳、躲猫猫ꎬ因工

程质量问题产生的楼歪歪、楼薄薄、楼脆脆、楼晃晃、楼垮垮、楼裂裂、楼酥酥ꎬ南
京汉中门大桥工程质量产生的桥粘粘、桥糊糊、桥裂裂、桥塞塞ꎬ善意讽刺市民为

多得到一些拆迁补贴而产生的“楼加加、楼接接”等ꎬ这一场狂欢的余波还在ꎬ类
似的词语还在不停地涌现ꎬ充分反映了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担忧ꎬ民主意识

的加强和他们希望改进提高社会监管体系的愿望ꎮ
２. 解构性

从上述狂欢化的四个范畴能看出ꎬ狂欢化的核心是脱离常规生活ꎬ是“反面

的”生活ꎬ是一种长期压抑、压迫下情感的宣泄和释放ꎬ是对专制和主流意识形

态的消融ꎬ是对高贵的降格ꎬ是对主流文化、权威文化、精英文化的解构ꎬ是一种

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ꎬ是民间话语的开掘和放大ꎬ是自由、平等、和谐精

神的张扬ꎬ是对动态、多元、开放、发展的呼唤ꎮ 狂欢节上核心仪式是加冕和脱

冕ꎬ正是这些思想和精神的象征和隐喻ꎮ 受加冕者ꎬ往往是同真正国王有天壤之

别的奴隶或小丑ꎬ狂欢的人群给他们穿上帝王的衣服ꎬ给予他们象征权力的王冠

或权杖ꎬ登上国王或王后的宝座ꎮ 随后的脱冕仪式ꎬ却要扒下加冕者身上的帝王

服装ꎬ摘下冠冕ꎬ夺走其他的权力象征物ꎬ还要讥笑他ꎬ殴打他ꎮ 加冕和脱冕密不

可分ꎬ合二为一ꎬ象征着狂欢化的核心: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ꎮ
网络狂欢中的加冕和脱冕ꎬ在于一个个草根英雄的出现ꎬ在于网民的恶搞ꎬ

在于对政府和社会事务的戏谑和讽刺ꎮ 网民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件

事、一张照片、一个视频就被加冕ꎬ成为广场的英雄ꎬ比如凤姐ꎬ比如犀利哥、比如

叫嚣“我爸是李刚”的李启铭ꎮ 在网络上ꎬ网民也可以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ꎬ给
张飞穿上裙子ꎮ 大量的恶搞文化ꎬ大话文化ꎬ是对经典的改写ꎬ也可能是糟蹋ꎻ是
对权威的解构ꎬ也可能是对自身命运无奈的慨叹ꎮ

狂欢节上的一切都有两面性ꎬ加冕与脱冕ꎬ解构与建构ꎬ死亡与新生、高贵与

低贱等等ꎬ相生相克ꎬ在矛盾中斗争ꎬ在矛盾中发展ꎬ这也是狂欢化一直受欢迎的

一个深层原因ꎮ 解构性和上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异曲同工ꎬ殊途同归ꎮ
３. 幽默化

狂欢节上的笑是普遍的ꎬ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ꎬ是针对崇高事物ꎬ是指向

权力和真理的交替ꎬ是指向世界上不同秩序的交替ꎮ 笑涉及交替的双方ꎬ针对交

替的过程ꎬ针对危机本身ꎬ这是深刻反映着世界的笑ꎬ是无所不包的笑ꎮ
网络流行语中也包含了这样的笑ꎬ流行语之所以能广为流行ꎬ就是因为不仅

有内容ꎬ更有喜闻乐见的形式ꎬ有幽默化的倾向ꎬ有插科打诨ꎬ有讽刺摹拟ꎮ 现实

中常说官二代、富二代ꎬ这是让人羡慕的一代ꎬ网民幽默的造出了农二代、穷二代

等等ꎮ 房价的一路飙升ꎬ让大量的年轻人买不起房ꎬ于是ꎬ买套“经济适用房”ꎬ
找个“经济适用男”ꎬ死了能有个“经济适用墓”ꎬ也就够了ꎮ 社会的不公正ꎬ秩序

的混乱都是网民笑的对象ꎬ只是ꎬ有的笑是带泪的微笑ꎮ 在这个“鸭梨(压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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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时代ꎬ生活在重压下的网民ꎬ需要一些轻松幽默去缓解压力ꎬ迎接新的挑

战ꎬ于是网络的狂欢成了最好的宣泄ꎮ 遍观历年的网络流行语ꎬ莫不如此ꎮ
(三)模因论

１９７６ 年ꎬ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出版«自私的基因»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Ｇｅｎｅ)一书ꎬ首先提出“模因(ｍｅｍｅ)”
这一概念ꎮ 在道金斯看来ꎬ正如基因(ｇｅｎｅ)是人类遗传进化的基本单位一样ꎬ模
因是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单位ꎬ究其本质ꎬ模因是一种复制因子〔１２〕ꎬ是借用达

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解释人类文化进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ꎮ 该书出版后ꎬ
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ꎬ模因论(ｍｅｍｅｔｉｃｓ)从此成为一门新兴学科ꎮ
道金斯认为一个模因要想得到成功的复制和传播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点ꎮ 第

一是长寿性(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ꎬ指的是模因必须在口头或书面流传的时间很长ꎬ模因存

在的时间越长ꎬ被复制和传播的可能性越大ꎮ 第二是多产性(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ꎬ指的是

成功的模因必须保证自己不断得到复制ꎬ越受欢迎的模因ꎬ被复制和传播的速度

越快ꎬ范围越广ꎮ 第三是复制忠实性(ｃｏｐｙｉｎｇ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ꎬ忠实指的是成功的模因

在复制过程中必须保留原有模因的核心或精髓ꎬ否则ꎬ就是模因变异ꎬ被其他的

强势模因同化、吞并ꎮ 当然ꎬ忠实性可以是原原本本的复制ꎬ也可以是形式变而

内容不变ꎬ或者内容变而形式不变ꎬ这又涉及到模因复制和传播的两种方式:基
因型传播和表现型传播〔１３〕ꎬ简而言之ꎬ就是重复和类推两种传播机制(何自然ꎬ
２００８)ꎮ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ｅｙｌｉｇｈｅｎ 详细划分了模因复制传播的四个阶段〔１４〕:
１. 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ꎬ指的是模因有意或无意地进入个体的视野ꎬ被个体所

发现、理解并接受的过程ꎮ 模因一旦在个体的思想里留下印记ꎬ不管深浅ꎬ就使

得个体成为模因的宿主(ｈｏｓｔ)ꎬ在未来的日子里ꎬ宿主就有将模因传染给别人的

可能ꎮ
２. 记忆(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ꎬ指的是模因在宿主记忆中保留的时长ꎮ 保留的时间越

长ꎬ模因传染的几率越大ꎬ传播给别人的可能性越大ꎮ 不是所有的模因都能存活

下来ꎬ模因之间优胜劣汰ꎬ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模因由于其容易理解和记忆ꎬ存
活下来的可能性更高ꎮ

３. 表达(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指的是模因被宿主传播前ꎬ转化为宿主所能感知的有

形体ꎮ 表达最常见的方式是演说和交谈ꎬ其次是图文以及言行举止ꎮ 表达的方

式可以是刻意的ꎬ也可以是无意的ꎬ比如名人的言行举止ꎬ往往在不经意间引领

时尚ꎬ所谓东施效颦ꎬ就是这个原理ꎮ
４. 传播(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ꎬ主要指模因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之间的流通和

传染过程ꎮ 模因传播的方式很多ꎬ所有的模仿手段都属于其传播方式ꎻ传播的载

体有声音、文本、或电子媒介ꎮ 演说时ꎬ通过声音传播给受众ꎻ阅读时ꎬ通过纸质

材料或电子媒介传递给受众ꎮ
１９９９ 年ꎬ苏珊布莱克摩尔(Ｓｕｓａｎ 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出版«模因机器»(Ｔｈｅ Ｍｅ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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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ｉｎｅ)一书ꎬ总结了模因论二十多年来的发展ꎬ大大拓展了模因论的内涵和外

延ꎬ认为只要是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得以复制和传播的因子都可以称

之为模因ꎮ
在国内ꎬ第一个引入模因论的学者是何自然、何雪林(２００３) 〔１５〕ꎬ何自然

(２００５)还将模因论应用于语言学和语言教学ꎬ提出语言模因的概念〔１６〕ꎬ在何自

然及其团队的影响下ꎬ模因论广受国内学者关注ꎬ成为一门显学ꎮ
从上述简介不难看出ꎬ模因是模因论的核心观念ꎬ而模仿又是模因的精髓ꎬ

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ꎬ只要发生广义的模仿过程而得以复制和传播就是模

因ꎬ这些理论是网络流行语衍生与传播的重要理据ꎮ 在网络上ꎬ字、词、短语、句
子、段落乃至篇章都可以成为模因ꎬ被广大的网民疯狂的模因复制ꎬ在一定的时

间内ꎬ大量传播ꎮ 一个“囧”字ꎬ“八”像眉眼ꎬ“口”像一张嘴ꎬ由于其字形摹状了

人尴尬、为难、窘迫之貌ꎬ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困惑、无语等等意思ꎬ所以在网

上的交际中ꎬ被疯狂的模因复制ꎬ成为“２１ 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ꎮ “给力”一
词ꎬ一般理解为有帮助、有作用、给面子、支持等ꎬ不仅在网上海量复制、风行ꎬ还
登上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人民

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ꎬ让不少读者有些“意外”ꎬ从此ꎬ
“给力”呈井喷之势席卷各类媒体ꎬ后来被«咬文嚼字»评为 ２０１０ 十大网络热词

之首〔１７〕ꎮ 短语的典型例子更是不胜枚举ꎬ上面提到的因“范跑跑”而模因复制的

“ＡＢＢ”型构式ꎬ“蒜你狠”而模因复制的“Ａ 你 Ｂ”或谐音一个常用短语的“ＡＢＣ”
型构式ꎬ“经济适用男”而模因复制的“经济适用 Ｘ”型构式ꎬ等等ꎮ 句子被模因

复制也不乏其例ꎬ“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是强势模因的典型表征ꎮ 段落的模因

复制ꎬ何自然、何雪林(２００３)举了«大腕»中一段经典台词被网络复制改编的例

子ꎬ何自然(２００５)又举了朱自清«匆匆»一文第一段被网络结构仿制的例子ꎬ此
处不赘ꎮ 篇章成为模因ꎬ被复制传播最广的ꎬ当推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经典名篇

«陋室铭»ꎬ２００４ 年«咬文嚼字»杂志社还举行了一次“仿«陋室铭»”征文比赛ꎬ收
到几千篇应征作品ꎬ获奖的六篇作品刊登在三个月后的第 １１ 期上〔１８〕ꎬ网络上的

仿制更多ꎬ有«公仆铭»«贪官铭»«关系铭»«明星铭»«攀登铭» «愚公铭» «女友

铭»«形式铭»«会海铭»«酒宴铭»«网络铭»等等ꎬ多是针砭时弊的佳作ꎬ试举两

例:〔１９〕

«教室铭»:分不在高ꎬ及格就行ꎻ学不在深ꎬ作弊则灵ꎮ 斯是教室ꎬ唯吾

闲情ꎮ 小说传得快ꎬ杂志翻得勤ꎻ琢磨下围棋ꎬ寻思看电影ꎮ 可以写情书ꎬ想
女友ꎮ 无书声之乱耳ꎬ无复习之劳形ꎮ 虽非跳舞场ꎬ堪比游乐园ꎮ 心里云:
“混张文凭ꎮ”

«买卖铭»:没有执照ꎬ有钱就行ꎻ工商检查ꎬ停业就灵ꎬ斯是黑店ꎬ惟我

聪明ꎮ 工商刚刚走ꎬ小店就开门ꎮ 顾客常常来ꎬ小店生意隆ꎮ 可以掺假货ꎬ
无人知ꎮ 有过期之调料ꎬ有变味之食品ꎮ 长长一条街ꎬ都是咱兄弟ꎮ 店主

云:"发财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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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有好有坏ꎬ传播的能量有正有负ꎬ优秀的强势模因会淘汰低劣的弱势模

因ꎬ但是强势模因不一定就是优秀的模因ꎬ所以在模因传播中ꎬ固然会遵循自然

界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ꎬ更需要网络语言研究者和管理者去引导和规范ꎮ

三、网络流行语衍生与传播的方向

网络是一种特别的生态体系ꎬ网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ꎬ是对现存权威和中心

的解构ꎮ 网络流行语是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语言中的映射ꎬ因为一些当

下发生的社会热点或新闻事件ꎬ网民运用自己的智慧ꎬ创造或改造出一些独特的

字、词、句等表达方法ꎬ其他网民理解并接受ꎬ成为强势的模因ꎬ在网络上疯狂的

复制ꎬ构成一次又一次的网络狂欢ꎮ 解构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以及模因论

是网络流行语衍生与传播的三个最重要的理据ꎮ
网络流行语简约而不简单、形象而不失幽默、随意而为却往往妙手天成ꎬ有

其独特的魅力ꎮ 相同的话语换种方式说、幽默的说ꎬ这些表达简捷明快、温情可

爱ꎬ不仅贴近社会和语言的现状ꎬ真正做到了喜闻乐见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说话者的人文背景和诉求愿望ꎬ故而广为普通民众所接受ꎬ被网友大量复制、模
仿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ꎬ完成自身的发育发展ꎬ并很快跨过网络ꎬ倒灌入其他交流

领域ꎬ影响深远ꎬ甚至感染到官方媒体ꎬ为官方语言所吸纳、同化ꎮ 这是草根语言

对正统语体的解构ꎬ是网络的狂欢ꎬ反映了语言的变化发展ꎬ反映了语言使用者

求新求异的心理ꎬ反映了地球村上的居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存态势ꎮ 网络流行

语通过生动形象、温情可爱或者是调侃讽刺的语言ꎬ诉说着重大的社会问题ꎬ能
让沉重压抑的事情变得可以接受、可以理解ꎬ至少是让人有去接受、去理解的欲

望ꎬ在社会压力普遍提高、人际关系悄然冷漠、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的今天ꎬ网络流

行语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ꎬ一缕清新的空气ꎬ看后令人不禁莞尔ꎮ 随着“微时

代”的到来ꎬ“一键转发”传播风暴的威力越来越凸显ꎬ网络流行语不断得到模因

复制ꎬ多级放大ꎬ对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改变正在悄然进行ꎮ
当然ꎬ网络流行语也存在诸多问题ꎬ网络流行语的大量模仿、滥用ꎬ能否长期

保鲜ꎬ能否为语言学界和官方真正接受ꎬ能否去粗取精、扬长避短ꎬ长期的、稳定

的存在等等ꎬ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另外ꎬ大量符号、数字、字母、物称等充斥

其间ꎬ泥沙俱下ꎬ甚至一些不文明、不雅甚至是粗俗的表达也趁机冲出禁锢ꎬ比如

现时正火的“屌丝”一词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ꎬ任何场合下ꎬ“屌”一字ꎬ都是禁忌

语ꎬ现在公然流行ꎬ男女老少ꎬ信口说来ꎬ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ꎬ确实令人大跌眼

镜〔２０〕ꎮ 网络流行语不仅对语言的规范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ꎬ而且庸俗、媚俗化

气息越来越浓重ꎬ商业大潮下“快餐化”对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千年传统文化的

冲击不可小觑ꎮ
网络流行语的衍生与传播过程其实就是平民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解构现存权

威体系ꎬ不断疯狂模因复制的狂欢化过程ꎮ 狂欢就其意义来说ꎬ是全民性的ꎬ无
所不包的ꎬ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亲昵的交际〔２１〕ꎻ在狂欢中ꎬ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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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相互关系ꎮ 在网络信息技术触角无处不及ꎬ草根文化不断解构精英文化

的今天ꎬ解构、模因复制、狂欢化已经成为现代网络的表现方式ꎬ是现代人的一种

价值观念ꎬ是新兴一代的话语体系甚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ꎮ 网络狂欢化同样具

有狂欢节的全民性、自由性、解构性、宣泄性、两面性和幽默化等特点ꎬ同时因为

其跨越时空ꎬ席卷全球ꎬ使得网络的狂欢更频繁、更持久ꎮ 生活在网络的现代人ꎬ
几乎每天都以网络为广场在狂欢ꎬ现实的平凡生活和网络的狂欢生活ꎬ互相补

充ꎬ并行不悖ꎮ 网络的狂欢有着巨大的能量和力量ꎬ要因势利导ꎬ发挥其积极一

面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贡献ꎬ同时要抑制其消极一面ꎬ将破坏力降到最低ꎮ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ꎬ很多网络流行语只会昙花一现ꎬ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ꎬ

成为历史的尘埃ꎻ当然ꎬ也有许多网络流行语会夹缝求生ꎬ傲然生长ꎬ“随风潜入

夜ꎬ润物细无声”ꎮ 对这些新的语言现象ꎬ要持开放、开明的态度ꎬ多些宽容、尊
重ꎬ试着去观察、去接受、去理解ꎮ 不过ꎬ单纯依赖语言进化中的优胜劣汰的自然

竞争法则是远远不够的ꎬ由于网络传播过程中ꎬ流行语负载的信息会被不断的放

大ꎬ其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视ꎬ所以对不同的语言模因要区别对待ꎬ扬长避短ꎬ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ꎬ把好传播的方向ꎮ 优秀的模因可以引导ꎬ令其健康发展ꎬ丰富人

民的语言生活ꎬ甚至可以充实到现代汉语词汇和词典当中ꎬ予以推广ꎬ为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服务ꎻ而对于那些一般甚至是低劣的模因ꎬ比如“屌丝”之类不文明

的表达方法ꎬ要自觉抵制ꎬ遵守书面语言和口语的规范ꎬ维护母语的尊严ꎬ不断加

强语言文明建设ꎬ构建更加和谐的语言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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