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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在语言层面上
的反映，它新颖、独特，使语言更具选择性、更加多样化，
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语言生活。在2020 年 12 月 4 日《咬文嚼字》
发布的十个流行语中，“打工人”位列其中，并引起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因此，本文试从模因论的视角探析流行语“打工
人”，主要分析该词复制与传播的过程，以及流行的原因。

1　模因理论与网络流行语
模因论立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之上，它是阐释文化进化

规律的新理论。 “模因”这个词汇首次出现Dawkins 所著的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他认为模因和人类基因类似，是文化
传递单位,它的核心是模仿。简单来说,“模因”可以是旋律、
风格、想法、时尚的服饰、流行用语等,也可以是科学理论或
宗教上的信仰。流行语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语言模因。
它顺应时势而出现，形式多元化，载体多样，能够反映某一时
间段内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情绪想法的变化和发展，迎合人们当
下的表达需求。

2　语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
Heylighen认为模因的复制与传播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

一，同化，即模因引起了宿主的关注，从而激发了宿主去了
解，并在了解的基础上产生认同感，然后去接受的整个过程。
打工人，最早多指外出打工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一部分人，一般
是指去外地务工的人员。在2020年9月，一名网络视频博主以摆
出打工的姿势，并配文“早安，打工人！”。宿主因为有相似的经
历或者因为该表达充满趣味而注意该语言模因，然后在自己的认
知系统中对其进行理解，这样一来，宿主自然而然的把“打工人”
这一语言模因存入了自己的脑海中。第二，记忆，即模因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内被留存在宿主的记忆里。由于宿主存储量是有限的，
不能将进入大脑的所有模因都长时间的记住，因此，只有三类的
模因能在这个阶段被长时间的保留下来。他们是承载重要信息的
模因，令人耳目一新的模因和与宿主认知结构适应性比较强的模
因（凌云，2019：236）。“打工人”首次是以视频的形式上出现在
网络上，从听觉、视觉等方面给宿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因其
含义切合大众，易让宿主与其产生共鸣，得以在宿主的记忆中保
留。第三，表达。这一过程是指记忆模因转化为宿主能够感知的
有形体。这种有形体可以是篇章、图片、视频以及行为举止。“打
工人”这一模因被宿主下意识的表情包、视频以及朋友圈文案等
形式进行表达，进而使其他的宿主可以感知，并注意这一模因。最
后，传输。传输是指模因从一个宿主被传到另一个宿主或着传给
更多的宿主的过程，即模因的复制和传播的过程。这一阶段应该
具备可视化的载体或媒介，并且它们应该具备一定的稳定性，以
防表达的内容在传输的过程中出现失真或扭曲。“打工人”本就是
一个网络流行语，目前的互联网技术相对成熟，为“打工人”的
传输提供了稳定的媒介。

以上的四个阶段，周而复始的进行着，有些模因在以上四个
过程的选择中被淘汰。而“打工人”经模因复制和传播的四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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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后，凭借较强的复制能力，长期存活，经过广泛传播，从网络
走向社会，逐渐家喻户晓，成为强势模因。

3 　“打工人”的流行原因
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要想成为成功且广泛流传的模

因，甚至是流行语模因，不仅要具备成功模因的三大特性，即
长寿性，多产性以及复制的忠诚性。同时，还需要模因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支持，并且模因也需要被集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
种关系密切的模因复合体。在这些因素的相互制约和作用下，
语言模因“打工人”才能成功的传播并成为流行语。

通常情况下，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并非是静止的或
孤立的。相反，一种语言模因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长时间成为
模因宿主关注的焦点并不断进化发展，就必须与其他模因因子或
模因复合体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产生联系（蔡一宁，2020：
6 5）。“打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模因也是模因复合体对
其产生有利影响的结果。从语言模因构成上看，“打工人”是
由“打工”和“人”两种简单模因因子构成的语言模因，但
是，这种组合并非是偶然。其实，除“打工人”之外，还
有“打工日”“打工魂”“打工日记”等以“打工 X ”为表
现形式的流行语模因复合体以及“早睡人”“尾款人”“考研
人”等以“X 人”为表现形式的流行语模因复合体。“打工 X”
和“X人”词群都是传播范围广泛且能产度很高的模因复合体，其
中“X人”词群中的“尾款人”更是被《青年文摘》公布为2020
十大流行语之一，因此，使“打工人”的传播更加迅速，更加广
泛，使之可以在网络中流行，并且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流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模因“打工人”经历了复制的四个阶段，

成功的成为了强势模因。最后凭借相互支持的模因复合体、丰富
多样的载体，从网络走向社会，成为流行语。此外，从模因论的
视角来探析流行语，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它们的复制与传播，
流行与消亡。模因论也为我们研究多元化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全新
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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