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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语用分析
栗芹芹

（郑州西亚斯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模仿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的天性。模因和人的基因类似，也是通过模仿的形式进行传播。模因论起初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后

来被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将模因论应用到语言学当中，尤其是语用学当中，可以从新的视角解释旧问题、研究新问题。网络流行

语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语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是时代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本文基于模因论，从基因型

模因和表现型模因两个层面，分析网络流行语，有利于了解网络流行语的产生规律并预测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趋势，期许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去解读网络流行语这一现象，探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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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语言

作为交际的工具，也必然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网络语言属于语言

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语言表达。网络流

行语是网络传播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语言，它在日

常生活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变异。网络流行语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时尚元

素，借助互联网得以广泛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社

会功能。很多专家学者也对此做过相关研究。通过相关检索可以

发现，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不同层面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相应

的研究，比如：樊孟轲以“一言不合就 XX”为例，从模因论视角

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探究（樊孟轲，2017）；曲艳娜从模因论角

度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曲艳娜，2018）；李静等从生

态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网络流行语（李静，张娜 2019）；武婷对

模因论视角下网络流行语的英译进行了（武婷，2020）；李彤研

究了网络流行语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李彤，2021）；朱敏解读

了网络流行语“真香”“X 不香吗”（朱敏，2022）。本研究拟

从模因论视角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期许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

读网络流行语现象，探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

一、模因与模因论

“模因”（meme）即“模仿”，指的是通过语言、文字、

手势等把一个人的思想传播给另一个人的现象。模因的概念最早

是由英国著名动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模因

论的提出是基于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的观点，用来解释生命进化

规律的新理论（曲艳娜，2018）。Dawkins 指出模因就是模仿并

传递，它既可以代代相传，也可以同代之间横向传递（Dawkins，

1976）。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一旦它可以被模仿、被复制、被传播，

就可以称之为模因。我国关于模因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3 年，

我国语言学者何自然把模因论的概念引入到语言学中。何自然指

出：模因靠语言复制和传播，与此同时，语言是模因的重要载体，

也就是说，模因与语言之间密切相关。语言模因恰恰反映了语言

传播过程中存在的规律（何自然，2005）。语言通过复制、变换、

重组和传递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二、网络流行语与模因周期论

网络流行语也叫网络热词，是我们日常使用网络过程中所常

见的语用现象。网络流行语也属于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也遵循一

定的语言规律，其中，主要是因为模因在起作用。网络流行语模

因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引起了网络受众的注意，进入到他们的印象

中，使其受到影响和感染，并最终获得他们的接受和认同。例如，

2016 年，我国奥运健儿傅园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已经用尽

洪荒之力啦”，从此网络最热流行语“洪荒之力”一夜走红。同样，

“蓝瘦，香菇”这个网络流行语也因为南方小伙在直播时说到“难

受，想哭”，其口音听起来像“蓝瘦，香菇”而爆红网络。此外，

央视著名主持人在播报新闻的过程中也经常使用押韵的表达，比

如：“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你换台就是淡季”，

“低头百姓生计，抬头国家社稷。”，网友纷纷大赞央视即接地

气又传递正能量，又能彰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洪荒之力”“蓝

瘦，香菇”等词的使用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被大众频繁使用，

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拼命努力，生活和工作

中存在一定的压力的状态，大家感同身受。除此之外，社会推崇

积极正向的价值观，欣赏有才华之人，迷恋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之中。

三、网络流行语模因的传播方式

模因的复制不是指原本的词语与复制的词语在内容上到形式

上都完全统一。

Blackmore 把模因分为模因表现型和模因基因型，何自然对这

两种类型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划分，具体如下。

（一）基因型网络流行语模因

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语言模因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因此，模因除了对之前的模因加以复制和继承之外，也必然会在

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1. 相同信息直接传播

相同信息直接传播指的是人们可以在适当的语境下直接复制

原信息的内容，直接拿来使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它涵盖的形式

较多，比如：名人名言、谚语、口号等。例如，人们常使用“有

志者，事竟成”来表达只要能坚持，有志气，做事情终究会成功的；

人们常使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表达人民教

师爱岗敬业，愿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在校园内，

我们还可以看到“校园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等，这些表达都是人们在适合的语境下直接复

制原信息以促成有效的表达。

2. 相同信息异形传播

何自然指出：相同信息异形传播主要包括：缩略式模因，语

码混合式模因，谐音式模因和符号式模因。

（1）缩略式模因，是网络流行语当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它主

要包括汉语拼音缩略语和英语缩略语，如：YYDS（永远的神），

SK（生快，即生日快乐）， SSFD（瑟瑟发抖），XSWL（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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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S1（有一说一），ZQSG（真情实感），BTW（by the way），GF（girl 

friend），DIY（do it yourself），ASAP（as soon as possible） 等，

这些词往往是年轻人在弹幕或者其他网络环境中使用。

（2）语码混合式模因，是人们口语中常用的表达形式，即把

不同的语言、方言杂糅在一起来使用。人们在说话时，使用不同

的符号系统，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语码混合，如：“今天我 emo（情

绪抑郁）了”“你已经 out（过时，跟不上潮流）了”“我 Hold（掌

控）不住”“今天玩儿的太 high（兴奋）了”“出去 Happy（开心）

一下”等。这些词通常表达简单，浅显易懂。

（3）谐音式模因，是人们利用同音、音近字来代替，从而引

人联想，达到新颖、幽默的效果。如“让我康康”（让我看看），

汉纸（汉子），女孩纸（女孩子）“稀饭”（喜欢），“有木有”

（有没有），sing （xing 行），“就酱子了”（就这样子了）等。

有语言学者指出，这些词汇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年轻人

在表达上的幽默化，使词语不仅有意思，而且视觉化。

（4）符号式模因，是网络使用者们在打字时模仿人的表情和

动作，设计出一些新颖且形象的符号，使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

如：“$_$”（见钱眼开）；“^_^”（眯着眼睛笑）；“≧◇≦”（感

动）；“（×_×）”（晕倒）；“|（-_-）|”（没听到）；“O__O'”

（呆滞的眼神）；“＜ @_@ ＞”（醉了）等。这些符号简单易懂，

新颖而独特，受到广大网民的喜爱而广泛流行。

（二）表现型网络流行语模因

模因表现型传播是指形式不变，把需要的部分变成不同的内

容。在复制过程中把其形式保留下来，更换新的内容，类似我们

说的“旧瓶装新酒”或者“换汤不换药”，以这种方式横向传播

开来。因此这种传播方式的实质是形式相同、内容各异。何自然

（2005）提出表现型模因有三种基本表现形式。

1. 同音异义横向嫁接

同音异义横向嫁接是指语言模因在传播的过程中，原有的结

构形式保持不变，以同音异义的形式横向嫁接，导致其音相同而

意思已发生改变。比如“可爱”是指“可怜没人爱”；“特困生”

是指“上课特别想困的学生”；“蛋白质”是指“笨蛋、白痴、

神经质”；“讨厌”是指“讨人喜欢，百看不厌”；“美女”是

指“倒霉的女人”；“白骨精”指的是“白领、骨干和精英”，

而不是指西游记中的白骨精。这种以同音异义的形式横向嫁接而

形成的词，通常情况下，其意思往往与字面意思相背离，多含讽

刺和自嘲的意味，通常在年轻人之间使用。

2. 同形联想传播

同形联想传播指的是模因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语言形式

不发生改变，但场合不同语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联想。如：

以前人们一般用“店小二”指古代酒楼或者旅店里面招呼客人、

端酒上菜的服务人员，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化出新的意思，指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部门或重要人员。我们还

在微信、QQ、钉钉等社交平台建立交流群，如果某个人退出交流群，

我们称之为“退群”，后来也指退出某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另外

还有“家里有矿”，“好运绝缘体”等。

3. 同构异义传播

“同构异义传播指语言的结构不变，变得是内容意义”（何

自然，2005）。曾经一位女孩子用“很 X 很 XX”来形容她看到的

某个画面，此后，“很 X 很 XX”这样的句式流行开来，快速在互

联网传播开来。后来，“很 X 很 XX”的系列句式也开始流行起来，

如 “很爽很开心”“很傻很天真”“很牛很厉害”“很好很强大”“很

好很便宜”等。总结来说，“很 X 很 XX”流行语出现的原因，

主要是大众追逐简洁时尚，挑战规范，求异求新和语言机制的要求。

四、结语

模因，是一种文化的基因，通过复制、传播而存在，通过语

言得以体现。模因论是一种基于进化论的全新理论，将模因论应

用到语言学当中，为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尤其

是对研究网络言语有了新的启发。与此同时，网络本身拥有巨大

的优势，复制能力强，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更易于语言模因

的复制和传播。了解模因论及其传播类型，能够让我们更系统清

晰地了解网络语言，为正确理解网络流行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从模因论的角度研究网络流行语，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总结语言发

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可以预测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趋势。了解网络

的特点和发展，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净化网络语言环境，正确引

导网络语言的使用，创建良性的网络环境，这不管是对语言研究、

语言学习还是对语言教学来说，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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