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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国际新闻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与此

同时，中国的新闻通信业正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这

一背景下，中国的新闻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

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俗话说，“看报纸先看标题，看书先看书名”，新闻

标题无疑是新闻的灵魂，也可以被看作是最核心的部分，

换言之，它是新闻内容的总结和结论，也最生动的新闻

梗概，常被人们视为“新闻的眼睛”。新闻标题可以高度

概括新闻内容，一个好的标题可以为新闻增添光彩。阅

读新闻标题的读者将能够知道整篇文章的主要思想，然

后兴趣就会涌进来。因此，一条有趣的新闻主要取决于

标题翻译的质量。

模因论近年来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然而，关于其

在新闻标题中的应用的研究却很少。模因是文化思想传

播的基本单位，强势模因具有高保真度、多产性、长寿

性的特征。而翻译是用语言来传播和复制模因，将模因

论引入新闻标题翻译，探讨英语新闻标题汉译的模因策

略。为了让译语模因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成功地生存传播，

译者可以打造出强势译语模因，促进英语新闻标题的发

展。本文从模因论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新闻标题翻译

中的模因类型和强势模因的形成，旨在为新闻工作者翻

译有传播力度和吸引眼球的标题提供一些借鉴。

一、模因论

1. 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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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理查德·道金斯在生物学领域首次提出

的模因理论。他在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模因的概念。他认

为，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单位，不断被复制和传播的语言、

文化实践、思想或社会行为都属于模因。同时，丹内

特认为是模因指导了文化交流（Dennett，1995）；1997

年，在《翻译模因》一书中，翻译理论的模因学派诞生

了。核心人物是安德鲁·切斯特曼。在对其翻译模因的

研究中，他提出了“超级模因”的概念，并总结了翻译

模因库中存在的五种超级模因。在国内，模因论引进我

国学界始于本世纪初，它是一种用于解释文化进化的理

论。语言中的模因就是语言模因，任何字、词、语句乃

至篇章，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都可以成为模

因（谢朝群、何自然，2007）。

2. 强势模因

模因就像基因一样，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生存。在

模因的生命周期中，一些模因生命力比较顽强，复制和

传播的速度较快，停留时间较长，令人印象深刻，这样

的模因被称为强势模因。大多数模因只是昙花一现，在

彼此之间相互的竞争中，因为语境、内容、时间或形式

等因素的影响，被强势模因所取代（何自然，2005）。而

在自然竞争中无法长期生存的模因，属于弱势模因。根

据 Richard Dawkins 的说法，可以依据以下三个标准来判

断强势模因：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保真度是指模

因复制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在复制的过程中，原始模因

的核心和本质不能被遗漏或者篡改。多产性是指模因复

制的速度，模因被复制得越快，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广泛

的传播。长寿性是指模因被复制后存活的时间越长，就

能复制出越多的模因副本。

形成强势模因的关键在于强化其核心力量，在弱势

模因中加入强势模因的元素，或者使弱势模因具有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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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的模式。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是一组相对的概念，

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当下模因的传播时长，有些模因因为

不被目标接受而消失，有些模因在短时间流行过后却逐

渐消逝，虽然无法找到预测模因寿命的措施，但所有的

强势模因都具有这三个特点：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

通过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有意创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强势

模因，那些能够长时间传播的翻译模因，必然有极强的

生命力。

二、新闻标题翻译中的模因分析

新闻语言是最能反映时代最新潮流趋势的“活语

言”，而新闻标题作为“画龙点睛”之处，需要精准呈现

文章内容，并且吸引读者注意，会常常模仿或复制一些

常见的大众用语，比如：俗语，网络热词等等，形成了

一种模因现象。下面对新闻标题翻译中的模因类型和特

点进行分析。

1. 基因型模因

基因型模因的主要特征是相同的信息用不同的形式

传播，又称为同质异构，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同样的信

息直接传播和同样的信息间接传播，第一种指的是不改

动信息内容，直接进行传递，比如说对一些经典的俗语，

口头禅或者热词进行直接转述等。如果是在和源语相似

或者相近的语言环境中，使用这种直接传递的形式来自

我复制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第二种指的是异形传

播，传递的是相同的信息内容，但是复制过程中为了更

好的传递效果，出现信息形式或表面意义变化很大的情

况，但是这种的变异不会改变原始内容，复制的结果与

原来一致。同质异构的模式下产出的标题翻译往往更加

生动具象，在保持新闻标题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增添了

风味。比如一篇热评：“民主峰会”邀请台湾，以“民

主”行霸权，译者把标题处理为：“Democracy”isn’t 

Coca Cola! 可口可乐作为一种家喻户晓的饮品，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价格便宜，随处可见，在这里，译文把民主

和可乐放在一起，进行了讽刺，表达了不能把民主这个

概念像可乐一样随意处理，而且全世界的可乐都是一个

口味的，但显然民主制度不可以一概而论，不可以被强

加标准。虽然这样的联系是读者与译者通过默契和联想

缔造的，可口可乐与民主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是采用

人们熟知的语言概念有助于增加曝光量，其次，这样的

译文较为完整地复制了原标题的内涵，十分独特又具有

吸引力，借助可口可乐这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打造出强

势模因，使人一看就有一种亲切感，易于接受，吸引读

者的关注。

2. 表现型模因

根 据 前 人 的 研 究 成 果（Cloak，1975；Dawkins，

1982；Blackmore，1999）可以将复制、传播模因过程的

行为表现看作是模因的表现型。这种类型的模因采用统

一的表现形式，但分别按需要表达不同的内容。以所谓

“旧瓶新酒”或“移花接木”方式出现的就是横向并联

传播的模因，它按需而发，形式近似，内容迥异，是模

因的表现型（何自然，2005）。模因的表现型又被称为同

构异质型，在新闻标题中，这种传播形式通常表现为使

用各种修辞手法或者借用一些典故，社会流行语，电视

电影台词等等，引导读者把新闻标题和一些熟悉的内容

进行关联，进而产生共鸣，对文章内容可以快速联想，

从而扩大传播力度。如美国新闻周刊对汶川大地震的

一篇报道 Hurting and Homeless，译者把题目翻译为“心

无所依，身无所栖”，还原了原文的押韵，原文用的是

“H”押头韵，译文“心”与“身”相对，“依”与“栖”

呼应，两句相对仗，同时又押尾韵。“无所依”这个短语

在《汉书》以及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都有一样的表

达，这样的翻译保留了原本的修辞，并且与目标语受众

所熟悉的语言形式相关联，有助于增加阅读量。

3. 英语新闻标题中的强势模因特点

大众文化主要面向大众，在社会普通文化消费群体

中广泛传播，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文化形式，而

新闻是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斥在人

们的生活当中，报纸上，地铁上，广播里，电视上，手

机客户端等等都播放着或呈现着各式各样的新闻，并且

与时俱进。而一条新闻能否得到足够的关注度，被查看

后能否鲜活地存留在群众的头脑中，能否通过各种形式

复制到其他个体的脑海中，这些都与标题的好坏紧密相

关，因此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要具备以下几种特点才能

达到树立强势模因，先声夺人的效果：

4. 简洁性

首先，英语新闻标题中使用的词汇具有特殊性，其

特点应趋向于简洁、短小、新颖、生动。使用最广泛的

词是小词、缩写词。其次，新闻标题整体也要简明扼要，

言简意赅，信息要简单明了，要体现对新闻重点内容的

概括，要让读者一眼能看明白。一个简单短小的新闻标

题容易在受众的脑海里停留，增加模因被复制传播的可

能性。反之，若是把新闻标题翻译地很冗长，读者容易

没有阅读的兴趣，从而产生不了强势模因。同时，越简

单的的模因在复制和传递的过程中越容易保留原有模因

的内容，即加深记忆的深度，记得更牢。比如中文标题

原文为：12 月佳片云集这 5 部电影最值得期待！译者译

为：5 films to watch this December，首先“5”直接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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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表示，一目了然，比“five”更简洁，读者的反

应速度更快，其次，译者大胆舍去了原文中的修饰部分，

用尽可能少的话语表达出新闻内涵的效果，同时使得信

息能被读者接受并传播。

5. 实用性

信息实用的语言也会形成模因。一个新闻标题模因

要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模因之中脱颖而出，靠的不是噱头，

而是要提炼主题，要反映新闻事实中的要旨和精华，如

果原文表达中存在着一些目标受众在其背景知识中所无

法理解的概念，就不能生搬硬套地翻译，而是要从实用

性出发，比如中国日报上一篇文章名为：迪士尼新晋万

人迷：一只没有故事的小狐狸，官方翻译是：China’s 

New Female Idol Is a Pink Fox Named LinaBell。对于中国

人来说，玲娜贝尔是上海迪士尼发布的 IP 形象，而且在

主流媒体上常有相关报道，所以就算不提及名字，中国

民众对于其形象也十分熟悉。但是对于目标语群体来说，

如果不写名字，只说是迪士尼的狐狸，很有可能会一头

雾水，甚至产生误解，因此，翻译根据实用性，加上了

特征的描述，比如“female，pink”等，而且作为迪士尼

人物，名字无疑是一个强势模因，这样的表达更加具体，

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6. 精准权威性

追求新闻标题的简洁性和实用性的前提条件是标

题的精准性，精准性是新闻标题模因在复制和传播的过

程中的第一要素。精准指的是标题要准确地概括新闻的

核心内容、精神实质，要把新闻的主要内容反映到标题

上。权威指的是在新闻标题翻译中的每一个用词表达必

须合乎客观实际，不歪曲原意，书写方式也要正确。所

以，新闻标题不能盲目的为了渲染强势模因夸大其词。

不准确的标题会误导读者，失去新闻报道的价值。例如，

COVID-19（新冠）就是时政类新闻中被经常引用的强势

模因，这种固定的强势模因不可以改写也不可以自行改

造翻译。

三、结束语

模因论为新闻标题的翻译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翻译的标题如果带有强势模因，则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被更多人记住。本文从模因论出发，探究了新闻标题翻译

的几种模因类型以及强势模因特点，了解模因论及其复

制，传播的方式，有利于为新闻标题翻译中打造强势模因

提供帮助，而强势模因也可以大大增加新闻的传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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