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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机制与特征
刘世理,张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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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经过构式化,以构式流行语形式进入到语言体系中。流

行语构式化的主要机制是模因,模因指文化基因,它因模仿传播而生存。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时

代思潮、特殊表达等信息构成潜势模因,是流行语形成的首要因素。这些潜势模因在语言信息加工

过程中通过模因触发机制形成强势模因,进入语言网络体系,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呈自然的类型层

级关系,其语言信息的复制和传播呈梯度演化。流行语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由句群组成类构式,即体

现构式化的概括本质,也体现出构式化的图式性、能产性和词汇组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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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流行语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群体中

广泛流行的语言形式,具有时效性强、使用频率高的

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流行语反映不同的时代特

点[1]。流行语的流行,在于它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
具有类似模因(meme)的复制与传播功能。正如基

因在基因库中进行自身繁殖一样,模因在模因库中

通过复制和模仿从一个人的大脑到另一个人的大

脑[2]198。语言模因的生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构式化

过程。构式化作为形式与意义的规约化,是在原有

语言单位中激活新的语言节点,演化出新构式、新意

义的过程,构式化在语言的演化与生成过程中发生。
基于模因生成的流行语也是一种语言现象的构式化

过程,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已经构式化了。
模因机制下流行语的形成具有构式化的特征,基于

模因的构式化在形式与意义新构式节点的生成过程

中更加严密,构式化过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意

义上,都与原有构式有一定的联系,单纯的语素、词、
短语和句子的演化,都是构式化的过程。流行语构

式化的生成与演化特点也体现出构式化的多产性、
图式性与词汇化组构性等特征。以往对流行语的研

究大多从流行语的流行、语用效果、顺应性等方面进

行论述。我们认为,流行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

式是语言演化的结果,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一种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这一语言结合体的演化

也是构式化,其机制是模因,即基于模因的构式化。
本文基于模因论,从构式化视角探讨流行语构式化

过程中的模因机制与特征。
二、构式化与流行语

构式语法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词汇语义学。基于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匹配、语法是各种构式清单的

观点,对构式进行分析的有 Fillmore& Kay[3]、

Fillmore、Kay&O'Connor[4]、Lakoff[5]463、Langack-
er[6,7]、Goldberg[8]以及Croft[9]等。在构式研究中

不少学者提出了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概
念。Goldberg[10]认为构式化是构式网语言中动态

结构点的重新组建。Fried[11]认为构式化有两种途

径:一是从语言中衍生出新的语法形式;二是已有构

式的重组,使该构式的意义变得更加不透明。Tra-
ugott[12,13]则认为构式化指的是一种新构式产生的

过程,可以简要地定义为“形式-意义”配对的发展

或创造。国内已有学者把构式化与语法化、词汇化

一并提出,认为它是一种松散结构到固定结构的过

程。认为构式化建构了基于使用的构式演化模式和

历时构式语法体系,广泛用于各种不同构式的构式

化过程和结果研究,并指出构式化具有能产性、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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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过程性等特征[14]。与语法化和词汇化不同,构
式化是一个新术语,还有待学者对它做相对准确和

详细的研究。我们发现,流行语在群体中广泛流行

并进入到语言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构式化

过程有相似之处,如流行语广泛流传就是构式化能

产性的一种表现,流行语反映的不同时代特点也是

构式化的图式性特征表现。而流行语流传所遵循的

模因复制、模仿、传播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构式化过

程,内含一种特殊的构式化模因机制。
国内对流行语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如从形式

上有组合流行语,从范围上有校园流行语,从时间上

有年度流行语,从传播方式上有网络流行语,并认为

流行语具有时效性、频率性和隐喻性等[15,16]。何自

然把模因论引入到流行语研究中,对流行语的流行

提出新的解释,即语言模因的触发机制和模因宿主

的主体性[17]。流行语作为形式与意义规约化后形

成的构式,在不同群体中流行反映出不同群体的特

点,传播的范围与广度和深度也不同。流行语由一

种相对自由的形式演化为相对固定的结构应是构式

的演化形成过程,流行语作为一种被大众接受而普

遍传播的语言,它的传播过程也是一种构式化过程,
因为它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演化为一种固定

格式,继而在模因触发、复制和传播机制下进入到大

众语言体系中。
作为一种探索,我们将从流行语的形成演化过

程来说明它的构式化过程,同时我们认为流行语的

形成过程也是模因机制的结果。如“打酱油”在

CCL语料库中有1382条相关的词条,2008年首次

成为网络热词。该词条原本是“V(打)+N”的动宾

结构,语义为“买一种做菜用的调料”,其在流行语的

构式演化中,加上运动和存在词“来,去,在”,或修辞

词“的”,渐变为新构式意义。如下例:
(1)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就说:“你快长吧,

长大了好给我打酱油去!”(山东省淄博市2012届高

三第一次模拟考试)
(2)汪峰抢头条5连败始末回顾网友调侃:打酱

油的命。(济南网络电视台2013-12-02)
(3)孙继海: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网易新闻

2013-12-02)
上述例(1)中“打酱油”常与“时、时候”一起出现

在句末,或被用在“给/帮某人”之后,意为“帮助某人

去买酱油”,类似还有“打酒”等。例(2)中“打酱油”
已具有构式属性,失去原有“买酱油”之意,具有“无
关紧要”之类意义,可起到限定修饰作用。汪峰很多

次没有机会抓住头条,报道者就判定他是“与我无

关”的命,没机会成为事件的中心人物。例(3)中“打
酱油”已演化为指某人或某物的属性或功能,在其后

直接加“的”构成“打酱油的”,指代某类人或事件。
从“打酱油”这一词语的演化过程,我们发现它是借

助一定的语境,经过句法与语境的意义演化而来的。
这种演化不仅增加了它的使用频率,而且还增添了

新的结构形式与语义,进而成为流行语得以广为流

传。从它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模因

机制。
三、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触发机制

构式化关注新构式的出现,新构式的产生是一

个连续、渐变的过程。一种构式取得独立的意义后,
会与现有词汇成分融合,出现部分或全部的图式构

式。构式自身不会变化,而是说话人以“新的分析”
机制进行构式表征之后的变化。构式演化的轨迹是

构式的形式与意义配对后,经过形式与意义的新分

析,从具体图式到抽象图式的演化过程[13]。如“洪
荒之力”原本指的是天地初开之时这种足以毁灭世

界的力量,人们的认知方式往往通过凸显次事件的

具体动作实现构式的意义表达,而“洪荒”是固定的,
由触发机制依据特定语境凸显次类别,如触发“女
性”“力量”便有了“洪荒少女”“洪荒之力”,因此“洪
荒少女”“洪荒之力”比原本的“洪荒”具有多层级的

次事件结构。“洪荒之力”首先源于热播剧《花千骨》
台词,其模因触发机制是由2016年里约奥运会仰泳

运动员傅园慧被采访时的语言与画面复合模因诱

发,时机与效应恰当地组成复合模因继续传播,该运

动员在采访中以“洪荒少女”而成为网红,“我已使出

洪荒之力”“双倍洪荒之力”“洪荒之力的反噬”等模

因用语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与接受。以“洪荒”为核

心的流行语的模因触发机制表明:只有当信息在表

达人们的意图时被加工形成各种信息表征,并得到

复制传播,模因才能形成。模因触发的事件认知语

境与原先的事件建立起新的关联,产生新的节点。
尽管“洪荒”在构式中处于修辞地位,但它却增强整

个构式的语义,编码出以“强大”为核心的构式义,实
现流行语“洪荒××”的构式化。

构式的构式化过程,与模因的生成和传播非常

相似,可以看作是构式化的模因生成过程。而模因

的生成触发靠两个条件,即潜在模因和语境。人脑

中只具有潜在效应(potentialeffects)的模因信息,
那些没有得到复制传播的信息,只是一些具有模因

潜势的元表征信息,即潜在的模因[18]。触发模因潜

势信息的语境具有多样性,如情景语境、语言语境、
认知语境、社会语境等。只要能引起潜在模因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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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某种联想,在某种语境下复制形成信息表

征,并在不同宿主间得以复制、传播,大脑中的潜在

模因就形成了真正的语言模因。语言模因的触发、
复制和传播机制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语言模

因本身的生存、发展规律;二是语言模因宿主的能动

作用。从模因触发机制这两方面的动力来分析,大
脑中的模因潜势信息就是模因在触发形成之前的最

初形式,加上某种特定的模因宿主心理因素,促使这

些信息得以传播出去,才能最终形成模因[19,20]。如

通过热播剧进入到人们大脑的信息“洪荒之力”,作
为具有模因潜势的元表征信息,成为大脑中具有潜

在效应的模因。记者采访奥运会仰泳运动员这一情

景语境触发潜在模因宿主心理上的联想,进而复制

出与其相关的“洪荒”语言模因,这种潜在的模因也

就形成了真正的语言模因。模因模仿生成新的模因

变体“洪荒××”的过程,也是该构式被不同的群体

接受并产生新的构式的构式化过程。
四、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梯度演化机制

构式化源于构式是规约化的形式与意义配对的

观点,对构式形式和意义的产生和演化同等关注,它
把 词 汇 化、语 法 化 和 构 式 化 看 成 一 个 连 续

体[21]15-31,[22]。构式意义的演化体现在词汇语义演

化与整个命题语义演化中。语言如同其他认知体系

一样,是一个由节点和节点之间联结而成的网络。
节点之间的联系呈自然的类型层级关系,可以从概

括性的构式中预期下一层具体构式的属性[23-25]。构

式意义演化是构式节点和关系的重构,而构式关系

的重构主要通过一词多义、隐喻扩展以及分类层级

等方式进行表征[9]。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机制涉及

不同分类层级的演化,如通过构式相同位置中不同

词语的接替出现、构式字面义向隐喻或转喻义演化

等,重构构式与节点的关系,进而模因出新的构式化

形式。如2013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的一段话语。
(4)人这辈子,其实可短暂了,眼一睁,一闭,一

天就没了;眼一闭,没睁了,一辈子就没了。
该段话语最初作为语言信息在人们大脑中形成

模因潜势,先是通过春晚语境和演员自身特点因素

构成复合模因,进而得以在宿主的大脑里存储,借助

春节这一特殊时段,通过电视媒体及小品本身赋含

人生时短这一哲理进行传播。
(5)春节,其实可短暂了,眼睛一闭一睁,初一就

过去了;眼睛再一闭一睁,这十五就过去了。
小品本身具有时间哲理性,加之台词简单易懂、

易于模仿,引发人们对时间易逝和人生短暂的感叹。
这种潜势模因信息传向上班族,带着宿主对日复一

日兢兢业业工作的信息表征,得以复制传播。
(6)上班这一天,其实可短暂了,电脑一开一关,

一天就过去了;电脑再一开一关,一年就过去了。
上述由小品《不差钱》台词演化的构式流行语是

语言模因梯度演化的表现。在语言传播过程中,特
别是在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潜势信息模因

经触发演化为语言模因,产生次事件的新节点,呈现

出自然类型的层级关系。宿主的能动作用激活节

点,演化出新的意义,把语义结构直接映射到表层句

法结构上,构式出新的形式[26],完成了流行语构式

化过程。如下表所示。
表1 构式流行语的语言模因梯度演化

节点关系\构式流行语梯度演化 语义属性

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了。 概括事件整体关系常规时间快

眼睛一睁一闭,春节就过去了。 次事件层级关系特定时间快

电脑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 类似事件类属关系转喻时间快

  该构式作为形式与意义配对,在模因过程中不

仅保持相同的句法形式,而且具有同样的“时间快”
感叹语义属性。但构式化过程中模因机制呈现所描

述的事件从概括向次事件和类似事件梯度演化,节
点关系也由整体向层级和类属演化,使该构式不断

复制、传播,形成该流行语构式化句群,每个话语实

例体现了自身在整个流行语构式化网络体系中的梯

度演化[27]。流行语构式化具有构式与模因的契合

点,在语言模因依据特定构式逐渐实现其意义演化

过程中,语言形态、音系、语义和语用等因素共同起

作用[14],不仅体现了“形式-意义”的配对观,还遵

循了语言认知网络的自然类型层级原则,揭示了新

构式的产生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五、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特征

从流行语的触发和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模因在

流行语构式化过程中呈现出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

性特征。
首先是构式化的模因图式性特征。一个构式取

得独立的意义后,会与现有词汇成分融合,出现部分

或全部的构式图式。如“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

了”的构式图式为“一段时间随一个瞬间动作而消

失”,构式语义为“感叹人生短暂”。模因构式化的图

式性表现为具有层级性和体验性的构式范畴,人们

会结合自身的实现方式来进行新的构式图式,即出

现新的构式。上述构式流行语被上班族或学生复

制,就演化为“电脑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和“寝
室一出一进,一天过去了”等具有体验性的次事件构

式。实现构式的图式性允准,需要建构符合规约的

表达式,人们根据即有的构式图式库,经过切合自身

·201·

第38卷 第2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月



的筛选,使构式的目标结构与规约化的语言单位相

似,便实现了构式允准的条件。接着就是构式形式

的允准,目标结构与允准结构匹配,说话人对其进行

编码的构式表达式就实现了全部的允准。上则春晚

小品《不差钱》的台词图式的规约化,允准它模因出

上班族的子图式,它们的基本图式是对时光易逝的

感叹,下位图式则是上班族对日复一日、单调生活及

浪费时间的倾诉。
其次是构式化的模因能产性特征。模因具有复

制能力强、多产性的特性,一旦进入语言,便通过隐

喻机制在范畴之间映射,复制出大量同构流行语,其
中空间隐喻向时态映射就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28]。
还以《不差钱》这则小品为例,以“出进,闭睁”空间行

为映射“时间过去”,一经播出便迅速传遍千家万户,
在爱奇艺网上点击量达237万。不仅在上班族和春

节期间进行复制,还流行于校园,在广大学生群体中

流传。
(7)大学生活其实可短暂了,寝室一出一进,一

天过去了;寝室一出不进,四年就过去了。
(8)上课这一天其实可短暂了,眼睛一闭一睁,

一节过去了;脑袋再一搭一抬,又一天过去了。
流行语的模因复制与传播能力可见一斑,也足

以表明流行语构式化的模因能产性特征。构式具有

的能产性和模因的复制与多产性具有相似特性,它
的能产性是固化在说话人心智中的图式范畴,具有

心理现实性[7]。而构式的能产性是对特定实例范畴

制约化的整合过程。它体现其本位图式允准其他图

式构式的扩展度和受制约程度。由上述模因的构式

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新模因构式呈现梯度、渐变形

式的演化。构式之间的能产性形成一种渐变群[9]。
上述构式化过程在模因的复制传播过程中,呈现一

种渐变化过程。
再次是构式化的模因组构性特征。构式形式与

意义的搭配,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完成。而一个

表达式的意义是词项意义和构式意义的融合[9]。流

行语通常是在原有简单表达式基础上构建符合句法

与意义的新表达式,在语义上依据较单一的意义构

建出较多样的或整体的意义,其形式与意义之间关

系的透明度和可接受度体现模因组构性特征,即经

过模因出现的符合常规序列的新构式只有符合句

法,新的构式意义才能够识解,进而整个构式的意义

才得以解码。如果出现构式的形式与意义不匹配情

况,那么该构式就不具备模因组构性。在流行语构

式化过程中,人们可以根据一定的语境模因出相关

的模因,但不一定模因出的所有模因都能形成构式,

很多构式流行语无法预测是整体组构或部分组构,
人们通常会以“整体大于部分”的规则做预测。如上

面例句(5)(6)(7)(8)构式化的模因均为对人生时短

的感叹这一组构意义,但各自模因又分别表达不同

群体对时光感叹的不同侧面。如例(7)和(8)描述大

学生活的构式模因,虽然表述了大学生活的充实、描
写了大学生积极向上方面的非组构意义,但其前提

是建立在感叹大学时光短暂的组构意义上,因此基

于模因也可以构成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29]。
六、结语

流行语的形成是一个构式化过程,促成流行语

构式化的机制是模因的触发与演化。模因遵循人的

自然本性,迎合人的心理特征,在自然语言中从潜势

模因演化为强势模因,继而利用媒体效应和名人效

应等构成具有复合模因的流行话语,得以进入宿主

中不断复制传播,实现流行语构式化。在语言中模

因的触发与梯度演化形成流行语并实现其构式化。
模因在人们之间复制、传播依据一定的语境,呈现流

行语构式构式化的模因图式性特征。在流行语构式

化过程中,模因的复制性强、传播速度快,体现出模

因的能产性特征。在流行语构式化过程中,整体大

于部分组构原则体现出其模因组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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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meMechanismandCharacteristicsofCatchwordConstructionalization
LIUShili,ZHANGRuofei

(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Thecatchwordispopularjustbecauseofitsprocessofconstructionalization.Itcomesintolanguagesysteminthe
formofcatchwordconstruction.Themainmechanismofcatchwordconstructionalizationismeme,aculturegenewhichsur-
vivesbyimitationandtransmission.Theprimaryfactorofcatchwordformationisthepotentialmemewhichconsistsinforma-
tionaboutdominantculture,zeitgeist,specialexpressionsandsoon.Thesepotentialmemesturnedintostrongmemesbytrig-

germechanisminthelanguageinformationprocessing,enteringlanguagenetsystem,producingnewlanguagenoderelationof
naturaltypehierarchy.Thecopyandimitationoflanguageinformationappearstobegradientevolution.Thecopyandtransmis-
sionprocessionproducesnewcatchwordcluster,formingtypeconstructionwhichnotonlyreflectsthegeneralizingnatureof
constructionalizationbutalsoitscharacteristicsofschematicity,productivityandcompositionality.
Keywords:constructionalization;catchword;meme;trigge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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