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4), 1586-159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4213  

文章引用: 康璇. 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歇后语分类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4): 1586-1591.  
DOI: 10.12677/ml.2023.114213 

 
 

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歇后语分类研究 
——以“笋”族歇后语为例 

康  璇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3日 

 
 

 
摘  要 

模因论是解释文化传输的重要理论之一，据其观点，语言也能够作为一种模因，得以不断复制和传播。

本文以模因论为主要研究视角，分析当前的网络流行歇后语，认为网络流行歇后语是语言模因的典型表

现，讨论其分类和传播周期，将其对应为同音异义横向嫁接、同形联想嫁接和同构异义横向嫁接三类，

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的周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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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e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ies to expla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its view, 
language can also be copied and spread as a meme. This paper takes memetics as the ma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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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network of popular allegorical sayings. We consider 
that the network of popular allegorical sayings are the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memes 
and we try to discuss its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cycle, and correspond them to three cate-
gories: homonym horizontal grafting, homomorphic associative grafting and isomorphic horizon-
tal grafting. Then we analyze the cycl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memory, expression and transmis-
sion with specific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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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倡导者 Richard Dawkins (1976)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中首次提到“模因”(meme)这一概念[1]。模因是仿照基因(gene)一词构造出的新术语，认为模因是和基

因相似的现象，基因作为一种生物信息单位，通过生物学中的遗传进行繁衍；模因则是一种文化传递单

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进行传播(Blackmore, 1999) [2]，因此任何能够通过模仿得到传递的信

息形式都是模因，如音乐曲调、思想观念乃至物品制作方式都可以作为模因。模因论(memetics)是以模因

为核心术语，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理论，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事物之间的

普遍联系以及文化具有传承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进化规律进行诠释。 
模因是一种文化基因，通过复制、传递不断发展变化，语言同样也是一种模因。Dawkins (1976)认为

语言是模因的典型代表，称之为 catch-phrases [1]；Blackmore (1999)也提到“模因包括所掌握词汇中的所

有单词”[2]，是语言模因论的代表。具体到汉语中，汉语同样也可视为一种语言模因：从语言的单位来

看，汉语中的语素和词都能够通过教育和知识传授得以不断复制传播；而从语言构成规则上看，汉语中

基本的构成规则和语言观念也能够不断递归扩展，比如本文中主要探讨的网络歇后语，其基本构成思路

也遵循传统歇后语谐音、喻意两种构成规则，可见语言形式虽然会存在变化，但基本的语言构成思想却

可以复制，也是语言模因的一种表现。 
模因论能够解释文化的传承发展，语言模因论也能够协助解释语言的发展变化现象，特别是针对网

络上涌现的各类流行语进行的研究，有多位学者依据模因论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分析：陈琳霞(2006) [3]、
谢芷莹等(2022) [4]对英汉广告语进行了模因论视角的分析；张国燕(2022)探讨了语言模因论视角下的网

络流行语传播机制[5]；李捷(2008)以相声口语文本为语料，分析成语、谚语、俗语等语言模因产生的幽

默效果[6]。汪敏飞(2010)讨论了熟语在模因论视角下的复制传播情况[7]。赵秀梅(2008)则是具体描写了歇

后语的模因表现[8]。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网络流行歇后语，是歇后语的当代发展。歇后语本身属于固定语的一种，是汉语

中几乎特有的语言形式，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比喻性的或者含蓄说法，即所谓的“谜面”，其真

实意义隐藏模糊；后一部分是有真实意义的说法，即“谜底”，前后两部分中间有一定停顿，也就是“歇”，

整体形成一种幽默的语言风格。在此基础上，随着网络社交的发展，网络语境催生了网络歇后语现象。

本文依照刘禀诚(2012) [9]、许海军(2014) [10]的定义，将网络歇后语定义指所有在网络上发布和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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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似谜底和谜面两部分构成的、形象而诙谐的口头用语。可见，网络流行歇后语作为歇后语在网络时

代的创新发展，遵循了歇后语的格式和创作方式，表达了新内容，带有新的幽默讽刺效果。同时，网络

歇后语作为网络流行语的一种，更新换代速度相当之快，为凸显其时效性，本文着重强调其“流行性”

的特点，将研究对象定义为“网络流行歇后语”。 
目前对于网络流行歇后语的研究主要是依照传统的歇后语类型，将网络流行歇后语分为“喻意型歇

后语”和“谐音型歇后语”，如刘禀诚(2012) [9]、韩雪(2014) [11]，也有学者针对其产生的网络文化背景，

探索网络流行语背后的新媒体传统，如赵丽丽(2020) [12]、刘信涵(2021) [13]。然而对网络歇后语的传播

过程分析较少，网络歇后语的分类也较为粗略，仅参照传统歇后语类型分为两类，对当前网络歇后语缺

乏细致的分类描述。本文在此基础上，搜集了近年网络流行歇后语实例(均摘自网络流行语词典《小鸡词

典》)，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模因论视角，对其进行分类阐释，同时以具体的“笋”族歇后语为例，

分析其传播过程。 

2. 网络流行语的模因种类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分为“基因型”模因和“表现型”模因两种(何自然，2003 [14]、2005 [15]、
2014 [16]；陈琳霞，2006 [3])。“基因型”模因内容相同、形式各异，表达信息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

中表现形式可能有差别，但表达内容一样；“表现型”模因形式相同、内容各异，采用同一表现形式表

达不同内容。上文提到，网络流行歇后语的表达内容为了满足交际需要而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的构造思

路和构造形式仍然遵循传统歇后语特点，分为谐音和喻意两种，因此本文将网络流行歇后语归类为“表

现型”模因，具体分析其种类。 
“表现型”模因分为同音异义横向嫁接、同形联想嫁接、同构异义横向嫁接三种(何自然，2003 [14]、

2005 [15]、2014 [16]；陈琳霞，2006 [3]；谢朝群等，2007 [17])，本文以具体歇后语为例，进行对应分类。 

2.1. 同音近音异义横向嫁接 

同音近音异义横向嫁接指语言模因以语音的相同相近为必要条件，利用同音词、近音词对固有结构

进行谐音换字，在尽量保持原有读音的情况下，表达不同的意义(何自然，2005 [15]；陈琳霞，2006 [3])。
如“笋”族歇后语：“跟熊猫抢竹子——夺(多)笋(损)”“熊猫点外卖——笋(损)到家了”“熊猫看见流

口水——你是真笋(损)”，利用了“笋”和“损”同音、“夺”和“多”近音，运用了同音异义规则构成

歇后语，表达轻微的嘲讽意味，带有幽默效果。再比如“乌龟办走读——鳖(憋)不住校(笑)了”，主要利

用了“鳖”和“憋”、“校”和“笑”的同音，同时也利用了“住”的多重意义，构成了极具网络幽默

色彩的歇后语。以及应用明星名字谐音构成的“吴京踩了周杰伦——京(精)踩(采)杰(绝)伦”，同样利用

“京”和“精”同音、“踩”和“采”同音、“杰”和“绝”近音的特点，加之名人效应从而广泛流传。 
上述例子是网络流行歇后语中同音近音异义横向嫁接的典型代表，遵循了传统歇后语的谐音规则，

是语言模因的典型表现，表明语言可以依照原有思路不断复制创新。 

2.2. 同形联想嫁接 

同形联想嫁接指语言形式没有变化，但由于不同的语境或特殊的词语意义产生了不同的意义联想，

达到新的理解(何自然，2005 [15])。如“八二年的龙井——老绿茶”，“绿茶”在网络语境中更多指外表

清新脱俗但实际工于心计的人，歇后语谜面上指茶叶的一种，谜底却暗指另一类意义，带有幽默讽刺的

效果。再比如“盒马生鲜开门——你菜到家了”，“菜”在网络语境下也更多表示技术较差，因此谜面

上同样指生鲜蔬菜，谜底达到讽刺对方技术差的效果。也有利用动漫形象的歇后语“哆啦 A 梦的百宝袋

——真能装”同样利用了“装”的特殊词语意义“装模作样”，将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作为谜面，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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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反转，达到幽默效果。 
上述例子是同形联想嫁接的具体实例，主要通过传统歇后语的喻意规则进行延伸。值得注意的是，

模因从形式上看属于一种文化传播规律，模因传播的成功与否和本身的复制传播能力有很大关系，上述“绿

茶”“菜”“装”都是多义词，而网络语境放大了其中新兴的、特别的、甚至于贬义的意义，令原本语言

模因的意义得到了扩展或者变异，成为一种新模因，和原有的旧意义模因相比，有更广泛的网络传播力。 

2.3. 同构异义横向嫁接 

同构异义横向嫁接指语言模因的结构和形式不变，但内容变化，被另外的词语所代替(何自然，2005 
[15])。这种类型的模因类似于语法上的“构式”结构，即基本的语言“框架”不变，内容作为“变项”，

所表达的意义由“构式”本身的意思和替换的内容所决定。网络流行歇后语中，这种类型的例子有“XX
他妈给 XX 开门——XX 到家了”这一组歇后语，中间的内容“变项”包括“恶心”、“倒霉”、“厉害”、

“笨蛋”等多个词语，都能表达某种特性到达了最高程度的意义，这一意义是由“XX 他妈给 XX 开门—

—XX 到家了”这一框架所决定的，可根据具体的词语表达不同的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表现型”模因在某一网络流行歇后语中可以共存。如同构异义横向嫁接

中的“XX 他妈给 XX 开门——XX 到家了”，其中“到家”一词既符合谜面所指，也能够表达某种特性

到达极点的意思，是特殊词语的不同意义联想，符合同形联想嫁接的特点。 
综上所述，网络流行歇后语作为汉语中语言模因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分为上述三种类型，凭借其幽

默通俗、带有讽刺意义的特点，以网络为媒介，短时间内得以迅速传播。而模因在传播过程中，从一个

“宿主”到另一个“宿主”要经历一定的周期过程，本文也将以具体的“笋”族歇后语为例，简单分析

其生命周期。 

3. 网络流行语的模因周期——以“笋”为例 

Heylighen (1998)提到，模因一词是仿照基因构成，然而基因是在不同代际间通过纵向遗传而繁衍，

模因则是通过模仿进行传播，既能以纵向方式进行代际传递，又能以横向方式进行扩展传播[18]。因而基

因传播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模因的传播却远远超过基因，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是一种类似于病毒

的、可传染的信息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从一个(些)“宿主”到另一个(些)“宿主”，在其被新宿主选择并

传递的过程中，模因要经历不同阶段，可以分为同化、记忆、表达、传递四个周期。因此本部分以网络

流行歇后语中的“笋”族歇后语为例，讨论其模因传播周期。 
同化(assimilation)指模因能够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何自然，2005 [15]；陈琳霞，2006 [3])。

注意意味着模因的显著程度足够引起宿主的关注，“笋”族歇后语中最原始的形式是“夺笋”(谐音“多损”)，
这种表达最早出现在抖音网络热门主播“郭老师”的视频中，因为主播带有河北沧州方言口音，导致“夺

笋”这一谐音的产生。同时该主播的走红导致“夺笋”成为抖音 2019 年热门词汇，其显著程度大大提高，

被更多的网民熟知。理解和接受表明宿主能够把该显著模因纳入自身认知体系，“夺笋”本身是一种谐

音现象，这种谐音的语言观念对于绝大多数汉语母语者来说并不陌生，网民能够理解这一谐音产生的根

源，因而使其能够被宿主接受并纳入认知体系，将“夺笋”作为等同于“多损”的意义单位。这是“笋”

族歇后语最初的起源，当“谐音”夺笋被创造并接受后，后续与之相关的歇后语组才被创造出来。 
记忆(retention)指模因需要在宿主的记忆中停留，否则难以进行后续传递(何自然，2005 [15]；陈琳霞，

2006 [3])。模因停留的时间越长，影响和传播给其他宿主的可能性越大。上文提到，“夺笋”和网络红

人的热度持续走高密切相关，2019 年网络主播“郭老师”创造了大量带有方言特征的谐音表达，“夺笋”

是其中最为热门的词汇，2019 年底这些表达成为了自成一体的“郭语”，受到网络粉丝的热烈追捧。202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4213


康璇 

 

 

DOI: 10.12677/ml.2023.114213 1590 现代语言学 
 

年以“郭老师”粉丝为代表的网民掀起了模仿“郭语”的热潮，这一热潮持续到 2021 年“郭老师”被封

禁。可见作为“郭语”代表的“夺笋”，早在 2019 年，就在网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后续又流行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同时衍生出“笋”族歇后语等网络表达，进一步加深网民记忆。正是因

为“夺笋”和“笋”族歇后语已经在网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组表达几乎没有受到原创者封禁

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出现在网络日常表达中。 
表达(expression)指模因由记忆转为宿主能够感知到的语言表达(何自然，2005 [15]；陈琳霞，2006 [3])。

上文提到，在“夺笋”模因的记忆过程中，已经衍生出了“跟熊猫抢竹子——夺笋”等网络歇后语表达，

这些表达也反过来促进了网民对于“夺笋”和“笋”族歇后语的记忆加深。 
传输(transmission)指模因表达需要从一个(或一些)宿主传输到更多潜在宿主的认知中(何自然，2005 

[15]；陈琳霞，2006 [3])。“夺笋”和“笋”族歇后语走红于抖音软件，虽然也传播至微博、bilibili 等其

他社交软件，但受众范围主要集中于抖音用户和年轻网民，没有引起广泛的网络传播。在其进一步传播

的过程中，官方媒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夺笋”和“笋”族歇后语被官方媒体接纳，这一行为大

大促进了这组模因的传递。如新华网视频“朋友可以有‘夺笋’”、人民日报视频“大熊猫熊口夺笋现

场”等，将网民喜闻乐见的国宝熊猫和“笋”族表达联系，极大提高了这组模因的热度，使其传播范围

不仅仅局限于抖音用户和年轻网民，更包括了年龄稍大的、主要关注官方媒体信息的网民，最终使“夺

笋”和“笋”族歇后语最大范围地走红网络，成为全网热点词汇之一。 
综上，“笋”族歇后语以谐音“夺笋”为开端，经历了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四个生命周期，达

到了复制创新和网络传播的效果。 
此外这一过程，特别是“夺笋”衍生出各类“笋”族歇后语的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模因论中信息

观的理念。信息观将模因看作一种信息图式，模因本身可以作为案例直接复制，同时也可以作为仿照的

样本，根据不同宿主头脑中的模因形象进行更新创造。“夺笋”和“笋”族歇后语就是语言模因信息观

中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夺笋”这一谐音仍然存在于当今的网络表达中，是这一模因直接复制的结果，

另一方面网民也根据这一谐音进一步创作出“熊猫点外卖——笋到家了”“熊猫看见流口水——你是真

笋”之类的延伸表达，最终使其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笋”族模因，作为当今的强势网络语言模因，得到

了大规模的传播模仿。 

4. 总结 

模因论为语言演变引入了信息复制的观点。就单一语言内部而言，一方面，在模因作用下,词语作为

一种模因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得到复制；另一方面，创造词语的规则和思路同样也能够作为一种模因得到

复制,从而形成了人和语言的互动模式。本文中分析的网络流行歇后语，不论从语言表现还是歇后语构造

思路来看，都能够作为语言模因论的一种支撑。 
综上所述，本文以网络流行歇后语为研究对象，结合模因论观点分析，认为网络流行歇后语是语言

模因的表现之一，将其归类为“表现型”模因，并结合具体歇后语案例将其归类为同音异义横向嫁接、

同形联想嫁接和同构异义横向嫁接三类，此外以“笋”族歇后语为例，介绍了这一模因的传播周期。但

由于知识所限，本文对网络流行歇后语的分析仅限于举例分析，对模因论的理解也局限于原始理论，有

待于结合当前模因论的发展特点进行具体的传播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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