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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模因认知探析‘

黄 洁

(重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中X刃50)

    〔摘要」模因是新达尔文主义者Dawkins提出的假设，用来解释人类文化进化的规律。模因与语言关

系密切。学语言本身就是语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何自然，2(X)5)。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第二语言信息作

为语言模因进行复制和传播;第二语言习得过程是第二语言作为模因精入(模仿复制)和输出(表达传输)的

过程;从二语模因接受者的角度探讨影响二语学习者最终获得第二语言模因的两个重要因素:同化和记忆。

    〔关键词」模因论;语言模因;二语习得过程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672一0598(2(X)7】01一144一以

    一、引言

  模因(meme )是英国新达尔文主义者凡ch耐D翻kins(1976)
在其《自私的基因》(仆esethshGen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之后，

包括SusanB玩kmore (1998，1999)，凡chaldB耐ie(19%)，A，n
幼nch(1996)等许多学者积极论述阐明模因的含义和规律，并尝试
建立文化进化的模因理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哲学家Daniel
Dennet在《意识的阐释》(1991)、《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中运

用模因理论阐释心灵进化的机制，使模因的概念受到全面注意。

现在meme这个词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收录编人了《牛津英
语词典》。凡chardDawkins模因论的基本观点是:(1)模仿性;(2)

可复制性;(3)形式多样性;(4)模因协作体(memeassociation)，比
如，bluejeans这个模因聚集了枷sers一fli。，rivetedclothing，Hue
dye，。。tton。lothing，belt一loops，douhle一sewn se。等子模因，它
们共生运作，互利共存。在国内，对模因论的研究基本从模因传播
过程的特点出发，论述模因在从一个宿主复制传播到另一个宿主

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重在对模因本身特点的诊释。本论文从第
二语言模因接受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宿主(二语学习者)模仿复制

第二语言模因的认知加工机制。

    二、语言模因传播特点
  在语言传播中，语言本身就是模因，并作为模因的载体进行复

制和传播(何自然，2的5)。任何一个字、词、句或语篇，甚至语言的
变体，包括盲文和身势语都可以是一个模因，通过感染，在人群中
很快得到传播，使思想上升到行为、习俗，成为传统。语言真正的
功能是传播模因(Blackmore，1999)，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
言传播的规律，为解释文化、科学及习得行为提供了新方法。语言

模因在传播中具有以下特点:

    1、模仿是语言模因得以流传的关键

  语言模因通过复制而传播，复制不是克隆，复制的前提是模

仿。“模仿”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歧义概念(李河，2恻)。一般认为，
存在着两种模仿概念。一类是完全复制性模仿，在逻辑学中，它指

示那种体现着彻底同一性理想的重言式表达(tautol卿);而在非逻
辑领域中，它指一个文本的物理性复制，一个文本的心理复制，如

在传统教育中强调的“背诵”，其特征是把文本以“原原本本”的方

式在内心中完全复制下来，使背诵者成为文本的载体。所以这里

的模仿也可以被视为非逻辑意义的完全性复制。相比而言，另外

一类可称为再现式模仿(rep此sentation)。模仿物以自己特有的方
式来表现被模仿物，但它并不能全等于被模仿物。Plat。将一个人

对他人姿态和行为的模仿称为“假冒式的模仿”(counterfeit)，英文
多为1而tation，其“模仿It的效果就是“像”或“不像”。柏拉图认为
文字描述是对对象的再现性模仿(repreotation)。是“由知识引导

的‘熟知性模仿’(mimic叮hyac明aintance)”。Blackmore(1999:6)
认为，从广义上讲，能记住故事大意并将其传递给他人就是模仿。
在语言学习中，行为主义的刺激一模仿强调的是模仿复制，简单重

复，而模因论中的模仿还包括再现性模仿，在复制中有变异，是创

造性的模仿。模因复制需要精确，经过一连串模仿后，模因复制因
子保持不变，且其复制因子的某些变体必须能够产生多个副本。

比如，当网络游戏中的名词PK(点杀，讨盯lilled)被复制传播后，泉
州网引用《深圳晚报》2哪年10月29日上的一篇文章称“这个词
语被快速应用和重新诊释的速度，已经超过最近在写字楼横行的

流行感冒病毒的传播速度”，“已经像鸡毛一样满天飞”，比如:“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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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假日旅游预定网为你提供PK航班机票的丰富资源”;“不快乐

从盘算购房那天开始买房?PK你没商量。”焦点pk台甚至将pk
的含义延伸为“观点搏杀”(Point儿Ued)。然而，诸如流行感冒之

类的病毒在传播中再生，其变异是偶然的，而模因在每一次的传播

中都会发生突变(mutation)，这是人的记忆所限及交际活动使然

(5详d〕er，1996)。

    2、复制是语言模因流传的前提

    在模因传播中，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能力各不相同，一些模因得
到广泛复制和传播，变成强势模因，而另一些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

化，变成弱势模因。然而，一个模因要控制人脑的注意力，必须为
此排除其他“对手”模因的影响(Dawkins，1卯6)。在词汇模因传播
中，“语义复制”有者99n0le，1999成不了模因。换言之想上升到

行为，助于使之变得更强势。“语义复制”是一个处理语义的心理
过程，它产生XY结构。Y的作用不是修辞限制或补充说明X，而

是显示或表示X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如属类、原因、结果等)。XY

结构可实现以下变体:”，界，x⋯y等。比如:“扩大”一词中“大”
是“扩”的结果，其语义复制心理过程是:形位x即“扩”是编码的起

始状态，是已知条件，通过同义关系或其他特定条件等在选择域中
搜索并找到另一形位y即“大”，“大”被粘贴到表层结构，“扩”因
而扩展为“扩大”，即x扩展为拜结构，该结构的特点是砰二x，即

“扩”和“扩大”是同义关系。依此，“牛犊”一词中“牛”是“犊”的
类属概念，所以是界结构。在英语中的例词有W耐H，k是拜结
构，fiuyhorse则是”结构。可以说，语义复制是模因宿主使模因
传播更省力，意义更突显，其他宿主更容易认识、理解和感受到的
心理过程。

  在模因作用下，除了词语得到复制，创造词语的创意也同样得
到复制(何自然，2哪)。

    比如英语中通过类比法，在语义上进行联想类比，使构词的方
法得到复制与传播。blue一collar这一语言信息作为一个模因复合

体(memecomplex)，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并在传播中与语境结
合，产生了不同的模因变体，如:white一collar，pi政一collar，科-
collar，gold一。ollar，bright一collar，OPe卜collar等。英语数词复合
词是由“基数词+x’，模式整合而成。作为一个模因复合体，在传
播中，它有极强的复制能力。这里X可以复制为特定数目的自由

词素x(如twofold)或自由词素与粘着词素的复合体x戈如two-

俪t以1)，并可变体为“基数词+一x”词化模式(如two一year)。句
子结构的复制也是一样。比如:学生学习了以下句型:Jackhkes
Foothall.，会类推复制出以下句子模因:

    (1)Jack包fatherlikesg0h’.

    (2)Jack色falnilylike加velingonholid叮5.

    (3)Jackandhisfamilylikerurallifeth0ughth叮havetoworlin
thecity·

  模因传播的这一特点与人类语言具有创造性(clea由ity)的特
点是一致的。语言正是在模因的重复，增减，变换，重组，移出，复
制和传递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模因传播的前提是复制

的达成。模因复制过程与二语习得过程关系密切。学语言本身就
是语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何自然，2哪)。

    三、第二语言模因及其认知加工

    1、模因论下的二语认知加工过程

  模因复制经过四个阶段: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夏家驹、时

坟，2的3)。这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复制环路，每个阶段中
都有一些模因在选择中遭到淘汰。在二语学习中，第二语言信息

作为语言模因得以复制和传播。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其传播过
程是第二语言模因的输人(模仿复制)和输出(表达传输)过程。

笔者从模因传播的角度将Cas，(1988)的第二语言习得认知加工
框架进行诊释，得到下面的二者关系示意图:

图1

二语信息加工过程: 模因传播过程:

    二语愉入

被注意到的输入

被理解的精入

显性、隐性知识

      输出

    模仿

    同化

    吸入

    字己忆

表达和传播

  图1表明，模因论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是第二语言信息作
为模因从一个宿主(教师或教材)传播到另一个宿主(学习者)的
过程。作为第二语言模因接受者的宿主一 学习者，其模因接受
的心理机制是:第二语言信息作为模因通过模仿输人给宿主，输人
的二语语言信息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纳人自己的认知体系，

这就是同化;记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只有那些被注意到的，被理
解的二语模因能够被保存下来;二语模因在宿主的大脑里停留的
时间越长，传播和影响其他个体的可能性越大;二语模因输出时必
须从记忆模式转化为能被宿主感知并能为他人感知的有形体，一
般通过话语交际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二语模因的同化和记忆是影

响二语模因传播成败的关键因素。

  2、影响第二语言模因加工的因素

    (1)二语模因的同化
  “同化”这一概念，最初是心理学家皮亚杰(Pia罗t，1981)提出

的。不同于刺激一反应论对学习过程的解释，皮亚杰建构主义认

知论认为，知识既不是客观的东西(经验论)，也不是主观的东西

(活力论)，而是个体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结果
(相互作用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涉及四个核心概念:图式，同

化，顺应和平衡。同化是认知图式量的变化，顺化则是认知图式质
的改变。个体逐步建构起来的认知结构是在“平衡一不平衡一新

的平衡”的循环中实现着思维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皮亚

杰对“同化”解释的基础上，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Ausub-
el)在1963年出版的《意义言语学习心理学》一书中提出“同化理
论”，为同化这个概念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同化理论认为，学习者

能否习得新信息，主要取决于他们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概念，意
义学习是通过新信息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有关概念相互

作用产生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新旧知识意义的同化(施良

方，2的1)。即新知识A与学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概念B相互作用
的结果，不仅使新知识获得了新的意义(A)，而且已有的概念在
重新组织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新的意义(B)。更重要的是，新旧知
识相互作用的产物A’和B仍然保持关系，形成一种复合的意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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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复合观念(B人)。 用。一个模因必须感染新的个体，进人其记忆才能成为成功的模
    从二语模因论角度看，皮亚杰和奥苏贝尔同化理论中所提到 因。Bolin罗r(1975)早就提出语言处理对记忆的依赖远比我们以

的新信息A是以二语模因“复制因子”而存在。二语模因得以同化 前所想像的多。同化理论假定，当B被A同化，变成B方以后，遗

是有条件的:首先，个体必须要和二语模因载体有接触，或经过观 忘的过程也同时开始了。那么，输人的二语知识或模因将如何在
察外部现象，通过思考，重组现存认知因子，独立发现模因;其次，大脑中保留下来呢?
所呈现的二语模因必须受到个体的注意，被个体理解和接受。理 奥苏贝尔认为新知识经过连续同化的过程，逐渐分化从而使

解意味着个体能将该新的二语模因纳人自己的认知体系。但是，其意义越来越精确。心理学家佩维奥(Paivi。，1971)提出双重编码
并非所有的二语模因都能被个体理解和吸人，不经常上网的人就 (dual一诫ng)假设，认为信息是以言语一序列储存(vethal一se-
不理解PK是什么意思，没有语言学背景的个体或低水平的二语学 甲enti滋st0Ye)和映象一空间储存(im呼nal一sPatialstore)进行编码
习宿主很难理解“meme’’一词，当然就谈不上复制传播它们了。 的，并由此推测，抽象单词如“truth”是通过第一种方式进人记忆痕

  那么，什么样的二语模因更容易被学习者习得呢?按照Gass迹的，而像“dog”之类较具体的单词可能形成言语记忆痕迹，也可
对二语习得认知过程的解释，是那些被注意到的进而被理解的二 能产生视觉记忆痕迹。一般来说，映象系统比言语系统更不容易

语模因。Blackmore(l999:38)认为“模因在进化的过程中存在着 遗忘。Tulving(1盯2)对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作了区分。学习者
巨大的选择压力”，只有那些更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更容易被人们 通过情节记忆系统，即事件知识储存(eveni一kn，1司gestore)，记
记住，更容易被传递的信息才“能够成功地从“个人的头脑被拷贝 忆那些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背景里发生的特定的事件;通过语义

到另一个人的都闹被拷贝到印刷品，或是从人的声音被拷贝到光 记忆系统，即概念储存(conc印tualstore)保持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
盘上”成为模因。Skehan(1998)也认为，不是所有的(二语)输人 或从经验中获得的概括。信息论则指出学习者对信息进行编码时
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只有被注意到(n06ced)的输人才能被吸人达 常采用两种策略:维持性排练(hantenance汕e喇)和精致性排练
成同化。因为储存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或许被也或许未被纳人中 (ela肠功tiveohea岛al)。维持性排练是重述要记忆的信息，精致性
际语系统，学习者只有将所呈现输人与当前中际语系统相比较，注 排练则是以某种方式转换信息达到记忆。它可以是1)改变信息，

意到二者之间的“间隙”(gaP)，构建新的假设以适应所注意到的语 使其与已存储的信息联系起来;2)用另一种符号来代替;3)增加其
言信息与自己目前语言能力之间的差别，才能吸人注意到的新语 他信息以便回忆(施良方，姗1)。
言信息，在平衡一不平衡一新的平衡的循环中逐渐建立内隐知识。 此外，由于短时记忆容量有限，如果将信息组织成有意义的块
Nei，(1976)也有类似看法:记忆系统只选择有用的信息而不是 件，不仅可以增加信息摄取量，而且有助于保持记忆。在谈到语言
接受所有信息然后再过滤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与 创造性时，Ellis(2的1)认为语法创造性和概念创造性都牵涉到把
长时记忆中的图式有关的信息才会被注意到。反hmidt(1990)在 现存的意念和表征组合起来，把现存的“块件”组合起来。N，ell
研究意识在人类注意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对二语行为的作用的报告 (1990)指出，“一个块件是一个记忆组织的单位，它把记忆中已经

中提出了“注意假说，’(notici飞吻ofh‘5)，认为注意是对输入的个 形成的一套块件溶解成为一个更大的单位。块件意味着递归地建
别语言形式的有意识注意，是输人转化为吸人的必要且充分条件。立这些结构的能力，导致记忆的分级组织的产生。块件是人类记

显然，作为二语模因传播者的教师，其作用在于如何引导学习者注 忆的无所不在的特征”。skehan(1998:53一90)用双模式系统
意到输人的二语模因，如何使输人可理解。影响注意的因素很多，(dual一m记ds”tem)解释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一方面是以分析

Skehan(1998))976)er语学习心理学》一书中提出“同化理论”，能力、经济节约与结构紧密的方式使用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rule
morees将其归纳为输人质量(包括输人频率和显著程度)，输人关注 一hased叮stem)，另一方面是用以范例为基础的系统(exemPlar-
度(课堂指导和任务的可选择效果)，对加工对象的任务要求，以及 has己叮stem)，促使更快的提取与更大的容量(largee即acity，fast
学习者个体加工能力、准备情况等内在因素。换言之，二语模因作 一acces:)。范例系统是以块件或型式化语项(允助ulaloitelns)的积
为输人信息，其可理解程度、载体的显著程度、出现的频率等在引 累发展中际语，也可以说是以记忆为基础的系统。以记忆为基础

起学习者对新的二语模因信息的注意方面影响很大。在输人的可 的系统有其处理语言的通道。对此，Sinclair(1991)提出公开原则
理解性方面，K二hen认为，输人的内容应该高于学习者现有语言 (。penchaicePrincivle)和成语原则(idiomprincivle)。学习者对新
知识水平，输人的达成受学习者情感过滤程度的影响，输人的可理 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时，语法提供了无数组合的可能性(公开性原

解性得助于语境和非语言线索。肠ng一方面承认可理解输人的作 则)，但实际上，最可能的是那些没有被分析的词汇性短语(lealc吐

用，一方面认为交互性输人比非交互性输人更重要。双向交际有 pllm绷)的反复出现(成语原则)。P，1叮和勿der(1983)从另一
利于语言习得，理解来自意义协商。Gass则站在理解是“终点”而 个角度证明型式化语项有利于记忆。他们引人“词汇化句根”(lex-
不是“起点”认为促进二语习得的不是可理解性输人而是理解的输 icali二dsentencestem，简化为比5)的概念，认为母语使用者并没有
人。总之，只有被注意到、理解的二语模因才有机会被学习者大脑 充分发挥语法规则生成潜力去创造出很多合乎语法的句子，而是

吸收并同化成为内隐知识的一部分。 使用成千上万的公式化的短语，子句或句子。NPhe一TENsEsony
  (2)二语模因的记忆 tokeeP一TENSEyou俪ting.就是一个词汇化句根，记住这个句根，
  记忆在二语模因的习得，内化，提升，转化和传播中有重要作 意味着理解了由此生成的无数以下类似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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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amso叮tokeepyouwaiting.
(5)lamsoso可tohavek叩tyouwaiting.

    (6)Mr.Xiss卿tokeepyouwalti叱滋lthistime.
    从模因论角度看，组块、词汇性短语、型式化语项等都是二语

模因复合体，是相互结合的一组二语模因。构成模因复合体的诸
模因，作为复合体的整体组成部分，比处于分离状态时更容易得到

复制，发挥比简单模因更大的影响(Blackmore ，1999:20)。Skehall

(1998:90)认为，在语言加工过程中，学习者遵循词汇化一句法
化一再词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二语模因以复合体形式出现有
利于二语模因的输人、复制和记忆，也有利于二语模因的输出。

  影响二语模因复制记忆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3:(1)个人经
验:如果一个语言模因与个体经验没有联系，记住这个模因的可能

性变小;(2)愉快感:如果一个语言模因使个体感到比较愉快，记住

的可能性更大;(3)恐惧心理:如果呈现的模因对个体构成威胁，个
体不敢相信它，更谈不上记住它了。另一方面，有些模因在克服威

胁后，可能成为成功的模因;(4)审查制度(。enso此hip):如果某个

组织机构破坏包含某个模因的记忆系统或控制一个模3Meme，ht-
牛:刀。.answers.c耐t0Pi以meme因的使用，这个模因会遭遇选
择压力;(5)权威性或名望:如果一个具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机构

发布模因，那么这个模因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记住的可能性更大;如
果模因传播者占据政治或精神的领导地位，模因更可能得到传播。
总之，模因指令人类行为，存储于人的大脑(或其他物体)，通过模

仿而流传，模因之间的竞争驱动人类大脑的进化(Blackmore，
1990)。

    四、结论

  从模因论角度考察第二语言模因接受者的认知心理机制，我

们发现，如何引起学习者对语言现象的注意，如何达成同化，如何

通过模仿记忆使输人的语言模因保留下来最终内化成学习者知识

结构的一部分，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心理障碍顺利复制模仿二语

模因，如何使学习者输出并传播学习到的二语模因，这些问题值得
语言研究者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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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meisthesuppositionpresentedbyDawkins，aNeo一Da川inist，t。explaintheevolutionlawofhumanbein罗.
Memeiscloserelatedwithlan即ages.玩aminglan邵1昭eistheprocessofmemecopyandtran smissionof1an即a罗5(HeZiran，
2005).ThisPaperholdsthat，intheP，essofleamingsecondlanguage，theinformationofthesecondlan罗age，aslanguagc
meme，iscopiedandtrans mitted，theobtainihgP，essofthesecondlan邵ase istheprocessofmemeinput(simulativecoPy)
andmemeoutput(exPressivetransmission)ofthesecondlan即ase.Finally，thepa伴rfocusesondiscussingtwoimportantfac-
tors，assimilationandmemo叮，whicheffectthelearnersofsecondlan即哪 toobtainthesecondlan即ase memefromtheangleof
t胃。lan即agesmemeaccept毗.

Keywords:memeticstheo汀;lan即卿 meme;obtainingProcessofsecondlan即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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