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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新闻标题使用流行语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语用现象, 已经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 但是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修

辞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 未阐释其形成的原因。本文采用模因论对这一语言现象加以分析 ,认为流行语是一种具有简

易性、时髦性或权威性的强势语言模因, 新闻标题使用捆绑策略依附其上, 其目的在于和流行语结合成模因复合体以强

化自身的感染力, 增强吸引力和可接受性, 使自身得到复制和传播。本文最后从模因论的角度为新闻标题选择流行语提

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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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tchwords in N ew sH ead lines: AM em etic P erspective
Yang Jie

(Gangdong Business Study Un iversity, Guangzhou 510320, Ch ina)

M ost stud ies concern ing ca tchwords in news head lines are done in term s of rhetoricw ithou t touching upon causes of th is lin2

gu istic phenom enon. The presen t study de lves into the prob lem by emp loyingm em e tics wh ich origina lly dea lsw ith cultural evolu2

tion and transm ission. It regards ca tchwords as a type of strong m em es wh ich succeed in com petitions w ith other sim ila rm em es

and possess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being sim ple, popular, or au thor itative. News headlines a re bund led with catchwords to form

m em eplexes so as to m ake them se lves m ore contagious, increase the ir a ttraction and acceptability. As a result, they are m ore

likely to enter and stay in the hum an bra in and thus get them se lves rep licated and propagated. The present study a lsom akes sug2

gestions as to how to se lect catchwords for news headlines.

K ey word s: news head lines; catchword; m em e; strongm eme

  语言是模因传播的主要载体, 同时语言自身
也是一种模因。本文从模因论角度分析新闻标题

频繁使用流行语的原因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1 新闻标题中流行语的表现形式
/流行语指的是某个时期在某些人中广泛流

行的语言形式。0 (郭熙 1999)流行性是流行语的
基本特征,指在某个时期内在社会中被广泛传播,

频繁使用,有的流行语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爆
发性地扩散到整个社会。例如 2005年湖南卫视
举办的 /超级女声0选拔赛风靡全国, 由此催生的

/超级女声0、/ PK0、/想唱就唱0、/超女0、/海
选0等流行语在短期内就传遍全国, 甚至有记者
将 / PK0用于报道两国的外交关系上,流行文化和

流行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新闻标题中使用的流行语来源广泛, 有政治
口号、俗语、电影或电视剧的片名和台词、流行歌

曲名、畅销书名、一些行业的行话等, 表现形式有

词语、短语、固定格式和语句 4种。
( 1)词语,如流行词语/粉丝0、/韩流0等。

分众时代,出书要看粉丝脸色? ( 5北京青年
报6 )

/韩流0制造 (5中国青年报6 )
( 2)短语,如 /妖魔化0、/零距离0等。

媒体/妖魔化0了医务工作者? ( 5华商报6 )
零距离接触切尔诺贝利 ( 5人民日报6 )

( 3)固定格式, 此类流行语多为影视剧名和
流行歌曲名,如模仿战争电影5拯救大兵瑞恩6形

成的/拯救大兵, , 0的标题格式:
拯救/大兵0券商进入倒计时 (5证券时报6 )

再如模仿迪克牛仔的歌曲5有多少爱可以重
来6形成的/有多少, , 可以重来0的标题格式:

又到 5. 19有多少往事可以重来 (5证券时
报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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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此类流行语大多来自影视剧名、流行歌
曲名和畅销书名等文化作品。如模仿斯宾塞# 约
翰逊写的畅销书5谁动了我的奶酪?6形成的 /谁
动了我的, , ?0, /谁动了 , , 的奶酪? 0和 /谁动

了 , , 的, , ?0三个标题格式:
谁动了我的联赛? (5青年报6 )
谁动了保险业的奶酪? (5国际金融报6 )

谁动了孙英杰的钱包? ( 5华西都市报6 )

2 新闻标题借用流行语的原因
新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强调的就是一个

/新0字,作用在于提供最及时的信息, 有人甚至

称之为 /快速消费的信息产品0, 一旦过期, 新闻
就失去了意义。新闻的这一特点对新闻标题的创

作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尤其在新的媒体机构和

渠道不断涌现、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大环境下,新闻
标题能否抓住读者稍纵即逝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报刊的吸引力, 并影响着报刊的销量。

因此, 各纸质媒体都在标题用语上下足了功夫,借
用流行语就是打造魅力标题的策略之一。

Brodie认为,模因进入人们的大脑是不需要

准许的,它们可以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人思
维活动的一部分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这样的模

因往往是强势模因 ( Brodie 1996)。从模因论的

角度看,流行语凭借流行文化的穿透力进入人们
的记忆, 被迅速复制, 广泛传播,甚至挤占传统表
达方式的领地,是一种典型的强势语言模因。新

模因要为人接受往往有一个过程, 新闻标题作为
新模因要想在短时间内为人注意, 最行之有效的
方法就是将之嫁接到强势语言模因上,比如流行

语。Blackmore认为, 导致模因分化为强势模因和
弱势模因的原因之一是人类自身的特点和由此决

定的模仿能力的限度,如感知系统的特性、注意和

记忆的机制等 ( Blackmore 1999)。流行语正是因
为适应了人类认知系统的某些特点而成为强势语

言模因的。具体来讲,新闻标题选择和流行语这

种强势模因结合的原因是因为流行语有以下三个

特点。

( 1)简易性

人的记忆和理解力都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总
是倾向于简单、易于理解的语言模因。与人的这

一认知特点相适应,在各个媒体相互竞争的情况
下,新闻要吸引大众, 争取市场,标题通俗化、大众

化是其首选的方向 (刘路 2002)。大多数流行语
构成简单,通俗易懂, 是明白上口的大众化口语形
式,符合经济原则,因而易于传播。新闻标题捆绑

到这样的流行语上面,使人一看就明白,接受起来
也容易。比如, 2005年/超级女声0热遍全国, /海
选0这一新名词也突然间家喻户晓。所谓 /海

选0,大意是不设门槛, 人人有机会, 谁都可以参
加,但也正因为此, 参加人数动辄数万, 好比大海
捞针, 参加者想要脱颖而出难上加难。其实, /海

选0一词所形容的事物并不新鲜, 但这个新词赋
予旧内容以新鲜感,而且用简单明了的形式挤掉
了传统的表达方式, 于是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敏感的新闻记者很快就将这一新流行语用到新闻

标题上,如:
张纪中海选 /大小二宝0 ( 5新闻午报6 )

/非常 6+ 10联手本报江西海选 5江南都市
报6 )

欢迎海选 制造 /超级0 ( 5扬子体育报6 )

以固定格式或语句作为表现形式的流行语往

往较长,但是对已经流传开了的语言模因来说,这
样的流行语往往是作为一个语块 ( chunk), 整体

存放在记忆中的。 George A. M iller将人类短时
记忆 ( immed iate memory)的记忆单位称作 /语

块0,他认为人类短时记忆的容量大概 7个语块
左右, 一个 /语块0是一条有联系的信息, 其中一
部分可以帮助记忆另外一部分 (M iller 1956)。因

此,这样的流行语虽然较长,但也便于记忆。人们
在理解这种流行语时,不需要再去分析它们的构
成来获取意义,因而也便于理解。同样,此种流行

语亦具备简易性。例如模仿电视连续剧5将爱情
进行到底6创作的新闻标题:

春秋航空: 将低成本进行到底 ( 5中国新时

代6 )
中国股市: 唯有将改革进行到底 (5财经时

报6 )

微软力推 V ista等核心产品 拟将垄断进行到
底 ( 5财经时报6 )

捆绑之后,读者目光一触及新闻标题,就能大
致明白新闻所讲的内容, 而不需要经过太复杂的
推理, 因而有利于媒体争取读者。

( 2)时髦性
人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有一种求新求

异的心理, 对既有的传统表达方式会产生厌倦。

因此,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追求新奇、陌生的表达
方式, 这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一种潜在心理
(鲁科颖 杨文全 2006)。在这种心理驱使下, 人

们总是喜欢使用新潮、时髦的流行语。新闻从业

者顺应这一社会心理,在标题中加入流行语或直
接使用流行语的语言形式,使标题显得新颖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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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生动,以激发读者的兴趣。另外,流行语大多
只在一定时期流行,尽管有些流行语能成功进入
语言系统保留下来,但多数只是昙花一现,流行语

的这一特点与新闻的时效性类似, /新0是二者极
好的切合点。例如现在大行其道的 PK就是一个
时尚前卫的流行语。 PK 本是网络游戏用语

/ P layer K illing(玩家决斗 ) 0的缩写,意为 /单挑0,
这两个简洁铿锵的字母随着 /超级女声0迅速窜
红,一时间 /神州无处不 PK0,连本来颇为严肃的

政治报道、经济评论都将之引入标题,如:
政坛 PK风暴 (5世界新闻报6 )
统一企业全身退出啤酒业 收缩战线全力 PK

康师傅 (5中国经营报6 )
PK汽车也是 PK环境 $ $ 汽车 PK能否悠

着点儿 (5经济观察报6 )

就这样,严肃的新闻和评论也变得亲切、熟
悉、时髦、新奇, 很符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突破
陈规, 挑战传统的心理, 接受起来更加容易, 也就

更能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

此外,时髦的流行语往往生动有趣,能让人开

心一笑, 放松心情, 让人乐于仿效, 有利于语言模
因的复制和传播。一些叫好又叫座的电影里面的

台词在电影放映期结束后仍能长时间地在人们的

口头上和媒体中间流行, 成为具有极强生命力的
强势模因。比如5无间道6里插科打诨般的笑语
/出来混,债总是要还的! 0再如冯小刚贺岁片5手

机6里的 /做人要厚道0、/审美疲劳0, 5天下无
贼6里的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0, 这些平民化而
又透着冷幽默的台词在口头上流传, 经久不衰。

紧随时代潮流的新闻记者在打造标题时自然不会

放过它们:
南方高科:出来混, 债总是要还的! ( 5中国

经营报6 )
排行榜 /审美疲劳0 ( 5证券时报6 )

/做人要厚道0 政府和舆论应善待温州炒房
团 ( 5外滩画报6 )

春运涨价: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5海峡消费

报6 )
新闻标题嫁接到这些为人津津乐道、风趣幽

默的电影流行语上面, 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新闻的

内容, 还使本来严肃的新闻平添了几分诙谐幽默,
博得读者一笑,阅读的兴趣油然而生。

( 3)权威性

具有权威效应的语言信息,总是能吸引到比
较多的注意,因而容易得到人们的复制和传播,形
成强势模因。政府高层制定的政策中的语言信息

或提出的政治口号往往能影响社会的语言使用,
创造出强势语言模因。例如,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0的概念正式列为
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后, /和谐社会0这一具有政治权威性的语言信息
通过政府文件、新闻媒体迅速向全世界传播,立时
成为了感染力极强的强势语言模因,继而报章杂

志上涌现出了大量以 /和谐0作题的新闻标题, 涉
及社会各领域:

和谐发展看廊坊 ( 5人民日报6 2004年 11月

15日 )
和谐社会视野下大学生压力解析 ( 5中国青

年报6 2006年 5月 7日 )

保持党员先进性 创建和谐新移动 ( 5中国企
业报6 2006年 4月 7日 )

创新教育宣传工作 营造和谐舆论氛围 (5中

国教育报6 2006年 2月 20日 )
拥有权威、名望、魅力的人士和其他有影响的

人,往往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人们愿意模仿他

们,从而使他们的语言模因得到传播 (陈琳霞 何
自然 2006: 113)。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说的名
言 /摸着石头过河0至今仍常为人们引用:

股改怎样 /摸着石头过河0 ( 5国际金融报6
2005年 11月 26日 )
车改, 摸着石头过河 (5解放日报6 2004年 1

月 12日 )
油价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 5中国财经报6 2006

年 5月 8日 )

越是权威的语言模因,知道的人越多,流传越
广,越能持久。新闻标题捆绑到这样的强势模因
上不仅不用担心不为人理解, 还可以增强自身的
力度。

最后,新闻标题还可借流行语取得与记忆中
已有模因的一致。 Dawk ins( 1976: 199 )认为 /模
因库逐渐取得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属性,使得新的

模因难以入侵0。因此, 新模因如果能捆绑到已
有模因上,取得记忆中早已存在的模因的支持,可
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人脑, 为人同化。以上列出的

新闻标题都具有这一特点,在流行语的影响下,变
得为人熟悉,更易为人的认知系统接纳。

3 新闻标题使用流行语应注意的问题
新闻标题中纳入流行语的语言要素可以让标

题变得新颖独特、生动有趣、亲切自然、通俗易懂,
读来朗朗上口,从而大大提升标题的吸引力。但
是,模因是具有选择性的, 只有选择那些与标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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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成为具有合理性的模因复合体的流行语, 才
能取得期望的效果。这是因为语言信息表达出来

的意义合理,人们才会复制、传播, 从而形成模因
现象 (陈琳霞 何自然 2006)。因此, 选择流行语

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 1)选择的流行语应与新闻标题要表达的内
容相吻合。根据模因论, 模因复合体的构成成分
之间是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相互 /合作0的,内部各

个模因互相支持才能一致对外与其它模因竞争。

因此, 制作标题时选择的流行语必须和标题要表
达的内容相容, 否则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模因
复合体,轻则吸引不到目标读者,标题和其所属的

新闻内容得不到复制传播, 重则会对其所在报刊
的形象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如下例:

宋鹏飞:与艾滋共舞 (5齐鲁晚报6 2001年 9
月 14日 ) (安志伟、冯恩大 2002)

此标题仿效 199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5与狼共
舞6的片名。新闻讲述的是山西农民宋鹏飞 16
岁时在手术输血过程中感染艾滋病后的不幸经

历,而 /与狼共舞0这部影片讲的是与新闻报道完
全不同的故事,表达的是欢喜、愉快的感情。片名
的任何提示都无法使之融入标题,令人费解,因而
不能形成具有合理性和竞争力的模因复合体, 产

生不出效应。

( 2)要分清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流行语往
往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流行。在这段时间之内

的流行语称得上是强势语言模因,但过了流行期,

当人们不再或极少使用时,就不再流行,也就不再
具备强势模因的特点。因此要选择处于流行期的

强势模因,否则难以收效。如下例:
/五类分子0打造国青强阵 董方卓盖阳扮演

海外奇兵 (5京华时报6 2005年 3月 8日 )
/五类分子0原指/地、富、反、坏、右0, 即地主

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是一度列为群众监督改造对象的五类人。但上例

中的/五类分子0完全是两码事,指的是国家青年
足球队从五类球员中选拔出最强阵容参加世界青

年足球锦标赛。标题的作者套用历史上的流行过

的模因喻指现在的足球运动员, 结果幽默效果制
造不出来, 反面让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莫名其妙。
此例的标题作者错将弱势模因当作强势模因了。

4 结束语
新闻标题借用流行语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语用

现象。模因论为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视角,将流行语看成是一种简洁易懂、时尚
有趣或是具有权威性的强势语言模因。正所谓

/题好文一半, 花香蜂自来0, 新闻标题与流行语

相结合形成模因复合体可以利用其感染力吸引读

者,有利于该报刊扩大销量和提升知名度。模因
论的观点还能为标题选择流行语提供指导, 从而
创造丰富多彩、感人至深的新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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