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模因论 !"#"#$%&’ (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

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它试图从历时

和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文化具

有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的进化规律进行诠释。对

模因理论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正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 ， 国 外 已 有 专 题 网 页 如 模 因 中 心 （)$$*+ , ,
---. "#"#&#/$012. &3"）等及相关链接网页4 当然比

较 权 威 的 还 属 模 因 学 期 刊 （)$$*+ , , 53" 6
#"%$. &7*". 308）。权威性著作有 9)# :1-’ 37 ;"%$1<
$%3/ （《模仿法则》）、9)# =#27%’) >#/# （《自私

的 基 因 》 ） 、 9)# ?#"# ?1&)%/# （ 《模 因 机

器》），@%0A’ 37 $)# ?%/B （《大脑病毒》）等。

国内有关模因论的研究起步较晚4 但近几年已引起

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4 不仅有对该理论的系统介

绍4 也有部分学者将该理论运用于翻译、隐喻等研

究领域。本文将从模因论的角度4 进一步探讨模因

与互文性的关系4 并运用模因论分析诗歌中的互文

现象4 以加深对诗歌及其中的模因与互文性现象的

认识。

二 模因与互文性

（一）模因的概念 模因 （"#"#）是模因论

中 最 核 心 的 术 语 ， 最 早 由 生 物 学 家 C1-D%/’ 于

EFGH 年 出 版 的 《自 私 的 基 因 》 （9)# =#27%’)
>#/#）一书中提出 4 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

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

进 化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相 类 似 的 那 个 东 西 。

C1-D%/’ 希望 "#"# 这个词类似于 8#/# 能描叙文化

现象的进化。基因是传递生物信息的单位，生物体

通过基因进行传播而得以生存。C1-D%/’ 在该书的

最后一章引入了与基因相对应的模因概念。因此，

他把模因定义为 “文化传播的单位，或模仿的单

位”，模因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之间相互传

染而进行传播 I E J。心理学家 K21&D"30# 认为人类语

言 甚 至 大 脑 的 发 展 都 是 由 于 模 因 的 驱 动 I L J。

C1-D%/’ 认为，人是基因赖以生存的肌体之一，是

基因得以不断复制和永存的一种载体。同样，人类

也是模因赖以生存的载体 （但不是唯一的载体），

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模因传播机器。模因有共生模

因 （"A$A12%’$ "#"#’） 和 寄 生 模 因 （*101’%$%&
"#"#’）。共生模因与寄主相互发展、互为生存；

寄 生 模 因 将 杀 死 其 寄 主 而 最 终 自 行 消 亡 。 现 今

"#"# 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 4 并被收录到 《牛津

英语词典》中。根据 《牛津英语词典》 4 "#"# 被

定义为+ “文化的基本单位4 通过非遗传的方式4 特

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I L J。

模因作为文化基因4 靠复制、传播而生存4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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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 而模因

本身则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 可见模因与语言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模因论的角度看" 语言模因

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更进一步说"
语言本身就是模因" 它可以在字、词、句乃至篇章

层面上表现出来。从整体看" 自然语言中的模因主

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 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

身的运用和通过信息的交际和交流。

（二）互文性的概念 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

批评家 $%&’( )*’+,-.( 提出了互文性 / 01,-*,-2,%(&’,3 4
的概念。她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

样或那样的关联。她说# “任何语音链都具有一种

发送源" 它使身体与其生物学的和社会的历史相联

系" 任何文学史、美学或风格学" 如果它们仍囿于

彼此分割的状态的" 都是不可想象的。” 5 6 7因为任

何 一 部 文 学 作 品 总 是 浸 润 在 该 民 族 的 文 学 、 哲

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等构成的文化体

系之中" 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有着相互影

响、借鉴、交融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会与前

人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或话语发生种种直接或间

接的文字姻缘。

正如互文性一词本身所指出的" 互文性是指一

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 而与一

个文本有关的其它文本就是互文 / 01,-*,-2, 4。要想

解读一部作品" 首先得对该作品中出现的与以前的

其他文学与非文学文本有关的典故、套用等进行

发掘与研究" 从而获得对该作品的正确释义。互文

性又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

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个写作手法上与另一个或多个

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 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它

文本的联系。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

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

因此" 对一个文本中某些词句的释义要牵涉到另一

个或几个文本。由于文化交流" 互文性的出现不仅

仅局限于同一文化" 一个文本也会与其他文化中的

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

（三）互文性与模因的关系 $%&’( )*’+,-.( 在

《符号学》和 《诗歌语言革命》中用互文性、现象

文本、生成文本 / ’1,-*,-2,%(&’, 8 -" 9:-1;,-2,-" <-1;=
,-2,- 4 等术语说明文本间相互补充和交流。她认为

互 文 性 既 包 括 文 本 之 间 空 间 的 组 合 关 系

/ +31,(<>(,’? *-&(,’;1+:’9 4 " 又包括此时文本与彼时文

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 / (++;?’(,’;1 *-&(,’;1+:’9 4 " 它

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同样" 模因的

传递亦可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它们既可以

从一个个体的人传到另一个个体的人，从一代人传

到另一代人，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 5 @ 4 7 / AB 4这

表明不管语篇之间的互文关系以何种手段实现" 必

然有某种东西 / 比如词语、句子、观念、甚或体

裁、风格等 4被复制了" 从广义上说也就是被模仿"
进而得以传播。这里被模仿的成分就成为模因。互

文性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指涉" 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 其间自然离不开模因的相互拷贝、相互模

仿。语篇生成过程中模因的相互模仿和传递" 使当

前语篇与之前的或其后的语篇相联系从而形成互

文。也就是说" 互文性和模因的传递实际上都是以

模仿为基础" 因此可以也有必要从模因论角度对包

括诗歌在内的各种语篇中的互文关系进行分析。

三 诗歌中互文性的模因论分析

诗歌在不同民族中总被看成可以涵盖一切文艺

样式审美本质的、最高的艺术审美形式而给予重

视。诗歌中的节奏、韵律、意象、原型等艺术符码

充满张力和多义性。文学语言符号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具有很强的互文性，诗歌也不例外。每一诗歌

文本都由若干不同系统 /语音、字词、意象格律、

用典、模仿 4 交叉而成 " 它们不断组合、冲突和破

裂" 组成互文性的多义" 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每一次

互文的指涉都使文本的意义更加丰富而多义" 寓意

更为深远。 5 C 7

徐盛桓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所说的互文性，以

指某一语篇对另一语篇的化用较为适宜，而不是指

把另一语篇作为事实所作出的事实性的报道。所谓

化用，是指在该语篇中对被化用的语篇作同向或非

同向的引用、显性或非显性的吸纳，被化用的语篇

同该语篇的。行文或主旨具有或多或少的相关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两语篇织体的肌理 / ,-2,%*- 4相互缠

绕。 5 @ 7 / AD 4在汉语中，一些典故，一些诗句转化为其

他作品中的句子，或直接引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例

如，王实甫 《西厢记》中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

离人泪”句，会让人们想起 “泪痕红悒鲛绡透”，

“杜鹃啼血猿哀鸣”， “梦湿妆泪红阑干”，等诗

句，不然离人之泪如何染霜林成红色就难以解释。

这就是互文性的表现。

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 " 诗人常常化用前人诗

荆艳君：模因论与诗歌的互文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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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宋词中有 “以诗入词”的创作手法" 就是在创

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 即

是化用。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词人将前人

诗作中的零章断句摘出后加以改动" 放到自己的词

作中 # 也可以是前人诗句中诗意的化用。具体来

说 " 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表现方式 $ % & ’ “新瓶装旧

酒”法" 即以词之体裁" 承载前人诗句的方法。 % ( ’
“换骨”与 “夺胎” " 即融化前人诗意的方法。

% ) ’集句型的 “以诗入词”。 所谓集句型 “以诗入

词” " 是指在一首词中" 大部分或全部词句都是或

照搬、或脱胎于前人诗句。这种表现方式的始作

俑者" 是北宋中期的词人王安石。本文探讨的重点

是第三类。王荆公有一首著名的小词" 调名 《菩萨

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 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

红" 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 " 午醉醒来晚。何物

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此词寥寥数句 " 勾勒出一幅如画春景" 传达了

词人闲适放达的心情。语言清新自然" 词风浑然天

成。读者初观此词 " 必以为词中句子皆为词人所

写" 其实不然——— 有一半的句子取自唐诗。现将出

处分列如下$
数间茅屋闲临水" 一盏秋灯夜读书。——— % 唐 ’

刘禹锡 《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

发从今日白" 花是去年红。——— %唐 ’殷益 《看

牡丹》

点点暮雨飘" 梢梢新月偃。——— %唐 ’韩愈 《南

溪始泛》

午醉醒来晚 " 无人梦自惊。——— — % 唐 ’ 方 木或

%失题 ’ %一作陈叔宝诗 ’
集句型 “以诗入词”的表现方式" 在词人周邦

彦的词作中得到大量使用。譬如这阕 《瑞龙吟》$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 " 试花桃树。坊陌人

家" 定巢燕子" 归来旧处。黯凝。因念个人痴小" 乍

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 " 障风映袖 " 盈盈笑语。前

度刘郎重到" 访邻寻里" 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
声价如故。吟笺赋笔" 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

露饮 " 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 伤离意

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

落" 一帘风絮。 + , -

全词共有 && 处借用或化用了前人的诗句 " 分

别为$
忄音 忄音 坊陌人家。——— 南朝 % 梁 ’ 柳恽 《长门

怨》$ 玉壶夜忄音忄音 。

定巢燕子" 归来旧处。——— %唐 ’杜甫 《堂成》$
频来语燕定新巢。

因念个人痴小。——— % 唐 ’ 白居易 《井底引银

瓶》$ 寄言痴小人家女" 慎勿将身轻许人。

侵晨浅约宫黄。——— 南朝 %梁 ’简文帝萧纲 《美

女篇》$ 约黄能效月# %唐 ’李贺 《同沈驸马赋得御沟

水》$ 宫人正靥黄。

前度刘郎重到。——— % 唐 ’ 刘禹锡 《再游玄都

观》$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吟赋笔" 犹记燕台句。——— % 唐 ’ 李商隐 《梓州

罢吟寄同舍》$ 长吟远下燕台去" 惟有衣香染未销。

名园露饮。——— %唐 ’杜甫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

山林十首》$ 名园依绿水。

事与孤鸿去。——— %唐 ’杜牧 《题安州浮云寺楼

寄湖州张郎中》$ 恨如春草多" 事与孤鸿去。

官柳低金缕。——— %唐 ’杜甫 《城西原送李判官

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官柳着行新# 温庭筠 《惜春

词》$ 不似垂杨惜金缕。

池塘飞雨。——— %晋 ’ 张协 《杂诗十首》$ 飞雨

洒朝兰。

断肠院落" 一帘风絮。——— %宋 ’晏殊 《寄远》$
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

周邦彦是以善于点化前人诗句而著称的，此篇

语句经过点化，且又丝丝入扣，浑然天成，实在是

难能可贵。周词中" 像这样在一整首词里" 大量融化

前人诗句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在宋代这种 “以诗入词”的表现方法对于宋词

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因而在宋词创作中占有着相

当重要的地位。而对 “以诗入词”现象的梳理和掌

握" 将会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在诗与词、诗人与

词人之间" 确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从模

因论的视角来看，这种密切的传承关系就表现为模

因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复制，从而在新

的语篇中进行繁殖，获得了新的生命。所以说，在

互文性现象中可以非常充分地体现模因的存在和复

制，模因与互文性的关系密不可分。

四 结束语

本文简述了模因和互文性的相关理论并指出二

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互文性是在模因的传递过程中

产生的" 其实质就是模因的传播。诗歌中的模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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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种多样的途径与原有语篇构成互文本" 说明应

用模因论可对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语篇尤其是语

篇互文性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说：从模因论的

角度研究诗歌的互文性是从考察语篇间关系的方法

来分析文学作品的，这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有

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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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艳君：模因论与诗歌的互文性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