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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中国梦”概念在汉语中带来了丰富的话语表征，由其构成的话语反过来也对

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分析表明，“中国梦”话语在构成方式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复制性，在传播过程中

体现出多层面的主体性，并且在话语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语用效应，因而是典型的语言模因现象。深度理解

“中国梦”话语的语言模因本质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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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的发展常常与时代的脉搏密切相连。随着经

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极大提

高，从全球化世界的边缘成长为关键组成部分之一，

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体现出不凡的力量和影响。这样

的时代和发展语境在语言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2年 11月 29日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正式提出的“中国梦”政治理念经过系

列会议和讲话中的深刻阐述、媒体宣传和全民实践逐

步构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

梦”因为承载了中国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迅速成为

热门话题和词汇，引发大量相关话语的产生，深刻影

响着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和发展实践，也塑造了中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全新面貌，因而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与研究的焦点。 
在语言学界，“中国梦”话语吸引了相当多学者的

研究兴趣，认为深度剖析“中国梦”语言现象将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当代发展的主题，提升中国形

象的表达效果。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引入模因

理论视角，旨在阐释一些非常核心但之前研究未加以

回答的问题，如“中国梦”作为一个强势模因表征了

什么内容，该语言模因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语用效应，

其传播具有什么特点等，从而深化关于“中国梦”话

语作为语言模因的认识，更好地践行“中国梦”。 
二、相关研究概述 
现有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的特征，

其中主要包括文化视角、传媒视角、国际政治视角、

语言学视角等。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梦”研究主要探

讨其内涵与实施方式、影响等。譬如，崔华华和翟中

杰（2014）认为，“中国梦”的文化特征凸显精神象征
性、实践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性三个方面，其文化功能

包括价值导向、话语建构、精神凝聚和文化传承四个

领域。有些学者从传媒学视角聚焦公益广告、电影艺

术、主题电视剧作品、小说、摄影、书法、绘画等，

分析“中国梦”的大众表达方式、媒体责任和宣传效

应（官科，2015；刘文良，2014；王冰雪，2015等）。
还有学者站在国际对话的高度看待问题，如李海龙

（2013）从国际政治视角解读“中国梦”所处的国际环
境、意义和价值。也有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

的比较研究，从而区分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体系（孟睿思、杨一婧、李巍，2013）。邵斌和回志明
（2014）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研究西方媒体对“中国
梦”的报道，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梦”多持肯定态

度，认为其内涵是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但也不乏媒

体对其持有否定和偏见，偏信中国威胁论。梁茜（2015）
运用框架理论分析外媒对“中国梦”的报道维度，继

而指出我国在进行“中国梦”对外宣传和传播过程中

应该注意策略。刘宇松和蔡朝晖（2013）基于社会语
言学视阈探讨“中国梦”的内涵与时代特征，尝试阐

释“中国梦”被广泛传播的原因，认为“中国梦”的

内涵体现了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代表了群众的心声

与愿望，同时新闻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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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词汇使用的从众效应，“中国梦”等词汇在社会语言

中得到了更迅速的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外

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 1期推出“中国梦”研究专
栏。学者们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和话语分

析方法，从话语建构、话语权、国家身份建构、话语

功能等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梦”话语建构，理解“中

国梦”的实质，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梦”话语解析的

维度和深度。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梦”的表征与内

涵，有助于深入我们对“中国梦”丰富的表征形式与

涵义的理解，但分析视角较为单一，未充分揭示“中

国梦”话语的形成、传播、演变的轨迹。如果能够将

语言现象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剖析该话语的语境、本

体特征以及社会和国际影响，应该能够将“中国梦”

话语研究变得更加丰富，更有价值。鉴于“中国梦”

话语在不同维度上体现了中国当代的发展主题，既是

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语

言模因论正是从语言、传播、社会语用效应等层面揭

示话语的外在和本质特征，本研究拟引入语言模因论

视角，从“中国梦”话语的生成语境与表征内容、传

播特点、主体性与社会语用效应和传播特点三个方面

探究其模因本质。 
三、模因论的概念与应用 
基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Dawkins（1976）提

出模因概念和模因论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认为那些

能够使文化得以进化的复制因子可以称为模因，相当

于基因的文化对等物。“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

的过程而被复制的信息单位都是模因。”（Blackmore，
1999：43）“对于语言而言，那些被大量模仿、复制和
传播的语言单位也就成为一种模因，即语言模因。”（陈

新仁等，2013：207）何自然和陈新仁（2014：6）指
出，我们的衣食住行均涉及模仿，而且在模仿的过程

中，借助宿主的主体性，模因经过进一步加工（改良

或创造）变异成模因复合体，并将语言模因定义为“携

带模因宿主意图，借助语言结构，以重复或类推的方

式反复不断传播的信息表征”（何自然、陈新仁，2014：
9）。 
语言模因的传播力度和生命力长短各不相同，因

为“在模因进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选择压力。所

以在数量极大的潜在的模因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模因

为数并不是很多”（Blackmore，1999：65）。有些模因
得不到宿主的重视和使用，仅存在于小范围之内，随

着时间与语境的变迁逐渐或很快消失，因而是弱势模

因。相比之下，那些能够被接受、复制和传播的模因

则是强势模因。语言模因有基因型语言模因和表现型

语言模因两种复制和表达方式（何自然，2005），前者
是相同信息直接传递或以异型传递，是内容相同而形

式各异的模因；后者是模仿现有的语言结构和形式，

根据表达需要来传递不同的信息内容。 
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者们普遍把模因论当成一种

解释语言现象的视角，即用模因论来解释各种语言现

象。语言模因论在研究实践中体现出强大的解释力，

可以分析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有趣使用（何自然，

2003，2005，2008），也可以解释修辞、流行语、广告、
相声、新闻语言等（何自然，2008；庄美英，2008；
王尚法、徐婧华，2013；杨婕，2008 等）。本文关注
“中国梦”和模仿其形式或寓意生成的相关语言表达

式，以习近平主席自 2012年 11月 29日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到 2013年 6月 11日观神舟十号发射等多个
场合对“中国梦”阐释的 15 篇讲话①

以及 2012 年 11
月 20号到 2016年 1月 1日主流新闻媒体网站相关宣
传报道

②
和“中国梦”系列平面公益广告

③
为语料，运

用模因论相关理念来分析“中国梦”话语，尝试从其

生成语境与表征内容、传播特点、主体性与社会语用

效应来解析其语言模因本质。 
四、“中国梦”话语的生成语境与表征内容 
从构词上来看，“中国梦”是“XX梦”表达式的

复制和模仿结果。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

德·金以“我有一个梦想”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对

自由、民主和种族平等的渴望。类似的还有相信只要

经过不懈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追求可

持续性文明发展的“欧洲梦”、以稳定、和平、发展为

目的的“非洲梦”。构思企业发展规划的“企业梦”、

谋求个人前途与幸福的“助学梦”等都是用高度概括

的“XX 梦”构式来形容个人、民族或国家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 
从内容上来看，“中国梦”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

展到当代的缩影。首先，自古以来人类对未来寄托美

好期望，并勾画发展蓝图。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

在公元前 5世纪就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美好世
界。当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上，习总书记

通过“中国梦”提出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期许的号召，

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次，

“中国梦”从我国的传统文化获取思想源泉，也是后者

的延续。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的“中

国梦”公益海报大量呈现了中华民族的仁爱、和为贵、

兄恭弟谦、孝道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信息内容上的忠

诚复制。从古代“家国天下”的儒家思想、孟子的“正

气”说和“以民为本”观念、清朝《弟子规》的守则

规范到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价值诉求的社会

主义核心观和“中国梦”对传统美德的弘扬，这一传

承过程体现了中华伦理意蕴的历史继承性。人们通常

会对比“美国梦”和“中国梦”，两者具有相同的语言

组合方式，但是追溯“中国梦”的民族性和传统性就

会发现它体现的是与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梦”完全

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国梦”还延续了中华民族长期以

来的富强梦。再次，“中国梦”也是“国际梦”，反映

了全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习近平主席在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梦。例如：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④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

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⑤ 

（3）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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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

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方针，把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推向新的水平。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事务，促进国际合作。致力于同世

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
⑥ 
例（1）和（2）分别给出“中国梦”的定义，详

细阐述“中国梦”的内涵，指出“中国梦”在本质上

就是“复兴梦”，延续了近代中国以求发展为代表的强

国梦想。从例（3）中可以看出，“中国梦”话语是具
有国际性的，既需要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作保障，其提

出和实现也会极大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通过以上“中国梦”话语的生成语境分析可以看

出，“中国梦”在构成形式上模仿了“XX梦”的形式，
属于表现型语言模因；在信息内容即文化表征的 DNA
（Distin，2005）上，“中国梦”一方面借鉴了柏拉图式
“理想国”和“美国梦”的部分元素，另一方面继承了

中华民族传统因素，同时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成

为一个内容丰满、内涵深厚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

“中国梦”并非无源之水，无论是从构词方式还是从内

容上，都可以看出来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和对时代需

求的积极响应，具备了形成语言模因的生成基础。 
五、“中国梦”模因的传播 
第一，“中国梦”话语覆盖了“中国梦”大主题（整

体性传播）和不同层面的子主题（分解式传播），呈现

出整体性和分解式传播特征。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国

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具体的含义包

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国家梦”、

“民族梦”和“人民梦”的复合体。在解读和传播的过

程中也分解出其他梦想，有远大的“强军梦”、“文化

梦”等，也有指向个人学业、事业、婚姻和家庭的各

种梦的小主题。 
第二，“中国梦”话语的传播经历了自上而下、从

个体到全民的人际传播过程。继 2012年首次提出，习
近平主席在国内及国际多个场合，结合不同工作内容

就“中国梦”具体内涵、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实现

路径等进行系统阐释。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会上习近平主席甚至九次提到“中国梦”，直接推动了

“中国梦”的讨论热潮。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以及

社会团体充分利用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介参与

其中，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阐释和宣传“中国梦”。

譬如，《中国日报》以常规报道和“我的中国梦”专栏

两种方式，将热点事件报导与评论相结合，从百姓和

代表委员的不同角度来解读和见证“中国梦”，兼具趣

味性和即时性，生动地说明和阐释了“中国梦”的理

念和实现途径。 
第三，“中国梦”话语的传播方式体现了多样化的

特征。各级政府、媒体平台、社区积极宣传“中国梦”

的内涵、意义及其与个人的关系。如 CCTV推出一系
列大型纪录片助力“中国梦”主题宣传。主题纪录片

具有真实性和源于生活的感染力，采用真人真事，以

荧幕为媒介，传递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给观众带来

视觉上的巨大冲击力。其中央视网的《百年潮·中国

梦》多维度诠释了“中国梦”的历史成因和时代内涵，

告诉人们“中国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

连接着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传导出 13亿中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勃发的正能量。无论男

女老少、名人或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

积极参与了圆梦行动，为实现“中国梦”而贡献自己

的力量。知名人士通过自身的公信力来宣传和巩固“中

国梦”，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耶鲁大学以“我的

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为题发表演讲，在读者和观

众中引发了书写读后感的浪潮，姚明也畅谈“体育梦”

等。普通老百姓或以舞蹈、音乐、书法、摄影作品展

示自己对“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或通过博客、微

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自媒体发布自
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件。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梦”概念的提出、阐

释性的系列讲话、主流新闻媒体网站相关宣传报道和

“中国梦”系列平面公益广告等形成一个庞大的话语体

系，具备了强势语言模因的传播特征。 
六、“中国梦”模因的主体性及社会语用效应 
习近平主席参观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复兴之路”

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

达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即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富足后，

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美好。加上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

的风格，很快成为老少皆知的词，并位列 2013年度《咬
文嚼字》十大流行语榜首。“中国梦”话语一经提出就

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具备强势语言模因的

可注意性。“中国梦”话语体现了个体的需求和利益，

也从成长、亲情等多方面给予情感关怀。“中国梦”系

列讲话中提出“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中国梦”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梦想的实现也需要

人民共同参与，人民既是受益对象，也是宣传对象、

宣传者和执行者。国家命运与家庭幸福、个人成长密

不可分，表达了“中国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百姓

自己的梦。因此，“中国梦”模因构建了个体的多重身

份，突出了宿主的重要性。 
（4）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
⑦ 

如例（4）所示，“中国梦”话语从一开始就被赋
予群众属性，讲述的是为人民谋求福利的未来规划。

在一幅公益广告中，创作者通过两位老人之间的亲密

对话：“你看见什么啦？”“我看见我的梦啦”，以叙事

的手法讲述了在“中国梦”的语境下普通老百姓对未

来的期盼，暗示了“中国梦”与个人梦的密切关系，

体现了“中国梦”语言模因对宿主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宏观的“中国梦”内化和体现在每一

个微观的个体身上，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也因群众的

力量得以传播和实施，由此形成的“中国梦”语言模

因充分彰显了主体性。正因为“中国梦”模因表征的

内容关注个体利益，并调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

体现了宿主在该语言模因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语

用效应。一方面，“中国梦”模因增强了全民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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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事实证

明，在这个时代最强音的召唤下，全国人民空前的团

结起来，参与宣传和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中国梦”

模因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西方媒体争相报道

和诠释“中国梦”，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卫报》、CNN及 BBC都有“中国梦与中国发展”、“中
国梦与世界关系”等议题，社交媒体 Twitter上网民也
有关于“中国梦”的讨论。 
总之，“中国梦”话语反映了人类文明和思想在当

代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主体性，在国内

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强势语言

模因所具有的主体性和积极的社会语用效应。 
七、结语 
语言源自需求，服务于社会。“中国梦”话语描绘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和实施纲领。从其生成语

境和表征内容来看，“中国梦”既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话

语，也是世界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梦”

话语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迅速

的传播。“中国梦”话语在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刮

起了中国风，产生巨大的社会语用效应。由此可见，

“中国梦”话语具备了强势语言模因的各种典型特征。

理解“中国梦”话语的模因特征，充分发挥其积极的

社会语用功能，有助于准确把握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

规划。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那
样：“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⑧
本研究没有

使用定量统计加以佐证，也没有系统跟踪“中国梦”

话语的发展轨迹。今后研究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实证研究方法，历时考察其发展过程，更加全面地

理解“中国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 

 
注释： 
① 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 15篇讲话系统阐述“中国梦”》（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619/c40531-21891787. 

html）。 
② 主要参考人民网、CCTV、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新华网等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网站。 
③ 参见关键词为“中国梦公益广告”的百度搜索结果。 
④ 新华网《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 

17/c_115055434.htm）。 
⑤ 人民网《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4/c1024-20892638.html）。 
⑥ 人民网《习近平：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02/ 

c40531-25587270.html）。 
⑦ 同④。 
⑧ 人民网《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101/c1003-28003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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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un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temporality and essentialism.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is realized by material processes as a process un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ity, intentionality and 
abstraction.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ideational meaning; transitivit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The Transi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BU Zhan-ting 
A Memetic Account of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CHEN Mei-song，CHEN Xin-ren 
Abstract: Langua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concept of Chinese dream has been 
substantially represented in Chinese discourse, which in tur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reveals its typical memetic features in terms of varied replicability, 
salient subjectivity and powerful societal-pragmatic effects. The memetic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yield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governing ideology and its soc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memetics 
 
News Discourse of Chinese Dream：An Attitudinal Perspective of the Appraisal Theory    
CHEN Ling-jun，ZHAO Chuang   
Abstract: With Martin and White’s appraisal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to analyse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inal resources in Chinese dream news 
discourses chosen from Chinese authoritative sources of China Daily and Xinhua News Agenc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ost of the attitudinal resources are appreciation and judgment, which are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such means as lexical, 
syntactical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All these positive evaluations help construct a discourse mode 
for interpret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dream in terms of a strong, civiliz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nation 
centering on collectivism ideology. Meanwhile, the social values and meanings of Chinese dream are also well presented 
in the study.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news discourses; appraisal theory; discourse analysis 
 
No Name Woman’s Identity in The Woman Warrior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CHENG Mei，LI Jing 
Abstract: The two allegorical novels, The Woman Warrior by Chinese American woman wri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by South African writer, winner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J. M. Coetzee, each has a 
mysterious no name woman as its protagonist, i.e. the narrator’s aunt in the former and the barbarian girl in the latter. 
After a comparative readi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wo women, with no name, thus no identity, no status, are victims of 
patriarchal and tyrannical systems. However, among their ill fate and silence, they claim their existence by articulating 
strong rebellious voices against hegemony and male chauvinism in their feminist delicate ways.    
Key words: no name woman; feminism; The Woman Warrior;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Narrative Design and Suspense in Agatha’s Detective Fiction: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LIN Xue-ping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suspense generation in Agatha Christie’s classic detective story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author’s skillful design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fiction. In applying zero focalization, the 
narrator of the story tends to focus on some aspect of the omniscient angle to hold back certain key information from 
readers, and characters’ interior monologues are also tactically selected to regulate narrative information and distance so 
a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dissymmetric information. Limited visual angle of character-focalizer is also frequently 
employed to produce suspenseful effects by present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o readers, thus affecting read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and further bringing readers a thrilling experience of suspense and aesthetic joviality. 
Key words: suspense; narrator; narrative perspective;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ve Predicament in Oleanna in Light of Habermas’ Theory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ZHANG Jin-liang 
Abstract: Communicative predica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of David Mamet’s Oleanna. Most critics attribute 
the causes of communicative difficulty in this play to sexual harassment, political correctness, academic elitism, etc. This 
paper applies Habermas’ theorization regarding the pre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 this pla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cul-de-sac lies in the absence or 
shortage of the pre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 personae have strong intentions to 
reach understanding, their communications end in failure. Transpositional thinking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re the key 
to unravel the communicative predicament. 
Key words: Oleanna; communicative predicament; Habermas; pre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