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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Web2.0技术的发明，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们进行可以就

同一话题进行实时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人类这些活动或者行为模式也得以记录。通过

挖掘人们的网络交互数据，我们可以探视Meme在人群中传播与扩散的整个过程。本文

主要针对基于社会媒体的Meme传播机理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基本研

究框架进行了探索。本文首先阐述了Meme的基本定义，并对现有较具影响力的Meme

信息聚融平台和展示平台进行了介绍，接着，重点介绍了Meme的实证研究工作和Meme

传播动力学建模成果，并对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Meme, 社会媒体, 传播 

 

 

Abstract: The invent of Internet, especially the technology of Web 2.0, has provided for 

people more convenie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areas. Meanwhile, a 

large amount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have emerged and all of online activities of social 

media users have been recorded. Based on these data, we can obtain the whole diffusion 

process of online Meme through persons.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conducting a survey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concerning diffusion patterns of Meme based on social media and 

giving some comment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se studies.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the basic 

definitions of Meme and presents several influential systems correspond to Meme data 

collection. Then some existing significant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dynamical models 

related to Meme a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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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eme 一词源于英国演化生物学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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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1]。由于受到生物进化论中“基因”概念的启发，理查德·道金斯用“Meme”一词来描

述人类文化和人类语言传播与继承过程中的基本单位。 “Meme”取于希腊词语

“mimema”
[2]，其能够较为形象地描述文化和语言的基本信息在人群中传播与复制的过程。

与此同时，“Meme”也含有“Mimic Gene”之意。 

Meme既像生物中的基因那样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得以继承，又如传染病的病毒一

样在人与人之间得以传播与扩散[3]。Meme的传播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或者语言的复制,但

它又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有着一定的差别[2]，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复制。

Meme在人类群体在传播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融合了大量传播者的智慧、情感、观念甚

至是信仰。Meme 的潜在含义在人群中广泛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扩展和深化。因此，

理解Meme的传播机理和扩散过程，对于理解人类文化和语言的演化以及人类群体针对

某特定对象的传播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有学者针对 Meme 进行了一些前期的探索工作，如，何自然等[4-7]研究了

人类语言Meme中的一些现象和社会语用；Boyd等[8]、Gabora等[9]以及 Heylighen等[10]

研究了人类文化的演化过程并对 Meme 传播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等关键因素和社会现

象进行了阐述。另外，生物学和信息学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研发Meme演化与计算算

法[11]等。这些研究者的前期探索工作，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不

免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Meme的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当前大多数研究者

多关注于静态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很多Meme的研究工作，理论分析较多，实

证工作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实证数据的难以获取。 

然而，随着社会媒体、及时通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交互模式正在发生巨

变。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或者书信等方式进行交流与互动。互联网

的出现特别是 Web2.0 技术的发明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们进行可以进行实时交流，与此同

时，人类的这些活动或者行为模式得以较为完整地记录。通过挖掘人们的网络交互数据，

我们可以探视 Meme 在人群中传播与扩散的整个过程。而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实际数据，

我们可以抽取出Meme在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以此构建Meme传播动力学模

型，这些基于实证分析的模型，将较之以往的模型更为可靠，更为实用。但目前这一研

究领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很多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本文旨在探索基于社会媒体的Meme传播机理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

和基本研究框架。本文首先描述国内外学者针对Meme的基本定义；接着，阐述Meme

社会媒体数据的获取与处理；然后，给出基于社会媒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本想法，

并基于此如何构建传播模型以及实验和仿真方式；最后，将对本文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未来的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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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me的定义 

Meme的研究者涉及生物、语言、社会、数学以及信息等众多领域，各领域的研究

者们针对Meme的认识和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概括起来，这些定义可以分为两大派

系[12]。其中一个派系较为认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定义，即Meme

是通过模仿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另外一个派系较为推崇《牛津英语词典》

中关于Meme的定义，他们认为Meme是一种通过非遗传方式尤其是模仿的方式进行传

播的文化要素。 

上述两种定义既有相同，但也有相异。二者的差别在于：查德·道金斯的定义重点强

调Meme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模仿进行传播；而《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则主要

强调了Meme与基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基因主要通过遗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此过程基

因没有发生变化，而Meme则通过模仿等一些列行为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将有可能不

断地融入传播者新的思想和观点。因此，Meme在不同传播阶段，其形式会有着一定的

差别。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定义均强调文化或者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人类的模仿行为

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照上述定义，Meme既可以指一种观点，也可以指一个想法；既可以描述一种信

仰，也可以代表一种行为。Meme的具体载体既可以是一段较为有趣的声音和文字，也

可以是一幅令人咋舌的图片甚至一段生动的视频；既可以是面向特定群体的一种行为，

也可以是一个男女皆宜的动作。近年来，不论是大量新兴的网络词汇和语句的瞬间风靡，

还是《江南 Style》中的那段骑马舞的全球流行，其均是Meme的不同展现形式。 

3. 数据获取 

社会媒体（social media）是人们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和工具。利用社会媒体，身处异

地的人们可就同一话题或者同一热点展开实时互动，分享他们各自的想法和心得，也可

分享他们生活或工作的点点滴滴。社会媒体与传统的大众媒体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大众

媒体，其用户只能阅读内容，无法编辑内容；而社会媒体则赋予用户更多的权利，用户

可以自由地生成信息，并对信息进行转载、编辑或者修改等。社会媒体信息形式多样，

但归纳起来其主要包括四大类型：文本、音频、视频和图像等。社会媒体平台的类型纷

繁芜杂，比如博客、论坛、微博以及各类社交网站等均属于社会媒体系列。这些平台方

便了人们的交流与沟通，也加快了Meme的传播速度。在社会媒体时代，一条生动有趣

Meme 信息借助于网络，可以以光速的速度向全球传播。与此同时，Meme 的整个传播

过程也被这些网站完整地记录下来。 

针对社会媒体中的这些海量 Meme信息，当前国际上一些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研发

了不同类型的Meme数据获取与处理技术，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Meme信息聚融与追踪

平台以及信息展示工具。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较具影响的几类Meme信息聚融平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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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主要包括：knowyourmeme、memedump、memebase以及 Quickmeme。这些平台主

要是汇集了各类社会媒体中较具影响力的Meme文本、图片和视频信息，并分类展示给

用户。另外，也有学者开发了Meme信息浏览器以及信息追踪聚合器，较具影响力的工

具包括：Meme Browser 和MemeTracker，其中，Meme Browser是Meme信息浏览器，

而MemeTracker则是信息追踪聚合器，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了解特定信息的整个传播过

程。这些平台和工具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当前主流的Meme信息聚融平台及展示工具 

网站名称 基本描述 

knowyourmeme 
主要针对网络流行视频和网络流行话题进

行追踪与分析 

memedump 主要收集了网络流行图片，将其展示给用户 

memebase 
较具影响力的Meme数据库，其主要涵盖了

网络用户分享的图片和视频等信息 

Meme Browser 
Meme 信息浏览器，能够较为便捷地展示

Meme的传播过程信息 

MemeTracker 用户分享信息追踪聚合器 

Quickmeme 
汇集了大量的Meme模版和素材，以供用户

制作更为有趣的图片 

 

4. 实证分析 

基于海量社会媒体信息分析 Meme 的传播动力学行为，对于我们认知网络信息在传

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动态网民群体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

开始针对网络Meme的传播动力学特征方面的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实证研究（如表 2所示），

获得了很多有趣的结论。 

本文作者郑晓龙与其合作研究者[13-24]早在 2008年便开始针对互联网Meme的传播行

为及其动力学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郑晓龙等 [13, 15, 19-21, 23]基于著名的社会标签网站

——Delicious，分析了 Tag（用户对其保存的网络资源标注的标签，或者在宽泛的意义

上来说可以称之为用户自定义的关键词）在网络用户间的传播过程，得到了一些重要结

论：在开始阶段，Tag会被用户大量模仿并重复使用，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Tag的活跃

度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较为意义的 Tag将继续被大量使用，而剩余的 Tag将被慢慢

“淡忘”。另外，郑晓龙还和其他学者一起继续探索了网络新闻的传播行为[14, 17, 18, 24]。基

于网络新闻在媒体间的转载数据，等构建了新闻转载网络，并挖掘了网络的结构特征。

他们发现：网络新闻的转载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和幂律分布特征。这些结论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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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知网络Meme的传播机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国际上，针对网络 Meme 的传播与信息追踪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成为热点。其

中，较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Leskovec等人[25]于 2009年开展的研究工作。他

们从不同的数据源之中收集了 9000 万篇新闻文章，并且研发了一套文本挖掘系统，抽

取新闻中的短语和经常使用的词汇。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使用机器学习中的聚类方法，

聚类出新闻文本变量，探测出Meme传播规律和新闻传播周期。他们发现：新闻媒体和

网络博客针对某一信息大批量报道的时间间隔大约 2.5个小时，信息传播的过程如果用

时序曲线描绘出来，其形状就如同心脏跳动一般。这一研究工作激发了多位学者的研究

热情，Oren和 Ari
[26]研究了微博中 Hashtag随时间动态演化的规律，Ratkiewicz等[27, 28]

探测并追踪了微博中的 astroturf的传播信息，分析了Meme的类型及其网络结构特征等。

上述研究几位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于网络 Meme 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播动力学特征。其实，

除了时间维度，我们也可以关注空间维度，最近，也有学者针对这一方面展开了研究，

比如：Kamath 等[29]从 Twitter 中选取了 20 亿条微博，分析 Twitter的 hashtag的时空传

播动力学特征，他们发现虽然网络的发展大大弱化了区域的限制，但是，Twitter 的

hashtag传播仍然带有一定的区域色彩。 

上述这些针对网络 Meme方面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网络 Meme的传播

机理。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Meme的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众多，尤其是涉

及到区域或群体文化、语言和人的行为等多个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Meme

的宏观特征和一些较为简单的微观特征，这些分析结果仍然较为简单。我们需要更多地

考虑Meme传播过程中所潜在的文化问题、语言问题以及人群间的行为等问题。 

表 2 已有的网络Meme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 研究对象 

郑晓龙等[13-24]
 社会标签系统[13, 15, 19-21, 23]和网络新闻[14, 17, 18, 24]

 

Leskovec等[25]
 网络新闻[25]

 

Oren和 Ari
[26]

 微博中 Hashtag
[26]

 

Ratkiewicz等[27, 28]
 微博中的 astroturf

[27, 28]
 

Kamath等[29]
 微博中 Hashtag

[26]
 

 

5. 建模与实验 

基于社会媒体的网络Meme实证分析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网络Meme的传播

特征。然而，实证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网络Meme的传播

过程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每个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变Meme的

传播行为，而社会媒体中记录的实际发生的数据仅仅是这千百万种可能发生的状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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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因此，实证分析的结果将不能够涵盖所有的传播情况，那么这样以来，实证的研

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且也只是这一局部的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我们必须针对Meme的传播动力学特征，构建合理的演化动力学模型，并对其

进行计算实验或计算仿真，以更为完美地探析Meme传播过程中的潜在机理。 

当前，针对网络Meme的传播动力学建模方面的研究属于起步阶段。从查找到的文

献来看，仅有寥寥几位学者在这两年开展了一些前沿性的一些探索工作。例如：Gleeson

等[30]构建了Meme传播的动力学微分方程模型，并利用生成函数对该模型进行解析，得

到了限定条件下的Meme传播解析结果。但该思想与郑晓龙在其早期的博士论文中涉及

建模思想较为类似[14]。此外，近期 Wei 等人[31]考虑了多条 Meme 同时并存时的状况，

并以此构建了Meme传播网络模型，其基本思想就是基于经典的传染病传播动力学模型

SIS，将人群分为易感染人群（S）和感染人群（I）, 构建非线性微分方程，通过解析此

方程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但是，从这些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现有的研究工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1）现

有针对Meme传播动力学建模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能够基于实证分析

结果，构建的动力学模型并不多见；2）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简单的计算机仿真的方式

验证其模型有效与否，而能够将构建的Meme传播动力学模型应用于实际并与实际结果

吻合较好的研究工作更是少之又少。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针对

Meme的传播动力学建模将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其必将成为未来几年的研究

热点。基于当前的现状，未来的研究热点可能表现在以下几点：1）实证研究的手段将

趋于丰富化，其分析的层面也将多样化，不但要考虑到微观个体，也要考虑到中观群体

以及宏观社会；2）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构建面向特定环境和场景的 Meme 传播模型，

将是很多研究者的热点研究之一；3）研究者将利用社会媒体进行受控实验[32]，探索Meme

的传播机理。 

6.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基于社会的 Meme 传播机理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基

本研究框架进行了描述。由于国内外学者针对Meme的认知有所不同，本文主要阐述并

区分了Meme的基本定义，并对现有较具影响力的Meme信息聚融平台和展示平台进行

了介绍。鉴于当前已有一些学者针对网络Meme已开展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文重

点介绍了Meme的实证研究工作和Meme传播动力学建模成果，并对其存在的不足和未

来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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