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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以模因论为依据研究范畴化的认知过程，认为概念范畴中的不同语义成员是范畴的模因、语境以及主

体意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 1) 意象图式是概念范畴传播中真正潜在的模因，作为心智产物的意象

图式凝结和反映认知对象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是范畴成员稳定与变异的核心和依据; ( 2) 不同的范畴语义成员则是

范畴模因通过遗传和变异而产生的表现型，因此范畴成员之间表现出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 3) 以概念范畴模因及其

表现型为特征的模因范畴论为研究经典范畴理论与现代范畴理论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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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etic Study on Category Theory
Yu Jian-liang

(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metics，this paper，which studi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categorization，argues that dif-
ferent family members of a category are the coefficient effect of meme，context and sbujective intentionality． The main idea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 1) image scheme is the meme of conceptual category，which garantee the stablity and variabilty of family
members in a category． As the product of mind，image scheme generalizes and reflects the physical property and mental property
of a category; ( 2)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of a category are the phenotype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a category meme，

which leads to the resemblance and difference in mean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of a category; ( 3) meme and its phenotype of
a category provide a common study frame for the conjunction of the classic category theory and the modern catego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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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范畴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是人类认知

的基础。人类对范畴和范畴化认知研究的分歧体现在两

大范畴化理论体系: 经典范畴理论和现代范畴理论。经

典论把范畴理解为对事物本质的揭示; 现代范畴理论则

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把范畴理解为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

对主观心理意愿的满足。由于这两种范畴理论各有优劣

和侧重，所以它们之间龃龉不 断，针 锋 相 对。( 俞 建 梁

2008) 虽然学界也不乏调和者，认为现代范畴论是对经典

范畴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但由

于他们并没有提出可供研究这两大范畴理论融通的统一

理论框架，所以这些研究并未真正消弭这两种范畴理论

之间的罅隙和张力。同时，自模因论提出后，人们通过运

用模因的特性、传播机理、成功模因的特点对语言的模仿

和传播展开介绍和探讨。然而，至今对在语言传播的过

程中概念范畴的模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却语焉不详。
为此，本文拟基于语言模因论、认知科学和心智哲

学，尝试回答以下 3 个问题: ( 1) 在概念范畴的复制和传

播过程中，其背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因到底是什么?

( 2) 概念范畴模因是如何演化成范畴成员的不同表现形

式并体现出家族相似性的? ( 3 ) 可供经典范畴理论和现

代范畴理论研究的共同框架是什么? 本文通过对这些问

32

2016 年第 2 期

总第 189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6，No． 2

Serial No． 18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英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对比研究”( 12BYY003)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概念范畴的生物性研究”( NＲ2014016) 的阶段性成果。



题的讨论，尝试揭示模因及其表现形式与概念范畴及其

成员之间的相关性，为经典和现代两种范畴理论相互之

间的契合构建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

2 概念范畴与模因

模因概念的提出得益于 20 世纪 50 年代基因结构的

发现。受遗传学的启发 Dawkins( 1976) 、Heylighen( 1992)

和 Blackmore( 1999) 等学者发现文化的传承与生物的遗

传过程有相似之处，类似于生物遗传的变异遗传现象，这

使得语言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展开关于语言科学

和生命科学的跨学科对话。模因作为大脑里的信息单

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一个复制因子，而在现实世界里模

因的表现型可能千变万化，但传递的却是一种来自社会

文化的信息构念( construct) ，一种在大脑中的信息表征系

统。以语言作为传播媒介的模因被称之为语言模因 ( 何

自然 2014) 。语言模因的遗传现象涉及从词素到篇章的

各个层面，因此表达概念范畴的词语无疑是模因的众多

表现形式之一。Blackmore 曾说，模因“包括你所掌握的

词汇中的所有单词……模因是促进智慧发展的因素，即

所谓‘心灵的工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词语”( Black-
more 1999: 7，118) 。词语表征概念，是概念的象征，即语

言中的概念范畴模因常常通过词语来表征。因而作为语

义研究的核心———概念范畴无疑是语言模因研究的一个

重点。

3 概念范畴的模因及其表现型
模因论认为，思维先于语言，所以思维模式的模因先

于语言表达( 张旭红 2008) 。概念范畴的语义演化如同生

物学中的物种进化过程一样，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诱发

的遗传信息变异复制导致的进化过程。本源的思维范畴

内容就如同生物体中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用词语表达

的概念范畴就如基因通过变异遗传而出现的表现形式。
因此，为了清楚地表明概念范畴模因的内在特性和外在

表现，我们把它们称为概念范畴模因和模因表现型。与

生物学中基因、环境及表现型之间的相关性相类似，我们

把概念范畴的模因及其表现型之间的关系表述为: 概念

范畴模因 + 语境 + 主体意向性的选择模因表现型。
这个表达式尝试说明: ( 1) 范畴模因在语义变化中起

着核心基础作用，是维护范畴稳定的因子; ( 2 ) 语境和主

体意向性促使模因的遗传和变异; ( 3) 范畴模因的表现型

就是概念范畴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把潜在的范畴模因变

为现实的结果。因此，上述表达式把一个概念范畴分解

为模因和模因表现型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范畴的模因是

人们在认知域内对客观或可能世界某一方面认识的抽象

而形成的概念结构; 另一个层面，概念范畴在具体使用过

程中会被赋予不同语义而得到扩散和传播，从而潜在的

模因在语境的作用下外化出用文字或话语等表达各种具

体意义或用法，这是概念范畴的表现型。
3． 1 概念范畴的模因: 意象图式

模因通过复制的方式来保存其基本形式或核心内

容，那么在概念范畴复制传播过程中，背后那个说不清道

不明、不可捉摸的内在模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

潜在的模因就是意象图式。这是因为在语言表达式之

前，实际的思维过程中应有一个被称为“心理语言”的内

部语言过程，即“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以人的身体的活动图

式、心理意象……来呈现”( 徐盛桓 2011 ) 。语言单位的

意义就是与该语言单位有约定俗成相关关系的概念结

构，这一结构主要是意象式的，这正是所谓大脑神经元的

‘语言’，其概念 和 命 题 不 用 词 语 来 表 征。( Pulvemuller
2002) Tyler 和 Evans( 2001 ) 也认为范畴的语义结构来自

并且反映概念结构，而概念结构就是由人的感官和神经

结构决定的意象图式。由于一个范畴在其形成之时就是

多义的，至少是具有数个潜势义项的多义范畴，所以许多

认知语言学家都从多义词的角度论述意象图式和范畴的

关系。Tyler 和 Evans( 2001) 认为每个多义词范畴必定有

一个原初核心意义，它源于被抽象了的意象图式。Lakoff
( 1987: 460) 也认为一个多义词的不同意义，必须运用意

象图式和隐喻模型才能得以解释。Taylor( 2003: 59 ) 指出

意象图式就是概念范畴核心的表征，是多义词语义范畴

的“共有意义核心”。Ungerer 和 Schmid ( 1996: 39 ) 也把

抽象出来的概括性图式表征视为心智表征，它是我们认

识事物、理解世界、获得意义和建构知识的基本出发点。
意象图式成为概念范畴的模因除了因具备上述特质

外，还满足模因作为复制因子保留、变异和选择的主要条

件。( 1) 主体意向性。意象图式是人们心智基于特定文

化通过具有相似关系的多个个例反复感知体验、不断进

行概括和认知加工而图式化为一个结构性抽象的信息单

位或知识单元，是许多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活动的共享值、
“骨架”和格式塔。意象图式作为语言模因在复制和传播

中由于宿主的主体意向性而发挥其不同程度的适调性，

形成不同的变体。因此，作为媒介意象图式把经验知识

和超验知识连接起来。( 2) 映射能产性。客观世界是通

过人类心智加工才与语言符号发生联系，例如在判定某

物属于“树”的范畴时，我们并非“看到”树，而是把其“看

作”树，因为我们的心智中已预存树的格式塔，并把它投

射到外界事物上。( Lakoff 1987: 126) 因此，人类可以把意

象图式映射到语言中去，形成该意象图式的语义框架或

结构。( 陆俭明 2009) 当意象图式从一个认知域扩展到

另一 个 认 知 域 时，就 实 现 语 义 的 衍 生。正 如 Johnson
( 1987) 所言，由于意象图式是由一些组成部分和关系构

成，所以通过它们，意象图式可以无限地构建出许多感

知、意象以及事件等。( 3) 兼容性及延伸性。意象图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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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详细复杂的概念本身，而是一种抽象特征的描写，可完

全与范畴定义的所有成员兼容，它是人们通过不很精确

的描写和不很强调同一性，去除差异点，从不同结构中抽

象出来的共性，因而意象图式具有语义的兼容性和延伸

性( Langacker 1987: 371) 。因此，意象图式给我们提供一

个大概框架，在这个具有兼容性和延伸性的大框架中，可

以构建我们能遇到或想象到的许多情景，从而产生新的

意义或范畴义项。意象图式以抽象的意象概念化形式将

其再现于记忆中，又同一组严格限制的认知原则相互作

用，产生一组相互区别的附加意义，从而围绕主要意义成

分形成一个有理据的语义网络。( 章宜华 2005) 因此，人

脑心智中潜藏的概念范畴模因元表征信息就是意象图

式。它是头脑中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表征和思

维模因，是留驻在头脑中、内在而不直接体现出来的隐形

信息单位，也是概念范畴在人的认知心理、语境以及意向

性等因素推动下通过模仿传播的重要依据。
3． 2 意象图式作为范畴模因的心智哲学理据

意象图式作为概念范畴的模因还有其哲学理据。人

们对事物属性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在心理上就会形成意象，

在认知域内意象进一步抽象形成意象图式。因此，意象图

式既是人认识自身的产物，也是人与外界对象属性交互作

用的产物，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产物。( 陆俭明 2009) Lan-
gacker 和 Taylor 也认为意象图式既可指代一个范畴的物

体属性，也可指代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范畴的心理表征。
( 王寅 2013) 这些对意象图式的表述体现出心智哲学中

属性二元论的思想。属性二元论认为，世界并没有两种

实体，只有一种实体，即物理实体，但是任一物理实体都

有两种属性组成: 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即一个实体、两
种属性。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都是事物本身的属性: 前

者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质; 后者为事物的质在人们心智中

的感受，体现为认知主体对物理生化属性的“感受性”或

“感受质”。( Lewis 1929: 121 ) 因此，心理属性既有对物

理属性随附性的一面，即以物理属性的存在而存在，也有

主体独特性的一面，感受质就是对象属性和认知主体的

心理独特感受的交集。这种交集也体现在意象图式中。
在范畴化过程中事物的属性只有通过认知主体的感知才

能被认识，这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时必然经历的心理

过程。因此，作为感知对象的事物本身在感知主体的心

理( 亦即心智) 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属性，这样的心理属性

是物理属性在感知主体引起的心理感受。它是一种普遍

的、可重复的且因人而异的内在感觉，是我们不同经验中

存在的某种所谓不可言喻或难以确定表征的主观经验内

容，但在具体的场合中可以标明出来，比如“看上去像

是”。( 江怡 2009) 如同感受质一样，意象图式就是事物

具有的某种质或属性在人们心智中的心理现象，反映为

主体在感受过程中对意识对象“像什么”的主观感受和心

理属性，至于“像”的程度则是在对事物感受质的范围内

因人而异。因此，意象图式随附于或植根于范畴化对象

的物理生化等属性，同时也有其意向性的特征。意象图

式是事物物理生化等属性在心理上的抽象反映，是人们

的感受质在心理上图式化的表征，包含事物的本质属性

和心理属性。属性二元论为意象图式作为范畴模因奠定

哲学基础。
3． 3 概念范畴模因的表现型: 概念范畴的不同义项及

其相似性

Dawkins( 1976: 278) 认为，任何一个模因都具备遗传、
变异和选择 3 个特征。那么，作为概念范畴模因的意象

图式是如何通过遗传、变异和选择进行复制传播而体现

为不同表现型的呢? 由于意象图式其本身的意向性、能
产性和兼容性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新语境，所以它在复

制、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可以与不同的语境相结合，产生各

异的话语含义，形成不同的模因表现型，有的话语含义则

经过沉淀进而成为新的范畴义项。概念范畴模因的表现

型就是意象图式这种复制因子通过遗传、变异和选择而

产生的范畴成员。
3． 31 概念范畴模因与语境的相互作用: 遗传性和变

异性

( 1) 范畴模因的遗传性。物质普遍具有记忆性，事物

总是力图按照自己记忆中存在的 模 式 来 复 制 新 事 物。
( 钱冠连 2001) 生物界复制的目的是保持种群的同一性。
范畴模因的遗传传播过程就是其复制使用过程，复制目

的是要保证特定范畴成员拥有该范畴的属性特征，以保

持一个范畴之所以为该范畴的特性，保证范畴语义的相

对稳定性和本源性。范畴模因的遗传性分两种情况: 1 )

完整遗传。当实时语境或发话人想要表达的思想与头脑

中某一固定表达式正好吻合，并将其激活使用，这就是完

整遗传。例如: 我们要表达“犯法的人没有受到法律制

裁，仍然自由自在”这样的意向内容时，就会使用“逍遥法

外”这一表达式对该意向内容实现准确的表达，此时“逍

遥法外”这一模因被照搬复制，其语义得到完整遗传并没

有发生变化。完整遗传有利于新的语义内容沉淀并固化

为范畴成员，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长期固步自封，就

会由于没有变化而使得语言违背经济原则。2 ) 局部遗

传。实际上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复制的结果或多或

少异于原来的模因。当在一定的语境中没有现成的表达

式可以运用时，语言使用者就会在原来模因的基础上通

过隐喻或转喻凸显该模因的某一侧面，创造性地去构建

新的语义表达，与当下的语境整合，组成新的范畴模因复

合体，导致一个概念范畴语义的衍生变异，这样就产生局

部遗传，这时遗传与变异相伴发生。例如，网络语言中一

批与“裸”有关的词语就是这样的模因复合体，像裸聊、裸
售、裸妆、裸考、裸捐、裸博、裸官、裸退和裸婚等。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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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察觉到“裸”字含义的不断演变，但我们也会发现

“裸”范畴的源始义“没有遮盖的”这个核心语义信息却始

终被遗传保留。( 任开兴 2010 ) 该源始义构成的意象图

式是“裸”范畴的祖先模因和母体，是这些词语中“含有特

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是决定这些词语具有源始义

最基本的因子。它是复制后亲代出现相似性状的基本制

约要素。范畴模因的遗传性体现范畴演变使用过程中范

畴模因的基础、主导和控制作用，是范畴语义成员之间具

有相似性的保证。
( 2) 范畴模因的变异性。生物基因复制允许通过提

供冗余信息而多样化，进而影响生物体的表现型，产生母

体与子体以及子体间的不同性状差异。模因具有与基因

相似的基本特征。范畴模因意象图式的主体意向性、能
产性以及兼容性和延伸性为模因的变异提供可能性。例

如，“裸”范畴的意象图式“没有遮盖的”在传播过程中会

由于语境和社会心理等不同因素提供冗余信息而表现出

多样化。它通过把自身的框架与宿主的不同体验等主体

意向性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子体并非按照母体的全部语

义内容复制模仿，形成不同的模因变体，使得语义产生变

异，由“没有遮盖的”不断演变到“未经包装的”、“没有其

他附加成分的”、“彻底的”再到“简朴的”等含义变化，逐

渐剔除其原有情色的色彩，趋向中性或褒义。其结果就

是产生模因的不同表现型，进而构成“裸”范畴不同的语

义成员。可以从这些“裸”词语当中看到，由于“裸”这一

模因与其他模因的整合而导致范畴模因在传播使用中的

灵活性、动态性、变异性和语境即时性。变异复制最终使

得概念范畴表现型即范畴成员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因

此，只要有复制就会有变异，复制产生变异，而变异是为

了更好地复制，是复制的本质，但无论如何变异，范畴模

因的精髓及其基本特征和性质却始终保留不变。
3． 32 概念范畴模因表现型的选择: 主体意向性

生物基因的遗传和变异依靠自然选择，而语言模因

的变异和传播则依赖于基于语境 的 人 的 主 体 意 向 性。
Dawkins( 1976) 认为，选择取决于模因本身，取决于人的心

理和让模因得以表征出来的环境。在使用语言时，使用

者会选择性地接受并理解和自身认知体系相一致的模

因，正是宿主意向性与语境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传播力度

不同的范畴模因的表现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其实是

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而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

程，这个过程在模因的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的生命周期

的 4 个阶段都有发生。概念范畴模因的生命力取决于在使

用过程中能否得到宿主的认同并被选择，从而获得广泛的

复制和传播，因此，选择是概念范畴模因及其表现型能够

存续下来并构建范畴语义网络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
没有宿主的注意、重构、主动选取使用就不可能传播，也就

不可能进入规约化状态。Croft( 2000) 也认为语言变化是

语言交际者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成为选择语言

规约的压力，选择的结果会导致创新形式。当然范畴模因

的选择性是基于同一性对差异性的选择，或者说是基于模

因对表现型的选择。例如，在具体的语境下人们会根据

“裸”这一意象图式( 同一性，基因型) 把“裸婚”中的“裸”

字引申为“简朴的”( 差异性，表现型) ，并经过选择得到传

播，进而被保留下来。范畴模因的选择性体现语义范畴的

顺应性和主体意向性。

4 经典范畴理论与现代范畴理论契合的统

一研究框架

经典范畴理论强调范畴本质属性的客观绝对性，却

忽视人的心智和事物属性之间的相关性; 而现代范畴理

论突出范畴成员的家族相似性、语义模糊性和地位等级

性等主观现象性，但忽视事物的特征属性在范畴化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从上述分析和论证可以看出，

概念范畴的模因及其表现型为经典范畴理论与现代范畴

理论的契合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如图1 所示，客观世界与

人的心智相互作用产生意象图式，它是概念范畴传播过

程中的模因和复制因子，是建立范畴的核心; 意象图式在

语境和主体意向性的影响下，经过复制、变异和选择体现

出不同的表现型，形成不同范畴的成员，这样就构成概念

范畴基本的模因框架 ( 虚线框所示) 。类似于生物遗传

学，范畴模因及其表现型之间的关系是母体与子体的亲

缘关系，那么意象图式与其衍生的范畴成员之间的关系

自然也具有家族亲缘关系，它们组成一个具有亲代关系

的模因范畴论框架。作为范畴模因的意象图式包含事物

范畴的物理、生化等特征和人的心理属性，它反映一个范

畴不同语义成员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属性，这是经典范畴

理论所涉猎的内容，是概念范畴形成不同语义成员相似

性的内因。同时，意象图式在传播自己的核心或精髓的

同时产生演化，形成范畴不同的表现型，构成不同等级且

相对稳定的范畴成员，从而使得范畴成员具有一定相似

性和差异性，这又是现代范畴理论所研究的领地。这样

我们就把涉及事物本质属性及其外在表现的范畴化理论

研究纳入到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大框架里。在这个框

架里，经典范畴理论和现代范畴理论只是各自研究决定

范畴两面性中的一个方面，即一面是模因，另一面是表现

型。而模因范畴论框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范畴是本质和

现象、稳定性和动态性以及共同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范

畴模因是范畴稳定和变化的始源根本，模因的遗传信息

和语言实践经验的共同作用，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般性

规律的制约，共同现实人类复杂迷离的语言表现形式。

范畴模因、语言环境以及宿主的主体意向性共同决定概

念范畴语义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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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因范畴论框架

5 结束语
一个概念范畴是由该范畴的模因及其在具体语境中

体现的表现型两个方面组成。由于意象图式反映一个事

物范畴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因此意象图式是范畴复制

的模因，而范畴模因的表现型则组成一个范畴的不同成

员。以概念范畴模因及其表现型为特征的模因范畴论把

经典范畴理论和现代范畴理论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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