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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同构与意义解构：“网络恶搞图片”的符号
学解读
汪蓓  乔同舟

摘要  本文借助符号学的视角，审视网络恶搞图片何以能引发网民的创作及传播热情。研究发现：“网

络恶搞图片”在符号编码上，借用 “图形同构”原理，通过“不变的符号+可变的符号”的元素构成以及

“像似性与反差性”的组合模式进行创作，产生1+1﹥2的效果。在符号意义层面，“网络恶搞图片”通过

解构经典符号的正统性、现实生活的秩序性、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以及传统审美的高雅性，以娱乐的方式

表达草根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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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恶搞：流行现象中的符号学

新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互联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越来越具有现实世

界甚至超现实的特征。世界各地的网民群体跨越空间、时间甚至语言和文化

的障碍，聚集在一起就同一问题发表意见、宣泄情感。一个热点事件、一个被

放大的细节、甚至一些司空见惯的日常行为，只要触碰到了网民们敏感的神经

和容易发散的思维，都可能催化出他们的激情和智慧，并不断传染，演化成一

出群体书写的狂欢景观。从早期的“网络小胖”、“犀利哥”到近期的“杜甫很

忙”、“凡客体”和“蒙娜丽莎的微笑”，莫不如此，这种亚文化现象，便是“网络

恶搞”。

“恶搞”一词源出日本的流行语— KUSO，其原意不雅，和排泄有关，可引

申为“可恶”之意。它较早出现在网络游戏和动漫中，在港台流行时音译为“库

索”，传入大陆后意译为“恶搞”，其所指对象不仅有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

和修改，还表示人们用调侃、嘲讽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

解构的另类创作风格[1]。“网络恶搞”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视频、音频、图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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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等，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网络恶搞图片”，

主要指网友通过对现有文化符号或社会事件素

材进行移植、拼凑和修改等方式创作的，并借助

网络进行传播，以此表达观点、宣泄情绪的图片，

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平民化色彩。

在图像时代,视觉图像应被纳人更加广阔的

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范畴,并且从多学科结合的领

域思考视觉符号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2]。

“网络恶搞图片”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为什

么能够风靡网络社区，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大众狂

欢？其创作和传播过程中采用了哪些策略？有

哪些共同的原理和机制？“网络恶搞图片”的流

行，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情境和文化心理？本研

究试图以设计符号学为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对

“杜甫很忙”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探索其所承载的

文化意义和一意识形态，回应上述问题。

二、同构与1+1﹥2：“恶搞图片”的编码原理

符号学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是任意的。把符号原有的“能指-所指”固定关系

打散，对能指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可以创造出意

义更加丰富的新的所指。恶搞图片的编码正是

巧妙的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对诸多“网络恶搞图

片”外部特征的分析发现，那些风靡网络深受网

民追捧对图片，基本上都使用了“图形同构”原理

和方法。“图形同构”（graph Isomorphism），是一

个设计学概念，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组

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新图形。新图形并不是

原图形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创意的方式巧妙组

合，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达到情理之中意料

之外的效果，给予观者强烈而丰富的心理感受。

以“杜甫很忙”系列“恶搞图片”为例。在

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

忙”的“恶 搞 图 片”在 网 络 上 疯 传 并 发 酵，引 发

网友纷纷跟风，掀起了一场网络狂欢。在这些再

创作的图片里，昔日面容清癯、有着忧思情怀的

杜甫时而扛着机关枪英姿飒爽、时而抽着雪茄骑

着电动车悠游自在、时而穿着球服跨步投篮青春

阳光……总之，此时的杜甫已不再是语文课本上

那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古人，他忙碌地化身各种角

色，颠覆着人们的印象。

仔细分析发现，“杜甫很忙”系列几乎每张图

片都是以“不变的符号+可变的符号”两种元素

通过巧妙组合编码而成，“不变的符号”指的是语

文教材上《登高》一诗的配图中杜甫遥望远方的

侧脸。不管是帽子、胡须、还是清瘦的脸庞都极

具“杜甫特征”，易于识别，而“变化的符号”指的

是网友嫁接上去的篮球装、机车装、女仆装等各

种身形体态。其组合特征在于：从形态上看，每

一张“恶搞图片”中旧有的杜甫头像和重新嫁接

的体形动作都非常吻合，很好的把握了“像似性”

原则，做到了视觉合理。而从意义上看，杜甫本

体部分的符号产生的是严肃且神圣的意义，而嫁

接部分则具有后现代特征和娱乐化内涵，两个原

属不同时空的符号，却在同一个画面中完成了联

姻，整体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性”效果。

总结来说，恶搞系列的图形同构编码原理在

于两点：一是“不变的符号+可变的符号”的元素

构成；二是“相似性与反差性”的组合模式。进一

步来看，这种同构编码也符合雅各布森所说的符

号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在组合轴上，“不变

的符号+可变的符号”的构成形式确定了恶搞图

片的基本结构，保证了其“像似性”和“有序性”。

而“可变的符号”则在选择轴上发挥了网友的能

动性，被填入（即“出场”）的符号与被置换或删

掉（即“未出场”）的原有符号构成一种联想关系，

凸显了其“反差性”和“任意性”。

恶搞系列大都采用了图形同构的编码原理，

但其具体编码方式仍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图1  “杜甫很忙”网络恶搞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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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拼贴和置换。比如，“杜甫很忙”系列就是把

杜甫这一传统文化形象（不变的符号）和诸多现

代元素（可变的符号）如篮球、机车服等拼贴在一

起，通过“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

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

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 [3]。“蒙娜丽莎的

微笑”这个恶搞经典系列也是如此，网友们把憨

豆、歌手、小胖等各种经典角色或者现代人物的

头像，巧妙地和蒙娜丽莎的身体姿势以及名画背

景进行拼贴，昔日以端庄、优雅、神秘著称的蒙娜

丽莎在网友的恶搞下化身憨豆先生、摇滚歌星，

表情和姿势基本相似，而整体视觉却反差明显，

形成一种别样的效果。网友对“蒙娜丽莎”的拼

贴恶搞效果意外地与画家杜尚的名作“长胡子的

蒙娜丽莎”巧合，杜尚所传达的反理性、反规律、

反传统、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达达主义理念，而

今被网友进一步发扬光大。“悬浮照”则是“置换”

手法的典型。2011年6月26日，会理县政府领导

考察公路建设的照片因为有PS痕迹，人物“悬浮”

在公路上，引发了网友的竞相恶搞。在恶搞的图

片中，三位领导的姿势、表情都不变，背景却被置

换成各种场景，有的悬浮在郭美美的马萨拉蒂之

上，有的悬浮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通过这种置

换，不变的符号和可变的符号巧妙嫁接，相似的

动作与反差的场景，描绘出荒诞的视觉效果。由

此可见，“不变的符号+可变的符号”的元素构成，

体现的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特征；而“相

似性与反差性”的组合模式，体现的则是“似是而

非”的特征。

图形同构的魅力就在于“入乎其内，出乎其

外”和“似是而非”的创造性编码，以此构成的效

果远远大于这些符号以机械方式组合所产生的

视觉感受和心理震撼。阿恩海姆曾说过：“在大多

数人眼里，那种极为简单和规则的图形是没有多

大意思的，相反，那种稍微复杂一点和稍不对称

的、无组织的图形，倒似乎有更大的刺激性和吸

引力。”[4]这段话的依据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

人们在面对简单规则的图形时，表现得平静且麻

木，面对繁杂无规律的图形时，又容易产生烦躁

情绪，因此真正吸引受众兴趣并促使受众进行积

极编码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图形—图形同构所

创造的就是这样的“图片”—既以人们的日常

经验为基础，通过“不变元素”帮助受众在理解上

做铺垫，同时，又超越人们的日常经验，加入“可

变元素”或采用“创造性组合方法”，将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的图形符号，以其“相似之处”为结合

点，进行巧妙组合，形成特别的视觉效果，正所谓

“旧元素、新组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只是将

这些符号简单地随意摆放在画面上，那么这些有

趣的效果和深刻的内涵都将不复存在。在这个

意义上，图形同构这种充满创意技巧的编码方式

所产生的效果是1+1﹥2。

当然，图形同构之所以发挥1+1﹥2的效果，

还在于网络社群亚文化群体的共同氛围。在网

络恶搞图片中，创作者往往根据自己对图形符号

的理解以及自身的生活经验来组合旧有的符号

以形成新的图形，而观众也同样根据自己对符号

的理解以及自身经验来解读新图形。一个传播

活动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

对于符号意义的理解有多少契合度。网络社群

所营造的共同的亚文化氛围，构成了恶搞图片传

播的传播语境，双方对符号意义的理解有较高的

契合度，这种共享的语义空间使得他们的符号互

动成为可能。比如，“杜甫很忙”案例中，80、90后

一代人共有的关于中学课本涂鸦的青春记忆，构

成了双方交流的重要语境，这使得创作者的作品

能够得到观众的呼应和支持，从而风靡网络。

图2  “蒙娜丽莎的微笑”网络恶搞图片

图3  “悬浮照”网络恶搞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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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构与重构：恶搞背后的文化抵抗

前文主要从符号的编码角度对“网络恶搞图

片”为何流行做出了解释。若从符号的意义角度

来看，“恶搞图片”之所以流行，还与其创造的新

“所指”折射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有关。具体

来说，“恶搞图片”通过“同构”的编码方式，打破

了原有符号“能指-所指”的固定关系，从而“解

构”了符号“所指”原来的意义。解构的旨趣在

于给已成定论和即成定势的观念与方法布施解

毒药，从而激起对于约定俗成的关于语言、经验

以及规范的人类交流模式的怀疑[5]。在操作上，

解构通常表现为“以戏谑的方式来消解叙述对象

的统一性和恒定性”，从而揭露出所谓“坚贞信念

的虚妄性和终极真理的有限性”[6]。网络的兴起

强化了众口一辞到众声喧哗的趋势，赋予了草根

网民自由表达的机会和能力，以往既定的符号意

义开始受到挑战，通过“恶搞图片”这种充满创意

的方式解构主流，成了网民情绪宣泄和观念宣示

的出口。其解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典符号正统性的解构

随 着 社 会 的 不 断 发 展，符 号 的 形 式 越 来 越

多，内涵也不断演变，一些新的符号被创造出来，

一 些 新 的 概 念 被 视 觉 符 号 化[7]。 曾 经 的 教 材 是

不容质疑的知识权威、艺术品则供在高雅殿堂供

人膜拜，学生即便觉得课堂无聊也只能偷偷在书

本上涂鸦解闷。而当草根找到互联网这个发声

渠道，私底下解闷的恶搞图片得到了被压抑的亚

文化群体的共鸣，衍生成足以和精英文化对抗的

“非主流”。因此，网络恶搞图片是对经典符号、

经典文化的解构，它意味着网民们尝试不再仰望 

“杜甫”“蒙娜丽莎”这些正统、经典、权威的符号，

意味着草根阶层不需迫于压力而佯装对主流文

化的欣赏和崇拜。

（二）对现实生活秩序性的解构

现 实 生 活 中，由 于 人 的 身 份 总 会 有 意 无 意

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介入传播关系，所以其传播活

动的最终效果便不能不受制于“现实身份”这一

摆不脱的变量[8]。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情

面子、伦理道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小心翼翼地

遵循着长幼尊卑以及社会的等级层次。网络传

播的身份隐匿性让网民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

网络恶搞又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广场，以掩

饰日常身份，投入到恶搞的狂欢之中[9]。通过对

杜甫、蒙娜丽莎等经典形象和政府官员等权力拥

有者的恶搞和戏谑，网友们解构了现实生活以权

力、金钱、话语权等建构的秩序，不仅通过语言修

辞和图形重构得到娱乐感受，也因解构正统而获

得了在虚拟世界中的社会交往主动权。

（三）对传统媒体权威性的解构

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任何信息都要遭遇

把关，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各种符号，其意义主要

借助传统媒体定义并传播，并潜移默化地规范着

我们的生活。普通人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

很少有机会成为传播的主体。去中心化的网络

则赋予了网民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在网络

世界里，任何组织和个人只是Internet这张无限延

伸的大“网”上的一个节点，只要你足够活跃，有

一定表达能力，并能得到网友支持，你就获得了

符号的重新定义权。网络恶搞图片，就是网友对

传媒定义了的旧符号进行再解读，而这种重新解

读并传播进而流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媒体权威

性解构的过程。

（四）对传统审美高雅性的解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追求感官享受的大众文

化迅速崛起。传统的审美观念受到冲击，审美功

能也在发生翻转，由过去的“重教化，轻娱乐”转

变为“重娱乐，轻教化”。 [10]网络恶搞图片正是以

其“草根性”甚至是“低俗性”来对抗传统教化观

念中“高雅”的审美取向。当人们对蒙娜丽莎的

解读不再是“神秘”“端庄”和“优雅”，而是“荒

诞”和“搞笑”，那么，旧的意义被解构而新的意义

被建构了。

综上，“网络恶搞图片”是网民们对正统的、

严肃的、既定的、权威的意义的解构，但当“解构”

自觉成为一切“既成”信仰的反题之时，并不意味

着它是一种否定的思想，或者是一种相对主义和

虚无主义。相反，“解构”是一种实在地发生的事

件，是一种肯定的思想，是一种对“他者”有所承

诺和负担责任的姿态[11]。在某种意义上，网民的

“恶搞图片”集体创作与传播是草根网民或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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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抵抗，而“恶搞”则

是“弱者的武器”，它给予了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弱

势的普通网民发泄情感的机会，以满腔热情加上

具有创意性的发散思维以及处理图片的能力，实

现了对意识形态霸权的消解。网民们的“文化抵

抗”，借助的正是霍尔所谓的“对抗式解读”，同时

并进行“对抗式的再编码”。

在解构经典符号原有意义的同时，新的符号

意义被创造、被传播和被接受，草根文化得以形

成并汇聚。可见，意义解构的同时也是意义的重

构。

四、结论与讨论

借助设计符号学方法和视角，通过对系列案

例的分析，本研究发现，“网络恶搞图片”之所以

风靡网络，在于其在符号编码上，采用了设计学

的“图形同构”原理，依赖“不变的符号+可变的

符号”的元素构成以及“像似性与反差性”的组

合模式，形成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和“似是

而非”的编码特征，产生了1+1﹥2的视觉和心理

效果。其在符号意义层面上，打破了原有符号“能

指-所指”的固定关系，从而“解构”了符号“所指”

原来的意义。这些承载着网民的观点和情绪的

“网络恶搞图片”，解构了经典符号的正统性、现

实生活的秩序性、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以及传统审

美的高雅性，实现了草根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文化抵抗。通过霍尔所谓的“对抗式解读”，同时

再进行“对抗式的再编码”，“网络恶搞图片”在

解构的同时完成了意义的重构。

借助编码上的图形同构，以及意义上的解构

和重构，草根群体逐渐完成了自身话语和文化的

塑造，草根群体的力量开始凸显。但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恶搞”手法的存在，解构仍是其文化特

色，若不顾及底线和边界。一味地为了抵抗而抵

抗、为了嘲讽而嘲讽，网民们也极有可能被裹挟

在这场“娱乐至死”的网络狂欢中，解构了自身的

道德和理性，导致“多数人的暴力”。

另外，“恶搞图片”的价值就在于其对主流

的“解构”，但从最新的网络事件看，作为一种青

年亚文化，其仍难逃商业力量的收编[12]。越来越

多的偶像和商业机构利用草根网民的“恶搞”行

为，变“被黑”为“自黑”，以此换取粉丝和网民的

认同和追捧，如，黄晓明“闹太套”之后主动“二”，

某商业楼盘把“杜甫很忙”做成广告等。这种行

为，看似主流文化对“草根文化”的吸纳，实则反

过来解构了恶搞图片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解构，

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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