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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视频图像多模态转喻分析
张良玉　王　楠通讯作者　全　鑫　许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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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李子柒视频中转喻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多模态转喻框架对李子柒图像进行研究，解读出其转喻图像意义构建及

观者认知过程机制。利用视觉转喻框架进一步实践，探究短视频时代的视频制作视觉转喻方式，验视李子柒视频手法构建与其收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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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者研究领域，针对“李子柒”的多角度研究由 2017

年开始受到关注，一直发展到 2022 年。主要研究方向可分为哲学、

法学、文学、农学、艺术学等众多领域。近年来研究者对李子柒

的研究角度大多为传播学、跨文化传播、传统文化、社交媒体、

品牌塑造等，以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以多模

态转喻为角度对李子柒的研究出现学术空缺。跨文化交际学者针

对与茶文化相关的四个李子柒视频探讨了李子柒运用视频对“茶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隐转喻，但仅涉及茶文化（陈敏 2021）。

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者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下分析了李子柒视频，

但并无隐转喻相关分析。冯德正在 2017 年依靠多模态语篇框架提

出针对多模态转喻视觉框架的研究，并进行了较多相关研究。本

文将根据系统多模态与视觉转喻理论框架（冯德正 赵秀风 2017）

对李子柒视频图像进行多模态转喻图像意义研究，旨在探索中国

传统文化在乡村生活中的表征。

一、研究理论与研究对象

多模态语篇分析是近些年研究电影艺术和媒体传播的新兴研

究角度。转喻是日常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语言层面指用一实体指

代另一实体这种修辞手法，转喻构造我们生活中的思想和行动。

Forceville 提出图像隐喻这一概念（1996）后，众多视觉研究领域

尝试借助此理论进行分析。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转喻一词通过研

究有了新的含义，除了话语文本中的词义替换，这种扎根于人们

意识思考方式的行为方式，建立在人类自然的思维与推理之上。

冯德正和赵秀风（2017）借助 Kress 和 van Leeuwan 的视觉语法框

架，基于符号学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和视觉图像理论，

提出了系统阐释多模态转喻分类与建构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三

类转喻：指涉转喻、符号转喻、意义转喻。本文将借助冯德正在

2017 年提出的多模态视觉转喻理论框架为研究理论。李子柒的视

频具备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语法框架。其视频中的文字、图像、声

音等维度元素是博主用于表意的符号，进一步通过多种模态对观

者产生吸引效应、影响和共鸣。以李子柒在 Youtube 平台上播放

量最高的视频《童年味道 花生瓜子糖葫芦，肉干果脯雪 花酥——

年货小零食》（A special program on New Year snacks）中的图像为例，

以该期视频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李子柒在此框架下的多模态视

觉转喻建构。

二、复合模态构成的转喻共情乡村世界——视频图像的多模

态转喻

（一）乡村生活的碎片剪影——指涉转喻

视觉符号往往通过其与指涉对象的相似点为表现， 模仿三维

事物和概念。但因为二维图像无法复制三维现实，这种模仿并不

完整。因此，“部分—整体”转喻是图像表征现实的基本特征。

图像表征不完整性在冯德正的框架中体现位空间维度与时间

维度，空间维度包含局部转喻整体和部分细节转喻全部细节；时

间维度包括时间片段转喻事件整体。以该期视频为例，视频中有

多处镜头表达图像表征不完整性。

图像 1 全身图　　　图像 2 半身图　　　图像 3 俯视图

图像 1（00：00：03）为视频中首次出现以人为主体的一幕，

该幕画面主体构成为以半蹲姿态的博主李子柒、两只幼年狗和一

只幼年羊构成。对于人物主体李子柒的取景距离表征选择为中近

全身景，拍摄视角为人物主体的左侧，表现形式为侧面局部。作

为视频观者我们可以看到李子柒位于画面右中，以半蹲姿态、背

部携带箩筐、手拿着采集工具在画面左下角进行活动。随行的三

只幼年形态动物围绕在人物主体脚下。因为是首次出现以人为主

体的一幕，选用中近全身景，能够给予观众清楚细致的观看角度，

为后面视频内出现的不含脸部的半身、局部画面的人物主体身份

提供潜在暗示信息。

图像 2（00：00：23）和图像 3（00：00：26）为视频中李子

柒将采集的物品（板栗）带回家的路途画面。图像 2 构图由左侧

近景树干图像和右侧中近景李子柒的下半身侧景局部图像、侧景

幼年小狗组成。图像 3 构图由占比极大面积的黄色荒草地和占据

视觉中心的图像表征者李子柒构成，拍摄视角为后方俯视角度，

取景距离为远景。这三组图像镜头组合在一起表征了李子柒带着

三只小动物上山采摘板栗的事件，这三个瞬间分别表征了某一时

刻发生的实时场景，这是博主通过时间片段转喻事件整体创造作

品的倾向。摄像头方位决定了镜头的呈现方式，博主的剪辑选择

决定了图像表征将如何表达不完整性。

（二）乡村生活的意义构建——符号转喻

基于人类经验基础的转喻映射提出图像的意义构建，包括再

现意义、人际意义、构图意义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再现意义中，

分为矢量转喻叙事过程和参与者空间关系转喻概念过程，但由于

研究对象是视频资料，视频中的矢量不需要像静态图像中借助方

向性代表动作，而是在视频中用图像组合视频片段体现连贯动作。

李子柒的视频中并无涉及此转喻方式，故不做探讨。

图像 4 采柚子　                         　图像 5 制作美食

再现意义方面，图像 4（00：08：50）中，李子柒携带着采

果器具望着柚子树，树下的地面已经掉落了许多柚子，同时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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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零星的柚子，根据空间构图中元素互相的结合关系，我们可

以判断出“地面上的柚子来自树上”（它们的方位在某个时间点

之前是在树上的）。此处观者在认知中对视频画面利用了参与者

空间关系转喻概念的过程，视频中并没有指明柚子的来源和树本

身的关系，但是由于认知和上下构图的结合关系，在观者认知中

倾向于产生这样的结论，同时观者也会在下一个镜头中李子柒将

柚子打在地上这样的后续片段中得到验证。

人际意义包括拍摄角度 / 距离转喻互动意义和细节程度转喻

情态意义。互动意义由拍摄角度与取景距离转喻构建，情态意义

为作者设定的读者与图像人物的情感关系。李子柒视频中大部分

以中华农家美食为主题拍摄，以该视频为例，在她制作美食过程中，

出现大量拍摄上半身的侧面近景，近景拍摄转喻象征性的社会情

感距离，进而可以进一步形成隐喻，观者因此体会到亲密的感觉。

图像 5（00：01：48）此幕中表征参与者（李子柒）并没有给予观

看者目光的交接机会，以及整个视频过程中，李子柒并未直视过

镜头，所以该视频的整体类型为信息提供类。相比索取类图像构

成的视频片段，信息提供类视频由于缺失视频表征者（此视频中

则为博主李子柒）与观看者的互动，也没有给予观者任务，这样

能够给予观者充分的观看自由和观赏方式自由。李子柒视频的沉

浸感也来源于此，因为观众并没有从她的视频中感到视频中表征

者索取互动的需求，观者而是以一种单一观看和接收信息的模式

进行赏析，观看过程中会没有负担地随意中断或继续观看。视频

中的图像画面也均为自然表征，并无简化和抽象的改变表征方式，

包含细节和还原自然本原的自然表征比抽象表征有着更真实和更

贴切生活的特质，细节越丰富、越接近现实的图像越让读者感到

亲切，李子柒的视频以贴近真实农家生活和现实生活美好为主题，

自然表征在此处更加适合和贴切。

构图意义主要指视觉图像中各种元素的布局与位置关系建构

的信息价值与信息关系，包括空间位置转喻信息价值和图像元素

连接程度转喻信息语义关系。

 李子柒视频中，做各项家务工作时，镜头拍摄方式往往是先

拍摄李子柒要到达的地方（家务工作的地点），然后镜头不会跟

随李子柒而是固定在家务工作地点，然后李子柒作为新信息进入

我们已经熟悉的旧信息家务工作地点，这符合了人类文化现阶段

大部分人的阅读习惯，左边信息为先被大脑处理的信息，也就是

旧信息；右边为相比较后被大脑处理的新信息。这种方式可以给

予观众更多的时间去适应新画面和画面中产生的新元素，这种偏

慢的剪辑方式符合李子柒视频“乡村慢生活”的视频主题。

（三）乡村生活的观者共感——意义转喻

  认知语言学者在语言意义层面的转喻关系可以扩展到视觉图

像构建的意义，着重考察图像表征的显性的再现意义与隐含的态

度意义之间的转喻关系。态度意义包括情感（态度主体内心的感

觉）、判定（态度主体对他人行为的评判）和鉴赏（态度主体对

事物的评价）（Marin，White 2005：42-91）。

 情感意义由诱发情感的事件 / 事物或情感行为转喻建构。李

子柒该期视频（00：08：16-00：08：20）的片段中，博主李子柒

和奶奶用家乡话（四川绵阳话）拍摄了对话片段，李子柒一边将

冰糖葫芦插在地面罐子里一边和奶奶进行。视频让观者接触到了

两种模态，视觉与听觉。作为诱发条件的视觉与听觉同时刺激观

者，从而让观者产生反应或情感。由于李子柒和奶奶沟通使用的

是地方方言，按照观者的理解和共情难易程度排名，从最难理解

和共情到最容易理解和共情的排名为：非汉语普通话习得者、汉

语普通话习得者、四川方言习得者、四川绵阳方言习得者。李子

柒所说的话语的普通话版本为“奶奶，我给您做了冰糖葫芦”，

如果完全不理解汉语的观者会遗失此处的听觉话语意义上的刺激，

虽然观者可以通过视觉根据自我认知进行推断并欣赏该幕的构图

和景色，但如果不借助字幕将无法准确获取视频想要发送的听觉

话语诱因。汉语普通话习得者可以理解部分方言和普通话类似和

重合的话语，从而根据认知和文化背景推断李子柒话语的模糊大

概，并且有机会被听觉话语诱因刺激和感到感动与怀念亲人之情。

同理，四川方言和四川绵阳方言习得者中，后者可以完全理解李

子柒的话语，甚至由于视觉诱因（房屋构造，地区景色）和听觉

诱因（亲切的方言、亲情相关的内容）刺激，产生出于这四类群

体中最强烈的情感。

三、结论

首先，李子柒视频内容时间跨度较大，从原材料的选择到

最后的成品都一一呈现在荧幕上，但由于转喻是图像表征现实的

基本特征，视频手法涉及指涉转喻、符号转喻和意义转喻 3 种类

型多模态转喻角度。其次，通过系统的视觉转喻框架，对李子柒

本期视频进行了案例分析。本文通过李子柒视频三方面：乡村生

活的碎片剪影——指涉转喻、乡村生活的意义构建——符号转喻

和农村生活的观者共感——意义转喻和多模态视觉转喻分析框架

一一对应，给予了清晰的框架分析。最后，短视频传播中的转喻

不仅提供了技术性的观者友好性，也能在情感共情方面唤醒观者

对视频内容的触动。视频中多模态资源的有效整合强化了其文化

内涵，将枯燥的传统文化以轻松舒缓的方式呈现给观者，创造了

一个属于李子柒的文化标签。除此之外，视频中的物理环境以及

背景画面的选择也充分映射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构建了一个富

有诗意的田园景观，展现了悠闲的乡村生活景象，使观者在欣赏

视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它所建构的品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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