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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多模态视域下城市形象建构要素分析
林依洁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东莞 523419）

【摘 要】本文章探讨了数字多模态视域下，城市形象建构的要素。强调在数字化时代，城市宣传不再使用单一方法，

而是结合科技，通过视觉，听觉或语言等呈现城市的形象，增加感官的认知。通过探讨视觉元素（城市地标或文化符号），

听觉元素（背景音乐和环境音效）和语言表达的叙事和城市口号，塑造且多元化呈现城市独特的魅力与风格，吸引观看者增

加对城市的理解。适当地运用数字工具可以拉近观众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提升城市形象。有效整合多模态要素能更好地适应

社会需求，增加民众的认同感，以及吸引外市观众对城市的认知，而提升城市形象及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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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与推广日趋多样化，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印刷媒体或户外广告；更多的是与数字化工

具结合，拍摄具有温度且共情的城市宣传片。城市形象不仅

承载着城市的特色以及对外的吸引力，也代表着市民的生活

质量和对城市的认同感。通过数字多模态的传播，视觉，听

觉以及语言的要素的结合，城市的形象建构能变得更加丰富

以及立体。本文章主要探讨多模态视域下城市形象的建构要

素并给予应用的建议。

一、多模态与视觉语法

多模态的概念最初是在 90 年代提出的，并将语言的使

用定义为社会符号学，因为语言通常用于展示人类的思想。

然而，学者们指出，除了语言之外，各种话语中还可以运用

不同类型的非语言符号学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图形、颜色、

字体、音乐的节奏、舞蹈的动作、手势、面部表情或姿势等，

这些符号学可以与语言共同作用，形成完整的话语（Ledin

and Machin，2018；Kress and Van Leeuwan，2002；Van

Leeuwen，2005）。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现有的通过人的感官

展示人与外界互动的话语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Kress

和 Van Leeuwen（1996，2001）的研究成果对多模态分析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该研究表明作者的概念可以通过视觉表

达，即动词可以通过动作来展示。不仅 Kress 和 Van

Leeuwen，Halliday（1978，1985）提出的概念对多模态分

析也有很大的影响，多模态分析将语言视为一个包含各种选

择和替代的系统。换句话说，作者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成分

来创造不同的语境，这些成分不仅可以是书面语言，也可以

是上面提到的其他多模态元素（Halliday & Hasan 1989）。

Ledin 和 Machin（2007）对设计中的多模态分析给出了明确

的解释，通过将设计分解为组件（例如，颜色，字体或图片），

研究人员将更容易分析他们倾向于强调什么，以及他们如何

通过话语中的视觉设计来共同展示作者的意图。

二、多模态与城市形象

除了视觉传达的研究，学者也通过研究语言的表达探讨

口号或叙事方式带给城市形象的宣传效果（Zenker &

Beckmann，2013）。近几年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

媒体的普及速度，很多城市选择结合数字工具以及社交平台

宣传城市的形象，并且开始研究是否数字化发展对宣传城市

形象带来正面的影响以及观众的参与感等方面进行相关讨

论（Burgess et al.，2018）。通过不同要素的研究结果显

示，城市形象的成功建构不能使用单一的传播方式，而是需

要通过多模态的综合应用，将城市的形象立体视觉化且在短

短几分钟的视频中有逻辑地呈现，成功地建立观众对该城市

的情感。目前国内针对多模态视域下，研究城市形象建构要

素的相关发表属于初期阶段，透过大数据库的相关研究成果

的搜索，已发表的论文共有 300 余篇，主要研究城市宣传片

中国际化城市形象语言景观建构以及城市宣传片的翻译对

比研究为主。黄书君（2017）分析城市形象宣传片中的解说

词翻译，得出翻译词的质量能显著提升城市的对外形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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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文化内涵。国内学者将多模态广告语篇的互动意义与城市

品牌形象的传播相结合，进行城市宣传片中城市形象的建

构。高攀（2019）以深圳市的宣传片为例，从视觉语法的角

度切入，总结拍摄者透过拍摄角度的切换，展示深圳与粤港

澳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以及企业科技大楼的特写，能

传递深圳为一个先进科技聚集的城市。黄璐，陈丽芳（2023）

针对东莞的抗疫宣传片以视觉语法理论，总结出东莞政府在

抗疫期间保障市民的生活以及市民团结响应政府抗疫政策，

以展示人文东莞的城市形象。

三、多模态建构要素

建构城市的形象需融合三个元素：视觉元素，听觉元素

以及语言元素。以下为三个建构要素的分析：

视觉元素为最直接展示城市形象的首要方式，其中包括

图像质量，视觉叙事，色彩运用和标识与品牌。在城市宣传

片中，透过呈现城市地标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文化

内涵以最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透过镜头的切换，结合静

态画面，可以增强视觉效果，快速地认识城市地标。此外，

镜头的运用也能将城市以不同方法呈现。首先，广角拍摄可

以呈现城市的全景的重要地标以及周边自然景观营造开阔

的视觉感，再透过特写的镜头可以聚焦城市中的细节，呈现

独特的魅力以及人文气息。第二，动态拍摄手法，利用跟拍

镜头，为观看者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城市活力与节奏。

除静态以及动态拍摄手法之外，也可以采用延迟拍摄，将城

市的日夜变化，动态强调城市的特征，亦可以通过快慢镜头

的结合，突出城市中的重要场景或人文活动。视觉元素固然

能增强观众对城市的第一观感之外，通过视觉叙事的技巧也

非常重要，因为通过镜头的切换以及叙事结构创造的故事

线，可以充分展示城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之外，从而提升观

众的沉浸感之余而不失逻辑以及杂乱无章的呈现城市全貌

以及城市韵味。此外，在视觉元素中，形象片中的色调亦能

传达城市的对观众的友好以及城市现代感程度。从艺术视角

分析，色彩可以传达情感以及营造氛围。不同色彩能代表着

不同的城市温度，例如：明亮的色彩营造的氛围是活力以及

现代感，反之，柔和的色调是可以传递温暖和历史感。这些

色调的调整通常在视频的后期制作中会根据制作者想呈现

的风格，再调整色彩的饱和度或提升对比度来营造不同氛

围。除了调整色彩，也可以将视频中的自然光搭配人工光源，

增加层次感和表达特殊情感，营造不同的视觉氛围。在城市

形象片里加上著名城市地标，口号以及视觉符号，可以增加

城市的辨识度，让观众在观看后能记住并联想到城市的特

质，达到宣传城市的目的。

第二个建构要素为听觉元素。虽然视觉元素为城市宣传

片中最重要的元素，但没有声音的结合，宣传片像是失去了

灵魂。听觉因素可以增强视觉内容的效果，还能加深观众对

形象的感知以及共情感。听觉元素可以归为四大类：背景音

乐，环境音效，旁白配音以及特殊音效设计。背景音乐最能

直接引起观众的感知和共情感，将观众带入不同背景音乐营

造的氛围中，透过音乐感知结合视觉感受独特的城市氛围。

快，慢，柔和或强重音都能代表着不同的城市形象。快且强

重音的背景音乐代表的是高强度和步调快的生活。柔和以及

慢的背景音乐，代表的是宁静以及宜居城市形象。欢快的音

乐更可以传达有活力以及繁荣的城市形象。通过节奏，观众

的感知可以结合画面而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除了背景音乐

可以引起共鸣，拍摄时的环境音效，能增加视频的真实感，

将观众带入影片中，仿佛亲临城市般的感受城市每个特色的

角落。通过自然，如鸟鸣，和城市喧嚣声更能为城市宣传片

增加真实感。环境音效与背景音乐的结合，将城市的风采透

过立体及有层次的方式呈现。城市宣传片中包括的音效除了

音乐或环境音效之外，还包括了旁白。旁白在视频中作为解

释的一个角色，将动态或静态图像通过旁白进行解说。但人

声的表达会有情绪以及情感的特质。与背景音乐相似，人声

的特质和语速能直接让观众感受到情绪。温柔和富有情感的

声线，能传递友好以及包容的形象。简洁且肯定的声线，能

传递自信和力量的形象。因此在录制旁白时，应将人声的特

质纳入考虑，能恰当地通过旁白成功地呈现城市的形象。除

上述三个声音要素，在宣传片中，音效的设计也能呈现城市

形象，其作用与环境音效相似，作为辅助的角色，结合背景

音乐，凸显视频画面的细节和层次感。音效设计通常用于凸

显城市的某一特色，想让观众能直观的感受城市文化活力和

社会发展。例如，音乐节的欢呼声，新年活动的烟火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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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通过音效的设计强调城市的文化氛围。良好且恰当的听

觉元素设计，能透过感官体验带给观众感受城市的魅力也能

提升观众对城市特色的记忆，引起共鸣以及形象的吸引力。

除了拍摄和声音的传达，在宣传片中通过传统文字的表

达也相当重要，因为语言承载信息结合字体以及颜色的调

和，传达城市温度以及文化。城市宣传片中的语言要素可以

为城市口号，城市描述或者是人物对话内容等，搭配着背景

音乐以及镜头的运用，突出城市的人文特点，引起观看者对

城市的好感以及好奇心。城市标语通常在片头以及片尾以动

画方式突出，简短的标语能快速引起共鸣。以东莞市的标语

为例，宣传片中经常使用制造之城，宜居之城代表东莞市的

特色以及定位，让观看者迅速联想东莞是以制造闻名，城市

的居住环境亦非常理想，建立观看者对城市的初步印象。接

着，在观看宣传片的过程中，旁白的叙事能充分表达城市的

故事，通过富有情感的表达（温暖且亲切的语调传达舒适以

及亲近；低沉且坚定的语调代表城市的力量与自信），将城

市的自然以及人文地理或未来愿景完整地呈现在宣传片中，

观看者除了能直观的感受外在形象，还能感受内在价值，进

而吸引观看者的认同感。此外，在编辑语言要素时，也要考

虑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性。呼应国家逐渐放开旅游免签

政策，为宣传不同城市的主要文化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提供

不同语言的宣传片，将城市的人文通过外语呈现，能有效传

递信息和增强城市的国际形象。除吸引外国游客之外，更能

提升居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结合声音的以及动态画面，恰

当的语言风格，多语言的传递文化以及旁白声线的情感，宣

传片能成功塑造以及传播良好且富有人文情感的城市形象，

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四、结论

成功的宣传片能有效地建立城市的对外形象，利用视觉

要素直观地将城市的环境以及显著地标通过拍摄的动态镜

头以及图像更立体的展示在宣传片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

及增加他们视觉上的感知体验。另外，结合听觉要素，增加

动态影片的情感，让观看者通过背景音乐或城市喧嚣的声

音，让观众感受城市的活力。通过语言的要素，将城市标语

融合在宣传片中，观看者能结合影片内容感受到城市的核心

价值以及有温度的人文故事，引起共鸣，增加认同感以及归

属感。有效的城市形象建构不能依赖单一元素的运用，结合

上述三个元素，随着数字科技化的发展，通过多模态的传播

方式，是城市的形象立体以及丰富的方式，与观看者建立

桥梁，进行有效的情感沟通。也是城市通过宣传片能向海

内外观看者在短时间内快速体验城市的独有的自然环境和

人文特色，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或人才，提升城市的经济以

及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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