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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市文化宣传片的多模态语篇分析

刘　靖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多模态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的新领域，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基于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框架，本文以

长沙城市文化宣传片“A	glimpse	of	Changsha	culture”为语料，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个角度分析宣传片中的

图像、声音、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符号资源如何协助构建意义，旨在研究该宣传片的多模态语篇特征，期望对城市宣传

图像的拍摄和制作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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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网络和多媒体的广泛使用，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呈

现出多模态的趋势。除了语言之外，日常话语还伴随着许多

其他的非语言符号资源，如图像、声音、手势和颜色等。只

有多种模态系统地融合协调，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互动需

求。20 世纪 90 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西方兴起，标志着

传统语篇分析从单纯的语言研究向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转变。

Barthes, R. 是最早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之一，

他在《图像的修辞》中充分解释了图像的表达意义与语言

如何共同作用来实现意义建构；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001；2003) 最先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模式，并

构建了视觉语法理论。另外，O’Toole (1994) , O’Halloran 

(2004), Scollon (2004), Norris (2004) 等 学 者， 将 研 究 视 野

转向艺术、教学、电影、电视、广告等领域，并试图提出

构建意义整合的整体途径。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李战

子 (2003) 详细介绍了视觉语法，并强调了其对于理解语言

的重要意义；张德禄 (2018) 试图在功能语法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理论框架。近年以来，韦秦红

（2009）、代树兰（2015）、张德禄（2015）等人的著作

也证明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流行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也日益呈现出新的面

貌，各城市也越来越重视自身形象的宣传与推广。城市宣传

片作为一种媒体传播形式和手段，包含多种符号资源，不仅

有图像，还有文字、声音、色彩以及空间分布，属于多模态

语篇。本文基于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研究框架，以长沙城市文

化宣传片为研究语料，采用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

法理论对宣传片进行分析，旨在探究其独特的多模态语篇特

征及宣传成效。 

二、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

基 于 Halliday 的 系 统 功 能 语 法，Kress 和 Van 

Leeuwen(1996) 在其标志性著作《阅读形象》中提出了视觉

语法，用来解释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其三个核心分别是

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再现意义是指符号系统如

何再现事物，分为叙事过程和概念过程。叙述过程包括四种

类型：动作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矢量是叙事

过程的标志，指一些可以指明方向的东西，如视线、人的手

指方向以及箭头所指等。概念过程没有矢量的参与，代表图

像的范畴和意义，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互

动意义是指语言与图像之间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过程。视觉图

像可以在观看者与图像所描绘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

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图像与观看者相互作用，并提醒观看

者对所再现事物应持的态度。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是解读

互动意义的三个主要因素。构图意义指图像中不同的元素如

何相互协调，实现意义的整合。它是通过不同元素在图像中

的分布来实现的，每个元素的排列或布局在视觉意义的构建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构图意义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三

个方面来实现，这三个方面相互配合，提供了空间构成的整

体框架。

三、宣传片的多模态语篇分析

1. 语料的选取

本 文 以 湖 南 长 沙 文 化 宣 传 片“A glimpse of Changsha 

culture”为分析语料，语料来自中共长沙市宣传部出品的宣

传片，于 2018 年 8 月发布在人民网英文版上，片长 8 分 30 秒。

在此宣传片中，出现了音乐、图画、文字以及背景音乐等多

种模态，因此可以把它作为典型的多模态语篇来进行分析。

2. 再现意义分析

（1）叙事过程

叙事过程有三种类型：动作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及

心理过程。动作过程包括参与者和矢量，动作者为发出矢量

的参与者，而参与者的行为本身也可以构成矢量。在反应过

程中，图像中参与者的目光方向构成矢量，包括反应者和现

象。言语和心理过程通常会把说话者的话语和他们的想法用

对话泡和思维泡展示。

第一，动作过程。图 1 是宣传片的第 1 分 55 秒，画面

呈现了一位老人家坐在椅子上做陶坯。这个场景属于动作过

程，老人家是动作者，矢量由他发射出来，他的双手构成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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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陶坯为目标。在制陶过程中，老人家认真地看着模型，

细细地打磨，突出了他严谨的制陶态度。此外，宣传片里还

出现了大量其他的动作过程，绣湘绣、白沙井水泡茶、展皮

影、唱湘剧、雕刻菊花石、织夏布、做湘菜等，这些动作过

程都是以人为动作者发射矢量，并伴有目标，突出了长沙人

民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继承、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展现

了长沙丰富的物质文化，体现了长沙浓厚的人文气息。在整

部宣传片中也出现了以物为施动者的动作过程，如岳麓书院

前湖里金鱼的游动，展示了岳麓山的自然风光，体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橘子洲烟花的绽放，体现了长沙繁荣的景象；

菊花石上菊花的盛开，突出了对雕刻技术的传承与发扬，展

现了浏阳菊花石雕刻技术的精湛，雕刻的菊花栩栩如生。

  
图 1 

图 2

第二，反应过程。在展示皮影戏的片段中，小女孩看

着皮影，她的目光构成了矢量，形成了反应过程，小女孩是

反映者，皮影是现象。从侧面烘托出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艺

术形式，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吸引了很多观众。在视频的 7

分 35 秒（如图 2）也是一个反应过程，一名穿着旗袍的女

士侧身看向旁边，她的目光视线构成矢量，现象没有在这个

图中出现。

（2）概念过程

概念过程可分为：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

分类过程的参与者通过分类法相互联系，图中的一些参与者

从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参与者。在宣传片的 3 分 50 秒（如

图 3），展示了长沙荣获国家和国际大奖的电视艺术作品，

图中的四个作品《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毛泽东》、《长

沙保卫战》的画面比例大小相等，排列间距也相等，构成了

典型的分类过程。分析过程的参与者实际上构成整体部分关

系，整体是承载者，可用部分来分析，部分是所拥有的特征。

在介绍滨江文化园的图像中，展示了图书馆里很多人看书的

情景，属于分析过程。用图书馆里的图像来分析滨江文化园，

图书馆的学习氛围体现了滨江文化园的氛围。象征过程的参

与者可以表示意义或身份，表示参与者代表的是什么或象征

的是什么。在整个宣传片出现地点或文物介绍的画面时，图

片中出现的“长沙”和云图案都是象征过程，“长沙”二字、

云图案融合在图画中，代表了长沙。

纵观整部宣传片，叙事过程贯穿始终，在介绍传统手

工艺时，出现了大量以人为施动者的动作过程，揭示了人的

主观能动性，展现了长沙人民用行动传承和发扬传统工艺。

而在介绍自然风景、人文建筑时，多以概念过程图像呈现，

因为概念过程主要描写静态的特征。

 
图 3

图 4

3. 互动意义分析

图像的互动意义通过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三个方面

来实现，揭示了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接触是指参与

者与观看者之间的眼神交流，分为提供和索取两种类型。社

会距离揭示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

的镜头来实现，包括特写镜头、中镜头和长镜头。态度是实

现互动意义的另一种方式，通过视角来表达，分为水平视角

和垂直视角。

第一，接触。本宣传片大部分镜头为提供类，比如在

展示岳麓山美景、橘子洲音乐节、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划

龙舟比赛等，观者视角可直接观察长沙的地理环境、文化风

俗、人文景观等，目的是向观看者宣传长沙是个生态环境优

美、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此外，宣传片中也有索取类镜头，

如视频中 7 分 20 秒（图 4）描述了一位厨师举着盛了湘菜

的小锅相邀，他的目光看向观众，眼神洋溢着喜悦与赞叹，

表达了图中厨师对观众的盛情邀请，邀请观看者到长沙来品

茶湘菜，使观众亲身感受湘菜的美味，从而产生共鸣。

第二，社会距离。图 4 采用中距离镜头展示厨师现做

的湘菜，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另外，宣传片中采用大量长距

离镜头来介绍长沙的自然风景、历史文物以及人文建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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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爱晚亭、白沙古井、天心阁、贾太傅故居、自卑亭、

古开福寺等，更加突出对长沙城市面貌的客观描述。长距离

镜头拉开了观众与景观的距离，促使观众产生好奇心而希望

亲身前往长沙体验。社会公共距离在宣传片中也有出现，宣

传片 7 分 27 秒（图 5）展示了一对情侣在江滩边拍照的情景，

两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享受着黄昏时光，周围很多人在江里

游泳，向观众展示了长沙是一个生态良好适合居住的城市。

第三，态度。宣传片大部分采用正面镜头，水平视角

体现了图像参与者与观众的平等关系，展示亲近距离，增强

互动，使观众更容易融入到画面中。这也体现了宣传片的目

的，采取水平视角吸引观众，增加观众对长沙的好感度。但

是在展示岳麓书院（如图 6）采用仰视视角，对天心阁的展

示同样采用仰视视角，给观众带来居高临下的视觉冲击，体

现了对古代书院建筑的尊重，对人文历史的尊敬，让人们对

长沙的深厚文化肃然起敬。另外，宣传片中也有大量俯视视

角，比如介绍湘绣时采取了俯视垂直视角，让观众更好地看

清湘绣的整体效果；对岳麓山、橘子洲头、湘江大桥的展示

也采取俯视视角，展现了长沙的秀丽山水与怡人景色，俯视

视角让观众对景色欣赏一览无余。  

 
图 5

图 6

4. 构图意义分析

构图意义关注不同元素如何在空间上排列来实现意义

建构，从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三个方面实现。信息值是通

过元素在图像中的位置来实现的；显著性指图像吸引观众的

程度，可通过图像中各个元素的色彩度、尺寸大小、位置等

来实现；取景通过视觉框架实现。

在宣传片的开始部分，“长沙”二字映入观众的视野，

出现在图像的正中央位置，告诉观众本视频内容是关于长沙

城市文化的宣传片。在介绍历史名人、文物建筑及名胜古迹

时，中文介绍下面配有法语翻译，中文字体看着更大，此宣

传片的受众者主要还是中国人，因此法语字体介绍显著性较

弱。此外，宣传片中存在大量的凸显镜头，比如在介绍湘菜

时，有好几个特写长沙美食的镜头，色汁饱满，颜色鲜明，

吸引观众对湘菜的关注。

四、结语

长沙城市文化宣传片是一个集图像、声音、文字、色彩、

音乐等多种符号资源的典型的多模态语篇。本文以 Kress &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为理论依据，从再现意义、互动意

义和构图意义三个方面对长沙文化宣传片进行了多模态语

篇分析。研究发现，该宣传片采用了叙事类和概念类的各种

过程展现长沙城市的特点，并且根据城市的不同特色而采取

不同的符号表达资源，展示长沙的形象特质；宣传片运用多

种角度镜头，或展示长沙的人文风景全貌，或特写城市文物、

美食，以融入型的态度吸引观众关注长沙城市形象。此外，

宣传片还通过不同的色彩、取景和构图，将城市特色展现得

淋漓尽致。总之，多种模态符号资源的交织，实现了宣传片

的多模态意义，并且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助于促进长

沙旅游文化的宣传，提升长沙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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