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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内涵界定、多维建构与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宏观战略中的重

要一环。国家形象宣传片通过多模态隐转喻的认知机制，使观众产生情感共振和价值共鸣，是构建大国形

象的新兴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宣传片通过巧妙的构思，以及影像、文字、声音等多模态的联动，以受众可

以接受的隐喻方式，亲切地讲述着中国故事，让受众自然而然地达到“共情”。近年来的几部宣传片成功

地塑造了中国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新时代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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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加强中国在

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破西方世界对我们传统的刻

板印象，是我们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的挑战。因此，国家形

象的内涵界定、多维建构和立体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宏观

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国家形象宣传片是构建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作

为典型的多模态文本，国家形象宣传片可以同时利用画

面、声音、文字、色彩等符号具化价值内容，综合展现一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面貌，凝聚价值认同。这些宣传

片克服了传统传播手段自话自说、传而不通的局限性，以

巧妙的隐喻方式，对我国大国形象进行表述与传播，激发

受众心理认同，让受众自然而然地达到“共情”。这其中，

多模态隐喻的建构是宣传片制作的重要一环，是体现文化

内涵和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 
在过去的数年中，国家先后制作发行了一系列宣传

片，如《中国进入新时代》《厉害了，我的国》《中国一分

钟》等。这些宣传片一经推出，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引发热

烈反响，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展现、良好大国形象

的树立、友善国际环境的营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将以《中国一分钟》为具体案例，以多模态隐喻认知

机制为视角，阐释国家形象宣传片中新时期大国形象的内

涵和建构策略，以期能够为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提供策

略参考和案例分析。 

1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涵与定位 

国家是一个由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文化、

民众等诸多要素组成的客观实体，而国家形象是“对一个

国家认知和感受的评估总和，是一个人基于这个国家所有

变量因素而形成的总体印象”[1]，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是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范畴，需要媒体等外界因素辅助建

构和传播，所以努力提升国家客观的“形”和主观的“象”

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核心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全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需要我们把中国的新面貌和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念充分展现给世界，引导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让西

方对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战略和发展方向有较为清晰的认

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明确我们想要建构和展

现什么样的国家形象，要对新时期国家形象的内涵给予清

晰的界定。 
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

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

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

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

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

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2]习

近平的讲话清楚地诠释了新时代国家形象的新内涵，是国

家外宣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2  多模态隐喻的认知机制与研究综述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基本的人类认知机制，是人

类认识世界、表达思想和组织意义的重要机制[3]。作为人

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模式之一，隐喻不仅存在于文字模态

中，在很多影像、漫画、声音、颜色、背景设置等其他模

态的语篇中也有大量运用，这种多个模态协同作用，激发

受众联想，展现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手法称为多模态隐

喻。Charles Forceville在认知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和
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
和多模态隐喻的概念，即“源域和目标域分别或主要有两

种的不同符号模式呈现的隐喻现象”。[4]借助图像、音乐、

文字等多种模态联动进行感性传播，既契合人的认知图

式，又符合人的认知规律[5]，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和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建构。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多模态隐转

喻十分关注，很多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多模态隐

喻的认知机制与建构，如冯德正探讨了多模态语篇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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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6]、赵秀凤研究了多模态反讽与概念隐/转喻的互
动整合等[7]。也有些学者对政治漫画、广告、影视作品等

多模态作品做案例分析研究，如王佳和黄乐平以

Broadcast 为例研究了服装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等[8]。但

是，对多模态隐喻的研究目前还都是在沿用语言隐喻研究

路径，聚焦隐喻的认知操作机制，对多模态隐喻的文化交

互的效果和社会维度展开系统研究的相对较少。故本文将

以此为切入点，对国家宣传片中国家形象的多模态隐喻建

构模式与效果进行深入探究。 

3  大国形象的多模态隐喻建构 

作为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中国一分钟》以“一分钟”

为时间维度，利用直观的数字以及文字、音乐和画面场景

之间的协同配合，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微观的形式进

行全景式触达，以观众更加可感的方式展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让西方世界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良好认知，有

效地打破了过去宣传片中国家形象被“盆景化”“简单化”

“技术化”的僵局。[9]下文将通过剖析影片中大量存在的

多模态隐喻源域对目标域的映射，来揭秘宣传片对中国文

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建

构策略和效果。 
3.1  文明大国形象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悠久

的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

统未曾中断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一直被世人称为“礼

仪之邦”。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璀璨的传统文化，均在

影片中以多模态联动的方式有所映射，有效展现了中国文

明大国的新形象。 
3.1.1  悠久历史的隐喻 
影片每集都是以三个计时器运行的画面开始，画面首

先是一个钟表的内部齿轮在慢慢地旋转，然后是细沙从倒

置的沙漏计时器中缓缓流出，接下来是一个古代计时用的

日冕半插在黄土大地里，在阳光的照射下，一束阳光在旋

转计时。在这些画面的背后，背景音乐呈现为舒缓的钢琴

曲。不言而喻，这三个计时器转喻了时间，他们的运作代

表着历史的进程，这一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的结合和相互

补充，激活了“历史悠久”概念域下的语言映射，隐喻“中

国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 
另外，第一集《瞬息万象》中展现的“9.3 大阅兵”

时年近百岁的老兵坐在车上向人民敬礼的场景，以“个体

代表总体”的模式转喻了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的所有

爱国人士。这一画面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百年顽强奋战、

抵御外敌的历程的回忆，铿锵激情的背景音乐和屏幕上的

一行文字“一分钟，告慰一段岁月”，与画面影像形成了

联动与互补，既增强了视觉感染力，又巧妙地完成了对历

史的映射，成功隐喻了中国历史的厚重。 

3.1.2  璀璨文化的隐喻 
在第三集《美美与共》的开始部分，屏幕上清楚地展

现了一行大字：“一分钟，55名外国人来到中国领略华夏
文明”，同时，画面背景为中国故宫宏伟磅礴的古代建筑

群，一个外国人漫步在红色的宫墙之间，想从这个皇家的

宏伟建筑群以及其藏品之间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

一外国人游故宫的视觉模态有效地映射出中国历朝历代

积累流传下来的璀璨独特的华夏文明。 
另外，影片中厨师烹饪、外国人学唱京剧、给大红福

字拍照、书法家挥笔泼墨的画面，无不展现了中国源远流

长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中国的

饮食是有效代表中国文明的符号之一，而京剧更是中华民

族的艺术瑰宝，以其无限的艺术魅力被称为“国粹”。屏

幕上醒目的大字“一分钟，中国美食飘散一种味道”，“一

分钟，中国文化传递一种韵味”，在轻快的背景音乐的衬

托下，文字模态与听觉、视觉模态一起映射了中国文化多

样、多元一体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可谓多模态隐喻的典

例。 
3.2  东方大国形象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拥有约 960万平方千米陆

地面积，1.8万多千米大陆海岸线，约 470多万平方千米
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与 14国接壤，与 8国海上相邻
的东方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被冠

以“新时代东方大国”的称号。 
3.2.1  政治清明的隐喻 
影片从第一集开始，连续播放了天安门、改选后中国

七大新常委记者见面会，以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场景。

同时，在激昂的背景音乐中，响起了习主席亲切的讲话声

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组视觉、听觉多模态相互配合的画面，清晰地勾勒出中

国自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天安门是开国元勋和老一代革命家检阅中国发展的地

方，是中国政治典型的符号代表，形成有效的建筑隐喻。

接下来，改选后的七大常委身着笔挺的西服，精神抖擞，

庄重而亲切，缓缓走上台中央与记者见面，集中展示了新

一代党的领导人的新面貌。近几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党内腐败现象和不作为现象进行了大力度的整顿，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有效遏制了党内

腐败现象的蔓延，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了国

内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与这一隐喻联动的是接下来的

红旗飘飘的画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更是引发了观众的共

鸣，激活了中国政治清明的东方大国形象。 
3.2.2  经济发展的隐喻 
对经济发展这一隐喻的目标域，影片使用了大量的视

觉符号做始源域来从各个角度映射中国在多个领域里的

发展成就，这其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①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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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万象》的开始部分，出现了建筑工人、厨师、白领

接线员和纺织女工工作的画面，转喻了中国的工人阶层和

劳动人民，他们在工作的隐喻场景，再加上文字模态的配

合应用，暗示出中国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发展，成功解决了

普通百姓的就业问题，创造了大国奇迹。②影片中空中飞

行的民航客机、人们在旅行中的笑脸以及繁忙的商场都作

为源域映射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隐

喻了经济发展的伟大成果。③接下来影片展现的是中国互

联网方面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互通的发展环境。影片使用

了大量的视觉和文字符号，如互联网一分钟流量的数字展

示、人们用手机购物的场景、装满货物的货轮行驶的画面，

快递流水线运作以及快递小哥送货的场景等，同时一行行

文字给出了一个个惊人的数字，展现了在中国互联互通的

大环境下，每一分钟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交易额，中国

GDP 增长迅猛，进出口贸易额逐年递增。这一组组画面
在文字的互动下，伴着慷慨激昂、节奏明快的音乐，以多

模态联动的方式引发观众联想，隐喻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繁荣景象。④影片中连续出现了蛟龙号下水、复兴号行

驶、神威超算、天眼等画面，展现我国自主创新领先世界

的科技成果，同时，文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数据：“一分

钟，333 万元投入研究和实验”，这一画面和文字的联动
隐喻了中国以创新带动发展的最新发展理念，以及从投资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发展模式。综上所述，众多源域

符号一起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是经济发达的东方大国的形

象。 
3.2.3  青山绿水、山河秀丽的隐喻 
在第一集影片中，古老的民宅、骑共享单车出行的路

人、蓝天白云的美丽天空、自由飞翔的海鸥、开垦荒地的

农民、郁郁葱葱的山林、草地上赤脚奔跑的小女孩等画面，

辅以“一分钟骑行共享单车减少碳排放超 13.2 吨”、“一
分钟造林 210亩”等字样，共同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隐喻了近年来中

国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青山绿水便

是金山银山”，中国青山绿水、山河秀丽的东方大国形象

在影片中初步形成。 
3.3  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参

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助力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行动、国际维和行动等全球性重大活动中始终扮演积极角

色，展现中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

国际形象。 
3.3.1  中国经济发展助力世界经济的隐喻 
影片第三集《美美与共》主要展现了中国和世界加速

融合，助力世界经济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美好

景象。画面中两架飞机在机场起落、游客拉着行李箱在机

场行走、老夫妇在国外坐热气球观光、小伙子拿着录取通

知书去外国求学、游客坐雪橇、吃帝王蟹欢乐无比等，配

以文字标注的一组惊人的数据：“一分钟，272 位国人出
境寻访大千世界”“一分钟中国人在境外旅游消费 36.07
万美元”，这些视觉符号和文字符号隐喻了中国旅游业在

近几年的迅猛发展，中国游客在境外的消费给很多国家带

来了丰厚的收入，成为东道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另外，

画面中从深圳开出中欧班列、国产手机销往全球、进出口

货轮海上航行、外国超市货品种类丰富繁多、大型中资工

厂在国外兴建都隐喻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的

贡献，画面中文字的展现和激昂的音乐更渲染了气氛，增

加了效果。影片中还有两个视觉符号也传达了重要信息，

那就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骑共享单车微笑出行，以及外国

人用支付宝结账。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

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和网购都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

活力，尤其中国人在金融支付领域的改革创新更是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这两个画面隐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给世界发

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助力和引领经济的发展。 
3.3.2  中国方案助力人类共同发展的隐喻 
第三集《美美与共》中，两个 LED灯制作的大熊猫向

世界发出北京冬奥会的邀请，映射了中国的热情好客和对

外开放。影片最后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的人

们纷纷对着屏幕会心地微笑，这是典型的笑脸隐喻，通过

屏幕和观众互动，引发观众的共鸣，激发观众的认同感，

让观众体会到中国开放包容、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国姿态。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为世界发

展秩序的变革提供了一缕新的阳光。为了建设一个开放包

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在参与全球事务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塑造力，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形成。影片最后再次响起

了习主席庄重却又亲切的讲话声音：“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

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

好未来！”之后令人振奋的音乐响起，黑色屏幕中央出现一

道亮光，这道亮光打破了黑暗，带出光亮的几个大字“中

国奇迹，与世界共精彩！”不难看出，满屏黑色隐喻了目前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混乱的现状，亮光则暗示中国方案的提

出给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提出了新的思路。影片中画

面、声音、色彩、文字多模态形成了隐喻链，极大地引发

观众的共鸣，有效地构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3.4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党和人民经过 90

多年的奋斗寻找到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历史

的自然选择。沧桑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成就都充分证明了

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人

民的美好未来。所以，向世界展示一个对外更加开放、更

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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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形象是构建我们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一环。而社会主义

国家的建设要以人民为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

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奋斗。 
在第二集《跬步致远》中，影片首先通过快速切换镜

头，展现了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的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

人民，如铁路质检员、纺织工、研究员、农民、采油地质

工、钢铁工人、环境检测员、游泳运动员、军人等，然后

黑色屏幕中央的一道亮光显示几个大字：“一分钟的努力，

汇聚中国力量”。这一片段中的几个工人代表着成千上万

的普通工人，在完成“以个体代整体”的转喻后，屏幕中

的文字模态让观众把握了隐喻的目标域，那就是正是每一

个普通人的付出和奉献，汇聚了中国力量，成就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国。接下来，影片通过多个视觉符号集中展

现了普通人创造的伟大成就：中国人兴建公路的惊人速

度、港珠澳大桥的最后接头、北京三元桥的快速拆卸、南

海可燃冰的开采、粮食的丰收、一年创造 GDP的总额、
体育夺冠世界、天眼眺望外太空等。这样的中国速度，创

造了中国奇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有这样的体制优势，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影片最后再次汇集了普通人

民对着屏幕的极具亲和力的微笑。伴随着张张笑脸，习主

席浑厚的声音再次响起，“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

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

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样的微笑、这样的话语能

够极大地引起观众的共情，让观众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一起前行，一起

走向光明的未来。由此，开放、亲和、充满希望和活力的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成功建构。 

4  结语 

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中国必须在努力走好自身发展

道路的同时，清楚地对国家形象的内涵予以定位，高度重

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一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打破

西方对中国传统的刻板印象，让世界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

态适应和接受中国的存在和崛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

们可以制作更多像《中国一分钟》这样优秀的国家形象宣

传片，充分利用其多模态的表达工具，以受众可以接受的

隐喻方式，建构中国形象，传达中国精神，引领世界了解

最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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