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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认知隐喻图景分析方法，解读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结合隐转喻产生

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资源，以及认知情感、语境、语言、图像、声音、动作、手势等符号表征

手段，不仅从认知角度分析了大众解读隐转喻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且解释了隐转喻的使用动因和认知功能。

同时，本文还尝试构建了体育类政治语篇的隐喻图景架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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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Volunteer）被联合国定义为“自愿进行社会

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

具体指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能够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而不获取报酬，奉献个人时间和行动的人。志愿服务

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四大特征。志愿服

务的精神就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形象

是指由志愿者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

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认知的结果，是志愿者组织及其成员通

过自己的活动与行为显现出来的外观给予人们的直观感

受和印象[1]。媒介作为志愿者形象塑造的中介，很大程度

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公众对于志愿者的认知和身份认同。 
国内外学者对志愿者的研究涉及传播学、教育学、文

化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主要围

绕着志愿者教育、管理、志愿服务培训、志愿者激励机制、

志愿者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等方面展开。有关志愿者形象

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集中在传播学领域。叶梦晗[1]

以杭州 2018 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为例，结合企业形象

识别系统理论，分析该赛事的志愿者形象塑造情况，了解

公众对志愿者形象塑造的评价，进而探寻大型赛会志愿者

形象塑造的途径，从视觉、行为、理念三个方面提出志愿

者形象塑造的策略。徐鹏、都佳[2]通过对 90 后抗疫志愿

者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展示了国家级、省市级和其

他类型媒体共同塑造的这一群体多元化的媒介形象，并从

功能论角度分析了 90 后抗疫志愿者的媒介形象所彰显的

社会传播功能。高蕾[3]以《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对

本国奥运会志愿者的报道为例，从消息来源、引语、叙述

模式、志愿者形象建构等方面对中英媒体关于本国奥运会

志愿者报道进行了对比研究，进而为提高国外受众对我国

奥运会志愿者形象的接受程度提出了建议。文献分析表

明，鲜有从隐喻视角出发探讨志愿者形象宣传话语的思维

机制和认知、思维、修辞和宣传功能的研究。 
将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27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不仅是一次全国性的体育盛会，而且

为西安和陕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自身形象提供了一

个精彩的舞台。志愿者群体是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塑造良好的志愿者群体形象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风尚的集中体现，有利于提升西安的综合实力，彰显

城市形象，使举办城市西安乃至陕西更具关注度和独特魅

力。本文将从认知隐喻图景角度分析十四运宣传片中的多

模态隐喻和转喻，探究其创作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

社会动因以及个体的认知情感体验、对语境的认知和语言

资源对于隐喻使用的作用力[4]，并解释话语理解的认知过

程。 

1  理论基础 

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使得隐喻和转喻不再囿于修辞

学的范畴，它们被定格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手段、

行为方式和认知工具[5]。隐喻图景分析（metaphor scenario 
analysis）是 Musolff 教授基于对政治隐喻的研究和概念隐

喻理论及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全

景式、情景化、本土化的方法论，特别强调在隐喻分析中

理解历史、社会和政治场景的重要性[6][7][8]。图景是由话

语社团中称职的成员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概念原型要素的

假设，与社会态度和情感立场相联系，在各自的话语社区

中十分普遍，包括参与者、“戏剧性”故事情节、必然结

果以及有关这些要素的道德评价[6][7][8]。图景（scenario）

是框架（frame）的一个子类别，相对于框架，图景的抽

象图式性减弱，它包括特定的叙事和评价视角，以便于政

治话语和政策规划时进行强有力的推理使用。 
结合国内外有关志愿者形象建构话语的前期研究成

果，本文以认知隐喻图景理论为依托，深入挖掘十四运举

办背景下志愿者媒介形象建构话语宣传片，分析其隐喻和

转喻的基本特征、认知机制、隐喻图景架构模式，旨在为

志愿者群体媒介形象建构话语创作提供建议，从而构建同

城市发展定位、全运会理念和志愿者精神相适应的媒介话

语体系，丰富和推进相关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 

2  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的隐喻图景分析 

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作为一种典型的体育类政

治语篇，蕴含丰富的多模态隐喻。隐喻不仅扎根于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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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并在语言运用中得以体现，更是交际中传达使用者

思想、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细细品味宣传片的语

言、图像、音乐、手势、动作等，就可以发现多种感官如

何协同作用，共同促发多模态隐喻和转喻，宣传西安形象，

传播“团结友爱、奉献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2.1  十四运志愿服务是舞台 
苗阜作为陕西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以其为主人公视

角录制并由他本人担任解说的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

本身就体现了概念转喻“典型人物代表整个群体”的认知

操作，根据认知映射的邻近性原则，苗阜作为志愿者协会

会长的具有突显性的身份，其形象和宣传对于塑造十四运

志愿者的群体形象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 
宣传片开始，苗阜身着标志性的相声表演长衫、面对

镜子仔细整理好长衫的纽扣，款款走向由他创立的民间相

声组织——青曲社的相声舞台，向观众鞠躬致意后，醒木

一拍便开始上下五千年侃侃而谈的相声表演画面，并且配

有独白“我热爱相声，它是融入我血液的东西。因为它，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在讲授生活，我不停地探索，为了与

大众诉说着人间喜乐；我不断地练习，为了更美好的自己”。

相声表演舞台孕育了苗阜的成长，独白以苗阜的励志成长

故事为叙事框架，这就是发生在相声表演这一场景中，突

显语义角色是相声演员苗阜，隐含语义角色是观众，角色

属性是对生活和相声事业的热爱和孜孜不倦地探索，画面

中展示的青曲社大舞台，就是实现语义角色互动的场景，

正是在这里，苗阜不断成长，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也成就

了自己的事业追求。随即画面切换到苗阜手拿折扇行走在

古巷和历史文化景点，折扇是相声演员常用的表演道具，

体现了“工具代表相关活动”的概念转喻，手拿折扇也寓

意着苗阜时刻不忘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为相声艺术创作搜

集思想和创作源泉。西安的历史文化和个人对生活的体验

为相声创作提供了灵感，同样根据画面和语言的协同作用，

不难看出通过服务赛事，十四运也为志愿者健康成长、共

筑青春、宣传介绍陕西新形象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舞台。 
2.2  传统文化是志愿服务的驱动力 
西安作为一座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宣传片中的

钟楼、城墙、书院门、碑林、大雁塔、兵马俑、丝绸之路

群雕、秦腔等文化标记激活了传统文化的隐喻靶域。该靶

域以转喻“实体代表特征”的认知机制为基础，由这些具

体的文化符号激活了传统文化的抽象范畴。同时，画面中

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工具和技术手段也象征着城市的飞

速发展，结合语境，以及赛事主办方服务于运动员、服务

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办好赛事的政治立场，激活了西安

城市发展借着全运会的东风，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

断进步和创新的主旨。 
宣传片还借助很多耳熟能详的诗词、成语，宣传西安

悠久的历史文化。比如“晨钟暮鼓”不禁使人联想起唐代

诗人李咸用的《山中》诗：“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

长挂情”，在古长安“以钟鼓司晨”由来已久。“晨钟暮鼓”

承载着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并唤起大众对于古代西安城

市生活秩序的集体记忆，容易获得大众的情感认同。这里

的隐喻图景基于体育宣传语篇的语境和其劝说、宣传的语

篇功能，因此语言使用配合画面的视觉效果，共同建构了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之城形象。 
2.3  共存就是共现 
宣传片中古老的西安城墙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同时

出现在镜头中，并且城墙位于画面的中央。空间方位隐喻

“中心位置是重要的地位”是基于人类对自身身体的认识

而产生，因为位于身体中央的心脏等脏器对于人类比躯干

等更为重要。同样，城墙的突显位置也隐含地表明西安在

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同时，始终坚定不移地继承传统

文化的发展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隐喻的源域是由具象

化的城墙和高楼大厦表征，体现了以概念转喻“实体代表

特征”的认知机制为基础的隐喻映射，转喻激活了推理的

心理通道，使得观众通向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传统

的靶域，形成了基于概念转喻的隐喻映射。 
2.4  志愿者是东方升起的太阳 
宣传片中，位于西安城东的世园会长安塔和风景优美

的生态湿地塑造了“生态西安”的形象，配合解说词“我

将尽己所能，为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陕西”连同画面，进

一步隐喻青年志愿者就如同冉冉升起的旭日，充满青春活

力，定会不负众望，担当起做好志愿服务、讲好陕西故事

的小秦宝。 
2.5  拟人隐喻 
拟人是最明显的本体隐喻，它使我们可以通过人类的

动机、特点和活动来理解关于非人类实体的各种经验[9]。

解说词“西安，正带着他千年的智慧，大步向前”和画面

中秦腔、碑林、钟鼓楼等体现西安智慧的文化符号的共现，

以及“我看着他，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万千气象……”共时

配置了航天科技四院“大国工匠”徐立平身着工服认真工

作的画面，以及体现西安高科技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的

生产场所。西安被赋予人的特征，像是一个继承过去、拥

抱未来的人，体现了政府部门自觉主动地以悠久的历史文

化传统为前行根基，借举办全运会的契机，加快城市建设

步伐，将西安建设成为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具创新精

神的文化之都、人文之都、科技之都、生态之都的决心。 
2.6  种植隐喻 
宣传片中苗阜在赛场内高呼“全新的体育精神，将由

这里播撒全国”，激活了种植隐喻。播撒种子、种植庄稼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基本的生产劳动，以举办十四运会为契

机，“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和“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定会如同快速生长的种

子一样，从西安播种发芽，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 
2.7  志愿行动是旅程 
人类生活在世界中，无时无刻离不开运动。基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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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发生的生活体验，产生了来源—路径—目标的意象图

式，并形成了“人生是旅程”的概念隐喻。宣传片中，“志

愿行动是旅程”的隐喻主要由伴随着场景变化的人物活动

展开。苗阜从相声舞台出发，之后镜头切换到他大步向前

行走在城市街头，为他的相声艺术寻找生活的给养，再到

他微笑着用手抚摸城墙跑步向前，配有独白“体育的旗帜，

将高挂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之后苗阜来到了赛场，在

田径赛场上跨过起跑线并挺胸奔跑，再到他张开双臂，激

情表白“体育的精神将被这里永远铭记”。基于“动作代

表情感”的转喻，微笑、奔跑、张开双臂都显示了志愿者

以积极的状态为全运会保驾护航的行动力和坚定信心，同

时也预设了主办方和主办城市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积

极、开放、包容的精气神，为全国人民奉献一场精彩赛事

的决心和信心。宣传片以苗阜为缩影，讲述为了迎接十四

运的召开，志愿者们辛勤付出的历程，从满怀热情报名应

选、经历层层选拔、接受严格培训再到赛场内外的精心、

耐心和爱心服务，志愿者们奉献爱心，服务十四运，“奉

献一己之力，为全运添光彩”，传递志愿服务精神，带领

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陕西。 

3  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的隐喻图景架构模式 

通过分析宣传片中的多模态隐喻，可以发现宣传片的

制作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的“和合”道德价值观为根本，依

照其蕴含的和谐、包容、乐观、奋斗的原则，根据十四运

赛事和志愿服务的主旨设置议程，并且结合中华民族和西

安的历史、文化特色，以服务于党、服务于政府和人民为

宗旨，构建了具有特定修辞和评价功能的体育类政治语篇

隐喻图景，并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易于获得大众

情感认同的隐喻和转喻加以诠释，使得大众可以自然而然

地进行“开放、包容、奋进的西安，热情、乐观、专业的

志愿服务”的推论，符合志愿者“服务十四运，奉献我的

城”的叙事角色。 

4  结语 

通过对苗阜代言的十四运志愿者形象宣传片的多模

态隐转喻分析，发现隐喻和转喻是实现语篇连贯的重要手

段。本文结合隐转喻产生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

资源，以及认知情感、语境、语言、图像、声音、动作、

手势等符号表征手段，不仅从认知角度分析了大众解读隐

转喻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且解释了隐转喻的使用动因和认

知功能。同时，本文还尝试构建了体育类政治语篇的隐喻

图景架构模式。本研究选取语料有限，后续研究可以拓宽

语料收集范围，以更深入地探讨隐喻图景在体育类政治语

篇中的动态构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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