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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动意义视角解读中国抗疫漫画的多模态话语建构
邢靖坤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人际交流的渠道，如今人们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模态的特点，因此，近

来话语研究对多模态语篇的关注也逐渐增加。自 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了用来分析图像的视觉语法理论，许多学者

基于这一理论对多模态语篇进行了分析，然而目前很少有学者对中国抗疫漫画这一语篇进行视觉语法方面的探究。因此，

本研究分析了与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漫画的互动意义，旨在解读这类漫画如何与观看者互动以及如何进行多模态话语建构。

本研究收集了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办的《2020年“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中共 860幅漫画，对这些漫画从互动意

义角度进行人工归类和标记，统计图像在互动意义的不同维度下的分布情况，并且对图像资源和文字资源的关系进行定性

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漫画通过提供信息，与观看者保持中等社会距离，并采用客观、平等的视角与观看者互动，以此进行

话语构建。话语构建的类别主要有赞扬贡献、科普宣传以及反映现状三类。

【关键词】:视觉语法；互动意义；漫画；话语建构

1 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其多

模态的特点日渐鲜明，复杂媒介逐渐取代单一语言媒介
[1]。传统的语言研究仅注重语言模态，忽视了对图像、

声音等非语言符号资源的研究，这可能会导致对多模态

语篇的解读不够全面。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

范围内爆发以来，漫画家们创作了大量以抗击疫情为主

题的漫画作品，然而目前国内很少有学者从视觉语法角

度分析中国抗疫漫画。因此本研究收集了上海市美术家

协会主办的《2020年“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

中的漫画作品，对这些漫画的互动意义进行分析，旨在

了解这些图像的多模态话语建构方法。

2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
20世纪 90年代，基于 Halliday提出的系统功能

语言学，语言研究开始关注多模态语篇，与传统话语分

析研究不同，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除关注语言资源外，

还重视非语言的表意资源，包括图像 [2]、声音 [3]、颜色
[4]、手势 [5]等。其中 ,Kress和 Van Leeuwen[2]在其出版

的《阅读图像》一书中提出并阐释了视觉设计语法，对

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影响深远。国内学者如李战子 [6]、

朱永生 [7]、胡壮麟 [8]等人为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指明了

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此外，国内部分学者从理论构建

角度提出了多模态语篇的分析框架，例如张德禄构建了

多模式话语分析的综合框架 [9]，冯德正阐明了多模态隐

喻的构建与分类 [10]。此后学界基于前人提出的框架及分

析方法对不同体裁的多模态语篇进行了实证研究。袁艳

艳、张德禄（2012）分析了电影海报语篇 [11]；张蔚（2012）

分析了广告语篇 [12]；田海龙、张向静（2013）以中英媒

体报道中的图像为例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 [13]。由此可知，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各类多模态语篇，然而其中运

用视觉语法互动意义分析漫画语篇的较少，且目前国内

很少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对新冠疫情漫画进行分析。

3 理论背景
Halliday认为，语言可以看作是一种表意资源，具

有三大元语言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Kress和 Van Leeuwen认为多模态语篇也是如此，“同

语言结构一样，视觉结构也是对特定的经验和社会互动

形式的解释”，非语言的表意资源也可以反映三大元语

言功能 [2]。多模态话语具有三个功能，包括再现意义，

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其中，互动意义代表图像的人际

交往功能，反映图像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 [2]。本研究将

采用 Kress和 Van Leeuwen建立的图像互动意义的理论

框架分析中国抗疫漫画，理论框架如表 1所示。Kress 

和 Van Leeuwen提出图像涉及图像参与者和观看者，互

动意义包括接触、社会距离、视角三个子系统。接触包

括两个维度，求取和提供。当图像的参与者凝视观看者时，

图像“求取”观看者的注意或反应，当参与者与观看者

无目光接触时，图像仅向观看者“提供”信息。社交距

离包括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根据图像的取景框架

大小来判定。视角可以反映图像的态度，体现参与者和

观看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权势关系，其中交互关系由

水平视角反映，权势关系由垂直视角体现。水平视角包

括正角（介入）和切角（客观），垂直视角包括仰视（体

现参与者权势），平视（体现平等关系）和俯视（体现

观看者权势）。

表 1图像互动意义的理论框架 [2]

互动意义

接触 求取

提供

社交

距离

近距离
中距离
远距离

态度

水平视角 正角
切角

垂直视角

仰视
平视
俯视

文字也是中国抗疫漫画的重要表意资源，本研究中

对文字资源与图像资源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探究此类漫画

的话语构建方法。本研究对中国抗疫漫画中图文关系的

分析主要运用了张德禄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形式关系的理

论框架，该框架指出，不同的话语形式之间的关系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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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与非互补两大类，互补关系下又分为强化与非强化，

非互补关系下又分为交叠、内包和语境交互 [9]。

4 数据分析

4.1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及数据收集

为了探究中国对抗新冠疫情主题漫画中的话语构建

策略，本研究共收集漫画 860幅，旨在解决以下的研究

问题：

（1）中国抗疫漫画是如何与读者进行互动的？

（2）中国抗疫漫画采用了怎样的话语构建策略？

本研究将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基于视觉语法中的互动意义框架，将收集的抗疫漫

画进行分类、筛选及标记，鉴别它们在每一个子系统中

所属类别，统计所占比例，进而分析这类图像的话语建

构特点。进而对所收集的语料中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了解中国抗疫漫画的话语构建策略。

本研究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办的

《2020年“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展出漫画

共 860幅，是国内最早发起、接收作品最多、传播最广

泛的抗疫漫画网络展，因此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抗疫漫画

较为全面的语料。

4.2图像的互动意义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目光接触是图像参与者与观

看者之间建立联系的主要方式（Kress&Van Leeuwen 

2006）。当图像中的参与者的视线看向观看者时，二者

间就建立起了目光接触，配合参与者的表情或者手势，

图像于是向观看者寻求某样事物或行为。而图像参与者

没有与观看者进行目光接触。

表 2

目光接触 频数 占比
提供 574 66.7%
求取 128 14.9%
其他 158 18.4%

表 2为本研究收集到的抗疫漫画在目光接触这一子

系统中的分布情况与所占比重。在这些漫画中，有 574

幅是“提供”类图像，占比 66.7%，128幅是“求取”类

图像，占比 14.9%。由此可知，不考虑其他类无法体现

眼神接触的图像，绝大部分的图像是在向观看者提供信

息，而只有小部分的图像是向需要观看者求取关注或需

要他们做出特定的反应。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所有漫画作品中，为观看者提供

信息的图像大体可以分为赞扬表彰类、反映现实类、科

普教育类 ,例如，赞扬国家的政策举措或赞扬某一群体

的贡献，反映中国抗疫期间的社会现象，科普科学防疫

的相关经验措施等。漫画《天使的美丽》展示了几位女

性医护人员剪发、穿戴防护用品的画面，人物与观看者

均无眼神接触，仅向观看者表达对“白衣天使”无私奉

献的赞美。“求取”类图像虽然在全部语料中占比很小，

但其话语建构方式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这类图像一般

配合文字资源对其进行说明补充，使观看者了解图像所

求取为何。例如，漫画《2020年春节的全家福》中，一

家人共同看向镜头，表情微笑，同时搭配文字“武汉加

油！”，以此向观看者传达出图像中人物对武汉的诚挚

问候。

社会距离是互动意义的第二个维度，包括近距离、

中距离和远距离，一般是通过图像中参与者的取景框架

大小来判定，图片社交距离的选择可以判定参与者与观

看者之间的关系亲疏 [2]。

表 3

表 3展示了本研究收集的抗疫漫画在社会距离子系

统中的分布状况，反映出中国抗疫漫画图像与观看者间

的社会距离以及关系。从表 3中可以看出，中距离图像

共 529幅，占漫画总数的 61.5%，在三种社会距离中出

现频率最高；远距离图像共 124幅，占比 14.4%；近距

离图像共 83幅，占比 9.7%。

从表 3中可获知，中国抗疫漫画中，中距离图像占

绝大多数，远超近距离和远距离图像，而远距离和近距

离的使用比重差别不大。中距离取景展示的是图像中的

人物整体，使图像与观看者保持中等的社会距离，这说

明中国抗疫漫画更倾向于平等地向观看者展示中国抗疫

行动中群体或个体的行为。例如，漫画《排“雷”英雄》

中，画面完整展示了一位医生的身形，观看者可以在适

当的距离看到他的行为。远距离取景使图像与观看者保

持一种公共距离，而近景镜头能够拉近图像与观看者的

社会距离。在中国抗疫漫画中，近镜头往往清晰地展示

了参与抗疫的人物，如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或志愿者

们的表情，使观看者与之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 ,进而

图像参与者的形象也变得更为亲切；而远镜头倾向于疏

远与观看者的距离，使他们能以更加客观的视角理解漫

画内容。在漫画《你的眼神》中，图像给一位医护人员

近距离的面部特写，观看者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图像参

与者坚毅的表情，这就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加深了

观看者对这位医护人员信任。

态度是互动意义中的第三个维度，一般是由视角来

体现。视角一般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其中，水平

视角下分正角和切角，而垂直视角下分为仰视、平视和

俯视。在鉴别图像的视角时，无法体现透视或角度将其

归类为某一特定的视角的图像，将其划分为其他种类。

表 4

态度 频数 占比

水平

正角 193 22.4%
切角 506 58.8%
其他 161 18.7%

垂直

仰视 46 5.3%
平视 567 65.9%
俯视 93 10.8%
其他 154 17.9%

表 4为中国抗疫漫画关于视角这一子系统的分布情

况。其中，水平视角中正角图像共 193幅，占全部图像

的 22.4%，切角图像共 506幅，占比 58.8%，远远超出正

角图像所占比例，说明中国抗疫漫画更倾向于客观向观

看者展示内容，少数作品会将观看者纳入其中。例如，

漫画《信心》中 ,三位医护人员呈现出背对观看者的角

度，他们可靠的背影以及保护者的姿态，增强了观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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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疫情的信心，且此类参与者背对观看者作品在所收

集语料中频繁出现，参与者大多为医护人员。而漫画《你

我在一起》中，数位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正面观看者，

同时与观看者有直接的眼神交流，加之图像中的文字“抗

击疫情，你我在一起！”对图像进行补充说明，会使观

看者产生一种参与其中之感。

垂直视角中，采用平视视角的图像比重最大，共 

567幅 ,占比 65.9%，远高于其他两种视角；仰视视角的

图像共 46幅 ,占比 5.3%；俯视视角的图像共 93幅，占

比 10.8%。这说明中国抗疫漫画试图与观看者建立平等

的关系；少部分观看者势力的图像主要为观看者俯视图

像中拟人化的新冠病毒，代表漫画作品意在增强观看者

战胜新冠疫情的信心；而参与者势力的图像往往是对抗

疫行动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群体或个人的展示，意在对其

表示赞扬或尊敬。漫画作品《你我在一起》同样是平视

视角图像的典型实例，平视视角让图像中的医护人员及

普通民众与观看者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能增强图像的

平易近人之感。漫画《必胜》中，画面呈现出仰视一位

医生的角度，更能说明医生在此次抗疫中的重要地位，

使观看者对其产生敬意。

4.3文字与图像的关系

中国抗疫漫画的文字资源主要有漫画标题以及漫画

中的文字，它们同样为重要的表意资源。根据张德禄提

出的多模态话语形势关系的框架，漫画的图像和文字作

为两类不同形式的表意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

与非互补两大类，互补关系下又分为强化与非强化，非

互补关系下又分为交叠、内包和语境交互 [9]。在本研

究收集到的中国抗疫漫画的图文关系主要为互补关系，

在体现强化关系的漫画中，一般图像为主要模态，而语

言是对图像内容的补充，例如，在漫画《胜利就在前方》

中，图像为主要的表意资源，图像内容为钟南山院士奔

跑跨栏，而图像中的标题文字“胜利就在前方”以及两

栏上的文字“2003 SARS非典”和“2020冠状病毒肺炎” 

均是对图像的补充说明；而体现非强化关系的漫画中，

图像与语言缺一不可，共同表达传递意义，例如漫画《春

暖花已开 -未到放松时》，图像和文字共同传递出“上

班族如何做好疫情防护”的信息。

5 话语构建策略
中国抗疫漫画在与观众互动时，图像更倾向于客观

平等地向观看者传递信息，而文字资源一般与图像资源

协调出现或作为图像资源的补充。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

析，此类漫画的话语构建策略大体可以分为赞扬贡献、

科普宣传以及反映现状三大类。

5.1赞扬贡献

在本研究收集的漫画作品中，医护人员、志愿者、

普通居民等群体是图像展现的主体，中国抗疫漫画重点

刻画了这些群体和个人的贡献。经研究发现，抗疫漫画

更倾向与观看者保持适中的社交距离，以更客观的叙事

向观看者传达有关群体或个人抗疫行为的信息。同时，

平视视角可以使不同群体人员与观看者形成平等的关系，

少部分仰视视角的图像能使观看者对图像中的群体或个

人产生尊敬之感。借此，中国抗疫漫画赞扬国家的政策

举措、医护群体的高超医术以及高尚医德、抗疫志愿者

们的无私奉献以及中国人民配合国家政策的思想觉悟以

及实际行动。

5.2科普宣传

在中国抗疫漫画中，呼吁防护行为、宣传防疫知识

的作品也是重要的一类。抗疫漫画中常使用的中景镜头

暗示大家应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在此类漫画作品中，许

多图像着重于使用切角以及平视的画面，同时搭配相关

文字对图像进行补充，宣传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

家隔离等科学防护行为的重要性，呼吁民众做好防护，

阻断新冠病毒传播，接种疫苗 ,预防病毒入侵，从而起

到教育科普的作用。

5.3反映现状

中国抗疫漫画多为提供类图像，并倾向于通过中距

离的框架、切角以及水平视角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抗疫现

状。例如 ,反映抗击疫情初期，国家做出正确决策，并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预防、中断疫情的传播，社会各界为

抗击疫情做出贡献，全民响应国家政策，减少出行；反

映抗击疫情后期，国家提倡复工复产，社会恢复正常运

转等现状。

6 结论
中国抗疫漫画作为面向大众的图像作品，在传播过

程中能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以及增强大众信心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 Kress和 Van Leeuwen提出的视觉语法的互

动意义理论框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分析了中国抗疫漫画的接触、社会距离以及视角特点，

探究了此类漫画中图像资源与文字资源的关系，进而了

解此类图像与观看者的互动方式以及话语构建策略。经

研究发现，中国抗疫漫画主要为“提供”类图像，以向

观看者提供信息为主；图像中的参与者框架以中距离为

主，体现了图像与观看者之间中等的社交距离、客观的

社会关系；在视角方面，大部分图像采用了切角以及平

视视角，说明这类图像更倾向于以客观的角度向观看者

传递信息。同时，研究发现中国抗疫漫画的话语构建大

致可以分为赞扬贡献、科普宣传以及反映现状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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