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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视觉诗 ＴｈｅＡｌｔａｒ多模态意义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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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较新的话语分析方法，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信息时代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基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从语言和印刷板式入手，对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的英语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

中的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其意义构建、多模态意义整合进行动态研究，从而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

全面、准确，并为更多的具有多模态性的文学语篇的解读和欣赏探寻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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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基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Ｐｅｉｒｃｅ等人的符号学理论而产生的［１］。近几

十年来，许多学者（Ｋｒｅ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Ｂａｌｄａｙ＆Ｔｈｉｂａｕｌｔ２００６；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Ｒｏｙｃｅ２００７）受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语言纯理功能思想［２］的影响，认为多模态符号和语言符号一样，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以及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Ｋｒｅｓｓ和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语言
的社会符号特性被拓展到语调、音乐、视觉图像、绘画等方面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所有模态都具有传达意

义的潜势；１９９６年，在《图像阅读》一书中，Ｋｒｅｓｓ和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按照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三大语言纯理功能建立
了由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大意义组成的分析图像的视觉语法［３］。这一多模态话语分析框

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本文以英语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以 Ｋｒｅｓｓ和 ＶａｎＬｅｅｕ
ｗｅｎ等人倡导的视觉语法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从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两方面对英语视觉诗进行分析，
并对多模态意义构建以及整合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英语视觉诗语篇中如何生成其独特的意义，以及其意

义产生的方式。

１　言语模态
英语视觉诗的言语模态是指构成英语视觉诗的文字、句法、语音等符号系统。本文以玄学派诗人

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的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祭坛》为例，首先从语言文字层面探讨这首诗的言语模态是如何实现
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的作品 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神殿》里收录了很多视觉感极
强的诗歌，ＴｈｅＡｌｔａｒ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

ＴｈｅＡｌｔａｒ
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Ｌｏｒｄ，ｔｈｙｓｅｒｖａｎｔｒｅａｒｓ，
Ｍａｄｅｏｆａ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ｅａｒｓ；
Ｗｈｏｓｅｐａｒｔｓａｒｅａｓｔｈｙｈａｎｄｄｉｄｆｒａｍｅ；
Ｎｏ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ｔｏｏｌｈａｔｈｔｏｕｃｈ＇ｄｔｈｅｓ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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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ＥＡＲＴａｌｏｎｅ
Ｉ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ｏｎｅ，
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

Ｔｈｙｐｏｗ＇ｒｄｏｔｈｃｕｔ．
Ｗ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ａｃｈｐａｒｔ
Ｏｆｍｙｈａｒｄｈｅａｒｔ
Ｍｅｅ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ｒａｍｅ
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ｙｎａｍｅ．

ＴｈａｔｉｆＩ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ｈｏｌｄｍｙ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ｓｅｓｔｏｎｅｓ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ｅｍａｙｎｏｔｃｅａｓｅ．
Ｏｈ，ｌｅｔｔｈｙｂｌｅｓｓｅｄ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ｂｅｍｉｎｅ，
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ｆｙｔｈｉｓＡＬＴＡＲｔｏｂｅｔｈｉｎｅ．

１．１　概念功能
在概念意义层面上，根据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理论，及物性系统最能集中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通

过及物性系统，人类的经验可以分成６种过程：涉及“动作”的物质过程；包含感激、情感和认知的心理
过程；表明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之间关系或一个物体的性质、特点和情形的关系过程；听、看、笑、哭等

生理活动行为的行为过程；人类语言信息交流的言语过程以及人或物存在的存在过程［２］。及物性分析

帮助读者找到了处理语篇的思路和方法，使读者通过语篇的表面意义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和作品主题。

在及物性方面，这首包含１６行、６个句子的诗主要表现为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ＴｈｅＡｌｔａｒ中的及物性分析

过程类型 过程 参与者

物质 ｒｅａｒｓ 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ｓｅｒｖａｎｔ（ａｃｔｏｒ）ｒｅａｒｓ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ｇｏａｌ）

物质 ｍａｄｅ，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ａｃｔｏｒ）ｉｓＭａｄｅｏｆａｈｅａｒｔ（ｇｏａｌ）ａｎｄ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ｅａｒｓ（ｇｏａｌ）；

关系 ａｒｅ Ｗｈｏｓｅｐａｒｔｓ（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ｒｅａｓｔｈｙｈａｎｄｄｉｄｆｒａｍ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物质 ｔｏｕｃｈｅｄ Ｎｏ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ｔｏｏｌｈａｔｈｔｏｕｃｈ＇ｄｔｈｅｓａｍｅ

关系 ｉｓ ＡＨＥＡＲＴ（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ｌｏｎｅＩ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ｏｎ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ｙｐｏｗ＇ｒｄｏｔｈｃｕｔ．

物质 ｍｅｅｔ
Ｗ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Ｏｆｍｙｈａｒｄｈｅａｒｔ（ａｃｔｏｒ）
Ｍｅｅ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ｒａｍｅ（ｇｏａｌ）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ｙｎａｍｅ．

物质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ｉｆＩ（ａｃｔｏｒ）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ｈｏｌｄｍｙｐｅａｃｅ（ｇｏａｌ）

物质 ｃｅａｓｅ Ｔｈｅｓｅｓｔｏｎｅｓ（ａｃｔｏｒ）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ｅｍａｙｎｏｔｃｅａｓｅ

关系 ｂｅ Ｏｈ，ｌｅｔｔｈｙｂｌｅｓｓｅｄ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ｂｅｍｉｎｅ，

关系 ｂｅ 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ｆｙｔｈｉｓＡＬＴＡＲ（ｃ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ｂｅｔｈｉｎ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诗共由１０个过程构成，其中６个物质过程，４个关系过程。物质过程是对
外部经验世界的主客观描述，叙述体语篇的进展部分主要由物质过程小句实现。由此可见，通过物质过

程的动作者（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ｓｅｒｖａｎｔ，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Ｎｏ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ｔｏｏｌ，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Ｏｆｍｙｈａｒｄｈｅａｒｔ，Ｉ，Ｔｈｅｓｅ
ｓｔｏｎｅｓ等，运用ｒｅａｒ，ｍａｄｅ，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ｕｃｈｅｄ，ｍｅｅｔ这些有关“砌造”的动态动词以及目标（ｇｏａｌ）ｔｈｅａｌｔａｒ
等，作品传达了这样的意义：诗人在铸造一座“祭坛”，这座“祭坛”并非一般工匠用雕饰过的石头砌成

的，而是用一颗坚如磐石的“心”为原材料、以“泪水”为粘合剂凝结而成的。此外，在体现关系过程的４
个小句里，作者静态地描述“祭坛”这个物体的特征和意义：祭坛的各个部分就像由上帝建造一样，天然

无雕饰；也只有人的心才这样坚硬，除了上帝没有谁有力量能把他碾碎；而诗尾“归属类”的关系过程小

句表明，诗人愿全身心投入到“祭坛”来赞美上帝，并祈求上帝能够净化这座祭坛和他的心灵，让他的心

灵永远保持安宁，永归上帝。通过对诗歌及物性分析，读者不仅能够更为清晰地了解语篇的表面意义，

更能通过作者对语言的精巧运用深刻理解语篇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和审美效果。

１．２　人际功能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认为，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体现。语气是通过主语和限定成分结合而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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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２］。在人际意义层面上，通过分析小句的主语和限定成分，我们发现作者将上帝与自己定义为“主

─仆”（ｔｈｙｓｅｒｖａｎｔ）的关系，几乎所有的限定成分都是表示时态，没有表明作者态度和感情的情态助动
词和情态附加语。这说明作者通过客观叙述，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情绪埋

藏在形象之中，没有对此做主观评论和解释，这一点正符合上帝“保持事物原貌”的要求。作品所涉及

的所有动词都使用了现在时，并在 ＴｈａｔｉｆＩ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ｈｏｌｄｍｙｐｅａｃｅ，Ｔｈｅｓｅｓｔｏｎｅｓ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ｅｍａｙｎｏｔ
ｃｅａｓｅ一句中采用了一个情态动词的否定式（ｍａｙｎｏｔ），这里的情态动词 ｍａｙ传递了作者的一种主观判
断或态度：当他永得安宁的那刻，这首诗歌对上帝的赞美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止，作者对上帝的歌颂

因而跃然纸上。全诗除诗尾ｌｅｔｔｈｙｂｌｅｓｓｅｄ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ｂｅｍｉｎｅ，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ｆｙｔｈｉｓＡＬＴＡＲｔｏｂｅｔｈｉｎｅ为表请
求的祈使句式外，其他均为直陈语气。现在时态和直陈语气表明作者的创作手法以叙事为主。而第一

人称的使用将作者的所感所想展现在读者面前，拉近了诗作和读者的心理距离。

１．３　语篇功能
根据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观点，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系统、信息结构、衔接与连贯系统等语言手段实现。

主位是信息小句的出发点，主要包括单项主位和复项主位，复项主位又依次分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

概念主位或话题主位。此外，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还区分了非标记主位和标记主位。组成语篇的每个句子的主述
位结构之间产生的联系和变化，就是主位推进模式［４］。胡壮麟将主位推进模式分为放射型、聚合型、阶

梯型和交叉型４种类型［５］。主位分析帮助读者理解语篇布局。在 ＴｈｅＡｌｔａｒ这首诗歌中，主位包括 Ａ
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Ｗｈｏｓｅｐａｒｔｓ；Ｎｏ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ｔｏｏｌ；Ａｈｅａｒｔａｌｏｎｅ；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ｙｐｏｗ’ｒ；Ｗ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ａｃｈｐａｒｔ
ｏｆｍｙｈａｒｄｈｅａｒｔ；ＴｈａｔｉｆＩ；Ｔｈｅｓｅｓｔｏｎｅｓ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ｅ；Ｏｈ，ｌｅｔｔｈｙｂｌｅｓｓｅｄＳＡＲＣＲＩＦＩＣＥ；其中主要运用了单
项主位和标记性主位，使得主题简洁、鲜明。诗歌第１行，通过有标记的主位 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来强调、突
出“祭坛”这个意象。本行的非标记主位结构为“Ｌｏｒｄ，ｔｈｙｓｅｒｖａｎｔｒｅａｒｓ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诗人运用有标
记主位结构，表明Ａｌｔａｒ是诗歌叙述的起点，也是信息的焦点，下面的诗歌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
的。诗歌前３行采取放射型主位推进模式，均以第１句的主位Ａ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ｔａｒ（Ｔ１）为主位，引出不同的述
位。从建什么、怎样建以及特性三方面对同一主位进行阐述。而从第４行开始，诗人引入了新信息，进
一步对ａｌｔａｒ进行描述和理解。人类的巧匠也无法雕饰出建筑祭坛的石头，只有坚硬的人心才能合成祭
坛的形状。从衔接关系上看，这首诗歌较多地运用重复，通过运用 ａｌｔａｒ，ｔｈｙ，ｆｒａｍｅ，ｓｔｏｎｅ，ｈｅａｒｔ，ｐｒａｉｓｅ等
词汇重复的手段，强调诗人对上帝的赞美和颂扬。而诗歌结构呈现封闭型，结尾又回到原点，达到首尾

呼应。

通过以上对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语篇意义构建过程中不同作用的
分析，我们初步了解了诗歌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下文将从视觉模态的角度来进一步挖掘视觉诗

歌的印刷体式如何参与表达意义。

２　视觉模态
英语视觉诗通过文字和符号的特殊编排的诗行结构或印刷体式，给读者带来特殊的视觉效果。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在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ｏｆ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ｙ指出，印刷体式是一种符号模态（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ａｓｅｍｉｏｔ
ｉｃｍｏｄｅ）［６］。许多印刷体式信息，通过排列组合文字、字母的形状、标点符号等，在版面上吸引眼睛造成
特殊视觉效果，来强化和辅佐其语篇意义［７］。上文我们提到，Ｋｒｅｓｓ和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将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三大
元语言功能思想延伸到视觉模式，建立了由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大意义组成的视觉图像分

析的语法框架。下文将从这三个层面来分析视觉符号的意义建构，探讨英语视觉诗视觉模式的多模态

语篇意义的建构。

２．１　图像的再现意义
比照系统功能语法的概念意义，Ｋｒｅｓｓ和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认为多模态话语的概念功能体现了一种再

现，任何符号模态都可以再现客观事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将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包括行动

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和概念再现（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两大类。此外，

Ｌｅｅｕｗｅｎ还认为，作为一种模态研究，印刷体式所体现的动作和特点可以实现再现意义［６］。通过观察，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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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这首诗歌的再现意义主要通过概念再现中的分析过程来实现的。分析过程中，参与者具有整

体与部分的结构。整体是载体，部分指属性拥有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正如诗歌的题目所示，这首
视觉诗看上去形似一个顶端和低端宽、中部较窄的祭坛。诗歌以这种分析过程为手段，再现了祭坛的形

态，承载者就是祭坛，也是关注的焦点。而属性拥有者的部分，诗人运用了每两行诗歌诗行长度一致，行

尾词发音、书写统一以及整首诗上下对称等手法，ａｌｔａｒ作为全诗的焦点，分别出现在第一行和最后一
行。这种印刷体式中对称的特征在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烘托了诗歌中的主题———上

帝与人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视觉上的对等是语言和声音无法实现的，也侧面反映了赫伯特虔诚的宗

教信仰影响着他的艺术主题和艺术技巧。

２．２　图像的互动意义
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Ｋｒｅｓｓ和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提出了互动意义［３］。互动意义体现了图像

的制作者、图像所表征的事物（包括人）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它由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４
个要素构成。接触是指图像表征参与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一种想象的“眼神交流”，他分为表征者直面

观察者的“索求”和表征者不直面观察者的，仅提供信息的“给予”。而图像表征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

亲疏关系取决于图像的社会距离，即通过一个框架（近景、中景和远景的选取）结合人的感知体验，形成

了亲密距离、社交距离和陌生距离３种距离。态度是通过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出图像观察者对图像表
征者持有的态度［８］。在这首诗歌中，图像表征者与图像观察者之间没有目光的接触，从而不存在想象

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这是典型的“提供”类图像，表达信息意义，这与诗歌的主旨也是一致的。这首诗歌

通过文字传达的信息是：上帝用坚如磐石的“心”和“泪水”砌成一座“祭坛”，希望上帝能够净化这座祭

坛，也即净化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永远保持安宁，永归上帝。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距离。在这首诗歌

中，诗人采用了社会远距离，我们看到的是用“心”和“泪水”筑造的整个祭坛，这种社会远距离的设计将

图像表征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拉远了，从而客观地展现诗歌描述的信息。图像观察者看到形似

祭坛形状的诗文，会在脑海里迅速联想到“祭坛”的样子，即一种祭拜上帝时提供牺牲所用的工具，并由

此产生情感迁移，联想到献祭意味着忠诚和奉献。另一方面，采用社会远距离也与诗人将自己和上帝描

述成一种“主─仆”关系是相吻合的。从整个画面的“视角”来看，图像观察者以一种水平角度与“祭
坛”的图像、文字进行交流，他们相互作用。这种正面角度也使图像观察者感同身受。

２．３　图像的构图意义
多模态话语的构图意义对应于功能语法的语篇意义。它通过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３个方面体现。

信息值是指各个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整体中的角色和地位。显著性是各个元素吸引图像

观察者注意力的不同显现程度。取景则是由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来实现［９］。这首诗

歌既不像图片那样有上下左右构图，也不像传统诗歌左对齐的排列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构图方

式成功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诗歌前４行和后４行长度相当，中间８行较短，前４行如同祭坛放祭品的
台面，而后４行如同祭坛的底座，中间８行如同祭坛的立柱部分。除此之外，印刷体式中突出的语篇单
位构成前景化，而其他语篇单位构成了背景。例如，除了运用视觉对称的诗歌形状之外，诗人在全诗中

运用了４个单词的大写凸显主题。
ＡＬＴ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ＡＬＴＡＲ

这些大写字母的异常使得这４个单词脱颖而出，造成了视觉上的前景化，在图像观察者心中产生一
种强烈而独特的视觉印象和震撼力，并引发他们的好奇和深思。首尾２次出现ＡＬＴＡＲ表明这个元素的
重要地位；其次，诗人将用来筑造祭坛的原材料“心”放在整首诗歌的中央位置，而后是象征奉献的“牺

牲”，体现出诗人将祭坛比作自己心中的献祭，由此体现出诗人对上帝的虔诚和一片赤诚之心。此外，

诗人把ｌｏｒｄ上帝放在第一行的正中间，这个句法上词序位置的变化体现了该元素的信息值，表明上帝在
诗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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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方小青：英语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多模态意义的构建

３　英语视觉诗多模态意义的整合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形式，英语视觉诗通过打破传统诗歌的音律和排版，造成特殊的视觉效果，以

突出诗歌的意象和情感的语篇。诗歌除了传递诗歌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信息之外，通常还隐藏着不易察

觉的深层意义。英语视觉诗传统的研究视角局限于单一的语言符号的研究，忽视了构成英语视觉诗语

篇意义的其他符号系统的分析，进而忽略了视觉诗产生的美感和诗形的表意功能。多模态话语分析将

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扩展到除语言符号之外的领域，即把单一模态的话语分析法扩展到多模态话语分

析。在视觉诗ＴｈｅＡｌｔａｒ中，主要存在２种模态，即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言语模态是指视觉诗的语言符
号；而视觉模态主要包括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符号，通常以印刷体式和标点符号等方式呈现。

通过对这首诗歌言语模态的分析发现，作者运用文字、句法、语音等语言符号系统描述了诗人期望

筑造一个以心为原材料、泪水为粘合剂建造而成的物理的、传统的祭坛，以及用牺牲和忠诚筑造的精神

的祭坛。而通过视觉模态分析可以看到，诗人将这首诗设计成祭坛的形象，以及运用印刷体式表现出祭

坛的特点，展现出诗人的态度和情感以及区别于其他诗歌语篇的组成单位。通过言语模态表达出自己

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宗教价值观，并引起读者的共鸣；通过排列组合语言和符号等

视觉模态，直观的视觉冲击传神地刻画出言语模态无法表达的意义，弥补了言语上的不足。虽然模态形

式不同，但在表达话语意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从视觉上营造的效果还是语言本身传递

的内涵意义，言语模态与视觉模态一样，都是意义的源泉，在结构上和组织上都能成为意义体［１０］。２种
模态通过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来表达概念意义（再现意义）、人际意义（互动意义）和语篇意义（构图意

义），一起为英语视觉诗语篇的意义构建服务。诗人对上帝的赤诚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４　结语
对英语视觉诗的传统分析局限于诗歌语言文字层面，缺少从形义结合的角度探讨诗歌内在的深层

意义和丰富内涵。本文运用建立在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对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的视觉诗 ＴｈｅＡｌｔａｒ进行分析，探讨了言语和视觉两个单模态意义的构建以及多模态意义的整
合；从语言文字层面探讨英语视觉诗的言语模态是如何实现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从视觉

方面入手，解读英语视觉诗的包括图像、印刷体式等其他非语言符号如何完成意义再现、互动意义及构

图意义。希望能更全面、准确地解读视觉诗语篇，并为更多具有多模态性的文学语篇的解读和欣赏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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