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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语法的《不同方式游中国》

互动意义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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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科技的进步，语言文字不再是唯一的表征方式，声音、色彩、空间布局等符号逐步被
用于交际。国家形象宣传片作为展现国家软实力的名片，是典型的多模态语篇。本文以视觉语法为指导，从接触、社会

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方面分析该语篇，并探讨制作人背后真正的交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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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媒体科技的进步，语言文字不再是唯一的交际符号，声音、色彩、图像、空间布局等社交符

号逐步被用于表达。现代人们的交流不再是单一模态的交流，多模态交流成为常态。任何语篇如果它

的意义是由多个社会符号实现的，那么该语篇就是多模态语篇［１］。张德禄［２］也指出，多模态是运用听

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

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以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为主导，通过组织、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借助现代视听技术，

以影视媒介及新媒体为载体，运用剪辑和音效等多种表现手段，从本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与人

文等多方面提炼素材，展现其国家和民族特点，传播民族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艺术样态［３］。目前国内的

多模态分析由平面广告、漫画等静态类语篇研究逐步转向动态研究，但以宣传片、电影等为对象的研究鲜

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视觉语法为指导，分析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同方式游中国》（广告片）中的多

种交际符号如何实现互动意义的构建，表达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坚持和向往的美好愿景。

１　视觉语法概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西方兴起并不断发展，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提出的视觉语法概

念标志着它的确立。视觉语法是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将图像中的色彩、线条、空
间等也看作是社会符号，对照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概念和语篇［４］三大元功能，形成了以再现意义、互

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为三大子系统的理论框架。

再现意义分为叙事性图像和概念性图像两大类。叙事图像相当于一个命题，包括行动过程、反应过

程及言语和心理过程，概念图像的再现意义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而有无矢量是区分二

者的唯一标准。互动意义由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感组成［１］１１５。接触是指图像是提供信息还是索

取；社会距离是指观看者与表征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态度通过拍摄的角度体现，水平层面表示观看

者与表征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垂直层面则表示不平等关系。构图意义指的是多模态语篇的整体布局，

即语篇成分的空间顺序，通过信息值、凸显度和取景三者实现（获得图像的整体印象）。各成分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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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的不同位置体现着不同的信息值［１］１８６－１８７，如左右意味着已知信息（或常识信息等）。

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的视觉语法突破了单纯的语言角度话语分析框架，拓宽了话语研究的范围，推
动了新时代背景下的话语研究。

２　互动意义分析
《不同方式游中国》（广告片）于２０１５年农历新春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播出，恰逢羊年新春在国际

上展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民生百态和民族精神等，其中包含了背景音乐、图像、文字、色彩、

手势等交际符号，是典型的视听共建的多模态语篇。该视频时长３分钟，由五个部分组成。图像可以造
成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特定的关系，它们以此和观看者互动，并提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

的态度［５］。这种互动关系主要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要素体现［１］１１５。针对不同的意义，

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该宣传片中，这四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宣传片中所展现的人的眼神与潜在

观众的互动、距离、拍摄的角度和色彩的使用完成和实现的。

２．１　接触
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１］１１７提出，接触是再现参与者通过目光指向与受众之间建立的一种想象性的接

触关系。图像传达意义时都有一个图像行为，而这种行为都是由再现参与者和受众之间通过目光交流

产生。若再现参与者的目光与受众接触，或者再现参与者的手势指向受众，进入一种想象关系的互动，

即为“索取”类图像；若目光不指向受众，则不存在这种想象的关系，即为“提供”类图像。

在该宣传片中，第一部分ｒｕｂｙｒｅｄ（大红）中的大红牡丹和中国结由中间向四周扩散，揭开中国这个
古老国度的面纱，呈现真实的中国。跟随镜头，穿过紫禁城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后一幕出现的花旦，站

在舞台中央拿着扇子半遮面，目光直指受众并建立了交流，似乎向受众发出继续欣赏宣传片精彩内容的

邀请。第三部分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ｇｏｌｄｅｎ（郁金）中，呈现了庄稼丰收的画面：一位妇人手捧粮食，面带笑容，与
观众视线在同一水平面上，想与潜在的观众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第四、第五部分的画面为提供类图

像。在ｄａｚｚｌｉｎｇｃｏｌｏｒ（炫色）中，一排人力车夫面向镜头愉快的打招呼，展示着他们的友善。
在接触中，索取类图像明显多余提供类，且二者相互结合，先向受众展现了中国春节独特的魅力，再

输入中国其他文化背景知识，成功地吸引了受众目光并诱发其好奇心，在展现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时

期望能获得文化认同感，希望能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２．２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与镜头取景框架大小有关，决定图像中再现参与者与受众之间的亲疏关系［１］１２４。社会距

离指再现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距离，尺度分为：亲近距离，个人的近距离，个人的远距离，社会的近距

离，社会的远距离［４］。

在ｒｕｂｙｒｅｄ（大红）中的京剧表演部分共有３个有人物出现的镜头，由６个人共同表演的侧面镜头
切换到３个人表演的正面镜头，最后一个花旦半遮面的特写，人物呈现由６个人的躯干到３个人的半身
像再到花旦的脸部，镜头与受众之间距离的不断缩进，中国人民、中华文化与国际社会的距离也在不断

缩小，体现了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深入。

在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ｇｏｌｄｅｎ（郁金）中，图像由一位农妇手抚麦穗，切换到站在麦田中微笑、扬尘，到十几人
麦田手捧麦穗庆丰收的画面，由只见手肘到上半身躯干，到呈现农田里的十几人，距离由亲近、个人远距

离到公共距离，表示非个人关系，代表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体现中国与世界共享繁荣、共促发展。

２．３　态度
态度是通过视角来体现的，表达对再现参与者所持主客观态度［１］１２９－１４０。Ｋｒｅｓｓ［１］认为，水平视角表

示图像观看者与再现观看者之间是疏远还是参与关系，其正面角度给图像观看者带来感同身受，倾斜角

度表示疏远漠视感觉。垂直视角表示图像观看者与再现参与者之间的权势关系，其俯视角度表示图像

观看者处于强势地位，平视角度表示图像观看者与再现参与者之间平等的人际关系，仰视角度表示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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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

在视频的开篇，主题“ＥＮＪＯ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不同方式游中国”便是以水平正面的角
度呈现给受众，随后，由蓝天白云映衬的紫禁城呈现给受众，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展

现京剧表演部分，镜头由平面的倾斜角度逐渐转向正面，给花旦一个特写，与受众视线平行，观众传递着

这样的信息：京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只要愿意逐渐去了解它，定能享受它的别致。在孔明灯祈福图像

中，采用的是仰视镜头，此时冉冉升往夜空的孔明灯，即再现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表明对美好未来的期

许与敬畏。在丰收图像中，用平视的角度展现农人手捧庄稼，满脸笑意，再现参与者与观看者处于平等

的人际关系，共享丰收的喜悦。在ｓｉｌｖｅｒｗｈｉｔｅ（银白）部分，雪原上奔驰的骏马，迷雾晓荷，以及齐整的徽
派建筑群，婉约的江南水乡由俯视角度转到平视角度逐一呈现，受众由强势地位转为了平等，从认识中

国文化到融入其中，表现华夏文明无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２．４　情感
情感是互动意义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有高、中、低三类值，指对客观世界作出陈述的真实度和可信

度［１］１５５，强调的是图像反应内容的真实度。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１］１５５用８个视角标记为参照，探讨了情
态量值的高低，这八个标记为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色彩调和度、语境化、再现、深度、照明和亮度。

从色彩饱和度来看，片头和片尾都是高饱和的大红色（ｒｕｂｙｒｅｄ），在宣传片的第一部分的背景颜色
是ｒｕｂｙｒｅｄ（大红），赋予图像强烈的视觉冲击，调和出较高的视觉情态。接着向第二部分 ｄａｚｚｌｉｎｇｃｏｌｏｒ
（炫色）过渡，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ｇｏｌｄｅｎ（郁金）、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ｂｌｕｅ（黛蓝）、ｓｉｌｖｅｒｗｈｉｔｅ（银白）一一呈现，从丰富多变的
色彩到逐渐单一的黑白色，由高情态值转向低情态值再回归高情态。从色彩区分度来看，除了以上五种

色彩外，宣传片中的颜色丰富，包含了所有的色彩。

从以上八个情态标记分析可以看出，在色彩上宣传片制作人选择了采取了高、中、低三种表现手法，

情态值经历高、中、低再到高情态的循环，始于“中国红”，回归“中国红”，增强了信息的真实性，将一个

真实的大美中华呈现在国际上，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

３　结语
笔者发现，国家形象宣传片以多样的中国形象符号和丰富的中国色彩为多模态，成功地建立了再现

参与者与潜在受众之间的交流。该动态视频始于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分节依次展现中国深厚的传统文

化、不断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的百姓生活、勤劳质朴的民族精神、中国的生态文明以及人与

自然和谐一体，包含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向往，展现了真诚热情的大国形象。同时，宣传片中的

五部分色彩寓意中国将于世界五大洲共筑“中国梦”，在国际上传递中国对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和渴望

的声音，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本文基于Ｋｒｅｓｓ＆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的视觉语法，从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动态
语篇的互动意义，对《不同方式游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在低情态部分多用俯视镜

头，高情态部分多用平视镜头，不断变化的色彩和切换的镜头，和各交际符号协同构建的语篇意义超过

单一模态的文字表达效果，图像表达带来的视觉冲击让受众直观地感受到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当下

中国，任何部分都给人亲切真实之感，对动态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在该宣传片

中含有大量的隐喻，日后还可从多模态隐喻的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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