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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语言交流工具的逐渐丰富和发展，社会和文 有三个用来表示功能意义的纯理功能，叫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

化话语意义产生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单纯的语言交流不再是构建 篇功能。概念功能指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
会话意义的唯一手段，图像、声音和手势等多种其它交流模态越来 各种经历加以表达的功能；人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参加社会活动
越多地在语言交流中起着辅助作用，同符号语言一起参与会话意 的功能；语篇功能指各种语言用于组织信息的功能，延伸到除语言

义的构建。从功能符号学的视角，在Ⅺ懿s和van Lceuwcn提出的 外的其他符号，认为语言及其他各种符号既具相对独立性又有相

视觉语法基础上，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 互联系性。

析，向读者揭示了该会微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即语言和视觉两大体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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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 析理论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图像也是社会符号，

1引言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多模态话语分析(mulkmdal

discourse analysis)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应用于图像、音乐、语

言等其他符号上。由于这些符号对语篇意义的构建有着重大作

用，因此，它们具有系统性、功能性(即同时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

能和语篇功能)及层次性。

＆髓s和Vall Lec-uwen分析视觉图像的语法框架为多模态话

语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本文主要通过运用社会符号

学与Kress和van l_eeuwcn的多模态话语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图像为例，探讨图像这一特殊的社会符号

和语言共同作用构建意义的手段和方法。

2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理论基础

2．1多模态与多模态话语

作为有生命的人，人的感知渠道主要有五种，视觉、听觉、触

觉、嗅觉和味觉五种感知渠道，这五种感觉就构成了五种交际模

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嗅觉模态和味觉模态。人们在

现实的社会交流中，通常选择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态来构建

意义，多种符号形式就构成多模态(衄髓mda嫩y)。多模态指除了
文本以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任何一种以上

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

多模态话语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如声音、文字等)来

传递信息的语篇。多模态性是现代社会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的各种

语篇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多模态进行了探索。李

战子认为多模态是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

语。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朱永生则

将之定义为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的话语。目前多模态话

语分析深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符号学影响，故朱永生将此类研究

称为“系统功能符号学”。

22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0’Toolc将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应用于视觉艺术分析，

而后Krcss和van Leeuwen首次对视觉语法进行理论分析，全面

建立了视觉交流基于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理论基础，具有开创性

意义。多模态话语分析把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结合，重新将其

融入到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话语分析中单

一言语形式的局限。

．其分析理论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以Halliday的功能语法为基础

的社会符号学分析，认同语言是社会符号的观点，认为语言系统中

打破语言分析和图像分析的界限，将功能语法扩展到包括视觉模

态和空间物体在内的多模态语篇，从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成功

能三个方面，尝试用一种对语言和图像都适用的语法来对研究对

象进行分析。

KI℃SS和van Lecuwen认为所谓的模态(视觉的、姿态的、动作

的)，像语言一样，在社会使用过程中形成社会资源的模态，所以符

号资源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在将图像看做社会符号的前提下，

Kress和y锄Leeuwen根据Halliday的语言纯理功能创建了分析图

像的视觉语法，其核心内容包括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3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3．1会徽的意义

本文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为例，该会徽语篇是由图像文

字和颜色构成，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会徽语篇的分析有

助于把握其它多模态语篇的整体意义构建。图1是2007年6月4

日在伦敦正式发布经国际奥委会批准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

以及对它的解释性文字。该会徽以数字“2012”为主体，包含了奥

林匹克五环及英文单词London。这一设计清晰地传达出——“伦

敦2012年奥运会将是所有人的奥运会、所有人的2012。”伦敦奥运

会会徽是由图像(中国字“之”字和艺术数字2012)、文字(Lon．

don)和颜色(粉色、橙色、蓝色和绿色)按照一定的方式所构成的。

图l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

32会徽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第一，图像的再现意义。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再现意义对应于Halliday功能语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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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Yd"eSS和van Lccuwcn在再现意义上，根据图像的特点，将

其分为叙事的和概念的两大类。其中叙事的再现包括行为过程、

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而概念的再现包括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

伦敦奥运会会徽图案以数字“2012”为创意原形，并与奥林匹

克五环及英文单词London巧妙组合，相得益彰，表达了英国人民

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奥运会的强烈愿望。在伦

敦奥运会会徽标图像的意象中，英文单词London图形展现了举办

城市，又隐含着行动过程的动作者。由不规则几何图形组成的会

徽可以拆分出来或者变形应用在不同场合，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大

聚会。伦敦奥运会会徽中的大胆的色块组合，仿佛一群张扬着运

动精神的年轻人，踏着摇滚的节奏，带着闪电般的速度，尽情释放

着人类的激情、活力与时尚，展望着梦想与未来，表达了2012年伦

敦奥运会的实质，即鼓励全世界的年轻人参加体育运动，体现了奥

运价值。

第二，图像的互动意义。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在多模态话语中体现为互动意

义。互动意义可以看成是观看者和图像世界中的一种互动，图像

的各方面的构成直接影响图像解读者对图像的理解。图像设计者

通过图像与观看者进行互动来提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的

态度。图像的互动意义相对应的是功能语法的人际功能，在此层

面上，主要关注图像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制图者的交际目的

以及图像解读者本身对图像内容的介入程度。在实现互动意义

时，可以从距离、接触、视点和情态四个方面来对图像进行解读。

基于深圳大运会会徽所体现情态的多样性，本文主要从情态这一

角度来解构其互动意义。

接触指图像中参与者通过目光的指向与观看者之间建立起来

的一种想象中的接触关系。很明显，该会徽图像属于提供信息类，

传达了活力、现代和灵活的信息。社会距离是图像中参与者与观

看者之间的亲疏关系，它可以远景、近景和中景等取景方式来实

现。会徽图像既没有传达冷漠的社会关系，也没有透露出图像参

与者与受众的亲密关系。伦敦奥运会会徽图像的平视视角表明了

2012年伦敦奥运会属于每个人。作为互动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情态有高、中、低情态之分。Kress和van Lccuwcn主要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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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八个视觉标记探讨了图像中情态的现实意义量值的高低，换言

之，是我们队关注的世界所作出的陈述的真实度和可信度，其体现

资源在图像中非常丰富。同在功能语言学中一样，情态被归纳为

高、中、低三类。伦敦奥运会会徽图像中，粉色、橙色、蓝色和绿色

四种颜色表现出一种愉悦的情感意义，具有高情态。图像中的文

字部分位于平淡的大背景之上，白色的文字和其它颜色形成对比，

充分体现了奥运会的宣传主旨。此外，图像中各种颜色的搭配非

常协调，深浅有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象征着清新、明晰的蓝

色，象征着生命、文明和生命力的绿色，象征着力量、智慧与繁荣的

橙色，几种色彩相加，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表达出英国人民举办一

届真诚、热情、激情向上的大家齐欢共舞的奥运会的强烈愿望。

第三，图像的构成意义。

多模态话语的构图意义即对应于功能语法的语篇意义。构图

意义有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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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放置实现的。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

被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空间的上方还是

下方。在Kress和Vall Leeuwcn看来，上方与下方具有不同的信息

值。如果某些因素被放置于上方，而其他因素被放置于下方，那么

置于上方的是“理想值”，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值”。“理想的”指

它是信息的理想化的或概括性的实质，因此，它是信息的最显著的

部分。“真实的”指更特定的信息，如细节等，或者说更实际的信

息。伦敦奥运会会徽的设计，把“五环”嵌入会徽的右上半部分，

给人一种活力、开放、自由的感觉，从而显现出世界多元文化和谐

融合的意境，传达出的信息值是“理想”值。同时它扬弃一种单纯

象征意义的运动形式，回归到它的本真——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旨

在让大众积极参与，分享快乐，共同点燃奥运的激情与梦想。在

Kress和Vail Leeuwen看来，元素在图像中程度不同的位置、背景、

尺寸、色彩、鲜明度也不同程度地影响观者的注意力。显著性即为

上述因素在吸引观者注意力时体现出的不同显现程度。在伦敦奥

运会徽标图像中“2012”四个数字形状并不规则，其实这些不规则

的形状有章可循，几乎都带有中国字“之”字的韵味，这使整个图

案看似松散却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感。此外，这样的结构使得会徽

看起来非常奔放、现代，给人阳刚的感觉，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

相契合。奥运五环标志左下方的白色英文字母“London”属于“真

实”值，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总之，伦敦奥运会会徽涵盖了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实质，体现英国的多样化和欢迎精神。

4结语

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仅从言语层面对话语进行解读，而且也

关注图像．声音、动画等其他构成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丰富了话语

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对促进话语分析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

以Hai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以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

号学分析理论为理论框架，以伦敦2012年奥运会会徽标的图像及

文字说明为例，将功能语法的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与图像的再

现、互动和构图意义相结合，探讨了图像和文字作为社会符号在多

模态话语语篇中的相互作用。本文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随着人们对多模态话语认识的不断深

入，多模态的分析方法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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