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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螟态话语分析理论孵读伦敦奥运会会徽 

张丽红 

(聊城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建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之上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运用克瑞斯 

和勒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为例 ，进行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从而揭示 

文字与图像共同作为社会符号的表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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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20世纪 90年代 中期 以来 ，系统 功 能语 言学 者 

把对语 言社 会 符 号 性 的研 究 重 心转 移 到 图 像 、声 

音 、动作 等多模 态 的交际 手段 的研 究 。克瑞 斯和勒 

文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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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尝 试运用 克瑞 斯 和 

勒 文 的多 模态 话 语分 析 方法 ，以 2012年 伦 敦 奥运 

会会徽 为例 ，进 行 多模 态 话语 的社 会 符号 学 分 析 ， 

探讨 多模 态语篇 中各 种符号 资源如 何共 同作 用构成 

意义 的手 段和方 法 ，以期对 读者 多模 态识 读 能 力 的 

提高有 所 帮助 。 

二、多模 态话 语分析 的理论基础 
／  

1、多模 态话 语 

多 模态 语 篇 指 的 是 除 了 文 本 之 外 ，还 带 有 图 

像 、 图表等 的复合 话语 ，或者说 由任 何一种 以上 的 

符号 编 码 实 现 意 义 的 文 本 。①曾蕾 指 出 “超 出 文 字 

语 言符 号 以上的 多 种符 号语 篇 ”即 为多 模 态 话语 。 

简 言之 ，多模 态话语 就是 由表达 意义 的两个 或两 个 

以上 的单模 态所构 成 的话 语 。0 

2、多模 态话语 的社 会符 号学 分析理论 

韩 礼德 强调语 言是一 个 特殊 的符号 系统 ，它具 

有 表达 其他 符号 系统 的能力 ，是把 各种 意义 系统综 

合 起 来 的工 具 。0在 将 图像 也 看 作 社会 符 号 的前 提 

下 ，克 瑞斯 和勒文 将韩礼 德功 能语 言学 中的 纯理功 

能思 想延 伸 到 视觉 模 式 ，创 建 了 以 “再 现 意 义”、 

“互 动意 义 ”和 “构 图意 义 ” 为 核 心 内容 的 分 析 图 

像 的视 觉语法 。简 而言之 ，克瑞 斯 和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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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 

三、从伦敦奥运会会微分析看 多模态 话 

语 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1、会徽 的意义 

在 选 择 多 模 态语 篇 作 为 例 子 来 进 行 分 析 的时 

候 ，作 者选 取 了 2012年 伦 敦 奥运 会 会 徽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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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们 把握其 

它多模 态 语 篇 的整 体 意 义 构 建 。下 面是 2007年 6 

月 4日在伦 敦正式发布经国际奥委会批准 的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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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爵红 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解读伦敦奥运会会徽 

年伦 敦奥运 会会 徽 以及对它 的解 释性 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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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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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 是 由 图 像 (中 国字 

“之 ”字和 艺术数 字 2010)、文字 (London)和颜 

色 (粉色 、橙 色 、蓝 色和绿 色 )按 照一 定 的方 式所 

构成 的 。克 瑞斯 和凡 利文认 为如果某 个语 篇 的意义 

是 由多于 一个 的社会 符号所 实现 的 ，那 么就可 以把 

这个 语 篇看 作 是 多 模 态 语 篇 ，0毫 无 疑 问伦 敦奥 运 

会会 徽属 于一个 多模 态语 篇。 

2、伦 敦 奥运会会 徽 多模 态话语 分 析 

第一 ，图像 的再 现意 义。 

与功 能语 法 的概 念意 义相对 应 ，克 瑞斯 和勒 文 

提 出 了多模态 话语 的再现 意义 ，并将再 现意 义分 为 

叙事 的和概念 的 。叙 事 图像 包括行 动过 程 、反 应 过 

程及 言语 和心 理过 程三类 。视觉 交际 中的概 念过 程 

包括 分 类 过 程 、分 析 过 程 和 象 征 过 程 。@ “在 图 片 

中 ，使 图 中 的元 素 形 成 斜 线 ，通 常 是 强 烈 的 对 角 

线 ，就形 成矢 量 。矢 量是 叙事 图像 的标 志 。”0 

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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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 价值 。 

第二 ，图像 的互 动意义 。 

互动 意义 是关 于图像 的制作者 、 图像所表 征 的 

事物 (包括 人 )和 图像 的观 看者 之 间的关 系 ，同 时 

提示 观看者 对 表征事 物应持 的态度 。互 动意义 包括 

接触 、社会 距 离 、态 度和情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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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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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徽 图像 的平 视 视角 表 明了 2012年 伦敦 奥 运 会 

属 于每 个人 。情态 指我 们对关 注 的世 界所 做 出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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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的真实 度 和可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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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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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瑞 斯 和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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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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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瑞 斯和勒 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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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四 、 结语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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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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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期 对读 者 的多模 态识 读 能力 的提 高有 

所 帮助 和指导 。 (下转第 85页) 



郑 方 试探先秦两汉文、文学、文章之关系 

辞赋 、诗 歌 固然在 内 ，而一 切实用 性文字 也包 含在 

内。《汉 书 ·扬 雄 传》 云 ： “其 意 欲求 文 章成 名 于后 

tit，以为 《经》莫大于 《易》，故作 《太玄》；传莫 

大于 《论 语 》，作 《法 言 》；史 篇 莫 善 于 《仓 颉 》， 

作 (~JII篡》⋯⋯”可见 ，学术性著作也好 ，审美性 

作 品 (辞 赋类 )也 好 ，都在 “文章 ”范 围之 内 。说 

到这 里 ，虽然 文章 与文 学 已然 难 以区分 ，但笔 者认 

为 ，文章 还是 更侧 重于 文辞华 美 ，而文学 兼指 文章 

和博 学 ，即前 文说 过 的 ，富有 文采 的语 言文字 作 品 

和显 示 渊博学 识 的语言 文字作 品 。故 “文 ” 当指创 

作言 辞 精美 、文 采 华 瞻 、与 时相 用 之 能 力 ； “学 ” 

当指 学养 深厚 ，博 学强 志之识 。 

四 、结 语 

在 以上论 述 中 ，我们 应 当反思 ，在探 析早 在两 

千多 年前 的文 学理论 概 念时 ，应 当充分 尊 重典籍 考 

据 ，大 胆 假 设 ，小 心 求 证 ，应 从 政 治 ，哲 学 、经 

济 、社会 等 角 度 出 发 ，不 可 以 今 人 之 见 度 古人 之 

意 ，更不 可 以今 日之哲理 套古 人 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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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 我们 能避 开极 端政 治思维 的影响 ，做一 点更 理 

性 的探讨 。不 要在 客观公 允 的背后 ，反 毛 吹邓 ，并 

进而 否定 毛 主席 的文艺 思想 。特 别是在 党 中央 建设 

社会 主义 文化 的大形 势下 ，我们 更不 能偏离 《在 延 

安文 艺座谈 会 上的讲话 》 的精神 。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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