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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话语分析

编者按 :“话语分析 ”是本刊多维度研究语言的一个综合维度。20世纪后半期以来 ,话语之所以凸显为

多学科同时关注的焦点 ,是因为语言既是交际工具 ,又是“人类存在的家园 ”。无论透彻研究工具语言

的本质 ,还是通过语言逆向揭示人及人的世界 ,都须要直接展开话语分析。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可以细

分为两个板块。郑海翠博士与张迈曾先生合作的《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探讨人赖以存在的基

本方式 ———观念“和谐理念 ”的多模式话语建构。其余两篇文章则是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话语含义的

成果。“话语分析 ”将成为本刊的重点栏目之一 ,欢迎广大学者赐稿。

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3

郑海翠　张迈曾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提 　要 :多模式是话语的基本属性 ,而决非一个新现象 ,但这一基本属性却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话语的多模式性越来越突显出来 ,有关多模式话语的研究也被排上语言学家的研究日程。作为一种社会实

践 ,话语通过各种符号模式的共同作用参与社会建构。本文应用多模式话语和批评性社会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北京申奥

会徽中所传达的和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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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ltim oda l D iscursive Con 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rm ony
Zheng Hai2cui　Zhang Mai2ze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Multimodality of discourse is by no means a new phenomenon, but instead can be seen as an intrinsic attribute of discourse.

And i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alient and research about it has now been put on the agenda of linguists. A s a social p ractice, discourse p lays a

rol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intersem iosis of various media mode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concep t of harmon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multip le modes which use the Beijing O lymp ic bidding emblem.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critical social sem iotics; the concep t of harmony; Beijing O lymp ic bidding emblem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仅是实现社会权

力和实施控制的手段 ,而且是构造社会文化和现

实的工具。话语通过各种符号交际方式实现 ,语

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本文以北京申奥会会徽为

例 ,分析中华民族信奉和追求的和谐思想如何通

过多模式话语建构。

1　中国和谐理念与奥运精神 :世界和谐的同

一个呼声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

精神 ,“天人合一 ”、“和为贵 ”、“和而不同 ”、“大

同社会 ”等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 ,人

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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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提出的这种和谐共生理想已经成为以

“和 ”为核心 ,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

套哲学伦理体系。它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

和日常生活 ,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决策 ,决定着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

作用 ,建设和谐世界、实现共同发展是中国一贯主

张和力求实现的理想。

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的体育竞技比赛 ,其目

的是弘扬“更快、更高、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 ,推

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而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却是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文化魅力

的展现 , 2001年 7月 13日中国北京获得 2008年

奥运会的主办权 ,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体现 ,

是中华民族国际地位提升的标志 ,也是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文化的魅力再现。

在北京申办和筹备奥运会的过程中 ,展示和

突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是各项工作的

一个重点 ,和谐理念可谓重中之重 ,因为和谐理念

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 ,其精

神实质又与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的奥运会宗

旨是一致的。在莫斯科作申奥陈述时 ,李岚清副

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陈述了中国在体育设施方面

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如帮助发展中国

家建设了 36个体育场馆 ;并表示“如果北京奥运

会有赢余 ,我们将用这赢余建立奥林匹克友谊合

作基金 ,用以资助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

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中国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 ,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

一贯作风。本文将以申奥会徽“太极人 ”为例 ,分

析中国传统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2　理论背景
2. 1多模式话语的普遍性

首先提出术语“多模式话语 ”(multimodal dis2
course)的是 Kress和 van Leeuwen ( 1996 /2001 )。

然而 ,话语的多模式性 (multimodality)并非是一个

新现象 ,只不过人们一直以来在实践甚至理论研究

中总是趋向于关注一种模式而忽略其他模式 ,人为

地将各种交际模式区分划界 ,导致单一模式研究成

为主流 ,例如 ,语言学家只关注语言表达 ,而将文本

中出现的图像留给艺术家去分析。这样 ,图像建构

的意义以及只有通过两种模式共同作用才能表达

的意义就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者被完全忽略了。

其实 ,多模式可谓无处不在。即使在所谓的

“单一 ”模式文本中 ,如口语表达或书面文本中 ,

多模式仍然存在。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语言这种

模式 ,而将其他的意义建构模式 (如语音、语调、

环境等 )归为副语言特征或语境因素 ,或者干脆

认为其他模式 (如文字的排版或书写方式等 )与

语言研究无关。实际上 ,这些符号模式也参与意

义表达 ,它们属于意义构建的不同层次。“语言

使用 ,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总是不可避免地由

多种交际模式构建 ”( Scollon & Levine 2004) ,所

以 ,“所有的文本都是多模式的 ”( Kress & van

Leeuwen 1998: 186)。

跨越界限成为 20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一大主

题 ,“意义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构建 ,并且总是通过

在一个交际集合中共现的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媒介

构建”(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111)。随着现代

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 ,意

义的多模式建构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由一个人来完

成 ,例如 ,文本制作者可以为文字表达选择不同的

字体、格式、背景等 ,可以加载图像 ,如一个笑脸符

号 :表达自己的心情 ,甚至可以加入音乐等制作动

画文本 ,因此话语的多模式也越来越突显出来。

2. 2有关多模式话语的理论构想

Kress等提出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分析多模式

文本的构想和原则 : (1) 任何文本的生成和阅读

都涉及几种符号模式 ; (2)每种模式都有其内在

的表征和交际潜势 ,这种潜势同时又受文化影响 ;

(3)要了解多模式文本的阅读方式 ,即多模式文

本是如何实现内部衔接和连贯的 ; ( 4)就文本而

言 ,生成者和阅读者都有权利 ; ( 5)写作者和阅读

者都生成符号合成物 ,即文本 ,文本由文本生成者

的利益决定 ; ( 6 )利益涉及一系列因素 :社会历

史、文化历史 ,当前的社会语境包括符号生成者对

交际环境的评估 ; (7)要实现恰当表征和有效交

际 ,符号生成者就会选择恰当的能指 (形式 )去表

达所指 (意义 ) ,因此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不是任

意的 ,而是机动的 ( Kress et a l. 1997: 269)。可见 ,

上述 (1)强调文本的多模式属性 ; (2)突出意义表

达的动态性和社会性 ,语言和其他表达模式都是

一个意义潜势、语义系统 ; (3)指出多模式文本的

编排方式及阅读规则 ; (4)强调意义不是固定的 ,

而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和理解的 ; ( 5)指出

写作和阅读都是一个符号组建过程 ,写作是将符

号组建的结果公之于众 ,阅读则是内在地将符号

组建解码 ,再构造的过程 ,文本由制作者的利益决

定 ; (6)列举决定文本利益所涉及的种种因素 ;

(7)指出符号运用及其意义表达由利益驱使 ,并

不是任意的。

传统语言学将语言定义成一个双层表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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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articulation) ,即信息可以被表述为形式

和意义两个层面。Kress & Leeuwen认为多模式

文本的意义是多层次表述 (multip le articulation) ,

他们提了意义建构的 4个层次 :话语、设计、生产

和分配 ( Kress & Leeuwen 2001)。话语是在社会

环境中产生的关于现实或现实某个方面的知识 ;

设计是符号资源的使用 ,是关于符号产品和符号

事件的形式构想 ,设计同时运用各种符号资源或

模式实现话语和各种活动 ;生产是符号产品或符

号事件的物质形式表述 (无论是原型还是最终产

品 ) ;分配则是利用物质资源对符号产品和符号

事件进行技术加工或再编码 ,目的在于记录或传

播符号产品和符号事件。话语和设计属内容层

面 ,生产和分配属表达层面。“多模式指的是符

号产品或符号事件的设计中几种符号模式的使用

以及模式整合的方式 ”( Kress & Leeuwen 2001:

20) ,例如 ,模式间相互增强、补充或等级置放 (其

中一种模式占主导 ,其他模式添加意义 )。

2. 3交际的社会符号学理论

社会体系或文化可以表述为一种意义建构、

一种符号系统 ,构成社会体系的意义是通过许多

模式和渠道传递的 ,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交际模

式 ,决非唯一的交际模式。除语言以外 ,还有很多

其他符号模式 (Halliday 1978 /2001: 189)。Halli2
day重点研究语言这种符号系统 ,并提出系统功

能语法 (Halliday 1994 /2000) ,认为语言材料可以

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析。Kress和

van Leeuwen认为三大元功能并非仅限于语言系

统 ,而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符号交际系统 ,他们将

Halliday研究的语言系统的三大元功能扩展到图

像分析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下面 ,我们

将 Halliday的语言分析语法和 Kress & van Leeu2
wen的视觉语法列图表示 :

符号模式 功能 子系统

语言

概念 及物性、语态、归一性

人际 语气、情态

语篇 主位、信息、衔接

图像

再现 叙事再现、概念再现

互动 接触、距离、态度、情态

编排 信息值、显著性、组织

关于语言和图像三大元功能及其子系统通过

哪些具体的方式实现 ,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不详细

介绍 ,具体可查阅 Halliday ( 1978 /2001)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和李战子 (2003)。从上图可

以看出 ,尽管所用术语有差别 ,但语言和图像系统

所实现的交际功能基本相同。同时 ,三大元功能

的具体实现手段会有很大的差别。例如 ,语言行

为动词在图像中由箭头、目光等向量实现 ,语言用

介词表示方位关系 ,在图像中通过前景和后景的

设置表示。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语义关系都可以

通过图像表示 ,也不是所有的图像意义都可以用

语言表达 (李战子 2003)。例如 ,心理过程和名词

化结构为语言所特有 ,视角是图像独有的。语言

和视觉交际相互独立 ,并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实

现构成社会现实或文化的意义体系 ,由于所表达

的意义同属一种社会文化 ,所以不同的交际模式

有很大程度的相容性 ;另一方面 ,由于各种符号模

式的意义潜势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所以只有几种模式共同作用 ,话

语才能实现准确、全面和高效的意义表达。

2. 4批评性社会符号学 :批评话语分析和符

号学的融合与发展

20世纪 70年代末 ,由 Fowler, Hodge和 Kress

等人发起的批评语言学 ( critical linguistics)是在

对主流语言学和社会变异研究批判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主流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或人的语言能

力和习得 ,批评语言学研究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语

言运用 ,认为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 ,而且参与社

会现实构造 ( Fowler, Hodge, Kress & Trew 1979;

Fowler 1986 /1991)。批评语言学应用系统功能语

法分析语言表达所传达的社会意义以及语言如何

建立和维系社会权利关系。

在批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

析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突破语言学的范

围 ,接受社会学中的“话语 ”概念 ,认为话语是社

会实践形式 ,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跨学科

( interdisp linary)、超学科 ( transdisp linary)和多学

科 (multidisp linary)研究 ,例如 , Fairclough有关语

言和权利以及社会变革的研究 ( Fairclough 1989 /

1992) ,Wodak的“历史 - 话语研究 ”( 2001) , van

D ijk的话语 - 认知 - 社会研究 ( 2001)等。尽管

批评话语分析丰富和发展批评语言学 ,分析框架

也不断推陈出新 ,但系统功能语法仍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语言分析手段。

在话语实现方式上 ,尽管 Fairclough ( 1992 /

1999 /2003)和 van D ijk (1998)都提出话语包括口

语、书面语以及非语言交际等 ,但他们都致力于语

言这一符号模式研究。批评语言学的创始人

Hodge和 Kress(1988)开始关注语言以外的其他

社会符号研究 ,并将社会符号研究同批评话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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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联系起来。在“语言是社会符号 ”( Saussure

1971 /2000, Halliday 1978 /2001)的理论基础上 ,

Kress和 van Leeuwen提出图像语法 ,首次将系统

功能语法扩展到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符号研究中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这是对 Saussure和

Halliday的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发展。

1999年在伯明翰大学召开的一次批评话语

分析大会上 ,针对批评话语分析仅仅局限于语言

这一种符号模式而忽略其他符号模式这一现象 ,

与会者提出应该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结

合起来的倡议 ,要求将多模式置于话语分析者和

社会理论家的研究日程上 ,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

只关注语言而忽略其他话语模式的缺陷 ,并将这

一新的研究方向称为批评性社会符号学 ( critical

social sem iotics)。Caldas2Coulthard 和 van Leeu2
wen将批评性社会符号学定义为批评话语分析和

符号学的融合 ( interface) ,并将其特点分析为 :

(1)关注含语言在内的各种交际模式 ; (2)将意义

建构同教育、跨文化交际等社会主题联系起来 ;

(3)加入批评话语分析事业 ,分析多模式话语在

社会现实的生产、再生产和改造中发挥的作用。

(Caldas2Coulthard & van Leeuwen 2003) Chouliara2
ki也称 ,多模式话语分析并非与批评话语分析决

裂 ,而是一个新的开端 ( Chouliaraki 2004)。多模

式话语分析研究各种符号形式如何表达意义并参

与社会建构。

批评性社会符号学充分考虑到话语的多种实

现方式 ,因而是在语言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之后的又一次突破 ,它

使多模式话语分析走向深入 ,同时也使批评话语

分析得以丰富。批评话语分析既应该研究作为权

利和控制手段的话语 ,也应该研究作为建构社会

现实工具的话语 ( van Leeuwen 1993) ,同样 ,多模

式话语既参与社会结构和权利关系的建构、维护

或改造 ,也是社会现实的构造工具。

3　从申奥标志看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在申办奥运会期间 ,中国人设计了一个形象

生动、寓意深刻的申奥标志“太极人 ”。申办会徽

及文字说明构成多模式文本。

会徽说明 :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 ,形似中国传

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 ”,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图案行云流水 ,和谐生动 ,充满运动感 ,象征世界人民团

结、协作、交流、发展 ,携手共创新世纪 ;表达奥林匹克更

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我们先分别分析图像和文字 ,然后再分析这

两种模式如何共同作用表达意义 ,重点分析其中

所表达的和谐理念。

3. 1图像分析

图像由意象、文字和奥运会标志三部分组成 ,

我们先逐一分析 ,然后分析图像编排。

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是由皮埃尔·德 ·顾拜旦

1913年构思设计的。它是世界范围内最为人们

广泛认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5个不同颜色

的圆环代表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5 大

洲 ———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每一个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都能在自己的国旗上

找到至少一种五环的颜色 ,可谓在保持各国特点

的情况下 ,于差异中寻求共同点。5个圆环大小

完全相等 ,表明 5大洲的平等 ,环环相扣象征 5大

洲团结合作 ,携手共建美好、和谐世界。

“BE IJ ING 2008”在上方 ,以加粗、黑色印刷体

出现 ,而且所有字母均为大写体 , Candidate City

在下方 ,以小字号 ,非粗体出现 ,首字母大写 ,两行

文字的位置、字体、字号、大小写等的不同和对比

使得 BE IJ ING 2008获得显著性 ,突出申办城市 ,

而 Candidate City仅说明此会徽为申办会徽。

最上端是意象 ,其概念再现功能通过象征过

程实现 ,这意象意义丰富 ,是个承载者 ( carrier) ,

它既是一个中国结 ,又是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这样 ,意义通过象征过程中的暗示 ( symbolic sug2
gestive)实现 ,即意义来自承载者自身的品质。中

国结是中国民族文化独有的文化精髓 ,年代久远 ,

文化底蕴丰富 ,已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 ,成为一种

抽象的符号 ,同时中国结又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化

为具体形象 (易思羽 2005) ,中国结最大的特点是

从头到尾用一根丝绳完成 ,因而是表达团结、和

谐、力量和美好的文化符号 ,北京申奥会徽的形状

是一个中国结 ,一个“同心结 ”,色彩采用红、黄、

蓝、绿、黑 ,即奥运五环色 ,两种模式 (形状和颜

色 )共同表达 5大洲团结一致、合作交流 ,共创美

好世界的愿望和意义。太极人形既体现运动精

神 ,又传达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太极思想反

映中华民族追求阴阳平衡 ,实现人自身的平衡协

调以及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理念。

太极人形在上 ,文字居中 ,奥运五环位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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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这样的编排方式是一种纵向三联画 ( vertical

trip tych) :

ideal

mediator

real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11)

“理想的 ”( ideal)往往是信息的理想化的或

概括性的精髓 ,因此也是最显著的部分 ,“真实

的 ”( real)是具体 (如细节等 )、更实际的信息

(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93 - 194)。奥运会

五环标志已为世界熟知 ,是确定、具体的信息 ,它

所传递的世界团结合作、携手共同发展的理念是

每一届奥运会的宗旨和目的 , BE IJ ING 2008 和

Candidate City是中介 (mediator) ,意即通过北京

2008奥运会 ,奥运精神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将

出现一种新的世界和平、和谐的图景 ,这就是被放

置于顶部的意象想要传递的信息 ,中国人民期盼

五洲同心 ,共同发展 ,这也是北京奥运会的目的和

理想。

整个图像是在提供信息 ,说明会徽的用途及

具体的申办城市 ,而且传递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理

念 ,中国人民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和对世界和谐相

处的渴求和期盼。

3. 2文字说明分析

会徽文字说明全部为关系过程 ① ,既有识别

式关系过程 (构成、形似、又似、象征、表达 ) ,又有

属性式关系过程 (如、充满 )。图示如下 :

申办会徽 由 ⋯⋯构成 奥运五环色

形 似
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

的“中国结 ”

同上 (省略 ) 又似 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图案 (省略 ) 象征

世界人民团结、协作、

交流、发展 ,携手共创

新世纪

同上 (省略 ) 表达
奥林匹克更快、更高、

更强的体育精神

标记 / 被识别者

( token /

identified)

识别式 :

内包

( identifying:

intensive)

价值 / 识别者

( value / identifier)

图案 如 行云流水

同上 (省略 ) (零位动词“是”) 和谐生动

同上 (省略 ) 充满 运动感

载体 (Carrier)

归属式 : 内包

( attributive:

intensive)

属性 ( attribute)

文字部分全部采用陈述语气 ,提供信息。整

段文字共享一个主题 :申办会徽 ,但小句的主位安

排有所不同 ,第一小句主题即主位 ,其他小句以

“形 ”、“图案 ”等会徽的细节为主位 ,更多的小句

则采用标记主位 (和谐生动、充满、象征、表达

等 ) ,对会徽的意义进行阐释 ,突出会徽表达的世

界和谐相处、共创美好未来的思想 ———“世界人

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 ,携手共创新世纪 ”。

3. 3意义共建

这一多模式文本采用图像在上、文字在下的

编排方式 ,这样的安排与从上至下的阅读路径相

一致 ,同时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和感知习惯。分析

可见 ,这一多模式文本由图像、文字、色彩、字体等

多种符号模式共同作用生成 ,每种模式都有自己

的意义表达方式 ,图像简洁生动、意义丰富 ,如 5

种色彩的两次巧妙使用 ,五环环环相扣等 ;文字阐

释详细、具体确定 ,如会徽说明赋予意象“同心

结 ”、“太极人形 ”等称谓 ,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 ,并以此引导人们去解读意象的深层

含义。当然 ,每种模式又各有局限性 ,与图像相

比 ,文字不具备吸引观众目光、迅速传递信息的优

势 ,所以会徽要以图像为主 ,此外会徽说明只解释

图像部分的意象 ,而未说明五环和 BE IJ ING 2008

等文字的编排和意义。因此 ,只关注一种模式或

几种模式 ,忽略其他模式 ,意义就会部分缺失。

4　结束语
话语的多模式性近年来逐渐引起人们的关

注 ,但相关研究还为数不多。本文在介绍多模式

话语和批评性社会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

分析中国传统的“和谐 ”理念如何通过多模式话

语建构和传播 ,北京申办 2008年奥运会是中华民

族向世界展现其悠久文化传统 ,塑造中国世界大

国国际形象的契机。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仅以北

京申奥会徽为例 ,实例分析多模式话语 ,希望能引

起更多学者关注多模式话语 ,推动多模式话语研

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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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这里 ,过程的识别和确定参考了彭宣伟 ( 2000)关于英

语和汉语各种过程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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