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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图像解读——以公益广

告“孝当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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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一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图片“孝当先”为例，展示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解读图像意义方面的应用。该
图片融合了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符号资源，构成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多模态文本。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的多模态话语分
析理论，着重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个层面，剖析图片如何通过视觉元素和文字元素的互动，建构“孝”的文化内涵，
并与观者产生互动。研究旨在展示多模态话语分析如何揭示图像中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这些模态如何共同构建意义、影
响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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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图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传播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意义的产生和解读并非仅仅依赖于图像
本身，而是与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观者的解读方式密切相关。多
模态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方法，为图像解读提供了新
的视角。它强调图像并非单一的符号系统，而是由多种模态（如
图像、文字、色彩、布局等）共同构成的复杂文本。本研究选
取一幅以“孝当先”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图
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理论，展示多模态话语分析如何应用于图像解读，揭示图像中
不同模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其如何通过图像、文字、色彩
等多种模态的协同作用，来构建和传递特定的意义。 

2.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多模态话语分

析理论，该理论认为，意义的建构并非仅仅依赖于语言，而是
通过多种符号资源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
个方面： 

2.1 再现意义 
再现意义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关注图像

如何再现和构建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其核心在于描绘参与
者、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图像并非简单地复制现实，
而是通过选择、组织和呈现特定的元素来创造意义。再现意义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种类型。 

叙事再现侧重于描绘动态的过程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它如同讲述一个故事，通过展现动作、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反应和互动，来构建一个具有时间性和因果
性的叙事结构。例如，一张照片捕捉到一个人跳跃的瞬间，就
展现了一个动态的“跳跃”过程，而照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和
身体姿态则进一步传达了与这个动作相关的情绪和状态。概念
再现则关注于呈现参与者的静态特征和属性，它更像是一种对
事物进行分类、分析和定义的过程。概念再现不关注时间维度
上的变化，而是强调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描绘。 

2.2 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关键维度，它探讨图像如何

与观者建立联系，以及如何引导观者对图像的解读和情感反应。
图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各种视觉元素与观者进行“对话”，
从而影响观者的态度、情感和理解。互动意义主要体现在接触、
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方面。 

接触主要指图像中人物与观者的目光交流。例如，人物直
视镜头的照片往往会营造一种直接对话的感觉，仿佛人物正在
与观者进行交流，从而增强观者的参与感。相反，如果人物的
目光看向其他方向，则可能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或与场景中其
他元素的关系，引导观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距离指的是图像中主体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感，通常通过景

别来体现。特写镜头拉近了主体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营造一种
亲密感，让观者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而远景镜头则增加了距
离感，使观者更像一个旁观者，从而保持客观和冷静。中景镜
头则介于两者之间，提供一个相对平衡的视角。 

态度主要通过拍摄角度来体现图像的视角和立场。平视角
度通常较为客观中立，而俯视角度则可能暗示主体的弱势或被
观察的地位，也可能展现画面的整体布局。仰视角度则可能赋
予主体以权威感或崇高感。拍摄角度的选择会影响观者对主体
的认知和评价。 

情态指的是图像通过色彩、光线、清晰度等元素来塑造整
体氛围和表达情感。例如，明亮鲜艳的色彩通常传递积极乐观
的情绪，而暗淡阴沉的色彩则可能营造压抑或悲伤的氛围。柔
和的光线可以营造温馨浪漫的感觉，而强烈的对比光线则可能
增强戏剧性和紧张感。清晰的图像通常被认为更具真实性和客
观性，而模糊的图像则可能表达梦幻、回忆或不确定性。 

2.3 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是多模态话语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关注

图像中各种视觉元素的排列和组合方式，以及这种组织结构如
何影响整体意义的建构和观者的解读。图像并非元素的简单堆
砌，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视觉结构，通过信息值、框架和显著
性等手段引导观者的注意力，传达特定的信息和情感。 

信息值指的是图像中不同区域所承载的信息量和重要程
度。一般来说，位于图像中心或视觉中心位置的元素通常被赋
予更高的信息值，更容易吸引观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图像的核
心内容。而位于边缘或背景的元素则信息值相对较低，通常起
到衬托或补充的作用。左右和上下的位置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
含义，例如在西方文化中，左边通常与“已知”相关联，而右
边则与“未知”相关联。 

框架指的是图像中元素之间的分隔和连接方式。清晰的框
架可以将不同的元素区分开来，强调各自的独立性；而模糊或
缺失的框架则可以暗示元素之间的联系或融合。框架的使用可
以引导观者理解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图像的整体
意义。 

显著性指的是某些元素在视觉上更加突出，更容易吸引观
者的目光。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使用鲜艳的色彩、
强烈的对比度、较大的尺寸、独特的形状或位置等。显著性元
素通常是图像的核心内容或想要强调的信息，它们引导观者首
先关注这些元素，然后再逐步解读其他部分。 

3. 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孝当先”图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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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再现意义：多模态协同下的意义构建 
再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叙事再现 
图片中心的海报呈现了一个“洗脚”的叙事场景：爷爷（受

动者）坐在板凳上，爸爸（施动者）为爷爷洗脚，小男孩（模
仿者）为爸爸擦背。在这张海报中，爸爸为爷爷洗脚、小男孩
为爸爸擦背的动作形成了视觉矢量。爸爸的动作指向爷爷，构
成“给予”矢量；小男孩的视线和动作指向爸爸，构成“学习”
矢量；爷爷看向小男孩的慈祥目光也形成了一条矢量。这些矢
量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体现“孝”的代际传递过程。 

参与者：主要参与者包括爷爷、爸爸、小男孩、小女孩以
及鸡群。爷爷作为被照顾的对象，象征着长辈和传统；爸爸作
为“孝”的实施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小男孩模仿父
亲的行为，象征着“孝”文化的传承；小女孩作为旁观者，代
表着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和赞许，也暗示她是“孝”文化未
来的接班人；鸡群则营造了一种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也寓
意着生命的延续。 

过程：海报呈现了一个动态的过程——爸爸给爷爷洗脚。
这个过程不仅是具体的动作，更象征着晚辈对长辈的关爱和照
顾。小男孩给爸爸擦背的动作，以及爸爸放在爷爷腿上的手，
进一步强化了“孝”的传递和亲情的温暖。 

环境：海报的环境设置在一个类似于农家的场景中，老式
板凳、蒲扇、拖鞋、洗脚盆、鸡群等元素，都带有浓厚的传统
生活气息，暗示了“孝”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 

3.1.2 概念再现 
图片左下角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文字和右

下角的“中国梦”印章，属于概念再现。它们将图片置于更大
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明确了其公益广告的身份，并与“中国梦”
这一宏大概念相联系。 

3.2 互动意义：多模态互动下的观者参与 
Kress 与 Van Leeuwen 认为，图像可以与观者进行互动，从

而建构互动意义，互动意义的要素包括：接触、态度、距离和
色彩。海报的互动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这张图片中，每个人的目光接触是关键。爸爸虽然在给
爷爷洗脚，但他的目光却转向了小男孩，这是一种“邀请式凝
视”，邀请小男孩参与到“孝”的行动中来。小男孩的回应目光
和模仿动作，表明他接受了这种邀请，并开始学习如何行孝。
爷爷微笑着看向小男孩，这是一种赞许和鼓励的目光，强化了
“孝”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性。小女孩的颔首微笑，则代表了
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可。此外，小女孩的目光也拉近了与观者
的距离。这种复杂的眼神交流网络，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和教
育意义的互动场景。 

图片采用中景构图，使观者与画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旁
观者的视角观察场景，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和客观性，也更容
易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 

而这个图像中的色彩着重用黄色和红色来渲染气氛，黄色
通常与温暖、积极、希望等情感相关联，为整个海报定下了基
调。而红色则起强调作用，强调整个图片所要突出的主题。温
暖明亮的色彩、温馨自然的人物表情，营造了积极正面的情感

氛围，增强了说服力。 
3.3 构图意义：多模态组织下的信息引导 
构图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值： 
第一图层（黄色带子）：作为基础和背景，黄色带子上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字样明确了图片的基调和目的。 
第二图层（小女孩和文字）：小女孩和文字位于海报的右侧，

构成了新信息部分。“孝当先”的文字，特别是被放大和强调的
“孝”字，突出了主题。小女孩的形象既是对“孝”行为的肯
定，也可能是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第三图层（海报专栏）：海报专栏内的家庭场景是整个图片
的核心，也是已知信息部分。它通过具体的图像，展现了“孝”
的内涵。 

这三个图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
第一图层提供了背景和身份信息，第二图层突出了主题和期望，
第三图层则通过具体场景展现了“孝”的实践。 

框架：海报将人物和场景框定在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内。
小女孩则连接了海报内外的空间。 

显著性：“孝”字通过红色和放大处理，成为视觉焦点，“中
国梦”印章也采用了红色，与“孝”字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
主题海报中的人物和场景也因其色彩和位置而具有显著性。 

4. 结语 
通过对“孝当先”公益广告图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我们

可以看到，图像的意义并非单一模态的简单呈现，而是多种模
态相互作用、协同构建的结果。具体来说： 

1.再现意义层面，图片通过家庭成员洗脚的场景，生动再
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并通过人物间的互动和环
境的烘托，强化了“孝”文化的传承意义。 

2.互动意义层面，图片通过爸爸和小男孩之间的“邀请式
凝视”以及爷爷的赞许目光，突出了“孝”文化的代际传承。
小女孩的颔首微笑则代表了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可。暖色调和
明确的文字信息，进一步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增强了观者的
参与感和认同感，并巧妙地将“孝”文化与“中国梦”联系起
来。 

3.构图意义层面，图片通过三个图层的相互配合，以及“左
实右虚”的信息价值分布、显著的“孝”字、框架结构以及左
右平衡的设计，使整个画面既有重点又和谐统一，有效地传达
了主题信息。 综上所述，该图片是一则成功的多模态公益广告
作品。它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更在意义上具有深度和广
度，能够有效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
别是强调了“孝”文化的代际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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