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０卷　第３期 华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３
２０２０年０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２０１８年规划课题（ＧＳ［２０１８］ＧＨＢＢＫ１５８）；兰州理工大学２０１６年度科研发

展基金项目（１６－０６１６０２）。
作者简介：王　龙（１９８２－），男，陕西铜川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用学与话语分析研究。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７０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２８－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７０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８

危机事件新闻报道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基于新华网《战疫的力量》拍摄视频

王　龙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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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新华网２月１９日发布《战疫的力量》拍摄视频，以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

础，从视觉模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方面以及听觉模态整合分析视频图像所构

建的危机事件话语策略，阐释了各种模态符号如何相互协作实现视频主题意义。该视频围绕

关键词“力量”展开，通过六个主题采用多角度拍摄了社会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场景，镜头最

后以《战疫的力量》主题词结尾，表达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希望通过本研究，为媒体危机报道话

语策略以及视频创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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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２０年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 情 已 蔓 延 至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 对 人

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我国各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奋

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
作为一种危机事件，其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发展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应对具有高度时间压力，对社会

系统的形象、价值、运行产生重大威胁。［１］国外学者

对危机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领域，也有学

者探讨了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对危机应对的影

响；［２－３］有学者研究非典、政治经济危机等事件官方

报道话语所构建的文化模型［４］以及相关社会政策研

究；［５］国内危机研究内容涉及到对国外有关危机传

播理论的引进和介绍；［６］对国内危机事件２００３年春

爆发的“非典”、Ｐ．Ｍ２．５、气候变暖以及政府危机话

语进行内容及对策分析，［７－９］这些研究都在传播学与

管理学视角下进行。近些年危机话语也引起语言学

界的关注，如有学者从隐喻视角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媒体报道进行了认知分析［１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对隐喻的理解机制的阐释不足，拓展了隐喻

话语交际功能，但语料仅限于国内媒体报道；对突发

事件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话语的言据性进行研究；［１１］

也有学者基于语用身份视角，以网络评论考察社会

危机语境下草根话语所建构的政府形象；［１２］近来有

学者以中美领导人气候议题演讲为例，阐释官方应

对气候危机时使用的表层架构及深层架构，讨论官

方话语如何基于受众心理和情感对架构进行选

择。［１３］

纵观国内外就危机事件的研究，发现主要集中

于传播学视角关注危机传播的内容和对策，近些年

出现从语用学及认知视角对危机事件官方话语进行

研究，但主要针对政府机构性话语建构策略以及官

方媒体报道语言特征的研究，而鲜有学者对危机事

件报道视频进行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内容

宣传视频是一种动态多模态语篇，它由多种符

号资源如图像、音乐、声音互动而产生意义，在一定



时间内持续呈现不同的画面，同时保证了视频的完

整性，而这种动态视频语篇是建立在多模态话语分

析的基础上，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克瑞斯和范柳文“阅
读图像———视觉 设 计 语 法”的 出 版 为 标 志，［１４］参 照

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语言元功能，提出了图像分析

框架，认为图像体现为三种意义：再现意义、互动意

义和构图意义，图像的再现意义表征图像中人物、地
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图像的互动意义体现在

图像的观看者与图像中的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主

要通过接触、距离和视角三方面共同作用，构建出观

看者和再现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观看者

对再现的景物所持的态度，就“接触”而言，图像中的

参与者直视观看者时，图像对象与观看者接触，参与

者似乎在向观看者索取什么，与观看者建立一种更

加亲密的社会关系，这类图像称作“索取”类图像，如
果没有这种接触，只是客观地提供给观看者一些信

息，这类图像为“提供”类图像；“距离”可以通过图像

参与者的框架大小来构建其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
如图像中只能看得见参与者的脸和头，这种近距离

可以构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视角”也可以建构观

看者和图像中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景物拍摄

视角的选择也暗示着拍摄者对图像参与者的态度，
拍摄者通过不同视角的拍摄也影响观看者对图像事

物的态度。图像的构图意义可以从信息值、显著性

和框架三个方面分析。
克瑞斯和范 柳 文 所 提 出 的“读 图 方 法”将 分 析

和解释重点放在了图像本身，而对于社会活动的参

与者运用图像所要实 现 的“社 会－政 治”意 图 没 有 关

注。［１５］而批评话语分析（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研究语言、社会权利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不

仅对话语语言进行描述分析，并将语言层面同社会

文化结合起 来 综 合 分 析。费 尔 克 劳［１６］作 为 批 评 话

语分析的杰出代表汲取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学理

论，提 出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的 理 论 范 式－社 会 文 化 分 析

法，认为话语分析不应该局限于话语衔接、连贯和结

构等语言现象，更应关注话语对社会现实、权力关系

和意识形态的深层建构，他认为话语分析是文本、话
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体，通过描述、阐释和解释

三个步骤进 行 分 析。马 秦［１７］认 为 多 模 态 话 语 分 析

作为一种“读图”方法，当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

应用时，其所具有的对多模态的分析功用便进一步

发挥，并提出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为

“符号资源”，它强调不同模态可以提供不同的意义，
通过对符号资源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普通观察无

法看到的话语内的行动、环境、身份和意识形态。因

而，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有必要结合批评话语分析，
一方面通过各种模态符号资源分析其所表征的事物

特征；另一方面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揭示各模态资源

所反应的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
以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选取新华

网２月１９日发布时长为４分０１秒《战疫的力量》拍
摄视频，该视频围绕主题词“力量”展开，分别从信仰

的力量、脚步的力量、科学的力量、爱心的力量、文字

的力量以及声音的力量六个视角全方位拍摄了社会

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视觉

模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方面以及

听觉模态整合分析视频图像所构建的危机事件话语

策略。首先从再现意义分析出发，关注参与者、视觉

过程的建构以及环境成分；其次从互动意义中的接

触、距离和视角三方面来分析观众与视频参与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最后从构图意义角度整体考察视频

的版面布局及图文间的关系；在听觉模态方面，侧重

分析旁白，背景音乐、音响效果以及解说各模态符号

之间的协调关系。

二、《战疫的力量》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一）视觉模态

１．再现意义

视觉语法中 的 再 现 意 义 与 系 统 功 能 语 法 的 概

念意义相对 应，能 够 真 实 客 观 地 复 制、再 现 现 实 世

界，表征图像 中 的 人 物、地 点 和 事 件 之 间 的 交 际 关

系。视频作品是通过镜头来反应，而一系列镜头构

成一个场景，不 同 的 场 景 构 成 了 视 频 的 主 题 意 义。
《战疫的力量》共有６个场景构成，以表１通过不同

场景传递了图像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之间的再现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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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视频场景再现意义

序号 地点 视频参与者 再现意义

场景１ 诊室 年迈的医务工作者 信仰的力量

场景２ 机场、高铁站、大巴车 各地驰援医疗队员、火神山、雷神山建设者 脚步的力量

场景３ 实验室、科研机构 李兰娟、钟南山、王辰院士以及科研工作者 科学的力量

场景４ 企业、厂房 防护用品生产者、生活保障品供应者 爱的力量

场景５ 作文方格纸 戴口罩的中学生 文字的力量

场景６ 广州塔、东方明珠 各地群众的助威声 声音的力量

　　从表１可以看出视频的视觉叙述围绕六个场景

讲述，以“力量”为关键词，展现了各行各业全力以赴

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视频开始黑色的背景上

依次出现了“寂静、空旷、安宁”文字镜头，给观众视

觉上的震撼，随后拍摄者使用远景镜头呈现出浩浩

荡荡的长江水，江上没有了往日繁忙的货运船只，远
处空旷的长江大桥上没有任何车辆行驶，屏幕上浮

现出仿佛睡着的武汉字样，交代了武汉是这次疫情

的疫源地，也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之后采用近镜

头拍摄到各地医务工作者迅速集结驰援武汉，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的内科、呼吸科、感染科医务人员，自

愿报名集合在医院大厅，集体宣誓，场面感人，全力

以赴共同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潘艳艳认为视频中的图文关系主要是“详细阐

述”和“具体化”关系，即图像使文字更具体，文字也

解释图像，对 图 像 意 义 进 行 概 括。［１８］《战 疫 的 力 量》
视频拍摄者通过六个场景中的不同人物身份，不同

的地点，展现了力量主题，而这些力量的共同之处就

是打赢这次疫情阻击战，并且视频在每个场景的过

渡处都有相关文字呈现，达到图文间的协调。

２．互动意义

视频图像的 互 动 意 义 与 系 统 功 能 语 法 的 人 际

功能相对应，姚 银 燕、陈 晓 燕［１９］认 为 互 动 意 义 体 现

在图像的制作者、图像所表征的事物和图像的观看

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观看者对再现的内容

所持的态度。克 瑞 斯 和 范 柳 文［１４］认 为 互 动 意 义 体

现在拍摄角度和高度方面，主要通过接触、距离和视

角三方面共同作用。接触主要指图像参与者与观看

者的目光相遇后能够引起一定的情感反应，涉及索

取和提供，而在《战疫的力量》视频中提供类图像占

很大比例；距离决定图像参与者同观看者之间的关

系，主要体现在镜头取景框架的大小，近镜头及特写

镜头表现出更加亲密友好的关系；视角主要涉及拍

摄角度，分别为近景、远景、正面视角、斜视角、俯拍

视角、仰拍视角和平角视角，通过视角的变换来影响

观看者对于视频图像的解读。借助于潘艳艳对中美

警察形象宣 传 片 互 动 意 义 的 分 析，［１８］构 建《战 疫 的

力量》危机事件新闻视频的互动意义分析框架，如表

２：

表２　《战疫的力量》互动意义分析框架

图像行为（Ｉｍａｇｅ　ａｃｔ） 表现方式（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互动意义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索取（Ｄｅｍａｎｄ） 凝视（Ｇａｚｅ　ａ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画面互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提供（Ｏｆｆｅｒ） 无凝视（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ｚｅ） 客观讲述（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参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正面视角（Ｆｒｏｎｔ－ａｎｇｌｅ　ｓｈｏｔ） 信息传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宏大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俯拍视角（Ｈｉｇｈ－ａｎｇｌｅ　ｓｈｏｔ） 观者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亲密关系（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近景镜头（Ｃｌｏｓｅ　ｓｈｏｔ） 情感共鸣（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平等关系（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平角镜头（Ｅｙｅ－ａｎｇｌｅ） 友善、爱心（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ｎｄ　ｌｏｖｅ）

人物情感（Ｅｍｏｔｉｏｎ） 特写镜头（Ｃｌｏｓｅ－ｕｐ　ｓｈｏｔ） 人与场景融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战疫的力量》视频中使用更多的拍摄方式是正

面视角、平角镜头和近景镜头。正面视角主要给观

众传递信息，人物和场景是正面呈现；平角镜头是摄

像机与被拍摄画面处于水平的位置，这种常见的拍

摄方法表现了人们看世界的角度，被拍摄者与观看

者处于平等关系；近景镜头表达了画面参与者与观

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

图１通过正 面 视 角 以 及 平 角 镜 头 拍 摄 了 接 触 类 画

面，既提供了信息，又表达了图像行为的互动意义，
画面中一位女中学生面带口罩，脸部前出现了写满

文字的方格作文纸，通过直对摄像机镜头朗读的方

式向观众传递了她的心声，为抗击疫情一线的各行

０３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各业工作者表达致敬，借助文字传递力量，使观众产

生共鸣。图２通过近景与远景镜头的结合，出现了

生产车间繁忙的工作场景，工人师傅们加班加点生

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

保障，近景镜头中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女士，在聚精会

神的整理打包口罩，尽管目光没有与观众形成直视，
这种专注的工作场面使观众感动，这类图片在视频

中出现的比较多，既客观地传递了信息，同时也使观

众产生情感共鸣。图３通过俯拍视角出现了武汉火

神山医院的建设场景，而这种拍摄角度体现了环境

的宽广，强调了环境、空间及人物在其中的位置，有

一种宏观表达的意义，常被用作片头、片尾的镜头，
将观众带入或带出故事场景。［２０］图像中建筑工人们

放弃原本与家人团聚的春节时间，与时间赛跑，加班

加点奋战在工地上，于２月２号大年初九火神山医

院建成使用，２月４号 首 批 患 者 入 住 接 受 治 疗。镜

头让观众感受到了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祖国

的力量，中国速度令人振奋人心。

图１　　　　　　　　　　　　　　　　　　图２　　　　　　　　　　　　　　　　　　图３

　　 视频中的特写镜头所占比例较少，主要用来表

现人物的神态特征，捕捉细微的表情变化，突出表现

所拍摄场景中的人和物。如图４一位医生在戴口罩

的侧面特写镜头，一线医务工作者她们是最美的“逆
行者”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然而穿好防护服是

对她们安全的保障，因为全身武装所以每位医生身

上让队友写上各自的名字以便识别，有些防护服上

还写着鼓劲加油字样，图５是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

士的正面采访镜头，他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

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敢医敢言的道德风骨和学术

勇气更令人景仰。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中，钟南山院

士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

救治工作，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而这次

武汉疫情同样牵动着老人的心，奔赴疫区第一线开

展医疗救助，为 防 止 疫 情 扩 散，病 人 救 治 赢 得 了 时

间。

图４　　　　　　　　　　　　　　　　　　　　　　　　　　　　　图５

　　３．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与系统功能语法的语篇功能相对应，
克瑞斯和范柳文［１４］提出了构图意义的三个方面：信

息值、显著性以及取景框架。信息值指构图各成分

的排列顺序，就视频信息而言，图像各部分在整体构

图上会因位置的不同而体现着不同的信息值，视频

分别以“力量”为关键词安排视频构图成分的分布，
尽管都展现了相同主题，但是通过信仰、脚步、科学、

爱心、文字和声音六个不同的内容来布局构成，突显

了整个视频主题含义；显著性主要指构图内容的体

现方式，要想使观看者对视频图像中不同成分的注

意力有差别，可以通过位置（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
尺寸大小、颜色（色调的鲜明度或对比度）的不同来

实现，如图６和图７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广州塔，图６
以远景镜头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广州塔夜景，背景中

燃放的烟花打出“抗击疫情”字样，而图７以近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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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彩色塔身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进行特写，同样

的画面，采用不同的拍摄方式，构建了强烈的视觉效

果；取景框架指构图成分的大小、搭配以及图像中各

成分之间的关系比例是否协调。如图８通过近景与

远景的巧妙结合，突显了工人们在厂房中忙绿的场

景，而图９通过特写镜头拍摄了全副武装的医务工

作者围绕在刚出生的新生儿周围，尽管其母亲是新

冠肺炎患者，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呵护下新生儿健康，
医务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小生命的降生预示着新的

希望。

图６　　　　　　　　　　　　　　　　　　　　　　　　　　　　　图７

图８　　　　　　　　　　　　　　　　　　　　　　　　　　　　　图９

　　佩特在构图意义论述的基础上，将具有争议的

信息值改为 版 面 布 局（ｌａｙｏｕｔ），并 区 分 了 融 合 与 互

补两种关系。［２１］在 融 合 类 中，语 言 成 为 图 像 的 一 部

分，而互补中，如果语言和图像各占一部分，我们可

以从对称性、重要性角度来考察，对称性是指画面与

文字平均分布；重要性是指某一场景的出现画面为

主文字内容为辅助作用，而视频中有时候语言与图

像是融为一体。在《战疫的力量》视频开始部分，黑

色的背景上 依 次 出 现 了“寂 静、空 旷、安 宁”文 字 镜

头，文字占据了整个版面中心，随后在视频内容呈现

部分，文字出现在视频画面的不同位置，有时视频图

像在呈现过程中浮现出文字，占据了视频图像的中

心位置，起到了突出主题的作用；大部分文字出现在

视频下方，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视频的呈现效果，反而

起到补充强 化 的 作 用，增 强 了 视 频 画 面 的 互 动 性。
视频画面中的图文做到了有机结合，图像使文字更

具体，文字也解释图像，对图像意义进行了概括。

（二）听觉模态及视觉模态的整合

整部视频以激昂快节奏的音乐为背景，给人以

紧迫感和使命感，其中有医务人员集结时的宣誓声、
急救车的鸣笛声、航班机长通过广播为飞机上的医

务人员发出的感恩声、三位院士严谨的采访声都与

背景音乐节奏相吻合，背景音乐主要用来烘托气氛，
起到陪衬和渲染的作用，音响效果主要是用于还原

一个真实的场景，当顶部闪烁的急救车伴有急促的

鸣笛声出现在视频画面时，观众立即感受到医务工

作者已进入战“疫”状态，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挽救

生命，画面与音响很好的呈现出事件场景，拉近了与

观众的心理距离，使人具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视

频的音乐也符合所表达的主题，具有一定的表意功

能，刚开始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声屏幕上出现“寂静、
空旷、安宁”字样，与画面主题吻合，因为这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使整个城市处于安静的状态，所有的户外

聚集性活动都已停止，大家不出门、不窜门，一切都

为了抗击疫情、战胜疫情。当医疗队集结在机场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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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武汉时，音乐节奏变得亢强有力，当火神山医院建

设投入使用，有患者治愈出院时，各地群众呐喊“武

汉加油中国加油”时，音乐节奏激昂有力。视频的视

觉模态与听觉模态相互结合共同构建视频《战疫的

力量》主题意义，视觉模态主要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

传递信息，而听觉模态起到了烘托画面氛围、突显主

题的作用，两种模态中的背景音乐、人物声音与画面

主题融为一体，使观众不自觉地融入到画面当中，既
是观看者也是参与者，而视频中任何一种模态符号

的缺失，都会影响到整个主题意义的传递。

三、结语

以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从视觉模

态与听觉模态角度分析了新华网拍摄的视频《战疫

的力量》，阐释了各种模态符号如何相互关联实现视

频主题意义，使人们认识到视频语篇分析需要有多

种模态符号的整合。研究表明，视频图像通过画面、
文字、音乐、声音，色彩以及音响效果符号资源的选

择与意义整 合，呈 现 出 各 行 各 业 众 志 成 城、齐 心 协

力，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的感人画面。视频围绕

主题词“力量”，分别从信仰的力量、脚步的力量、科

学的力量、爱心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以及声音的力量

六个视角全方位拍摄了社会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场景，镜头最后以《战疫的力量》主题词结尾，表达了

战胜疫情的信心。研究意义在于，尝试用多模态批

评话语理论分析危机新闻报道视频，为媒体危机话

语研究以及视频创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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