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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贯穿于人类的语言、文化、思维和社会生活
中。语言文字只是隐喻实现的一种形式，其他形式诸如图像、音乐、声音和手势语中同样含隐喻。在公益广告语
篇中，文字、图片意象及背景音乐等都可以传递隐喻概念。本文以Charles Forceville 的多模态隐喻理论为基
础，分析一则原创反腐倡廉动画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构建过程，并进一步证实了非语言模态在多模态隐喻
识解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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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一.引言
公益广告的目的是吸引公众注意力、启发公众认

知、促成公众行为 (比如反腐倡廉、环保、节约用水
等)。概念隐喻理论首次提出是在Lakoff和Johnson合著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该理论认为隐喻是
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映射，不
仅是语言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语言
中的隐喻表达就是这种认知机制在语言中的体现。既
然隐喻是一种认知机制，那么它就不仅体现在语言
中，也体现在人类其他的交流模态中，比如图像、音
乐、声音和手势语等（Forceville&Urios-Aparisi,2009）。
目前学者们运用多模态隐喻对不同体裁做了相关研
究，如绘本（滕达、苗兴伟，2018），城市形象宣传片（裘
莹莹，2017），环保公益广告（胡芳、刘诗萌，2018），“反
腐倡廉”平面广告（孙红元、汪敏飞，2018）等，目前对
反腐倡廉动画广告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尝试以Charles
Forceville的多模态隐喻理论为基础，以常熟电视台展
播的一则反腐倡廉动画广告为语料，分析多模态隐喻
的认知构建，并进一步证实了非语言模态在多模态隐
喻识解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多模态隐喻研究
Charles Forceville在1996年出版的《广告中的图

画隐喻》一书对于多模态隐喻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部著作中，Forceville结合大量的平面广告图像范
例，从认知的角度，对平面图像隐喻进行了全方位系
统的阐述。Forceville(2009:22)把模态定义为“利用具
体的感知过程可阐释的符号系统”。这个定义使模态
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个感官联系起
来。由于实际交际方式和模态混杂在一起，为了方便
研究，模态又被细化为图像符号、书面符号、口头符
号、手势、声音、音乐、气味、味道和接触九个具体模
态。在定义模态的基础上，Forceville(2009:23) 区别了
“单模态隐喻”和“多模态隐喻”。前者指靶域和源域
只用或主要用一种模态来呈现的隐喻后者指靶域和

源域分别用或主要用不同的模态来呈现的隐喻。
三.反腐倡廉动画广告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该反腐倡廉广告采用动画形式，时长1分25秒，以

一条小鱼从小贪到大贪，最后被绳之于法的发展顺序
展开，通过语言、色彩、图像和声音等模态共同作用，
诠释了“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一主题。根
据小鱼被诱惑的进展过程，短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由于经不住诱惑接受小恩小惠；第二阶
段，小鱼尝到甜头后接受更多的利益；第三阶段，小鱼
被绳之于法，点明主题。

将符号系统和感知联系起来是识解多模态隐喻
的前提。Forceville（2009）认为这种联系要基于3个条
件：一是给定两个现象出现的语境，因为它们属于不
同的范畴；二是目标域和源域能够被分别辨认出来，
并诱使听读者从源域到目标域映现一个或多个特征；
三是这两个现象在两个以上的符号系统和感知模式
中得到一定的提示。以下便是对各阶段的多模态隐喻
的认知解读。

3.1第一阶段———小贪（0:00-0:27）
表1：小贪阶段隐喻的跨域映射：

隐喻相似性是通过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而体现
的，而我们对隐喻的理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感
知。表1是小贪阶段隐喻的跨域映射，“舞台”及红色
幕布向观众表达“人生如戏”这一思想。“海洋”这一
背景环境指“官场”，也为观众在后续的认知过程中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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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笔。紧接着出现“香味”这一卡通图像，将嗅觉模
态转换成了视觉模态，体现出诱惑是无形的并暗藏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出人总是会被各种无
形的诱惑所吸引这一现象。体验性和源域的文化内涵
是通过源域的选择和目标域的映射而实现的。广告中
的“鱼钩及鱼饵”指利益，对话泡中的“？！”及“偷吃一
点无所谓…”体现出官员面对诱惑，从最初的疑问和
惊讶到戒备心消失决定接受一些小恩小惠的一个矛
盾思维过程，让观众感同身受，能达到很好的警示作
用。

多模态隐喻普遍反映了源域到目标域之间“具
体———具体”的映射。但在这个阶段的“鱼吃了鱼饵”，
鱼饵映射鱼得到了利益却是“具体———抽象的转变”。
因此，在多模态语境下，隐喻的映射方式也是多样的。

3.2第二阶段———大贪（0:28-0:54）
表2：大贪阶段隐喻的跨域映射：

表2是大贪阶段隐喻的跨域映射，该阶段通过有
色的图像动画来展现源域的内容，其中挂着珠宝的鱼
钩多次出现，通过重复达到加强目标域的作用。鱼眼
中的“美元”的特写都和人的眼睛相似，更是展现出官
员的贪欲之大。挂着珠宝的鱼钩反映出官员的贪念会
越来越重，使人忘记底线，只有零贪污而没有少贪污，
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一只手从鱼嘴里拿走了一块
元宝，形象地展示了官员贪污的过程及即将要被惩
罚，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这也体现出多模态隐喻
结合了语言、图像、空间等形式使得意义表达得到强
化或补充。

3.3第三阶段———绳之于法（0:55-01:25）
表3：绳之于法阶段隐喻的跨域映

绳之于法阶段通过多种模态的叠加给人以多种
感官冲击，并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传递故事的主题思
想。表3是绳之于法阶段隐喻的跨域映射，该阶段出
现了该广告中除海水声外唯一的音效，为广告中另外
一条鱼看到之前的鱼被抓住而发出惊讶的声音，充满

惋惜之情，极有力的帮助观众产生认知联想。接下来
广告中出现“贪得无厌”“自食恶果”的卡通文字，展示
了该广告的目的，最后红色幕布落幕，出现了鱼在鱼
缸中哭泣的画面，并出现了“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
之心”的楷体文字，传达出“反腐倡廉”的主题，强化了
目标域的作用。

该动画广告通过图像、文字和背景音乐多种模态
来呈现源域，和目标域的隐喻相似性，通过生动鲜活
的形象，为人们的认知带来便利。跟其他公益广告类
似，广告的目的在于规劝，通过多种模态以警示，提高
观众的参与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引导观众的思
想和行为。广告把“反腐倡廉”这一思想通过动画的方
式融入故事情节中，让更多的观众时刻反思自己的行
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身在官场的官员所受的诱惑也

越来越大，贪污腐败的官员小到基层干部大到国家干
部均有发生，加强警示宣传显得尤为重要，反腐倡廉
动画广告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该短片
从“反腐倡廉”这一主题出发，以视觉形象为主，辅之
以听觉模态，通过图像、文字与声音结合来展现贪污
腐败的开始与后果，冲击着观众的认知，传递“常思贪
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一观念。因此，利用多模态
语篇分析研究隐喻现象不仅可以解释语言及非语言
现象，还能进一步揭示公益广告语篇中蕴含的警示、
号召及宣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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