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8 卷 第 3 期 2025 年 5 月
Vol. 78

 

No. 3
 

May
 

2025. 042-053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5. 03. 004

“视觉互文”视角下新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

王佳宇　 李文花

摘要:基于符号学领域的视觉语法和传统的互文理论构建“视觉互文” 的概念框架,采
用文本分析法中归类、细读及对比的方法,对搜集的代表性国内外媒体中的典型案例进行

实证分析,可探索利用“视觉互文”的理论框架对“视觉互文呈现” 类新闻语篇中图像符号

及图文关系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路径。 研究旨在拓展针对视觉符号或图文关系的批评性

语篇分析的研究思路,为新闻语篇中视觉传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同时,可以为我国应对

国际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提供实证性的参考,并提高受众对于新闻语篇中视觉符号及

其传播的批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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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图像、影像等视觉元素凭借其直观易懂、获取便捷等特点,逐渐

成为大众汲取知识以及塑造和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符号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将新闻语

篇置于符号学的研究视域之下进行分析[1] ,在“读图时代”这一背景下,受众对于新闻语篇的识读能

力、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也亟待提升。 这一时代背景对批评话语分析( CDA)提出了新挑战,需引入

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拓展研究视阈。 对此,Kress 等认为,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亟须被“扩

展” ( broaden) ,从单纯的文本和文字符号层面的分析延伸到图像等其他多模态符号层面[2] 。 受此启

发,本研究旨在重新整合视觉语法及传统的互文理论,利用文本分析法,探讨建立“视觉互文”的批评

话语分析框架,从而对新闻中图片和图文资源的批评性分析作出探讨。
“视觉互文”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属于“图片新闻中图像符号的多模态批评性分析”系列研究

之三。 系列研究之一的理论构建部分对搜集的语料进行了分类,分别为叙述性视觉呈现、互文性视

觉呈现及隐喻性视觉呈现[3] 。 叙述性视觉呈现是指以叙述事件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以叙述性构建的

方式编码到图像中的一类图像语篇;互文性视觉呈现是指以(图像)互文的方式构建意识形态,对之

进行隐性编码的一类图像语篇;最后一类,即隐喻性视觉呈现,是指以隐喻的方式在图像语篇中构建

意识形态的方式。 对于叙述性视觉呈现,笔者曾在系列研究之二探讨过“社会实践视觉分析理论框

架”并以之对这类语篇进行了批评性分析[4] 。 “视觉互文”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针对第三种语篇类

型,即互文性视觉呈现,本研究所使用的案例皆属此类。 为保证案例的代表性,笔者在国内外代表性

的媒体的官方网站进行了搜集,包括新华网、网易新闻,《南华早报》及美国的 CNN 和《时代》周刊以

及英国的《太阳报》等新闻期刊。 所选的案例均来源于以上官方网站。 同时,为保证案例的典型性,
针对广泛的新闻语篇门类,案例的选取纳入多种广义的新闻题材,对于新闻报道和评论等均有涉及。
案例中新闻语篇的内容也涉及各种典型的类别和主题,如政论、时评、影视和新闻摄影作品等。 批评

性语篇分析注重对意识形态的解构[5] ,案例选取上也纳入多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意义表征,如性别主

义、西方中心主义和刻板思维[6] 、新闻真实性伦理等。
对图文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特别是在系统功能视角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学



者们就图文互补及协同表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各种语类和体裁,如 Martinec 等对于新媒体

与“旧”媒体中图文关系的研究[7] ;Unsworth 等针对图文互动对于阅读影响的研究[8] ;张德禄,王群运

用信息值等概念对于交通标志牌中文字和图像符号的研究[9] ;杨信彰对于字典插图与文字互补的研

究[10] ;邱晴对于儿童绘本中图片与文本关系的研究[11] ;侯贺英等对红色宣传片中图文关系进行了分

析[12] 。 特别是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基本理论的图-文语法研究大量涌现,如
Lemke,Lim 及 Liu 和 OHalloran 等对于图文关系的研究[13-15] ,大大拓展了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视野,
增强了系统功能语法在跨模态语篇中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针对多模态新闻语篇的研究,Caple,Knox
以及 Bednarek 等学者也有较多著述[16-17] ,集中于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新闻语篇的分析,探讨多种模

态符合如何通过协同表意增强新闻的价值及实现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等。 此外,在新闻和传播学

领域,姚文苑对青年群体在微信中表情符号的使用体现的情感表达进行了研究[18] 。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图文关系的研究在多模态话语分析或视觉传播等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主要

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的研究:①将适用于文字语篇的系统功能语法拓展到图像分析或图文关系上,提
供更为细致完善的语法描述工具;②探讨不同体裁或语类的语篇如何实现图文协同表意;③近年来

对于多模态新闻语篇的研究聚焦借助视觉符号和图文协同表意增强新闻价值,也有关于多模态国际新

闻跨文化传播的研究;④对新闻报道或新媒体中视觉符号使用的传播学视角进行研究。 但总体而言,聚
焦新闻语篇中图文关系呈现的意识形态构建的批评性分析以及图-文符号互文性的研究明显不足。

就互文理论而言,在历史文献中,利用其对新闻语篇进行分析的研究不在少数。 就国内学者而

言,我们对知网中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统计,在并含“互文”和“新闻”的历史文献中,截至 2025 年 4 月

23 日,共有 192 条记录。 经分析对比,我们选定高频词对新闻的互文研究的具体领域做了文献分析,
其中有 24 条是针对“新闻标题”的互文性研究;15 条为针对“新闻报道”的互文性研究;6 条为对“新

闻翻译”的研究。 但对“图片新闻”的互文性分析的研究,仅有 1 篇。 在这篇题为《图片新闻的互文

性研究》的学位论文中,张二平从建构的互文性层面对图片新闻中的互文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

互文对新闻受众解读文本的影响[19] 。 该研究将互文的研究扩展到图片新闻的领域,具有创新意义,
但是并未将互文的概念明确拓展到图文关系的领域,并未对之进行系统化的探讨。 就广泛的图文互

文研究,刘涛基于语图修辞理论对图像和语言的修辞结构、论证方式和互文叙事方式进行了理论探

讨[20] 。 对于国外的研究,用“ intertextuality” “ visual” “ multimodality” 以及“ multimodal” 等关键词在谷

歌学术进行搜索,与新闻、传播或语言学大类相关的少数研究中发现以下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著:类似

于系统功能语法学者的描述性研究,Werner 对图-文相互引用、指涉等关系进行了大致归类和描述,
但没有对之体现的意识形态编码等做出批评性的探讨,也没有聚焦新闻语篇[21] 。 Gearhart 等的编著

则专注于新媒体中网络模因体现的视觉符号对于语篇外相关叙事等话语要素的互文[22] 。 其他关于

视觉互文的研究集中于文学领域,此处不再赘述。
“互文性”这一在传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符号学等人文社科领域非常经典、广泛应用且具有较

大的解释力的批评性概念框架却鲜有像系统功能语法等理论进行基于社会符号学的视觉领域的系

统性的拓展。 在当代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受众批评意识亟待提升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其进行视觉

和多模态符号方面的探索,构建“视觉互文”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性的具体分析。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对图片新闻的“视觉互文”批评性分析主要在互文理论及视觉语法的理论关照下,利用文本分析

方法进行,下文是对涉及概念的阐述及介绍。
(一)互文

互文( intertexuality)这一概念的提出并广为所知是通过 Kristeva 介绍的 Bakhtin 关于“对话性”
( dialogism)的著作。 Kristeva 认为,所有的表意系统都是由早先其他表意系统转化而来。 她指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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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文本都是由无数的文本镶嵌( a
 

mosaic
 

of
 

quotations)而成的,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 absorption)
和变形( transformation) [23] 。 她的论述与传统的作者观和意义观不同,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概

念框架。 其后互文性理论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迁移和发展:结构互文性和解构互文性。 前者的代表人

物有 Genette,Riffaterre,Antoine
 

Compagnon 等人,倾向于对互文性的概念进一步厘清和界定。 其中

Genette 把互文性称为跨文本性( transtextuality) ,其进一步区分了五种类型,包括互文性、侧互文性

(paratextuality) 、原互文性( architextuality) 、元互文性( metatextuality) 和超互文性( hypotextuality) [24] 。
而解构互文性的研究则被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家加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将
“互文”作为文学和文本批评的工具。

在社会符号学和叙事学领域,Barthes 认为,文本都是由互文产生的,并将互文的概念进一步扩展

到文字和图像符号的关系中,提出与之类似的“锚固” ( anchorage)的概念[25] 。 他认为,语言要素能像

锚一样固定人们对图像的解读。 他还用“交接” ( relay)来表示连环画、卡通画及叙事性的电影之类

图文中文字和图像间的“ 互补” 关系[25] 。 他还注意到“ 图像依据文字来被构建的似是而非的情

况” [25] 。 实际上,他提出的这些概念已经具有“多符号关系的系统” ( system
 

of
 

inter-semiotic
 

relations)
中互文的初步特性[26] 。

互文理论已经成为批评话语分析以及新闻传播等领域重要的批评理论。 但如上所述,对于互文

的系统性研究,还一直聚焦于对于文字语篇的研究。 特别是在新闻语篇的研究方面,尚没有将之拓

展到图像和图文关系的系统性的探索。 而 Barthes 等学者的尝试启示我们将互文的概念拓展出文字

语篇的分析中,扩展到图像符号或文字-图像符号关系的分析中。 而多模态分析领域视觉语法的提

出,则对图像符号或文字-图像符号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二)视觉语法

Kress 等认为,视觉图像在意义构建中和语言一样同样具有三大元功能,分别为再现、构图和互

动功能,从而产生对应的三种不同的意义潜势[2] 。 其中再现意义又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2] 。 叙

事再现主要指对叙事性过程的视觉呈现,包括行为过程(即对于行为的呈现) 、反应过程(即对于视

线的呈现,如对视、凝视某物等) 、言语和交谈过程及心理过程(如对于心理状态的呈现和反映) 。 互

动意义包括接触(即与观众互动,如眼神看向观众则为“提供”类接触) 、社会距离(即图片中“参与

者”与观众的距离) 、态度(即图片呈现评价和情感意义)和情态(即图片各要素的饱和度、色彩等体

现的真实性等) ;构图意义包括信息值(即图片中各要素的位置所体现的社会符号学意义) 、取景(即

图片中参与者的大小,呈现的轮廓、部位等)和显著性(即图片中要素的显著程度等) 。

表 1　 视觉语法概览(详见 Kress 和 van
 

Leeuwe,2006)

意义类型 分类

再现意义
叙事再现:行为过程、反应过程、言语过程、交谈过程及心理过程

概念再现: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

互动意义

接触:给予、索取

社会距离

态度

情态

构图意义

信息值

显著性

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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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语篇中的“视觉互文”
互文理论的发展及视觉语法的提出启发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对图片新闻中的图像、文字间的

互文关系作出新的探讨,揭示新闻语篇中意识形态的传递模式,并期拓展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
本文将互文概念与语篇批评理论和视觉语法相结合,提出“视觉互文”的概念,并利用这一概念

框架对新闻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本研究的视觉互文基于文字符号中的互文概念进行了图像和视觉

层面的拓展,主要基于经典互文理论的不同角度和侧重点进行以下三个维度的语篇关系探析:①文

本间的显性 / 隐性互文关系:主要依据 Fairclough 提出的互文理论[27] ,运用视觉语法中相关的批评性

概念探究语篇中显性互引和包涵的关系(如明示性的图 / 文引用) ,以及语篇实践(如体裁)相互交融

混杂的互文关系;②符号间的互文关系:符号间多种模态相互指涉的互文关系,如图-文互补,存在的

语义包涵及相互指涉等关系;③语境-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基于批评理论学者 Jenny 对互文的划分方

法[28] ,运用视觉语法中批评符号学分析的框架或概念探究文本之间的明涉对话性互文关系(强势互

文)和历史语境下暗涵的互文关系(弱势互文)关系。 此外,对新闻语篇实践的批评符号学的分析必

然牵涉新闻伦理等职业操守层面,与互文性最为相关就是假新闻(图片) ,在这一维度,本研究将之纳

入假引互文的范畴。 结合经典的批评性互文理论,并针对图像符号中做出系统性的拓展能够涵盖视

觉和文字符号本身的相互借鉴引用关系、语篇实践如体裁的借鉴融合、视觉符号(历史)语境的交融

以及与新闻伦理密切相关的真实性等各个方面。 由此,能够从符号本体(视觉符号或多种符号之

间) 、所在的历史社会语境以及体现的真实性伦理等三个维度对新闻语篇中的视觉互文进行系统的

探索。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孙旭培在谈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时论述道:“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

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

学的研究。” [29] 思辨研究属于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范式,而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则属于实证主义的

方法范式。[29] 本研究属于操作事实层面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收集和分析语料构建新闻语

篇中“视觉互文”这一概念框架,着重对图片新闻的语料进行定性分析,将传统文本分析法中的归类、
细读和对比等方法与互文分析结合起来,对多符号的新闻文本做出批评性语篇分析。 更具体地说,
一是就图片新闻语篇的“图-图”和“图-文”关系而言,依据研究的视角及传统互文的分类把各种类

型的互文分为四类;二是在每种类型层次下选取代表性的语料运用细读、对比等方法对图片新闻做

出批评性的解读。 采取典型语料分析的方法,探讨运用视觉互文对互文类图片新闻语篇进行分析的

可行性。
在研究思路上,对视觉互文的分类关注对于新闻语篇的适切性,以及传统批评性语篇研究视野

下的互文理论。 由此,对互文理论的分类及涵盖遵循以下思路:从新闻语篇体裁及来源的角度考量

视觉显性和结构互文;从多模态语篇的多符号特征的视角考量符际互文;从新闻语篇的图片出处及

社会历史语境考量语篇的强势 / 弱势互文、水平轴线 / 垂直轴线互文;从新闻伦理及真实客观性等层

面探究新闻中的假引互文。

二、图片新闻中基于“视觉互文”的实证分析

(一)视觉显性互文和结构互文

在批评话语研究中,Fairclough 将互文性分为显性互文( manifest
 

intertexuality)和结构互文( consti-
tutive

 

intertextuality 或 interdiscursivity) [27] 。 前者是指在篇章中通过引号、报告动词等方式被明示出来

的互文;后者指“进入语篇生产的语篇规范的组合” ,与话语规范( discourse
 

conventions)或话语秩序

(order
 

of
 

discourse)相关,探讨语域、体裁和风格等话语规范如何被特定语篇占用或混用,即所谓的话

语类型( discourse
 

types)的间性互动[27] 。 如果我们将互文的概念放到图像语篇的分析中,Fairc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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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文的两种分类在各种新闻图片中十分常见。 依照其在文字语篇中的定义,图像中的显性互文可

以定义为在图像语篇中通过明确其出处的图像元素或文字说明等明示出来的互文;图像中的结构互

文则指“进入语篇生产的语篇规范的组合” ,即“一个语篇中各种”图像“体裁或类型规范”的“复杂关

系” [27] 。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图像语篇中有时很难对这两种类型的互文进行区分,因为虽然他们

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但往往彼此相互交织。
从新闻图片的来源来看,在新闻语篇中,有的图片并非原创,而是借助于流行的广告题材、电影

电视的海报,杂志等的封面和插图或公众耳熟能详的动漫画面等有目的的指涉新闻内容。 新闻作者

往往以明确的或显著的文字说明标注其出处,以此增强新闻语篇的情态值( modality) 。 因此,新闻语

篇中的“视觉显性互文”就形成了“图像+文字标注”的二维互动模式。 而从话语规范或话语秩序角

度来讲,制作者有意识地将跨体裁、跨风格或跨领域的图像元素纳入新闻语篇中,为受众带来视觉上

的冲击力的同时,也促使受众无形中接受作者在图片中隐性构建的意识形态,这类互文属于“视觉结

构互文”的概念范畴。 在此过程中,图片的选择体现了新闻作者的语篇意图和意识形态,并以此为表

意手段,构成新闻语篇独特的视觉传达方式。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图片的选择和组合成为

构建意识形态的有效手段,并能根据受众群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强化或是消弭语篇建构的不同社会

意义。
图 1 是一则英国《太阳报》关于新任女首相特蕾莎·梅就职的新闻评论的新闻标题及图片,题目

为《高跟鞋来了,男人们! 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将会使保守党再次团结起来退出欧盟》 ( 原文:
“ HEEL,BOYS[ !] New

 

PM
 

Theresa
 

May
 

can
 

reunite
 

Tories
 

&
 

deliver
 

Brexit” [30] ;图片仅出现在《太阳报》
纸质版 7 月 16 日头版。)

图 1　 显性 /结构互文类新闻语篇

如果将图片的来源作为出发点,那么该类互文属于显性互文,它将其他来源的新闻图片加以裁

剪、重新组合成为自己的新闻图片。 图文关系通过图片和起“锚固” 作用的新闻标题来实现。 “锚

固”的文字通过排版、字体等突出“高跟鞋”和“男人们”的字样,而将所要报道的事项放到小标题上。
图像和文字的安排显示出对称性布局,将特蕾莎的鞋故意放大,而将保守党政治人物的肖像缩小,置
于鞋子下方。 图片制作者通过图像要素大小及位置赋予女性要素较高的显著性,名义上故意凸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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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位,而实质上通过物化女性的方式体现出性别主义色彩。 这种物化的方式通过文字与图片互文

的方式显现,如图中以白色大字体呈现的“ HEEL” 。 在取景方面,仅在左侧以极小的取景框展现出特

蕾莎的肖像,却以较大的取景框呈现出高跟鞋。 Lazar 将这种过度地、夸张性地描写女性(主导)地位

的语篇再现归入“后女性主义” ,这类呈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消费女性身体和体貌特征来形成“女

性主导”的表象;另一种则把女性男性化,占据传统男性的主导地位[31] 。 Lazar 认为这种后女性主义

的文本应该更受到注意和警惕,一方面它以更加隐性的方式来消费女性,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植入性

别主义( sexism) ;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男女已经平等或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错觉,从而消解甚至消费

女权主义[31] 。 另外,对于图片底部的男性政治人物,采取较近的社交距离和提供类的接触与观众形

成互动。 而上面的白色的文字信息,则对通过接触类互动呈现所表达的信息进行了互文,即“特蕾莎

将重新凝聚保守党进行脱欧” 。
就图片的体裁而言,图片的制作者借助类似于广告或海报的图片体裁来增强政治新闻语篇的互

动意义,使之更容易被普罗大众注意和消费,从而更易将传播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植入语篇,使受众

内化为“常识” ,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 由此,如果从图片的体裁这一视角来看,这种图片则属于

结构性互文。 语篇制作者将海报或广告体裁的图片混杂到新闻语篇中,可以借助民众比较熟悉和欢

迎的体裁来与观众建立联系,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搭建桥梁。
(二)符际互文( inter-semiosis

 

intertextuality)
关于符号间关系的研究,最早见于 Barthes 对“锚固”的定义[25] ,后来在社会符号学视角的多模

态语篇研究中得到扩展及完善。 Royce 将符际关系( intersemiosis)定义为一种符号间的“互补” ( com-
plementarity)关系,他研究了图文关系如何通过语义上的互补而形成单一的文本现象[32] 。 Iedema 进

一步将符号转码( semiotic
 

shift)的过程定义为再符号化( resemiotization)的过程,即“追溯一种符号如

何在社会过程的进展中被转化为另一种符号的分析手段” [33] 。 Feng 等进一步从互文的角度对广告

语篇中声音、图像及语言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4] ,利用 Martin 等提出的参与度系统( engagement
 

sys-
tem)理论框架[35] 对新闻语篇中的多模态互文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图文符号间的

各种互指关系看作形式上的互文,关注在图像及文字在互文关系中语篇制作者如何对意识形态通过

结构性互文进行选择性的编码,利用视觉语法对这一编码进行批评性视觉语篇分析。
本研究将符号间的互文分为两类,即由图像到文字符号的互文和由文字到图像符号的互文。 在

由图像到文字的互文中,本研究关注语篇的制作者将图像中某些特定要素或背景进行前景化,从而

植入意识形态的互文过程,以文本分析法中细读的方式进行解读。 另一种符际互文,即从文字语篇

互文而来的图像语篇,主要以漫画配图的新闻或为文字语篇量身定做的人工合成图片语篇为主。 这

类互文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即图片往往用以补充或解释文字,这类互文往往以图像隐喻的方式

表现出来。 Refaie 认为由于空间的限制,图像模态很难描述“复数” ( plurals) ,因此它更倾向于将大

的社会群体压缩为某个特定的“原型影像” [36] 。 Morris 将这种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压缩”为单个图像

的隐喻实现过程称为“凝缩” [37] 。 由文字语篇到图像的互文,由于其目的指向性,及图像语篇的艺术

性及可阐释性,往往采取“凝缩”的方式对文字符号进行互文性的呈现。 如:
While

 

the
 

movie
 

is
 

powerful
 

and
 

well
 

crafted,the
 

producers
 

are
 

not
 

banking
 

on
 

it
 

finding
 

a
 

wide
 

non-Chinese
 

audience. Indeed,much
 

of
 

the
 

drama
 

comes
 

from
 

its
 

subtle
 

depiction
 

of
 

history. During
 

one
 

quake
 

scene,a
 

rooms
 

shaking
 

walls
 

dislodge
 

a
 

framed
 

picture
 

of
 

Mao
 

Zedong—the
 

kind
 

that
 

every
 

home
 

and
 

office
 

once
 

had
 

on
 

shrinelike
 

display—which
 

falls,to
 

be
 

lost
 

in
 

the
 

debris.
这个段落摘自一篇题为:《中国的斯皮尔伯格:一石激起千层浪》 ( “ Chinas

 

Spielberg: Making
 

Shock
 

Waves” )的新闻[38] ,新闻中的画线部分可以被认为是从电影图像中互文而来的文字语篇。 正

如 Iedema 提出的再符号化这一概念,一种模态在语篇实践中被转化为另一种模态,不只是一种文本

层面的再现,而通过再语境化利用视觉和文字等符号的承载性( affordance)进行意识形态植入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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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过程[33] 。 作者通过图像到文字的符际互文将象征性过程的细节蓄意地前景化,形象地反映

了一些国外媒体在对华报道时不失时机地夹带意识形态,戴着有色眼镜选择性报道的西方中心主

义、冷战思维,以及在对华报道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
针对由文字到图像符号的互文,以下摘自网易新闻的一则语料[39] 为例(图略) 。
在图片中,在右侧文字的“锚固”下,玫瑰和欧元纸钞凝缩的社会现象及图像隐喻可以被很容易

地解构出来,即“玫瑰”是“爱情” ,“欧元”是“男方的经济实力” 。 同时,整个图像是对标题的符际互

文。 根据视觉语法,图像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信息值,图像上方一般代表“理想( ideal) ”的部分,
下方代表“现实( real) ” ,左侧为“已知( given) ”信息,右侧为“新( new) ”信息。 图像的制作者将玫瑰

置于理想(偏上方)和已知(左侧)的部位,将欧元置于现实(下方)及新信息的部位,赋予符号一定的

构图意义。 在尺寸及色彩设置上,玫瑰有一定的显著性和前景化的特征,与右侧底部的欧元形成对

比。 高的情态值和色彩饱和度使图片更加抢眼。 通过不同位置信息值、显著度、情态等的安排,使图

片具有强烈的社会指涉意义。 与之呼应,制作者对标题中的“不能怪女性势利”几个字运用红色、加
粗、大字体等方式赋予了较高的显著性,与图片造成呼应,增加了符际互文度。 由于较高的互文度,
使图片和新闻标题密切相关,表现出较高的符际连贯性,传达出更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从符

际互文的角度来看,语篇制作者通过玫瑰、红色象征以及前景化文字凸显的“女性”二字等在这一语

篇中植入了性别主义。
如上,符际互文借鉴多模态隐喻对于图文关系的多方位关照,分别对图-文及文-图互文进行了

探讨。 不同的是,在新闻文本的研究中,采用媒体分析法中的细读的方法,利用视觉语法对符号间的

有标记的互文关系进行选择性及前景化的描述,以期解构图像中被语篇制作者构建的意识形态,对
多模态的新闻语篇做出批评性分析。

(三)强势 /弱势和水平 /垂直视觉互文

Jenny 将互文分为两种类型:强势互文性和弱势互文性[28] 。 前者是指明示目标语篇与其他语篇

相关性的、明确的话语标记,如引言等;后者指目标语篇中不含展示明示关系的话语标记,但在词汇、
句法、语义乃至语篇等层面能引起对于其他语篇的联想,如类似观点和主题等。 Kristiva 则将互文分

为水平轴线( horizontal
 

axis)和垂直轴线( vertical
 

axis)两类[23] 。 本文对于强势 / 弱势互文及水平 / 垂
直互文在新闻语篇中视觉互文的考量着重关注新闻图片、标题及图片说明或注解之间的互文关系,
以及其互文涉指的文献出处和历史语境,以及与其他新闻语篇的指涉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多模态强势 /弱势互文性及水平轴线 /垂直轴线互文考量

研究者 分类类型 特点 相关因素

Jenny
强势互文性 包含明示型话语 图片出处、配图文字说明

弱势互文性 影射指涉关系 图际 / 篇际指涉

Kristiva
水平轴线互文 语言符号内部互文指涉 符号及符号间关系考量

垂直轴线互文 历史及社会语境关照 历史语境考量

　 　

在表 3 视觉互文的语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互文。 如同样是对于英国脱欧和卡梅隆

辞职的报道,不同的国际杂志在报道时,尽管都引用了其他出处的图片,有的在图片中进行了明示

(例 2)
 

,属于强势互文;有的却没有在视觉互文的位置出现明示性的话语,属于弱势互文。 有的摘引

的是与语篇相关的政治演讲的图片(例
 

3)
 

,属于与语篇相关的水平轴线的互文;有的摘引的是具有

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或造型)的图片(例 1) ,属于历史语境相关下的垂直轴线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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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于英国脱欧和卡梅隆辞职几则互文语料对比一览

序号 例 1 例 2 例 3

标题 UK
 

on
 

Course
 

for
 

a
 

Hard
 

Brexit
EU

 

Referendum
 

Results:David
 

Cameron
 

to
 

Resign,Markets
 

Tumble

EU
 

Referendum
 

Results
 

LIVE:UK
 

Votes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PM

 

Cameron
 

to
 

Resign
 

in
 

October

图片

图片

说明
无 British

 

EU
 

referendum
 

in
 

90
 

seconds
EU

 

vote:David
 

Cameron
 

says
 

the
 

UK
 

“ needs
 

fresh
 

leadership”

来源 无 AFP 无

网址

https: / / www. dw. com / en /
opinion-uk-on-course-for-a-

hard-brexit / a-51757381

https: / / edition. cnn. com / 2016 /
06 / 24 / europe / uk-eu-referendum-

results / index. html

https: / / www. bbc. com / news /
uk-politics-36615028

　 　

例 1 着眼整个脱欧进程中的英国总统 Boris
 

Johnson 对群众的“洗脑”及对国会的操纵,因此采用

垂直互文的形式,将脱欧的历史以及欧洲和英帝国的历史语境融入其中。 之所以采用强势互文的形

式,可能是图片来源于 DW(德国国际广播)网站,旨在使报道具有明显的机构特征,用机构性增强其

新闻价值。 在视觉语法层面,图片更多地使用象征过程,运用君主和星座等象征整个欧盟的关系及

英国艰难的脱欧过程。 运用较低情态值的插图式的呈现方式增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 位于地面上

的三位君主的反应过程指向上空的星辰(信息值代表“理想”的位置) ,而与观众没有接触,进一步增

强图片蕴含的对现任政府、领导者及其政策的批判意义。 例 2 和例 3 均采用强势互文,以脱欧投票

现场为图片,水平轴线互文使图片与新闻文本密切相关。 特别是例 3,通过强势互文直接将卡梅隆的

政治演讲与脱欧结果结合起来,使文章的及时性效果更加突出。 此外,与例 2 中政治人物侧视的接

触类型相比,例 3 中,卡梅隆与观众通过“提供”类型的眼神接触,直接与观众接触。 且采取了比较近

的社交距离和只包含演讲者卡梅隆总统的取景,以及较高的情态值。 这一视觉安排与“ PM
 

Cameron
 

to
 

Resign
 

in
 

October(卡梅隆首相将于十月辞职) ”形成互文。 通过视觉安排凸显卡梅隆的显示度,引
导读者对于脱欧引起领导人辞职这一后果的关注。 由此可见,强势 / 弱势和水平 / 垂直视觉互文可以

通过融入历史语境实现新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机构特征的形塑,也可以通过明示图片出处等

实现对新闻价值的增强,并引导读者对于政治人物或事件的态度。
(四)假引互文(abrupt

 

intertextuality)
在新闻传播意义层面上说,无论是言语符号还是非言语符号都应该以真实性为基本原则。 图像

资料应该反映现实的本原面貌,与现实吻合。 但这只是新闻传播中的理想状态,因为在现实报道和

新闻语篇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语篇作者的主观意识,从而影响到图像等的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说,
符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可靠性。 刘琛通过深入剖析图像的叙事作用与内在含义,提出图

像叙事涵盖“图像叙事化”与“叙事图像化”两个维度[40] 。 “图像叙事化”指的是在当下视觉文化语

境下,图像越来越多地肩负起讲述故事的职责,“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构建行为,而且这种构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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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比如在现代技术环境下,图像真实性所引发的对历史的重构、混淆、模糊处理

甚至颠覆现象[40] 。 图像的大量涌现并未增强信息的有效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的真实

性[40] 。 受此启发,本研究所说的“假引互文”主要指两类语篇,即新闻图片中通过对(别的)不同的新

闻图片造假、合成等剽窃和欺骗行为实现的互文,或者语篇作者从主观的意图出发选择性“移花接

木”式地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新闻图片(如用其他时间地点的新闻图片虚构当前事件)进行隐性意识形

态的建构的一类语篇。 因为这种形式的互文往往隐蔽性比较强,需要读者去仔细识别,否则就会沦

为某种偏见或者有意识操纵的受害者,因此在多模态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故
而单列为一类。 假引互文主要体现了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 图像经过刻意的或是恶意的修改、合
成、装饰、盗用或“移花接木”之后,被注入某些人或是集团的主观意识,成为他们手中可以利用的工

具。 从视觉语法的视角来看,假引互文是在一定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语篇作者对图片再现意义、互动

意义和构图意义的再次构建。 由此,通过视觉语法对假引互文的批评性解读,应集中分析图像符号

要素中被篡改的部分,聚焦语篇的制作者如何通过选择性地析取图像要素来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构

建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一个典型的语料是伊拉克战地记者 Walski 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人为合成的新闻照片。[41]

为了增强构图的艺术效果,原作者将两幅图片通过制图软件合成为一幅,使士兵打手势制止平民的

动作和抱孩子的向前走的平民与之对视的动作集中到一张图片上。 根据视觉语法,图 2 中反应过程

(两个主角的对视)的缺失和图 3 中动作过程(手势)的缺失降低了图片的再现意义。 图片的制作者

为了弥补这一缺失,通过人工合成的手段将两个图像元素集中到图 4 中,通过对反应过程和人际意

义中接触( contact)的人工篡改,增强图片的再现意义及人际意义,使之呈现出较大的现实感和艺术

张力,因而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 但后来被同行发现作假的痕迹,才使这次欺世盗名的行为昭然

天下,成为当年世界影响较大的假新闻之一。

图 2　 原始图片(1)
　

图 3　 原始图片(2)
　

图 4　 合成图片

如果以上的假引互文未能被及时发现,不过是多了个欺世盗名的记者而已。 但有的假引互文则

可能歪曲事实本来面目,恶意引导舆论,甚至歪曲早已被证实的科学事实,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和公

众影响。 一个典型案例是 2007 年发生的“假华南虎事件” ,周正龙拍到的华南虎的“现场图片”甚至

出现在当年的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上,从而被各新闻期刊交相引用。 而在 2008 年,该图片最终证明

是合成图片,图片上栩栩如生的华南虎可能只是传统中国年画上印刷的老虎,这也是假引互文的一

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这些假引互文中,一个典型的共同点就是图像的制作者刻意利用各种手段来

增强图片的情态值( modality) ,如较高的色彩饱和度( color
 

saturation) (如假华南虎照) 、选择性的背

景化呈现( contextualization) 、较大程度的细节呈现( presentation
 

of
 

detail)等。 与此同时,尽量通过蓄

意整合或析取部分反应过程及动作过程来篡改或操控图片的再现意义和人际意义,以此实现意识形

态的蓄意操控。

·05· 　 2025 年第 3 期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传媒研究“假新闻”语篇研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本研究将假引互文单列

为一类进行理论分析一方面顾及互文理论作为新闻语篇批评性分析框架的完整性及适用性,另一方

面旨在将视觉语法及多模态互文理论应用到虚假新闻的分析中,丰富相关的传统新闻研究理论,为
之提供相关的语言学关照,解构这些图片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

三、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结合视觉语法及互文理论,利用文本分析法对图文关系中的互文做出了批评性

分析的初步探讨。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图文互文的研究及探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互文性视觉

呈现类图片新闻语篇中,图文互文编码的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性的分析,从而拓展批评性语篇分析的

研究视野。 其中,视觉显性互文和结构互文着重从体裁及互文的来源上对图片新闻的意识形态进行

细读,从而进行批评性的分析。 符际互文关注符号间的互文关系:在从图像到文字的互文类型中,着
重对转码过程中有标记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细读;在从文字到图像的互文中,关注图片制作者常用

的隐喻式的“凝缩”及视觉语法操控,对符号间相互连接的意识形态纽带进行分析和解读。 强势 / 弱
势和水平 / 垂直视觉互文关注新闻图片选取的历史及社会语境,及图文之间的相关性和互文度对新

闻客观性的影响,做出批评性分析。 假引互文关注对视觉符号的人为操控,通过原本的视觉符号和

操控后的视觉符号进行比较的方法,利用视觉语法着重分析有标记的图像元素,并关注图像制作者

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对图片的情态值、人际意义及再现意义进行操控,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
几种分析方法的侧重点、交集关系及分析方法可用图 5 表示:

图 5　 图片新闻“视觉互文”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于以上所述的“视觉互文”这一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构建尚处于比较初级

的阶段。 对案例的选取等由于篇幅限制等原因选取的数量有限。 此外,本研究采取了人文科学研究

方法中的质性研究思路,分析论证过程有待结合量化研究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分析过程更加客

观。 最后,后续研究还需对各互文类型的子概念框架进行更为详细的构建,使之更具操作性和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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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ross-semiotic
 

intertextuality
 

in
 

multimodal
 

news
 

discourse. By
 

apply-
ing

 

and
 

extend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in
 

verb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paper
 

discusses
 

how
 

different
 

types
 

and
 

cross-semiotic
 

intertextuality
 

covertly
 

construct
 

ideologies
 

in
 

the
 

discourse,and
 

un-
consciously

 

instill
 

them
 

into
 

the
 

viewers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analyzing
 

a
 

collective
 

cor-
pus

 

of
 

multimodal
 

multimedia
 

news
 

discourses. Through
 

the
 

analysis,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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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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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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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op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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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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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textua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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