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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像转向”是人文社科一次重要的理论转向，在传播学领域，图像传播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的问题领

域，视觉修辞、视觉框架及相关问题成为理解媒介图像和舆情图像的新路径。本文从视觉修辞、视觉框

架等视角对云南省(2012~2022)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图像舆情分析。研究发现：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图像

舆情的特征体现为：图像舆情优先框定舆情发酵的风险走向；图像舆情的跨域映射力增强社会矛盾；图

像舆情的情感动员能力辐射全社会；图像舆情的监测需要建立大数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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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 tur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ur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field of com-
munication, image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new problem field of academic attention, and visu-
al rhetoric, visual framework and related issues have becom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media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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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and public opinion ima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public opinion of major emergencies 
in Yunnan Province (2012~202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rhetoric and visu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public opinion in major emergencie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as follows: image public opinion gives priority to frame the risk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fermentation; the cross-domain mapping of image public opinion enhanc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image public opinion radiates the whole society; the monitoring 
of image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establish a big data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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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 月 25 日，一张名为“跪下的警察”的图片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该图源于云南昆明发生

的一起劫持人质案件，事件发生后，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牛仔裤的男子跪在台阶下的背景照刷屏，该名

男子系出警民警，他当时跪地乞求劫匪让自己替换孩子做人质。这张背影照让许多人感动不已，有网民

联想到了另一名“下跪的警察”，但其并不是为了挽救生命，这张警察下跪的对比图在共青团中央的微

博发出后，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纷纷表示：对比强烈！有网民感慨“一个为了拯救生命，一个为了

夺走生命”，也有网民感慨“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面前还有‘人民’二字”，可见，仅是一张图像，

在网络传播中也能实现对舆论的建构，影响着舆情的发酵，尤其是在对比的图式中，更能激发出受众的

视觉联想，其背后蕴含的视觉修辞视角延伸着受众视觉的想象力，从而达到劝服、认同和沟通的目的。 
随着视觉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全世界都在普遍经历一个从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文化

形态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视觉文化”形态的转型，整个社会逐渐演变成以视觉性为基础的实践

系统和生产系统，进入了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1]。在当前社会普遍而深刻的“图像转向”语境下，社会

问题建构与公共舆论生成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图像事件”的方式。尤其是巴特提出的“视觉刺点”[2]，
会加速图像在公共场域中的关注热度和传播速度。可见，图像在舆情场域逐渐占据一定地位，在新型图

像技术的加持下，图像能够强化和激发社会风险，在突发事件中，这些社会风险危机主题凸显，并多以

各种图像形式展示，加剧了社会个体的激烈反应，个体想象被各种相关图像激化，由此形成不同的视觉

框架类别，本文主要从视觉修辞的框架冲突理论视角，对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图像舆情分析。 

2. 图像舆情研究的理论基础 

米歇尔所提出的“图像转向”一方面指人文科学学术视野发生了变化，图像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话

题；另一方面指文化公共领域中，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制造了“图像景观”，并引发了人类对图像的恐惧

与抵制。而图像舆情的研究更多偏向图像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什么样的图像能够激活公众注意力，什么

样的图像能够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这本质上涉及到图像本身的视觉修辞问题。此外，视觉框架能够为

图像研究和舆情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向度和研究视角，冲突框架的视角或可成为理解图像舆情的重要

框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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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视觉修辞的研究 

视觉修辞起源于修辞学传统，但真正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则源自新修辞学的兴起和视觉传播的发展，

由此推进了视觉修辞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崛起。其关注的视觉传播对象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空间化的

视觉传播对象[3]。随着视觉修辞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者们认为互联网图像传播将会成为视觉修

辞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视觉修辞是在视觉意义上编织特定的修辞话语实践，包含图像符号在内的一切“象征行动”属性的

符号形态都可纳入视觉修辞的范畴。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

[4]、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5]为视觉修辞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巴特抛出了“视觉修辞”

这一崭新的学术命题，阿恩海姆和伯格则聚焦于图像本体论的思考与拓展，从而确立了视觉修辞不同于

语言修辞的心理认知基础和修辞批评基础。 
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源，图像具有提供“证据”、设置“议程”、制造“框架”、实现“劝服”

或认同的论证功能，其在议题建构及舆论动员方面释放着巨大的能量，这使得图像事件能够成为一种重

要的修辞实践，深刻地作用于社会动员过程[6]。图像事件是指由图像符号驱动而形成的公共事件，其中

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是凝缩符号，突发公共事件中往往包含多个视觉图像，但只有那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

“决定性瞬间”能成为事件的凝缩符号。视觉化的凝缩符号也可称为新闻聚像，其主要表现为揭示事件

真相、反映集体意识或引发情感共鸣的视觉图像，拥有顽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7]。 
综上所述，视觉修辞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视觉文化背景下，传统基于语言文本分析的修辞

学研究逐渐开始关注视觉符号的意义与劝服问题，也就是“从原来仅仅局限于线性认知逻辑的语言修辞

领域，转向研究以多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新的修辞学领域”[8]。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与分

析发现，当前，视觉修辞的传播实践集中于“图像事件”的话语表达当中。在未来，互联网图像传播会

成为视觉修辞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2.2. 视觉框架的研究 

视觉框架的学术缘起，可以追溯到欧文·戈夫曼于 1979 年出版的《性别广告》。戈夫曼在书中提出

了“图像框架”这一概念，以回应广告中视觉经验的框架问题。他从六个框架维度出发，揭示了商业广

告中女性刻板形象塑造的视觉呈现机制：1) 相对大小；2) 女性触摸；3) 功能等级；4) 家庭描述；5) 屈
从仪式；6) 默许离场[9]。戈夫曼所提出的这一框架形态，后来几乎成为了性别研究的标准模板。他将框

架分析这一经验命题延伸到视觉领域，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框架分析的“视觉转向”，为视觉文本的内容

分析或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框架视角”。 
何为视觉框架，刘涛认为，视觉框架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图像形式维度上识别和分析图像话语生成

的框架形态及其运作原理，即通过对视觉文本的内容分析，探讨图像符号再现了何种认知框架，视觉框

架是如何建构并生成的，以及框架深层的话语内涵是什么等问题[10]。 
综上所述，戈夫曼将框架分析延伸到视觉领域，聚焦于视觉框架分析，打开了框架分析的视觉向度，

实现了框架分析的阶段性“破圈”。可见，赋予图像研究以框架视角，进而关注图像的框架分析问题，

有助于打开框架研究的想象力并赋予视觉文本研究一种全新的框架视角。 

3. 云南省(2012~2022)重大突发事件分析 

本文选取云南省近 10 年(2012~2022)的重大突发事件为研究对象，经过人工搜索和数据抓取，共收

集了 30 余起重大突发事件，与之相关的图像共 500 余张，收集渠道主要是微博、微信、网站等平台，按

照传播情况对图片进行针对性的收集、筛选与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因视频与图片的符号构成存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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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本研究主要收集图片进行分析。 

3.1. 重大突发事件的选取指标 

“重大突发事件”这一概念在国内并不是起源于学术研究，而是在国家社会管理实践工作中逐渐形

成的。“重大突发事件”曾被用来特指军事、外交等领域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11]。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进行了解释，强调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几种事件类型，需要应对这类事件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突发性、危

险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是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借鉴相关部门对突发事件概念的界定，重大突发事件

就是指社会危害程度高、影响范围较大的突发事件。对其判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事件性质、

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可控制性。本研究基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定义和性质以及《国家特别重大、重大突

发事件分级标准》收集云南省近三年的重大突发事件。 

3.2. 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图像舆情分析 

1) 非语言表征放大社会舆情风险 
根据图像舆情分析发现，涉及地震突发事件的图像主要呈现出地震伤亡情况、救灾情况以及安置情

况等，此类图像往往以大全景展示灾难现场，包含着碎片、撞击、断裂等破坏性元素，以灰白冷色调为

主，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起内心的同情与害怕等情绪。图像中的人物一般以中近景为主，

他们表情严肃或悲痛，眼泪、纱布、绷带、灰尘、破烂的衣裤等作为受灾的标识清晰可见，图像上的他

们正经历痛苦和无奈。图像里的“千言万语”，实际上是阐释的产物。相对于语言文本，图像的意义是

极不稳定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复原图像的出场语境，从主体、图像与社会的关系中识别图像的功能，超

越纯粹的形式分析以抵达一个更大的“画外世界”，才能拓展图像阐释的意义空间[12]。温馨的楼房、平

坦的公路、路边的汽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符号，而今频发的自然灾害让人们对这些曾经意义

单一的符号开始进行多元的思考，迫使人类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综上所述，云南省地理条件特殊，地震、泥石流、旱灾、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破坏自然环境

的同时，威胁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冲突升级，事件中的图像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事件的发

生和发展过程，图像的再现功能给受众营造出在场感，在深度媒介化的视觉时代，模拟图像和数字图像

印证了一种图像事实：概念是可以借助对现实的视觉化操作而加以再现的，正如摄影镜头通过对受灾现

场的选择、捕捉与呈现，建立“痛苦”这一概念模型，或者说，现实可以按照“痛苦”这一概念模型再

次想象、呈现和理解。 
2) 视觉再造拓展视觉观看的想象力 
根据图像分析发现，涉及旱灾的图像主要呈现受灾情况和救助情况。受灾情况呈现方式主要分为两

种：水库干涸及土地开裂情况、农作物受损情况。前一种图像以全景、中景、近景为主，土黄色为主要

的色彩结构，整体图像框架提供平视和俯视的视角，借助航拍等新兴技术的“视点再造”极大地拓展了

视觉观看的想象力。后一种图像以中近景为主，人物多居于图像的中心位置，突出人物的表情和周围环

境的反应，开裂的土地、晒死的庄稼、严肃的表情以及农民粗糙的手，这些视觉元素把中国最底层农民

的普通劳动者推到舆论顶端，各种利益冲突的弊端开始显现，农村的民生问题成为热议的话题，人与自

然、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农民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救助情况的图像呈现出灾区群众抗旱的决心以及政

府部门对灾区的帮助情况，图像中的水窖、水桶、水管等标识成为触发情感的重要符号，映射出干旱下

人类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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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图像中的元素之于观看者的吸引力并不是对等的：有些元素的意义增长较快，往往具有

打开画外空间的穿透力[2]；有些元素携带着先天的戏剧性和冲击力，往往容易捕获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

有些元素则更多的是某种意象的化身，往往容易唤起观看者的视觉想象。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乃生命之源，图像中所携带的不同视觉元素携带着不同的意义话语，例如搁浅的船只、干瘪的鱼干、开

裂的土地等，而当这些意义组合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多维度的、多层次的视觉话语体系。 
3) 视觉对立元素重塑视知觉系统 
根据图像分析发现，涉及劫持人质事件的图像以中近景为主，灰暗冷色调为主色调，人物居于画面

中心位置，突出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状况。分析发现，该事件视觉文本中的元素以对立元素为主，嫌疑人

与被绑架男孩、嫌疑人与记者、嫌疑人与警察均构成对立的关系结构，古德温说：“视觉对立的基本运

作策略为转喻还原、替代、偏向和移置，最终这些策略，特别是移置作用，使得观众对广告内外的社会

关系产生误读，比如将复杂的视为简单的，将互补的视为对等的，将区隔的视为差异的，将矛盾的视为

对立的”[13]。概括而言，视觉对立不仅体现为符号表征维度上的对立，同时体现为意义结构层面的对立，

还体现为认知框架层面的对立，而“对立”本身则是修辞建构的产物。 
那么，沿着该事件中对立框架的认识路径，反观图像中的视觉刺点——持刀者、男孩脖子上的划痕、

跪下的警察、勇敢的女记者等——它们如同一面反射的镜子，成为舆情发酵的助推器。另外，如果两种

图像共享相同的或相似的视觉图式，则很容易形成一种联想关系，也就是从一种图像到另一种图像之间

的视觉想象，由此便形成了视觉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语境。例如跪下的警察对比图，一名警察下跪为了交

换人质，一名警察下跪将黑人男子压在膝下直至死亡，如此强烈的对比加上视觉上的冲击凸显出中国警

察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综上所述，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恶劣行径的出现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担忧，

加之图像所营造出来的在场感更能激发受众的情绪，人的视觉系统是一个构建的过程，观看的过程实际

上是将图像中所包含的直观的视觉信息转化为知觉，借助以往的视觉体验进行分析理解的过程，即完成

图像与受众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是通过图像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意义共同实现的。从图像符号的

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图像的观看和理解主要受到色彩、景别和构图等因素影响。此类事件的构图多含有

对立元素，从而构成了视觉冲突框架，正义与邪恶的博弈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动载体。 

4. 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图像舆情的基本特征 

结合相关理论、舆情分析及图像分析发现，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变异与转化已成为常态，图像舆

情可以成为我们体察民情、观察民意的重要“窗口”，其所具备的特征如下： 

4.1. 图像舆情优先框定舆情发酵的风险走向 

海德格尔说我们正进入一个图像的时代，随着新型图像技术、AR、VR 等各类技术的大量出现，无

疑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视觉上的震撼力远比文字带来的更强，语言文字对应的是系统性

认知机制，而图像信息则对应于启发性认知机制[14]。图像信息往往被优先选择，首先被阅读者的视觉和

听觉接收，产生心理感觉、情绪反应；对于能产生好奇、有趣、关心、责任感、自豪、愤怒等心理感觉

的图像信息，获取者会进一步深入了解舆情信息的文字部分，对舆情的来龙去脉进一步了解，适时参与

舆情讨论。因此，图像成为了人们关注舆情热点的最初原因，逐渐成为舆情场域的“入口”。例如，社

会安全事件中出现的“校园欺凌”、“持刀砸门”、“持械伤人”等事件中充满着极具破坏性的视觉元

素，当此类图像信息被受众接收后，以图像为载体、敏感议题为内核的冲突性画面极易激发公众情绪，

加快传播速率，影响舆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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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像舆情的跨域映射力增强社会矛盾 

图像信息更具真实性，作为真实图像更具说服力，“有图有真相”和“无图无共情”的现身说法，

指向图像生产意义的关键性，它是公众情感和情绪会意的索引，建构视觉事件引起的政策辩论。当图像

的视觉直观性和现场可证性与语言文字的逻辑性和阐释性相结合时，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出突

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且图像本身的直观属性和情感色彩在视觉修辞的修饰下能够实现对社会现

实的跨域映射。在宏观话语体系下，图像的独特性具有指涉意义，“像”就似一面镜子，映射到社会现

实中存在的多个问题。例如，丽江女性游客被打事件，该事件的引爆点是受害者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在丽

江旅游时被陌生人殴打的照片，在她发布的照片中，左边一张是她出事情的照片，右边一张是出事当天

的照片，从两张对比图中很难看出是同一个人。该事件充分映射出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女性的权利

议题以及云南的旅游乱象问题推向舆论风口。由于互联网的记忆功能，此后发生的与该事件类似的事件

更加放大受众的感官刺激，催化负面情绪，如“唐山打人事件”、“西安地铁暴力拖拽女性乘客事件”、

“小花梅事件”等，有大量网民根据事件进行图像的再创作，或进行雕塑、绘画等，主要借助此类艺术

作品表达情绪，或讽刺社会现实，由此造成图像舆情的愈演愈烈。 

4.3. 图像舆情的情感动员能力辐射全社会 

社交媒体中，人们常常在发布动态、观点等信息的同时，为其配上图像。其原因在于图像不仅可以

在情感方面影响他人，而且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发布人的态度和情感。在宏观社会话语环境中，图

像的情感动力与大众的情绪点产生耦合，从而带动舆情发展。同时，由于图像可进行二次或多次创作，

从而导致图像舆情的传播可能建构刻板印象，偏离事实真相，且最大程度催化负面情绪，传播碎片事实，

甚至可能引发舆情反转。突发事件图像中的敏感信息容易引发网民的负面记忆，由此与事件中的图像共

同构成网民固有认识的消极图像和愤怒图像，从而引发舆情发酵。图像舆情在加剧网民感官刺激的同时，

也激发着社会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热情，引发网民个体的情感共鸣，提高事件热度。例如事故灾害中出

现的“大火”、“炸弹”、“碎片”、“坍塌”等图像信息，容易唤起受众内心的负面记忆，通过与以

往事件的联想，强化情感反应。图像框架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意象所激发出的负面情感具有相对一致性，

由此生发出的情感动员机制影响着舆情的发展和舆论的建构。 

4.4. 图像舆情的监测需要建立大数据机制 

根据修辞学可知，在进行情感表达所使用的话语会运用部分修辞手法以达到强调、暗示等修辞作用，

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有隐喻、夸张、拟人等，当语言表达运用多种修辞策略时，它所蕴含的意义就不再

只存在于表层，其深层次的意义才是修辞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一般的网络舆情监测并不能对这些隐

含多种修辞的话语进行分析和把握，尤其是对于正负评价的分析常常会面临着失效。因此，在进行网络

舆情监测时，不能仅仅是依靠新兴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还需结合传统的舆论调查，两种方式实现互补

才是实现资源的整合，使得舆情研究更科学、更严谨，成为各种决策的重要依据。 
文本语言是如此，图像亦是如此。图像舆情是网络舆情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网络图像数量巨大，

容易被恶意篡改，虚假图像传递错误的信息引发错误舆论，而错误舆论又容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舆情事件，

不容易监控和及时处理，由于网络的保存功能，敏感图像难以被彻底删除。对于突发事件中的图像而言，

图像信息在网络空间的即时传播使得图像网络舆情预警时间大大缩短，网络舆情从爆发到扩散的速度大

大加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形成重大的网络舆情。这一过程中，网民对于图像的观看与理解成为

新的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悄然改变着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建构方式，成为网民实现话语赋权的一种

新途径。可见，以视觉符号为主要手段的图像传播正在悄然改变着网络舆情、舆论构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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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云南省近三年的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舆情分析、图像分析和框架分析发现，图像舆

情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图像舆情优先框定舆情发酵的风险走向；图像舆情的跨域映射力增强社会矛盾；

图像舆情的情感动员能力辐射全社会；图像舆情的监测需要建立大数据机制。可见，图像正成为舆情发

酵的“入口”，而图像舆情的研究能够将图像学和舆情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把握图像舆情的传播

特征，从而尝试寻找图像对社会的映射和组织的能动性，拓展图像时代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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