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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为语料，基于视觉语法理论，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以及构图意义三个方面

探究了中国健康科普海报是如何运用不同的视觉语法实现意义建构的。研究发现，图像再现意义的作用

在于呈现健康科普中特定主题的核心内容；互动意义的作用在于建立公众与健康科普场景的互动关系；
构图意义的作用在于增强健康科普海报对公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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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hinese health popularization posters as the corpu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sual grammar,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different visual grammar is employed in Chinese health science popu-
larization posters to construct mean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reproductive meaning, interac-
tive meaning, and compositional mea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eproductive meaning of 
image is to present the core content of a specific topic in health popularization; the interactive 
meaning of image is to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 
popularization scene; and the role of compositional meaning i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health popularization posters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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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继续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强调到 2030 年，要实现全民健康素养水

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的总目标。因此，在“健康

中国 2030”的背景下，如何推广传播健康知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健康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健康科普海报是典型的“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

即“多模态”语篇[1]。健康科普海报主要通过不同符号资源向公众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公众健康

素养，促进公众养成健康行为[2] [3]。纵观现有的健康科普海报研究，研究对象主要聚焦疫情防控、疾病

知识普及等主题海报[4] [5]，忽视了对其他健康科普主题海报的关注与讨论，且目前鲜有研究对多个主题

的健康科普海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内容多为健康科普海报的传播效果和传播策略[6] [7]，忽略了意义建

构对于海报生成和传播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官方机构发布的健康科普海报为语料，运

用视觉语法理论，探究海报是如何运用不同的视觉语法进行意义建构从而进行健康科普的。 

2. 理论基础：视觉语法 

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

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8]。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同一语篇中的多种符号资源如何共同实现

意义建构。 
社会符号学家认为任何一种模态在本质上都是实现意义的社会符号系统，基于此，Kress & van 

Leeuwen [9]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大元功能(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延伸到视觉模态，

提出视觉语法理论，构建出与之相对应的图像的三种意义：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图像的再现意义表征图像中人物、环境、地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或概念关系，根据图像中是否

有矢量存在，可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大类。叙事图像中存在矢量，可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

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行动过程和反应过程又可进一步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两种类型。行动过程中发

出动作的参与者被称为“动作者”，动作的对象被称为“目标”。有“目标”的行动过程是及物的，否

则就是不及物的。同理，反应过程中发出目光的参与者被称为“反应者”，目光指向的图像参与者被称

为“现象”。有“现象”的反应过程就是及物的，否则就是不及物的[9]。 
图像的互动意义是指图像能建立起图像中的世界与观看者之间的特定关系，并提示观看者对图像参

与者应持的态度，该类意义通过接触、距离、态度、情态四个层面来实现。“接触”是指图像观看者与

参与者之间通过目光接触创建的一种联系。“距离”是指图像观看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程度。图

像观看者对参与者的不同“态度”通过不同视角来实现。“情态”是指图像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程度，

包括高、中、低三个量值。 
图像的构图意义体现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是如何相互联系和融合以表征出完整意义的，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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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值、显著性和取景三种资源来实现。信息值是指特定图像成分在整体图像中的位置，不同位置表征图

像成分的不同角色。显著性是指图像元素吸引图像观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体现各图像元素的不同凸

显度。取景是指图像中有无分割框架的线条，这些线条连接或割断图像中的各元素，表示图像各元素分

属同一或不同世界。 

3. 中国健康科普海报的视觉语法分析 

健康科普海报运用文字、图像、色彩等多种符号资源，致力于向公众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促进公

众养成健康行为。视觉语法理论能够从再现、互动以及构图三个方面阐释图像的意义，有助于揭示健康

科普海报如何建构意义进行健康科普，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的。 

3.1. 再现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 [10]认为，叙事图像主要用于表征行动、事件以及变化的过程，概念图像则主

要表征属性、类别、特征以及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中，再现意义的构建主要通过叙

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种形式。如图 1 海报 1 所示，海报中的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形成的斜线构成

矢量，形成及物的行动过程。在此海报中，妈妈是“动作者”，小女儿是“目标”，妈妈的右手形成矢

量作用于小女儿身上：右手紧抱住小女儿。家庭成员之间通过矢量相互作用，紧密联系，强调家庭整体

概念。同时，伞和伞下的所有家庭成员构成矢量，形成及物的行为过程，表达了疫苗为健康撑起保护伞、

能有效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此外，“反应者”全体家庭成员看向观看者的目光构成矢

量，形成不及物的反应过程。该目光矢量将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联系起来，向观看者传递出及时接

种疫苗能让家人安心且对家庭负责任，体现出中国人“家文化”的伦理规范与责任意识。图 1 海报 1 通

过种种矢量，向公众传达出疫苗接种的可靠效果，在强调儿童预防接种的同时，也鼓励号召成人主动接

种疫苗，保护自己健康，也保护全家健康。海报上的文字模态“及时接种疫苗保障生命健康”给出了疫

苗接种和生命健康的关键信息，与图像模态相互补充、相互增强，共同参与了意义的整体建构。 
 

 
Figure 1. Poster 1 [10] 
图 1. 海报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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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oster 2 [11] 
图 2. 海报 2 [11] 

 
概念图像中则不存在矢量，可分为分类、分析和象征过程。分类过程中至少有一组参与者对另一个

参与者而言是“从属”的角色，扮演“从属”角色的参与者通常在图像中呈对称分布。分析过程中有两

组参与者：承载者(整体)和其具有的特征(部分)。象征过程则是参与者表征其所具有的象征和联想意义。

如图 2 海报 2 所示，处于同一个背景中且呈对称分布的各类图标如苹果、体重计、足球等是“健康生活

方式”要素的从属，属于同一类别，构成分类关系。同时，各项图标还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图标“苹果”、

“西红柿”代表“注重合理膳食”；图标“体重计”代表“保持健康体重”；图标“足球”代表“坚持

适量运动”。海报 2 通过分类过程和象征过程的应用，向公众清晰地呈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具体要求，

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号召全民养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此外，语言模

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则与图像模态形成互补关系：由文字给

图像定位，突出了图像表达的核心意义。见图 1，图 2。 

3.2. 互动意义 

图像的互动意义由接触、距离、态度、情态四个要素来实现。 
“接触”表征索取或提供意义。在“索取”类图像中，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有目光接触，实现

交流、建立联系；在“提供”类图像中，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没有目光接触，仅客观地展现图像中

的世界、提供信息。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主要通过“索取”类图像建构互动意义。如图 3 海报 3 所示，海

报中的医生直视观看者，“索取”观看者与其进入一种想象关系的互动，加强了交流效果。同时，医生

手指向肝的盾牌的动作，加上文字信息“积极预防 主动检测 规范治疗”，表明了“索取”的内容为：

号召观看者积极主动接种肝炎疫苗，主动进行体检了解肝脏健康状况，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接受规范的

抗病毒治疗。这幅海报通过医生的目光和手势向公众传达了一个动员式的“图像”行为：全员行动起来，

全面遏制病毒性肝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如图 4 海报 4 所示，正在跑步锻炼的人物直视观看者，与观看

者之间有目光接触，同样“索取”类图像。此外，海报中人物的眼神与笑容表明了他们享受运动并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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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并通过“索取”的方式邀请观看者加入他们，号召公众积极运动，有助于激发公众热爱运动的热

情，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距离”是通过镜头取景的框架大小来实现的。特写或近景镜头反映个人亲密距离；中景镜头反映

社会关系；远景镜头则用于建立公共关系。如图 3 海报 3 所示的医生是通过近景镜头描绘的，拉近医生

与观看者之间的距离，试图与公众建立起亲密关系。近景镜头的运用更容易唤起观看者的参与感，达到

良好的健康科普效果。然而，背景处的一家三口则采用的是远景镜头，向观看者展现了全家身体健康的

幸福场景，借此呼吁公众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要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肝炎。图 4 海报 4 运

用中景镜头呈现运动场景：图像参与者身穿运动服在健身步道上跑步锻炼，表明参与者沉浸于运动带来

的快乐状态中，并邀请观众近距离观看。 
“视角”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在水平视角下，正面视角能让观看者产生参与其中的体验，而

斜视角会让观看者持有旁观者的态度。垂直视角可分为俯拍角度、平角角度和仰拍角度，表示观看者的

权势高于、平于和低于图像参与者。图 3 海报 3 和图 4 海报 4 都是采用的正面、平角视角，让观看者感

同身受，表示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是平等关系。在图 3 海报 3 中，作为权威人士的医生通过水平视

角，意图与观看者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公众对海报宣传信息的接受度。在图 4 海报 4 中，

正面视角的运用让观看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觉，邀请观看者参与到图像所呈现的世界中、

参与到他们的锻炼队伍当中来。 
“情态”分为高、中、低三个量值，量值的高低是通过色彩、照明、亮度等多个不同视觉标记来实

现的。这些视觉标记能对图像信息的真实性提供导向，且体现了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图 3 海报 3 的背景

色调是浅色的，色彩区分度和饱和度不是很高，给观看者一种稳定、和谐的氛围，属于中情态图像，客

观传达了积极防治肝炎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任表现的含义。图 4 海报 4 中运用高饱和度且丰富的色

彩，主要有蓝色、绿色等，属于高情态图像，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蓝天、绿树草坪、步道等，还原

真实场景，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再现，给观看者以亲身体验的感觉。见图 3，图 4。 
 

 
Figure 3. Poster 3 [12] 
图 3. 海报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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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oster 4 [11] 
图 4. 海报 4 [11] 

3.3. 构图意义 

图像的构图意义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三种资源来实现。 
关于“信息值”，位于图像的上方和下方的元素可表征概括性的和特定性的信息；左方和右方的元

素可表征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中心和边缘的元素表征重要信息和次要信息。如图 5 海报 5 所示，与吸烟

相关的烟头烟盒烟具等被放置在图像左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被放置在图像右方，因此前者传递的是

已知信息，后者传递的则是新信息。这表明吸烟所涉及到的物品是常识性的、显而易见的，而烟草业对

环境的巨大危害则是观看者在这幅海报中需要给予关注的信息焦点。基于文字信息“烟草威胁环境”，

从左至右的信息结构可以理解为：烟草会危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位于图像中心的骷髅头图案

强调吸烟会严重损害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海报 5 通过将烟草带来的环境危害放置在新信息的位置上，

将骷髅头图案放置在重要信息的位置上，呼吁公众为了所有人的健康、为了环境美好，远离烟草、尽早

戒烟。如图 6 海报 6 所示的总体布局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属于文字上置、图像下置的构图类型。主题文

字被放置在海报上方，图像内容被放置在海报下方，因此前者传递的是概括性信息，后者传递的则是特

定性信息。这表明主题文字是对宣传主旨的概括与凝练、是海报信息的最显著部分，能引起观看者的注

意。图像内容食物金字塔和老年人提供了老年人膳食指南，是贴近实际的细节性信息。从上至下的信息

结构可以理解为：改善老年营养、促进老年健康需要落实到老年人日常的饮食状况中。图 6 海报 6 通过

这样的信息结构，号召促进健康老龄化，鼓励老年人合理膳食、选择品种丰富的食物。 
“显著性”则是通过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大小、色调和鲜明度等方式来实现的。在图 5 海报 5 中，

相对尺寸最大且置于前景的骷髅头图案是最凸显的成分，突出吸烟会严重损害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以

最大程度吸引观看者注意力。在图 6 海报 6 中，色调鲜明且置于前景的食物金字塔和老年人是最凸显的

成分，突出健康饮食生活给老年人带来的幸福生活状态，引起观看者的视觉刺激。海报利用这些显著成

分来吸引观看者，增强了健康科普宣传的有效性，从而更好地达到宣传号召的目的。 
“取景”是指图像中有无实线或虚线形成的分割框架的线条，这些线条连接或割断图像中的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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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图像各元素分属同一或不同世界。图 5 海报 5 被分割为左右两个世界，左方是与吸烟相关的烟头烟

盒烟具等，右方是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左右两侧图像的组合，对比突出了被烟草严重污染的生态系统，

共同表征图像完整意义：烟草会危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宣传效果。图 6 海报

6 中没有明显的框架分割线条，其中的主要图像参与者食物金字塔和老年人形成一个视觉上的整体，给

观看者的感觉是两者属于同一世界，表征为老年人提供膳食指南的意义。见图 5，图 4。 
 

 
Figure 5. Poster 5 [13] 
图 5. 海报 5 [13] 

 

 
Figure 6. Poster 6 [14] 
图 6. 海报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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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以上分析表明，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构图意义在中国健康科普海报的意义整体建构中的作

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再现意义：呈现海报的核心内容 
再现意义在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中的构建主要是为了呈现海报的核心内容，更加直观地传递海报的主

题，最大程度实现健康科普，达成科普目的。例如在上文海报 1 中，海报中的家庭成员和伞作为参与者

主体，通过成员的肢体动作和看向观看者的目光、伞与伞下成员之间的斜线构成矢量，形成行动过程和

反应过程。通过这些参与者和矢量的选取，海报 1 向观看者呈现了疫苗为紧密联系的全家人撑起保护伞

的场景，进而向公众传达出疫苗保护全家健康的可靠效果。海报 2 选取“健康生活方式”类别下的图标，

通过分类过程和象征过程，向公众清晰地呈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具体要求。 
2) 互动意义：建立公众与海报的互动关系 
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中互动意义的构建主要通过“索取”类图像，大多采用中近景镜头、正面和平角

视角以及中高值情态来建立公众与海报的互动关系。如在海报 3 和 4 中，“索取”类图像的运用加强了

医生、跑步者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中近景镜头的应用拉近了医生、跑步者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正面和平

角视角的应用让公众置身于锻炼场景中、让公众与医生建立平等关系；中高值情态的应用还原真实场景，

给公众以亲身体验的感觉。 
3) 构图意义：增强海报对公众的吸引力 
中国健康科普海报中构图意义的构建主要是在构图上协调布局，突出海报的焦点，吸引公众的注意

力，加强健康科普的效果。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报 5 中，烟草带来的环境危害被置于新

信息的位置上，突出了该海报的信息焦点；骷髅头图案被置于前景且相对尺寸最大，则能够最大程度吸

引观看者的注意力。海报 6 中的主题文字被置于概括性信息的位置上，同样能够突出海报信息焦点；食

物金字塔和老年人被置于前景且色调鲜明，最大程度吸引了观看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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