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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视觉叙事理论，对比中外15所高校官网的新冠疫情报道配图在实现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组篇意义

三方面叙事结构及语篇构建的异同。研究发现：1) 中外高校报道均选择“手”为此次疫情的符号表征，

但“手”的数量及形态表征体现了不同的概念意义；2) 中外报道的参与主体选择、背景关系和图文结合

方式差异可见，国内高校呼吁抗击疫情的同时，更注重讲好政府和民众的抗疫故事；3) 国外高校更倾向

于使用冷色调、显著性色彩极差等方式构建病毒可怖、危害大的情感基调，意图通过概念再现方式强化

阻断疫情传播的途径。本研究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图文语篇的意义解读提供新视角，为国家应急话语语

篇构建提供可借鉴的配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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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sual narrativ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formation in the realization of ideational meaning, interperson-
al meaning and textual meaning of report pictures from official websites of 15 Chi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choose “hand” as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report of COVID-19, but the number and shape of those “hands” re-
flect different ideational meanings;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cir-
cumstances and the way of combining the picture and the tex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re-
ports.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eal to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or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3) foreign universitie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andemic itself. They tend to use cold colors and colors in low saturation to 
construct the emotional tone of the virus which is terrible and harmful, intending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block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andemic through ideational represent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emergency reports, and 
provides a report picture choosing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mergency discourse. 

 
Keywords 
Public Emergencies, COVID-19 Report Pictures, Visual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即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关系民众利益，处理不当易引起社会乃至全世界舆论关注，

使矛盾激化。随着新闻传播时代的到来，媒体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政府与公

众关系连接纽带(阮璋琼，2007) [1]。除提供真实、公正的报道(岳璐，2007)外，新闻传播后的公众舆论

导向有助于政府正确回应突发公共事件，起到缓解矛盾、安抚公众的作用，可见借助信息传播这一媒介，

拓展大数据舆情分析路径，有助于突发公共事件话语研究[2]。在新冠疫情传播的当下，作为自然发生语

言的新闻话语符号固然重要，但对其研究的同时还需考虑其他语境因素(徐赳赳，1995)，如声音、图像及

其色彩等因素所具备的符号意义，如理解有误会引发话语危机[3]。本研究运用视觉叙事理论，对比中外

15 所著名高校官网发布的新冠疫情报道配图中符号表征、参与者选择、情感、氛围构建及其图文互动方

式等多模态叙事特征的异同，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提供可借鉴的配图模式，便于构建多维、立体的

应急话语体系，为国家语情研究增砖添瓦。 

2. 突发公共事件话语研究现状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已蔓延至全球，引起各国民众高度关注，相关报道层出不穷，把突发公共

事件话语研究推上了风口浪尖。 
此类应急话语的前期文献鳞次栉比(于晶，2010，金子惜，2019，赵士林，2015，Abdullah, 2015，Sayyah, 

2020)，研究视角呈多样化。早期，专家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政府与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构

建出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发布模式与策略(于晶，2010) [4]。持有应急话语体系构建离不开语言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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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撑观点的专家(金子惜，毛浩然，2019)则从话语主题入手，提出改进国内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官方话语

策略的建议[5]。Sayyah (2020)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跨语言研究框架下，收集并分析多国媒体关于教堂山

枪击案的文字报道，以彰显部分国家媒体报道的不实与偏见[6]。 
近几年，专家在传播学和话语分析理论的融合框架下，探究美国纸媒在伊拉克宗教暴力事件报道中

的引导作用(Abdullah, 2015) [7]，而赵士林(2015)结合社会符号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观察、分析网

友留言及留言关键词，揭示国内网络话语背后体现的社会结构、集体情感和价值观[8]。 
纵观相关前期成果，研究视角发生了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的重大转变。这种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使突发公共事件话语策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舆情调控作用，但多数专家仅开展了同一国家的同一事

件文本的质性研究，未关注全球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的语篇构建及其话语策略，也忽视了依托大数据健

全国家应急话语的操作优势。此外，前人研究鲜有对全球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视觉图像等非言语符号的

多模态叙事功能的研究，而基于现实世界生成的图像并不是“现实”结构的简单复制，他们与生成、传

播和阅读这些图像的社会机构利益息息相关，视觉结构绝不仅是形式，他们表达意识形态，在语义上也

非常重要(Kress & Leeuwen, 2006) [9]。 
本次新冠疫情中，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各国高校都试图利用校园宣传平台传递真实、准确和共情的

信息，达到师生交流目的，同时在网络生态舆情干预和引导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杜坤林，2011) [10]。观察

中、外各大高校的相关报道，除语言符号系统作用于意义交换展现群体态度外，图像、音乐、颜色等其

他符号系统也辅助文字符号构建语篇，达到传递疫情信息的效果，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全面、准确(朱永

生，2007)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因为多模态范式的话语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补充了突发公共事件话语的

语言学本体研究，从源头上应对了公共事件突发导致的话语危机[11]。业界多采用 Kress & Leeuwen (2006) 
[9]的视觉语法挖掘广告、绘本或影视等作品中的视觉图片的符号意义特征，然而 Painter et al. (2013) [12]
梳理的视觉叙事理论更优于视觉语法框架，因为该理论能较为清晰和综合地解码多个图像，既揭示图像

设计者所传递特定交际意义或实现特定交际功能，又考虑读者解读图像时的认知顺序和认知策略(王硕，

尹富林，2011) [13]。本研究拟基于该理论结合符号语言学，尝试大数据舆情分析路径，囊括世界多所高

校新肺疫情报道配图，挖掘各高校选择图片符号表征形式、参与主体选择及与读者互动形式、图文排布

方式等手法使用的差异性特征，揭示图片作为象征符号所蕴含的交际意图，社会心理等多种社会性含义，

凸显大数据在分析话语整体意义的作用，全面建设突发公共事件话语研究的多维度范式。 

3. 研究问题及语料收集 

3.1.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中、外高校新冠报道中视觉图像的概念意义有何异同？ 
2) 中、外高校新冠报道中视觉图像的人际互动意义有何异同？ 
3) 中、外高校新冠报道中视觉图像的组篇意义有何异同？ 

3.2. 语料收集与统计 

为对视觉图片进行复杂多模态叙事语篇的差异性解读，本研究收集疫情发生以来 9 所国内高校和美、

英、法和意大利等国 6 所高校官网首页新冠肺炎报道的配图各 24 张，涵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巴黎大学等知名高校，报道

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本研究依据标注分类，对中外高校图片各类特征进行分类统计，

统计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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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requency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ctures repor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1. 国内、外高校报道图片各类特征频数 

图像特征 
国内高校 国外高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人物图像 21 87.5% 9 37.5% 

病毒图像 -- -- 9 37.5% 

药品图像 -- -- 3 12.5% 

口罩图像 1 4% 1 4% 

手部特写 2 8.3% 2 8.3% 

低语境化图像 2 8.3% 14 58.3% 

高语境化图像 22 91.7% 10 41.7% 

图文结合类图像 5 20.8% 3 12.5% 

4. 中外高校新冠报道配图差异性的视觉叙事解读  

Painter et al. (2013) [12]的视觉叙事理论涉及三部分：由人物表征，事件参与者和背景关系构建的概

念意义；由聚焦系统、情感系统、氛围系统组成的人际意义；由图文版面布局的融合和互补关系形成的

组篇意义。本研究在该理论框架下，考察中、外 15 所高校新肺疫情报道配图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组

篇意义三方面的作用和关系，比较中外高校新闻配图叙事方式的异同。 

4.1. 中、外高校新冠报道配图概念意义的差异性叙事解读 

观察语料，中外高校新冠疫情报道视觉图像的概念意义体现在符号表征、事件参与者和背景关系三

方面。人类交际除基本词汇外，还使用包括图像、口号、颜色等多种符号组合表征模态(李战子，刘博怡，

2020) [14]。符号表征方式有完整图像和转喻两种。完整表征包含人物面部特征，且明确构建人物身份，

而转喻表征仅通过衣着，身体特征等元素代表整体事件(冯德正，2015) [15]，引导观众焦聚特定的视觉元

素，引发对图像属性的思考。 
在使用与疫情密切相关的认知符号表征时(见表 2)，中外高校报道均选择身体部位“手”和医疗用品

“口罩”(占 4%)两元素的转喻表征方式。不同的是，国外高校报道还使用“病毒”和“药品”(频次各为

9 和 3 次，分别占 37.5%和 12.5%)元素代表此次疫情。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us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2. 国内、外视觉图像符号表征形式对比 

视觉图像 
表征形式 

手部特写 口罩 药品 病毒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国内高校 2 8.3% 1 4% -- -- -- -- 

国外高校 2 8.3% 1 4% 3 12.5% 9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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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为社会符号，常被概念映射成“寻求帮助”等抽象意义，顺理成章的成为突发疫情的转喻

性元素。新闻报道中，手部图片的表征形式避免了刻画面部特征的复杂工作，加深了观众对手部特征及

其动作含义的理解(冯德正，2015) [15]。Painter et al. (2013)还指出，表征形式的数量或规模不同呈现的符

号意义也不同[12]。中、外报道中“手”部特写的数量、形态等差异性特征，使得报道传递的概念意义和

叙事特征不尽相同。 
国内高校新闻报道中“手”的配图(见图 1(a)，图 1(b))都以多人手部图像呈现，转喻表征具有群体性，

即表征“帮助、支持”的概念意义，又传达抗疫行动“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国外高校“手”部视觉图

像多为单一表征，伴随“水龙头”、“洗手液”等参与者，构建出洗手的动作过程(见图 1(c))，传递出“勤

洗手是阻断疫情传播的有效途径”的概念与文本语言交相呼应，构成交互模态。 
 

     
(a) 大连外国语大学                     (b) 中国人民大学                         (c) 耶鲁大学 

Figure 1.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hand us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orts 
图 1. 国内、外报道配图中手部特征表征形式例图 

 
在转喻过程中，“手”的生理状态与某种形态相联并指代人类心理状态过程(司建国，2008) [16]，使

图片具有了事件叙事特征。如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报道配图(见图 1(a))中 8 只不同性别的人手竖起大拇指

的表征形式有“褒奖”、“称赞”之意，传递了参与者正面积极的心理状态。大拇指为矢量，射向上方

的五星红旗，传达出国家政府呼吁民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正确决策力。中国人民大学(见图

1(b))中向下伸出的 2 只手为矢量紧紧握住了向上伸出的手，体现参与者凝心聚力的心理过程，表达出中

国民众“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决心。 
在采用完整表征形象进行事件叙述的图像中，参与者选择不同，使观众理解事件的概念意义和观众

对事件的情感投入具有差异性。表 3 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报道的人、物配图中，中、外高校除使用“医

护人员”外，还采用教师、行政人员、学生或医疗器械为参与成员，但出现频率差异度显著。国内高校

报道网上教学活动图片的主体多为“教师”与“行政人员”，总占比 58%，而国外高校报道使用“学生”

(占 17%)，“医疗器械”类图片(占比 13%)辅助新闻文本的比率远远高于国内报道，却未出现“行政人员”。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participants chose in Covid-19 report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3. 国内、外高校新冠疫情报道人、物参与主体对比 

参与者 
医护人员 教师 行政人员 学生 医疗器械 

总数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国内高校 7 29% 8 33% 6 25% 2 8.3% 1 4.1% 24 

国外高校 6 25% 2 8.3% -- -- 4 17% 3 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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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和图 2(b)分别为疫情期间，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线上授课报道配图，均以“教师”为

叙事主体，可见国内报道宣传高度重视疫情期间教师团队为线上授课的付出，突出教师在教学活动的主

导地位。但图 2(a)中外籍教师的目光矢量射向观众，形成与读者的互动，而另一只手为矢量，射向电脑

键盘，使观看者邀请到高校教师“停课不停教”的故事中去。图 2(b)女教师的目光直接射向电脑屏幕，

观众以旁观者的姿态了解高校教师如何积极承担远程教学任务的。 
 

      
(a) 复旦大学                         (b) 上海外国语大学 

      
(c) 剑桥大学                            (d) 牛津大学 

Figure 2. Participants used in the online teaching report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2. 国内、外高校新冠报道网络授课报道配图中人物参与图  

 
与国内报道不同，国外高校线上授课宣传图片的参与主体为学生，突出了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的热情。

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网络课程报道配图(见图 2(c)，图 2(d))参与者的目光均为投向教师或电脑屏幕的认

真听课的学生，体现出学生参与网上教学的主动性。 
视觉图像背景设置有细节水平维持和细节水平变化两种(Painter et al. 2013) [12]，前者指图片呈现时

始终维持背景丰富程度，细节保持不变的背景形式，而细节水平变化则指增减背景细节，通过提高或降

低背景的丰富程度来突出参与者的重要程度，引导观众更关注参与主体特征或行为动作。本研究收集的

多为单幅非连续图片，通过观察其细节水平高低发现，国内高校报道中体现较高细节水平的语境化复杂

背景图片有 22 张，占 91.7%，而国外高校较低细节水平的简单背景图片居多，有 14 张，占 58.3% (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level of detail of visual images between report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4. 国内、外高校配图视觉图像背景细节程度对比 

背景图片类型 
低语境化图片 高语境化图片 

总数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国内高校 2 8.3% 22 91.7% 24 

国外高校 14 58.3% 10 41.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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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见图 3(a))除学校行政人员及医护人员以外，学校环境细节程度较高，清晰显示房间各

种元素，营造较为浓厚的校园氛围，这种高语境化图片叙事的整体氛围感更强，所构建的故事情节丰富，

代入感更强，而英国剑桥大学(见图 3(b))摄制背景为单色墙面，合成图片也是单一纹样背景，弱化环境细

节，去语境化程度高，目的是吸引观众关注被凸显的图像参与者——医护人员，加深观众对他们敬业精

神的理解。 
 

   
(a) 中国人民大学                                           (b) 剑桥大学 

Figure 3. The level of detail of visual images in report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3. 中、外高校报道中视觉图像背景细节程度图片 

 
中外高校报道配图在符号表征、参与主体选择及背景关系上的差异可反映选择图像目的差异。国内

高校报道配图中参与者以人为主体，包含教师、学生、医护人员和行政教员等，反映出全国上下投身抗

疫行动的整体性，而国外高校更多用病毒、医疗器械等物体为图像主体，客观展现疫情防控和阻断疫情

方式等情景，与观众互动较少，但国外高校报道配图中较大比例采用去语境化程度高的简单背景图片，

凸显主体参与者形象，弥补物体图像缺少互动的缺失。 

4.2. 中外高校新冠肺炎报道配图人际意义的差异性叙事解读 

语言系统的及物性与人物特征和环境背景关系密切相关，但言语态度离不开视觉情感介入，为语言

系统提供了强有力补充，构建了人际意义。视觉叙事理论采用聚焦、情感、氛围三个子系统构建人际意

义(Painter et al. 2013) [12]。其中，聚焦系统包含图像参与者是否与观众互动，图像为观众提供何种视角，

判断依据为是否有眼神接触。 
观察语料，中外高校新冠报道的医护人员类图片有目光接触镜头和旁观两种，但图像为读者提供的

接触与旁观的互动方式在量化统计上明显不同，对图像人际意义构建起了有效作用。如国内选用医护人

员的目光投射镜头方向的图片比例(70%)远高于国外此类图片(33%)而国内医护人员的目光投射患者方向

的图片(29%)却低于国外此类图片(67%) (见表 5)。这种图像人物视角选择和与读者互动关系设置所体现的

人际意义差异性反映了图像选择意图差异。中国高校配图多选择接触读者目光、将医护人员作为中介，

邀请读者置身于故事的叙事过程并融入医护抗疫氛围中，从而讲好中国抗疫精神的故事。而国外图片多

为不接触读者目光，视觉图片仅提供“疾病”、“防疫”和“控疫”信息的符号系统。 
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官方网站图片(图4(a)和图4(b))中穿蓝色和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或分站病床两

侧或坐在电脑前，目光均射向观众，邀请观众到医务人员兢业工作的故事中去，增强了读者的身份认同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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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direction of vision projection in the visual images of medical staffs 
表 5. 医护人员作为参与者图片中目光投射方向对比 

医护工作者目光 
投射方向 图片总数 

目光投射镜头 目光投射患者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国内高校 7 5 71% 2 29% 

国外高校 6 2 33% 4 67% 

 
依据观众视角是否与图像参与者视角重合，图像又分有中介与无中介两种(Painter et al. 2013) [12]。

前者指读者视角不同于图中人物视角；后者可细分为直示主观视角，即读者视角跟随图中一位人物视角

观察另一位人物的反应；和引发主观视角即读者视角跟图中人物视角不一致，但可以推断出图中人物面

对的角色视角。中山大学 6 名医护人员的手作为矢量，指向病床或患者，使他们引发主观视角的表征明

确，视觉上将读者带到了医生护理工作中去，起到了医者仁心、爱岗敬业的叙事作用。同样，图 4(b) (左)
的医护人员的左手为矢量射向电脑，邀请读者进入医护科研人员新冠疫苗研发的故事中去。 

 

         
(a) 中山大学                                   (b) 复旦大学 

         
(c) 剑桥大学                                    (d) 耶鲁大学 

Figure 4. Vision projection of domestic medical staffs in report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4. 国内、外高校配图中医护人员目光投射方向图 

 
相反，剑桥大学所选配图(见图 4(c))医护人员目光投射向患者，并未与读者目光接触，读者置身事外

观察和了解叙述的故事内容。而耶鲁大学报道配图(见图 4(d))虽用客观视角将医护人员目光投射向镜头，

意图实现与观众互动，但目的是吸引读者关注他们提供的信息(“offer information”)，即手中的“药品”，

提示读者科技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 
在视觉叙事中，颜色也被 Painter et al. (2013)看成一种人际意义资源，用于构建情感基调，称为氛围

(ambience) [12]。在彩色图像中，鲜亮色彩建构兴奋、有活力的情感；而灰暗色彩构建沉郁、克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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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er et al. 2013) [12]。色彩包括色度、色调、自然度三个维度(冯德正，2015) [15]，以红色与黄色为主

的暖色调构建温馨、舒适的氛围；而以蓝色与绿色为主的冷色调给人以冷漠、疏远的氛围。自然度越丰

富越能反映其自然色彩，给人以熟悉、亲近的感觉，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单一的颜色则显得比较抽象，

感觉陌生，疏远与读者的情感距离。 
国外高校新冠报道中“病毒”图片成为配图首选，由一个或多个病毒的放大图像构成(见图 5)。从概

念再现角度看，无论选用分类过程还是符号过程，病毒图像都可被看作是新冠状肺炎这种疾病的组成部

分。图片除保留了现实所描绘的圆形和带有向外衍生触角两项特征外，全部图片还采用深绿色、深蓝等

冷色调对病毒填色，为读者建构出沉郁、可怖的情感，单一颜色的采用疏远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冯德正，

2015)，向学生传达了疾病的威慑力，远离新冠病毒的必要性[15]。 
 

     
(a) 哈佛大学                           (b) 牛津大学                           (c) 牛津大学 

Figure 5. Features of the virus in the visual images in reports by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5. 国外高校新闻报道中“病毒”图像特征 

 
视觉图片中非人物元素的显著性多产生于一系列交互的综合，其中通过色彩或色调对比产生的显著

性多来源于饱和度高的颜色与饱和度低的颜色的碰撞(Kress & Leeuwen, 2006) [9]。图 5(a)~(c)中的病毒类

图片均采用饱和度较高的黑色作背景，衬托沉重的氛围，病毒图像本身则采用另一色调的高饱和度的红

色、绿色或深蓝色，用以前景化“病毒”这一元素。 
国内高校新冠肺炎报道的配图几乎无“病毒”这一概念元素，代之以“口罩”或“国旗”。色彩的

象征性可引发人的联想，使色彩与情绪、情感相联系(古大治，2000) [17]。较于国外高校的绿、蓝、紫等

冷色的冷淡、疏远感，国内高校报道图片采用的红、黄等明亮的暖色，给人以温暖、热烈等感受，具有

唤醒情感的力量，更具调动学生积极情绪的功能(王伟凝，余英林，2003) [18]。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官网配

图(见图 6(a))以饱和度较低的蓝色为背景，用饱和度较高的亮蓝色绘制口罩图像，置于正中位置，与灰暗

颜色的背景形成对比，凸显其主体地位，表达了口罩在抗疫中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图片(见图 6(b))由诸多人像合成为，降低亮度和饱和度，调色为土黄色，而左上方

的五星红旗的鲜亮饱和的红色与土黄色的背景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红旗被前景化，覆盖在背景的人像上，

透露出图像背后所蕴含的党与人民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图像表征形式的写实具体性、抽象程度等风格还可用来设定的读者与图像主体之间感情关系(Painter 

et al. 2013) [12]。图像的表征方式分介入和异化两种。介入即作者依据图像的风格类型和抽象程度不同，

读者与图中人物建立不同的感情关系，视觉叙事情感介入程度也不尽相同。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图

7(a))试图使用真实事物图片营造洗手景象，产生行为效应，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洗手活动。而耶鲁大学则

选择的洗手图像为较抽象的绘画风格(见图 7(b))，周边辅助以口罩图片，提醒读者“洗手”与“口罩”为

预防疾病两大途径，图像与图片的两处文字“COVID-19”和“INFECTION REVENTION”交替出现的

表现形式，既突出病毒与防御手段间的因果关系，又反映防御手段与抵御感染之间的类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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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海外国语大学 

 
(b) 北京大学 

Figure 6. The features of saturation in the visual images of 
Covid-19 reports by domestic universities 
图 6. 国内高校新冠报道配图中色彩极差性特征 

 

     
(a)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 耶鲁大学                      (c)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Figure 7. The styles of Covid-19 pneumonia reports used by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7. 各校新冠肺炎报道配图风格 

 
异化通常采用讽刺性漫画风格塑造一种超现实特征，凸显人物的异质性特征，无法激发读者的共情，

只以批评性的态度阅读(Painter et al., 2013) [12]。除“手”以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冠病毒报道中

出现的“病毒”(见图 7(c))图片，除写实描绘其显著特征外，还增加了手、眼睛和嘴等病毒本身不具备的

元素，将病毒概念隐喻化成有生命物体。图像采用饱和度高、冷色调的绿色为病毒基地色，向外衍生的

触角轮廓鲜明，烘托出新冠病毒可怕、怪异的非现实氛围，手的数量通过增量法(upscaling)增至 6 只

(Economou, 2009) [19]，完全被妖魔化。病毒的眼睛和牙齿使用的红色，显著性明显异于病毒的绿色背景，

勾勒出病毒似一类长相奇特的妖魔。病毒深红的眼睛直视读者，使读者产生恐惧、害怕病毒的感情(Anstey 
& Bull, 2000) [20]；而现实中本来应该是洁白光亮的牙齿也被异化成血淋淋的深红色，产生妖魔作恶多端，

对人类危害性极大的恐怖效果，引发读者远离妖魔的情感概念。 

4.3. 中外高校新冠肺炎报道配图组篇意义的差异性叙事解读  

语篇内的相同模态或不同模态符号之间需具备连贯性(Kress & Leeuwen, 2006)才能达到最佳交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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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Painter et al. (2013)的视觉叙事理论强调视觉图像中文字和图像的布局所构成各元素的主次关系、

元素间意义补充以及图像叙述事件间停顿等含义，他们认为任何特定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

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页面空间的上方或下方(冯德正，刑春燕，2011) [21]；不

同模态符号的显著性无法客观衡量，来源于大小，形状，色彩，色调，图像所处位置及一些特定的文化

因素等(Kress，Leeuwen, 2006)的差异比[9]。 
组篇意义的图文布局关系分为互补和融合两种，前者指图像和文字各占一定篇幅，图文无重叠、无

遮盖，而后者指文字与图像融为一体，分将话语，思维，声音通过语泡等形式在图片中体现的投射语义

关系和图像与文字各自意义在视觉图像中相互联结，互相阐释、补充或增强(冯德正，2015)的扩展语义关

系两种[15]。 
中、外高校网站中图文结合类图片的使用量分别为 5 张和 3 张(见表 6)，呈较大相似性，如(共 7 张

图片)采用白色文字与高饱和度色彩的图像形成色彩极差，凸显图像、文字两种模态符号的显著性，吸引

观众注意文字内容，确保读者正确理解图像传递信息。 
 

Table 6. Comparison of visual images composed of texts and pictures us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6. 图文结合类图片比例表 

组篇意义体现 
图文结合类图片 互补布局 融合布局 

总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国内高校 5 20.8% 1 4% 4 16.7% 24 

国外高校 3 12.5% 1 4% 2 8.3% 24 

 
本次采集的中、外高校网站的新冠疫情报道中，共 6 张图片为融合类图文排布方式(如图 8)，图像与

文字交互阐释，呈扩展语义关系(如图 8(a)~(d))，但国内高校报道采用文字补充图像信息方式，而国外高

校文字用以描述图像内容。如国内高校选取图片(图 8(c)，图 8(d))中多为“手”图像和抗疫人员，文字内

容升华为“万众一心”等抗议口号，补充了图像内容(陈冬纯，陈芝敏，2019) [22]。而国外高校图片(如
图 8(a)，图 8(b))主体为“病毒”，少数有“手”图像，文字内容均为“COVID-19”，二者内容对等(陈
冬纯，陈芝敏，2019)，文字描述图像内容或阐述图像的身份[22]。 

国内、外高校选择图片差异源于其对待新冠状肺炎疫情的不同态度和引导学生做出响应不同的行为

意图。国内高校多选取选择人物类、索取类图片，采用暖色调，拉近与学生距离，呼吁学生响应国家号

召，营造“举国抗疫”，“万众一心”的积极、正面的抗疫氛围。国外高校则采用病毒类、阐述类图片，

以冷色、抽象形式为基调，突出病毒的危害性，烘托除防疫严峻的氛围，提醒学生提高警惕，积极做好

自我保护。 
在视觉叙事框架下，国内、外高校新冠疫情报道配图特征及其差异得以充分体现。概念意义上，国

内、外高校在表征形式、人、物参与和背景关系上均有明显差异。与国内高校报道图片相比，除“手”

和“口罩”两种符号外，国外报道还使用了“药品”和“病毒”等符号，尤其“病毒”图片占比超三分

之一，且被塑造成“可怖”“妖魔化”的形象，制造出远离疾病的情感基调。尽管国内、外高校均使用

手部特写图片，国内配图中的“手”呈群体性，传达“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概念意义，国外则

用“水龙头”和“洗手液”加以辅佐，构建洗手的动作过程，传递“勤洗手，防新冠”信息。此外，国

内高校复杂背景图片使用量远超国外高校报道，目的是构建图像整体的故事氛围，国外高校使用的简单

背景图片意在凸显事件参与者的行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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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牛津大学                                    (b) 巴黎大学 

    
(c) 清华大学                              (d) 大连外国语大学 

Figure 8. Visual images combining pictures and texts in the reports of Covid-19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图 8. 国内、外高校新冠病毒报道中图文结合类图片 

 
从人际意义来看，国内高校使用接触镜头图片比例较高，与观众互动程度高，而国外高校多为旁观

镜头，目的是客观陈述整体事件。此外，为构建阴郁、恐怖的氛围，国外高校的病毒图片均用高饱和度

的冷色调填色，而国内高校则使用鲜亮的红、黄等暖色填充口罩、红旗、手部特写图片，似在诉说抗疫

过程中的暖心故事。 
国内、外高校报道中的图文结合类图片所构建组篇意义相同点居多：均采用白色文字与高饱和度色

彩的图像凸显图文两种模态的显著性，确保读者正确理解图像传递信息；均采用融合类图文排布方式，

使图文字的阐释具有扩展语义功效，但国内高校报道采用文字补充图像信息，重在呼吁民众合力抗击疫

情，而国外高校以文述图，突出病毒与疫情的危害。 

5. 结语 

新闻言语系统与图像系统虽不必互补，但图像系统功能不容小觑，因为图像和语言一样，对社会现

实和心理现实既具有复制作用，又具有重新构建的作用(朱永生，2007) [11]，便于读者解读新闻文本意义。

本研究结合视觉叙事理论，对比中外高校新冠肺炎报道配图，揭示不同高校在图片的认知符号表征、参

与者选择、图片内部各元素的排布等差异性特征，旨在将多模态分析法融入到突发公共事件的话语分析

当中去，以揭示视觉符号所蕴含的交际目的和意图等社会性含义，提升新冠肺炎报道的图片宣传策略和

效果，更能起到防疫作用。我国高校在推出宣传抗疫防疫报道时，也应汲取国外高校类似报道配图的优

势：第一，提升宣传图片多样性。国内高校在构建积极的医护形象和全民上下万众一心抗疫精神的同时，

可将“病毒”、“药品”形象纳入参与者行列，增加病毒危险性和疫情严峻性的客观宣传，引导学生正

视防疫行动的严肃性；第二，加强宣传图片的警示作用。高校应适量采用冷色调，抽象类病毒及防疫图

片，凸显病毒的“可怕”、“危险”等特征，以警示学生疫情防控的重要性。第三，疫情的应急传播话

语中，应该创建各类紧急事件必需的通用性和特殊性图像符号和指示符号，便于读者准确、快速理解图

片的多模态意义，不会产生严重的符号误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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