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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Kress & van Leeuween的图像研究理论框架——视觉语法对英国媒体报道下的“英国脱欧”图片进

行分析。英国脱欧图片来自于新闻网站和https://scholar.google.com/，图片将有助于揭示民众和媒体

的态度并剖析图片背后深层含义。本篇研究旨在揭示英国脱欧图片是如何用来表达不同态度的，以及英

国脱欧图像中暗示了哪些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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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Kress & van Leeuwee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mage research—Visual Gramm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rexit” pictures reported by the British media. The Brexit images, taken from 
news websites and https://scholar.google.com/, will help reveal the attitudes of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and the underlying meaning behind them.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how Brexit images are 
used to express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what ideologies are implied in Brexi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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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 1 月 23 日，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首次提到英国脱欧公投；然后，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

英国公民对公投进行了投票，并正式决定他们的国家应该离开欧盟。直到 2019 年 3 月 12 日，英国议会

再次对修订后的“脱欧”协议进行投票，该协议仍未获得通过；最后，英国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宣

布退出欧盟。“Brexit”一词，意为“英国退出欧盟”，就这样出现了。经过多年的奋斗，英国将成为第

一个在加入欧盟 43 年后退出欧盟的独立国家。这一事件在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各种媒体的热议。最

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在国内外引起了主要在国际关系、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领域的学术兴趣，但很少有

人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从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英国脱欧形象的意识形态和

社会影响。本篇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对于新闻报道中的文字作剖析，而是进一步对于脱欧图片的建构进行

阐释，研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方面的影响。 
本文将从 Kress & van Leeuven 的视觉语法为基础，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分析英国脱欧图片。基于

Halliday 的三个元功能假说(观念功能、人际功能、文本功能)，通过视觉语法中的三个含义来描述图片中

的字符和地点等视觉符号，探索图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1]。一方面，从批判话语分析的角度，

以视觉语法为工具对英国脱欧图片进行分析，为英国脱欧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另一方面，其意义

在于讨论英国脱欧媒体报道中的图像所表达的赞成或反对态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有利于更好地了

解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英国脱欧后的地位。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结合视觉语法，揭示新闻图像中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基于上述目标，本文

针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1) 英国脱欧新闻图片是如何描述的？ 
2) 英国脱欧的新闻图片暗示了哪些意识形态？ 

2. 理论背景 

2.1.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将社会生活的所有事件和活动视为人际语言交流的现象，而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是话语研

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限于对书面和口头语言的研究，还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觉转向”。批评话

语分析由 Kress & van Leeuven (1996)出版的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所提出[2]。经

过 20 多年的蓬勃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已从漫画、广告、电影海报、网页等静态多模态语篇

扩展到影视产品、电视采访、演讲、课堂等动态多模态教学[3]。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包括多模态和批评话语分析两部分。多模态意味着交流和表达总是依赖于各种

符号模式，包括语言[4]。Kress & van Leeuwen (2001)提出，多模态是指在设计符号产品或事件时使用多

种符号模式。在语言学中，特别是在语篇分析中，多模态分析通常用于表示语言、图片、声音等不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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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资源在文本和事件中的具体应用。Kress & van Leeuwen 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与交流的非语言

元素相关联时，才能充分研究话语。多模态作为一种新的模态，已经从原来认为语言是唯一创造意义的

场所转变为强调语言乃至其他符号资源的特征和用法[5]。 

2.2.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批判方法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种研究类型，始于《阅读图像》一书。该书论证的基础是，他

们认为韩礼德的语言的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文本功能)不仅限于语言系统，还适用于图像、

声音、颜色和排版等社会符号分析。因此，作者参考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大语言元功能[6]，提出了

图片分析框架，认为图片可以反映三种意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7]。 

3. 分析与讨论 

英国脱欧图片分析将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通过视觉语法中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对

图片进行分析；第二，通过挖掘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对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学解释。 
本研究的数据是基于 100 张精选的英国脱欧图片中的 9 张有代表性的图片进行分析，包括网上发布的

新闻图片和漫画。例如，谷歌学术，新闻网站、必应等。每张图片都以其原始颜色呈现，因为在视觉符号

学中，意识形态编码的潜力可以通过颜色和视觉元素的安排来加强[8]。选定的图像遵循以下两个规则。1) 每
张图片必须来自英国正规的新闻媒体网站或有影响力的推特；2) 英国脱欧对英国的影响的相关图片 

3.1. 英国脱欧图片中视觉语法的解读 

Kress & van Leeuwen 基于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文本元功能这三种元功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将这些功能扩展到视觉图片领域，并构建了相应的图片语法体系，创造了视觉语法分析的理论框架：再

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本节使用该理论来分析以下图片。 

3.1.1. 图片的再现意义 
根据图片，Kress & van Leeuwen 将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主要符号

是感知图像中是否形成某个矢量。叙事意义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和言语心理过程[9]。 
 

 
Figure 1. The UK and EU 
图 1. 英国与欧盟 

 

 
Figure 2. Blender 
图 2. 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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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描述了这样的画面：两名衣着英国和欧盟国旗的老人站在高空平衡板上，站在高空平

衡板一端的英国打扮的人正在踢开另一端穿着欧盟旗帜的吸烟者。两个穿着国旗衣服的老人都象征着自

己的国家，所以这里衣着英国国旗的男人代表英国，而衣着欧盟国旗的吸烟男人则代表欧盟。根据文字

符号“你总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补充，可以看出该图像代表了英国在未来脱欧后面临的不

稳定的局势。图片中有一个矢量构成一个叙事图片。它是由“英国人”对“欧盟人”的单方面凝视构成

的。图中，“英国人”专注于“欧盟人”的背部，想要将他踢出平衡板。显然，“英国人”与欧盟国旗

之间的视线构成了一个向量矢量，属于叙事再现的动作过程。“英国人”是行动的执行者，“英国人”

和“欧盟人”之间的矢量表明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英国迫切希望离开欧盟，尽管分离后国

家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未来将面临未知的困难。而文字则代表了作者并不赞同英国的做法，抨击了英

国并没有考虑这个冲动决定的后果，他将会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图 2 中，三个穿着不同的商人正冷漠地盯着巨型搅拌机。搅拌机上显示的“Brexit”字样象征着英国

脱欧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巨大，而搅拌机容器上显示的“fx market”则代表了外汇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混乱。

图片中有三个矢量构成一个叙事图片。它由三个男人对搅拌机的单边视图组成，图片中三个穿着不同的

男人代表受外汇波动影响的不同职业，但是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很明显，这是英国脱欧后外汇市场的

一个心理叙事过程。受英国脱欧影响的外汇市场是一种现象，而这三个人则是感知者。双方产生的动态

过程表达了英国脱欧后金融方面继续扰乱外汇市场，使得英国及国外相关行业受到较大影响，表达了作

者对英国脱欧后现状的严重不满。 

3.1.2. 图片的互动意义 
正如 Kress & van Leeuwen 所说图像的人际意义体现为一种互动，是图像中两类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即参与者(人物、地点和图像中描绘的事物)和与之互动人或物相互动。正是因为二者的交流引导了图片所

表达的态度和立场。图片作者和观看者看待图片的角度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允许发送和接收信息， 
 

 
Figure 3. The boat of “Brexit” 
图 3. 脱欧之舟 

 

 
Figure 4. Project fantasy of “Brexit”  
图 4. 脱欧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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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realities of “Brexit” 
图 5. 脱欧现实 

 

而后者是被动的，只接收信息。换言之，创作语境不同于接受语境，图片只是一种表征，代表着社会互

动和社会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接触、距离和视角三个要素上[10]。 
首先，根据图 3、图 4 和图 5 中的“接触”元素分析，表征参与者和观看者均没有眼神接触，他们

只是提供给观者客观的东西，因此他们都是提供类图像。如图 3 所示，该男子正在凝视带有“England”
字样的竹筏，参与者和观众之间没有眼神交流，向观众展示了男人对英国字样竹筏的分离感到震惊和困

惑，这象征着英国脱离欧盟。因此，这张图片只给观众展现出一个事实，即欧盟对英国脱欧感到难以置

信。图 4 和图 5 则展现了对于幻想和现实的对比，图 4 中的男人想象着坐在“脱欧”号飞船上，一边唱

着歌，一边举着英国国旗，闭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刻。而图六中的人则展现了脱欧的现实情况。英国站在

一座快要沉没的孤岛上，周围有四只名叫“贸易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混乱局势”鲨鱼围绕

着“英国”旋转。男子并没有和观众有任何互动，而是看着右手边的箭头。这两张对比图只为观众提供

了男人对于脱欧后的美好幻想和离开欧盟的实际阻碍。 
其次，图片交互意义的第二个维度与镜头的距离有关。图片的帧大小决定了观看者和参与者之间的

社交亲密度[11]。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六种：亲密距离(只显示面部或头部)；个人近距离(头部和肩膀)；
个人长距离(腰部以上)；社交近距离(整个人)；社交距离(整个人及周边区域)和公共距离(四到五人的区域)。
图四属于社交距离拍摄[12]。由于具象参与者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并且具象参与者周围有一定的

背景区域，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换句话说，漂流人与观者之间存在着较远的人际关系。

图 4 也属于社交距离拍摄，而图 5 属于公共距离拍摄。他们的构图主要以人物与环境的结合为主，尤其

是人像比例较小，更注重整体叙事，而人物与观者的关系也较为疏远。 
最后，观者和图片中的关系还可以通过“视角”来构建，图片的拍摄视角往往表达了表征参与者的

主观态度[13]。绝大多数图像是具有水平和垂直视角的主观图片。一方面，水平视角表示图片观看者与表

征参与者是疏远的关系，正面视角给观者带来同理心，倾斜角度表示冷漠感；另一方面，垂直视角代表

了图像观看者和代表表征性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俯视视角代表观者的优势地位，水平视角代表观者

与参与者之间的平等人际关系，仰视视角代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图 3 和图 4 从水平角度看是倾斜的，

很容易让观者产生冷漠感，说明这两个图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脱欧的现状。同时，作者也希

望观众能够客观地了解英国脱欧的现实。图 6 基本采用正面的角度，可以看出观者对图像描述的事实有

相同的感受，对作者的创作作品有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说，观者也认为英国脱欧面临着贸易、经济、失

业等各个方面的困扰。从垂直角度来看，图 3 使用了水平视角，这表明图像的观者和参与者是平等的。

作者只是陈述事实，没有主观抬高或贬低脱欧局势；图 4 使用向上的视角，这意味着参与者处于强势位

置。从图片内容来看，参与者对英国脱欧后的形势过于乐观，反映了参与者过度自以为是和傲慢的态度。

图 5 的构图视角与图 4 正好相反。俯视图表明观看者处于强势位置。事实上，英国在脱欧后面临多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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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忠实地反映了脱欧的现状，表明了英国的悲惨现实，与幻想形成鲜明对比。 

3.1.3. 图片的构图意义 
多模态语篇的构图意义主要体现在布局上，即文本内容的空间序列，通常是对于图片整体的观感。 通

过体现信息值、显着性和框架三个相互关联的构图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图片表示的意义和交互意义是如

何关联的，它们是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完整意义的[14]。 
 

 
Figure 6. Brexit delay 
图 6. 脱欧延迟 

 

 
Figure 7. Brexit dilemma 
图 7. 脱欧困境 

 

首先，图片元素在图中的位置被赋予每个区域唯一的信息值[15]。具体来说，按照横轴方向划分，左

边区域是已知信息，右边是新信息；根据垂直方向划分，图片上方的数字代表理想信息，而真实信息显

示在图片下方；主要信息显示在图片的中心，而不太重要的信息显示在边缘位置。如图 6 所示，图片左

侧是两个拿着“Brexit”字样的门的男子，这是已知信息；前窗贴有英国国旗的卡车位于图像右侧，为新

信息。从表象的意义可以看出，两个人扶着车门向汽车相反方向走的动作象征着“延迟脱欧”，而汽车

则象征着“英国”。因此，在“推迟脱欧”与“英国”的关系中，“英国”处于弱势地位，但与推迟脱

欧的客观事实无关。图 八呈现了中心和边缘的构图结构，代表英国政府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和坐

在特蕾莎(Theresa)对面的穿着苏格兰短裙男子代表着苏格兰人民，位于图片的中心，这种突出重点的布

局让人很容易抓住图片的核心寓意。 
其次，显着性是指图片元素对观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的吸引，这是通过取景、大小和色调来实现的。

如图 7 所示，图片以深蓝色为主要背景，衬托出了中间的绿色英国地图，最大程度的吸引读者注意力。

背景中的深蓝色与绿色英国地图、国旗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地图非常突出。图片中的颜色反差有利于将

观者的视线集重在英国和苏格兰对于脱欧的不同观点，其中地图，国旗和人物构成了对于英国脱欧所面

临的分歧。此图片用于正视图，颜色对比传达了突出的重点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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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框架是指通过图片中是否存在框架结构来连接或分割，分别反映被分割图像之间的联系。如

图 6 所示，黑白格线将图像分成两部分，使得左右图像分离，表明脱欧与英国的对立关系，说明英国离

脱欧越来越远，英国本身和欧盟都促成了英国脱欧延迟的事实；图 7 中，大海将英国陆地和欧洲大陆分

开，这也表明英国急于离开欧盟的现实写照。 

4. 结语 

本研究从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对英国脱欧图片进行了研究，从视觉语法中的再现意义、互动意

义和构图意义三个大方向进行了描述，表达了图片中的动作和事件的走向。从互动意义来看，多数脱欧

图片属于叙事类图片，仅仅提供相关信息；从互动意义来看，从接触，距离和视角三方面分析图像，通

过不同方式来展现作者的态度；最后从构图来看，不同的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不同，来吸引观者的注

意，从而引发思考。从视觉语法层面分析图片的建构，用西方思维了解大多数英国媒体的态度，更能全

面地对脱欧事件进行分析。在这几幅图片中，所有作者都表明了对于英国脱欧反对的态度，不论是从经

济、政治还是生活方面，对于脱欧后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只存在于美好的幻想。大多数媒体通过诋毁英

国政府的声誉来表达对英国脱欧的反对、愤怒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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