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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迅猛之势蔓延全球。为防止疫情扩散，各国纷纷制定相关防疫

公示语来引导人民积极抗疫。本文以英国政府、大公司及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为例，基于系统功能语言

学中的元功能理论及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从多模态视角对其中语言模态与非语言模

态进行分析，探讨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中模态意义建构及其宣传效果。研究发现英国政府、大公司及

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通过语言、图像的相互配合可以直接有效地向公众传递防疫信息，提升公众自我防

护能力；同时该研究也可以为中国防疫公示语多模态设计、翻译及防疫背景下中国文化输出起到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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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which i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has spread rapidly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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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ll countries have designed relevant epidemic prevention public 
signs to lead people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fighting the pandemic. Based on the Meta-function theor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Visual Grammar theory raised by Kress and van Leeuwen, this 
paper discusses different meaning construction processes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modalities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public signs published by British government, big company and local firms as 
well as their publicity effec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public signs pub-
lished by British government, big company and local firms can directly and effectively disseminate 
the knowledge abou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nd promote self-protection measures of 
viewers. Meanwhile the founding of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ultimodal desig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epidemic prevention public signs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export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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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个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及措施。其中，防疫公示语的设计及

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英国作为全球医疗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无论是其

政府、大公司还是本地企业都制作了相关的防疫公示语。这些防疫公示语伴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和

传播模式的发展，呈现出多模态特征。 
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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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是建立在话语分析及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一个独立的学

术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来自 Halliday 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国外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起源于

O’Toole 和 Kress & van Leeuween，前者主要把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运用到视觉艺术的分析，后者第一次系

统解释了视觉语法，全面建立了基于社会符号学的视觉交流多模态分析基础。多模态话语分析在 21 世纪

初引入中国后，便迅速成为语言学和传播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我国目前对于多模态话语研究内容主要分

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多模态话语理论研究，如冯德正(2011)探讨了多模态隐喻的构建与分类[2]，李战子

(2012)从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进行多模态理论探索[3]，田海龙(2018)讨论了从多模态视角进行批评话语分

析的方法等[4]。第二类是多模态应用研究，既包括多模态在视觉层面应用的研究，如韦琴红(2008)对报

刊中的图像分析[5]，李德志(2013)对广告视觉语法的分析等[6]；也有多模态在教学领域中应用的研究，

如朱永生(2008)分析了多模态话语对我国目前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启发及其优势[7]，刘秀丽等人(2013)探讨

了外语教师多模态话语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关系等[8]。 
本文拟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来比较和分析英国政府、大公司及本地企业整体防疫公示语，采用了

元功能理论及视觉理论视角，旨在探究英国不同层级防疫公示语的多模态之间是如何相互协作、构建语

篇的整体意义以及其公示语所拥有的文化传播意义和价值，以期为中国防疫公示语多模态设计提供新的

方向，并为中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元功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功能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9]。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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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功能包分为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用以映客观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所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

相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人际功能可以表达讲话者的身份、态度及其对事物的推断和评价。语篇

功能是指把语言成分组织成语篇的功能，涉及到句子的主位和述位。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上述系统功能语言学。Kress 和 van Leeuwen (1996)认为图像和语

言一样都是一种符号，都能体现意义。于是，他们将上述元功能理论延伸到图像上来，提出了视觉理论的

分析框架，即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10]。再现意义与元功能的概念功能相对应，体现图像中人

物、地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或概念关系。其意义是通过图片中元素映射关系即矢量来实现的。互动

意义与人际功能相对应，是观看者和图像内容之间的关系，提供图像表达内容的态度。这种互动主要通

过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三方面发挥作用。构图意义与语篇功能相对应，图像在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会影

响其意义，研究多模态话语的构图意义要分析图片的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三个元素。 

3. 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本文的语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英国公共场所出现的防疫公示语，并依据防疫公示语发布者将这

些语料分为英国政府、大公司及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这些防疫公示语都由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即视

觉模态构成，具有丰富的文化传播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一共收集了 38 张英国防疫公示语图片，8 张由英国政府发布，22 张由英国大公司发布，8 张

由英国本地企业发布。并根据这 38 张图片中的语言模态建立了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小型语料库，包括

24 条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122 条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46 条英国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在 38 张图

片，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的视觉模态占比最大，其次是英国大公司，英国本地企业的视觉模态出现次数

较少，其防疫公示语以语言模态为主。 

3.1. 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语言模态分析 

防疫公示语语言模态的文本主要由短语或小句构成，具有简明易读性，利于受众在极短的时间内了

解疫情防护的措施及新冠疫情的重要信息。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前者通过及物性系统表达，用语言反映现实。

及物性系统的核心是过程，Halliday 把人类及自然界的活动分为六个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

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从及物性系统来看来看，英国本地企业、大公司和政府的防疫公

示语都以表达物质过程的防范措施为主，例如：“Please keep a minimum of 2 m gap between you and others.”
以及“Wash your hands, cover your face, keep your distance.”等。而相较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英国大公

司和本地企业的防疫公示语还存在“Be Kind”或“Be Patient”等表示对疫情背景下员工关心等的关系过

程，以及“See Guidance”“Observe Safe Distancing”等的心理过程。 
人际功能包括语气、情态和人称三方面。从语气部分来看，英国政府、大公司和本地企业的防疫公

示语未见较大的区别，均以陈述句和祈使句为主、疑问句为辅。使用陈述句主要是描述感染新冠疫情症

状以及政府或大公司可以提供的相关帮助，并辅以疑问句来询问受众的身体情况，例如：“We are here to 
help and keep you safe.”“Do you have any of these symptoms?”等等；使用祈使句提出疫情相关防范措施

以及呼吁人们重视新冠疫情的口号，例如：“Wash your hands.”“Wear a face covering.”等。 
从情态部分来看，由于英国大公司及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的受众为其品牌或企业的消费者，因此其

防疫公示语使用情态动词的次数较多，表现出其品牌对消费者礼貌的态度，也传递出他们重视新冠疫情，

想要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遏制新冠疫情蔓延的意愿，例如“This will help us to protect other customers and 
our colleagues.”“We may occasionally need to close for about an hour to restock or clean the store.”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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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为显示其权威性，强调新冠疫情直观的事实与发展变化，在其防疫公示语中较少使用情态动词。 
由于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多为短语及小句，未构成明显语篇，因此其语篇功能在本文不予分析。 

3.2. 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视觉模态分析 

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的另一个主要构成模态是视觉模态。其视觉模态形式多样、色彩丰富，与其

语言模态相呼应，以防疫措施为主。 

3.2.1. 再现意义分析 
再现意义认为图像和语言发挥的作用一样，能够如实还原现实事物和事物发展规律，主要分为叙事

再现与概念再现两类[11]。 
英国政府、大公司和本地企业的防疫公示语图像多为有关新冠肺炎症状及防疫措施的简笔画(见图 1)，

例如发烧咳嗽、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这些简笔画构成矢量，采用了叙事再现的表现形

式。但比较来看，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的再现意义要比英国大公司及本地企业的防疫公示语更为丰富。

这是因为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的视觉模态不限于简笔画，类型更为多样。例如，英国政府在公交车站牌

的电子屏上投放的防疫公示语(见图 2)，图中上部分是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呼应了图

片中部和下部分语言模态文字从而构成矢量，向受众强化了如下信息：居家隔离可以有效防范新冠疫情，

减少死亡率。 
 

 
Figure 1.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local firm 
图 1. 英国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 

 

 
Figure 2.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government 
图 2. 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 

3.2.2. 互动意义分析 
互动意义阐述图像中人物与现实中受众的特定关系，由接触、距离、视点和情态四大要素组成。本

文着重分析图像的情态要素并进一步说明防疫公示语制作者是如何有效使用情态来传播防疫措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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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认知，实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 
大部分英国政府、大公司的防疫简笔画及图像都与观看者没有直接的眼神接触，不够成想象中的人

际关系，因此是提供信息类的图像(见图 3)。这符合防疫公示语通过传播符合客观真实呈现相关新冠肺炎

病毒知识及防范措施的目的。视觉语法理论认为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特定的情感意义，不同的色彩具有相

异的唤起效果。互动意义中的情态主要通过色彩的饱和度来表达，其对标语最终形象的形成和功能的达

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从互动意义情态要素来看，英国政府、大公司和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的色彩选择会

根据发布者的目的不同而产生不同。英国政府的防疫公示语海报设计比较系统，其设计使用的颜色比较

统一，都为高饱和度颜色，如黄黑、蓝白等。与英国交通警告标识颜色相似均有强烈的警示意味(见图 4)。 
不同于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的统一色系，英国大公司的防疫公示语海报则更接近于其公司品牌 logo

的颜色特点，具有独特性和高辨识度，也是提升公司形象的有效手段(见图 5)。相比之下，英国本地企业

则没有很系统、严谨的颜色设计，有些公示语海报是手工绘制，体现了生活性，拉近了与顾客的心理距

离(见图 6)。 
 

 
Figure 3.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big company 
图 3. 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 

 

 
Figure 4.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government and 
British traffic warning signs 
图 4. 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与英国交通警告标识对比 

 

 
Figure 5.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big company 
图 5. 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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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local firms 
图 6. 英国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 

3.2.3. 构图意义分析 
构图意义由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三个元素呈现。信息值指图片中的各个元素占据不同的位置而实

现各自的价值；取景指通过分割线条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显著性是根据元素的不同位置、亮度等方面

的差异，来引起读者的注意。 
视觉语法理论认为位于左侧为已知信息，右侧为出现的新信息；中间为起着决定意义的核心信息，

边缘是辅助性信息。从英国政府的防疫公示语来看(见图 7)，位于左、右上角的分别为英国政府名称、英

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缩写为 NHS)，属于已知信息。位于公示语中间的是有关防

疫的措施或口号，属于核心信息。位于公示语底部边缘的是可以查找到更多新冠病毒相关信息的政府网

址，属于辅助性信息。 
从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见图 8)来看，公司一般在设计视觉模态时，都会把品牌 logo 放在公示语的

上方或者下方。位于公示语中间位置的多为与疫情防范相关的措施和口号等。由于英国本地企业的防疫

公示语视觉模态整体占比非常小，本文不作讨论。 
从构图意义的显著性来说，无论是英国政府、大公司还是本地企业，对于防疫公示语中重要信息都

采取了放大字号、大写、加粗、改变颜色等方式来强调。例如，在英国大公司的防疫公示语中(见图 9)，
“请佩戴好口罩”，“谢谢您的耐心与理解”等都使用了加粗及大号字体，用来突出防范疫情的重要信

息以及公司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观。 
 

 
Figure 7.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government 
图 7. 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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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big company 
图 8. 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 

 

 
Figure 9. Anti-pandemic public signs of British big company 
图 9. 英国大公司防疫公示语 

3.3. 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整体意义构建 

张德禄(2012)认为模态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逻辑语义关系，包括详述、扩展、提升；二是

表现关系，分为互补和非互补关系。其中互补关系可以进一步被分为强化和非强化，非互补关系被分为

交叠、内包和语境交互[12]。 
英国政府、大公司和本地企业的防疫公示语中的语言模态和图像模态大多是互补关系中的强化关系。

其主要交际形式是语言模态，起到告知群众疫情防控要求及措施的作用；与语言模态对应的图片及使用

的颜色、字号等视觉模态是对防疫公示语的强化和突出。在语言模态的基础上，通过图片、标识来进一

步解释说明疫情防控要求及措施，使公示语更为清晰地呈现。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由语言模态及非语言模态构成，并通过语言符号、图像符号、

颜色符号的共同作用构建了防范新冠病毒的主题意义，展现了一个抗击新冠疫情的英国形象。 
就语言模态而言，英国多层级防疫公示语主要由短语或小句构成，其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中

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与心理过程体现。同时，以较高频率使用的陈述句及祈使句简洁且礼貌地向观众

传达了有关新冠疫情的重要信息。就视觉模态而言，其防疫公示语图像形式多样，通过不同颜色、字体

来强化语言模态。就英国政府防疫公示语来说，其设计颜色较为统一，但采用的设计形式却很丰富；英

国大公司和本地企业防疫公示语的设计较为多样，多与其公司品牌的文化相关；但形式较单一，多以简

笔画为主。这些简笔画不存在人种、性别差异，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防疫公示语设计者的人文关怀。 
英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经验丰富，其多层级公示语的经验可以为我国防疫公示语提供借鉴：

从语言模态的角度来说，在设计或翻译我国防疫公示语时要注重语言的简洁性和礼貌性；从非语言模态

的角度来说，视觉模态的设计要具有全球化视角，淡化种族、性别、身份等具有争议性的元素。英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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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级的多模态防疫公示语的特点，可为优化中国防疫公示语的多模态设计、提升中国抗疫形象宣传以

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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