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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无接触式网络购物的时代，商品详情广告扮演着“售货员”的角色，单向的尽可能全面的以图文相结

合的方式向消费者呈现关于产品的信息，让消费者了解产品并对其产生认同感。本研究采用定性为主定

量为辅的方式，以一则护肤类网页详情广告为案例，基于张德禄提出的多模态语篇衔接理论，分析该多

模态广告中模态间与模态内的衔接关系以及这些衔接特征实现详情广告劝说功能的策略，同时从情景语

境与体裁结构整体把握该多模态语篇的特征。本研究拓展了的理论应用研究范围，为商家在详情广告的

制作提供一定参考,以更好的促进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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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online shopping featured with no physical contact to products, the product detail ad-
vertisement, playing the role of salesmen made a one-way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in a combination of visual and verbal meaning resources 
so that customers can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and a sense of identity to the product.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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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and took a skin-care type of product detail adver-
tising as an example. I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cohesion proposed by 
Zhang Delu, analyzed the intro-modal and inter-modal cohesive relations in the advertisement 
and the ways multimodal cohesions contribute to the persuasive function of the advertisement. It 
also captu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and 
genre structure. This study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employment of the theory by Zhang Delu 
and served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oduct detail advertising to 
better promote product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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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的发展改变了以线下购物为主的消费方式，人们进入了网购时代。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不再

是面对面的交流，而是网络平台间接地将双方联系起来。线上购物的方式虽然便捷，但消费者不能接触

到实物，如何能够让消费者全面了解商品，建立对产品的信任，并且说服他们购买，商品详情广告扮演

着一定的角色。 
按照《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对互联网广告的界定，互联网广告指“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

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的商业广告”。商品详情广告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广告，其通常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现，通过图像与

文字两种符号资源协同作用传递商品信息，又或者通过视频媒介结合听觉视觉两种感官通道，运用图像，

文字，声音等多种模态共同构建语篇意义，而不同符号资源编码的意义往往相互协作产生合力，呈现给

接收者连贯的语篇意义。衔接作为语篇中符号之间的“粘合剂”，如何在多模态语篇中发挥作用，形成

连贯的语篇？又是如何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本研究选取淘宝电商平台的护肤类商品“欧莱雅紫

熨斗眼霜”商品详情广告为语料，按照多模态语篇衔接的研究框架，探讨图片与文字是如何相互合作构

建连贯的多模态语篇，从语言学的角度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商家呈现的商品信息，为商品详情广告的制

作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多模态语篇衔接理论的发展 

2.1. 语篇衔接理论的演进 

Halliday 和 Hasan 的著作《英语衔接》 (Cohesion in English)在 1976 年问世，标志着衔接理论的创立。

衔接是一种“语义关系”[1]，其将语篇中超出语法或句法结构限定的成分联系起来，又通过词汇和语法

来实现。当语篇成分的理解需要借助其它成分时，衔接纽带就在两个项目之间形成[1]。他们将语篇衔接

看作重要的组篇机制(texture)之一，并进一步划分为两类，即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前者由指称、替代、

省略和连接四种衔接手段体现，后者指复现与搭配。Halliday 和 Hasan [1]指出，语篇中除了衔接手段，

还通过语篇结构与话语结构，三者共同形成语篇的组篇机制。 
Hasan [2]缩小了组篇机制涵盖的范围[3]，同时扩大衔接研究的范围，进而将组篇机制与衔接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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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等同起来，认为组篇机制由非结构性衔接和结构性衔接两部分组成。非结构性衔接指语法衔接与词

汇衔接，具体包括同指，同类与同延纽带关系建立的成分关系，以及连接、相邻对和连续形成的有机关

系；结构性衔接包含语篇结构，即信息结构和主位–述位结构，以及排比。 
国内学者胡壮麟[4]提出衔接理论的多层次思想，认为衔接关系存在于语言的多个层次中，将及物结

构和音系层中的语调、语音模式等纳入语篇衔接研究的范畴。张德禄[5]进一步扩大衔接研究涵盖的范围，

将所有具有组篇能力的意义关系都视为衔接关系，打破了衔接机制局限于语篇内部的局面，认为语篇与

语境之间也建立了衔接关系，如“语言形式预设的情景意义关系”或“意义空环”[5]；同时，他从语言

的三大意义系统的角度，研究篇衔接(语篇功能)，如何实现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语言多层次的角度或者语言三大功能的角度，语篇的衔接理论已趋于完整。 

2.2. 多模态语篇衔接 

随着多模态语篇的盛行，人们的研究焦点逐渐从单一语言模态转向其它模态或多种模态共同组织的

语篇意义的研究中。在多模态语篇中，多种模态符号，如图像与文字符号是如何整合为连贯的意义整体?
组篇机制(衔接手段)是怎样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 

衔接作为描述语言语篇连贯的重要衡量指标，其核心概念让研究语篇衔接的方法用于探讨多模态语

篇中图文关系成为可能[6]。近些年，不断有学者以语篇的衔接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漫画[7]，动态广告语篇

[8]，新媒体社交平台的多模态语篇[9]，线上学术报告话语[10]等不同类型的多模态语篇中模态内和模态

间的衔接关系。但多模语篇衔接的研究仍处初步的阶段[11]，尚有语类还很少有人从衔接的角度进行研究。

关于基于衔接研究多模态话语的研究，Royce [12] [13]提出符际互补理论，为分析多模态语篇中图文关系

的解读做出了巨大贡献。Liu 和 O’Halloran [14]进一步提出多符际语篇衔接机制的理论，分析了平面广告

中图文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这些衔接关系如何在语篇语义层上实现意义乘叠。但是该研究并未研究多模

态语篇中人际意义的组织方式。 

2.3. 张德禄的多模态语篇衔接框架 

Table 1. Zhang Delu’s framework of cohesive devices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15] 
表 1. 张德禄的多模态语篇衔接机制框架 

层次       
元功能 话语 衔接标记 

概念意义 
经验意义 

非结构性 
指称 

复现、同义性、上下义、部分整体义 
反义性 
搭配义 
多义 

结构性 
信息值 
框界 
凸显 
平行 

手指、箭头、指称成分 
词汇与图形成分 
词汇与图形成分 
词汇与图形成分 
词汇与图形成分 

空间布局 
有形无形边界 
前景与背景 
同形结构 

逻辑意义 投射 
扩展 

言语和思维框、箭头等连接成分、 
常规顺序、框界、线段等 

人际意义 
交流 

权力关系 
情态 

凝视 
角度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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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张德禄[15]以 Liu 和 O’Halloran [14]的多符际语篇衔接机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更全

面的多模态语篇衔接的研究框架。张德禄指出对多模态语篇衔接的分析，首先需从语境、体裁结构，语

篇建构类型来把握语篇整体特征，接着进行符际内和符际间的衔接分析。 
张德禄提出的多模态语篇衔接机制框架如表 1 所示。组织经验意义的衔接关系包含非结构衔接与结构

衔接，前者由指称、复现、同义性、上下义、部分与整体、多义性等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组成；后者则包

含信息值、框界、凸显以及排比。而逻辑语意义则由投射和扩展(详述、增强与延伸)关系体现。多模态语

篇中组织人际意义的衔接手段包括交流、权位关系与情态三方面，构成相似、相同或相反的语义关系。 

3. 语料与研究方法 

根据 2023 年 6.18 购物狂欢节销售数据报告，美容护肤类欧莱雅品牌在淘宝和京东双平台中均排名

第一，因此，本研究选取淘宝平台欧莱雅旗下销售量最高的一则商品的详情广告为案例，采用定性分析

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分析该广告中图文之间的语义关系特征。网页广告相比于传统的印刷

广告，能够承载更多信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的详情广告是由 11 张图构成的多模态语篇，每张图由

图像和文字共同呈现商品的部分信息。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商品详情广告的情景语境与体裁结构具有什么特征？ 
2) 商品详情广告中，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衔接标记具有什么特征？形成怎样的话语意义？ 
3) 商品详情网络广告，如何实现广告的功能？ 

4. 多模态语篇衔接分析 

本文将按照张德禄[15]提出的多模态语篇衔接模式展开分析多层级分析，包括语境分析、语篇结构分

析和多模态语篇衔接分析。 

4.1. 情景语境 

任何语篇的形成与理解离不开情景语境因素的制约，情景语境决定着符号资源的选择与配置。

Halliday [2] [16]指出情景语境包含三个变量，即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语旨(tenor of discourse)、语式

(mode of discourse)，也被称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 
语场(话语范围)，指话语涉及的事件以及发生的环境。“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商品详情广告的语场是

6.18 购物节，商家在淘宝电商平台欧莱雅品牌旗舰店眼霜产品销售页面发布“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商品

详情广告。潜在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自主浏览商品信息，商家便与他们建立起联系，进行商品介绍和商

品推销的活动，尽最大可能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 
语旨(话语基调)，指交际双方的地位、角色关系。“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商品详情广告的语旨是商家，

包含欧莱雅商品详情广告文本编撰者、广告设计者等参与详情广告制作的人和产品售卖负责人，与所有

潜在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商家作为商品详情广告的发话人首先承担着“提供”的言语角色，同时为实

现交际目的，也会扮演“索取”的言语角色，而在该社会活动中，消费者主要是以“索取”的言语角色

进行交流，双方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语式(话语方式)，指语言活动需要的媒介或者渠道。商家利用淘宝互联网电商平台以网页为信息载体

向广大潜在的消费者提供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商品详细信息，广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图像部分清晰

的展示了商品的宏观和微观特征，文本的字号、颜色错落有致，多采用短句、短语、省略句等句式，通

过图像与文本两种模态共同传达语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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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体裁结构 

整个商品详情网络广告由三个阶段组成，分别是：阶段 1 主图。6.18 活动的宣传海报；阶段 2 整体

对比，概括性地展示二代紫熨斗眼霜与一代产品的区别；阶段 3 细节描述，此阶段可进一步划分为功效、

成分与特点三个主题。功效包含两个事件，测试者使用产品前后的效果展示(图片 3)和产品功效描述(图
片 4)；成分主题共 3 个事件，第二代紫熨斗眼霜成分的升级(图片 5)，一代二代紫熨斗眼霜成分效果对比

(图片 6、图片 7)，具体成分介绍(图片 8)；特点主题，由眼霜独特按摩头的介绍(图片 9)，具体操作(图片

10)和强调眼霜配方安心(图片 11)三个事件组成。 

5. 商品详情广告的多模态语篇衔接特征 

5.1. 经验意义的衔接 

在欧莱雅眼霜详情网络广告语篇中，非结构衔接在不同模态成分之间构成了语义关系，如重复(10)1，

同义性(5)，上下义(2)，反义性(2)。其中重复衔接关系出现的频率最高。从结构衔接的角度观察，信息值

结构特征体现多采用理想–现实结构与中心–边缘结构或者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相结合的复合结构关

系；凸显特征，语言成分通过字号、字体和颜色获得显著性，此外平行结构通过相似的经验意义将文字

与图像或者前景与背景信息组织起来，突出广告核心内容，加深观看者的印象。 
以产品海报为例，如图 1 所示，图像包含分析过程和动作过程，图像由多个元素组成，产品、产品

外包装图案，与包装图案相一致的背景，图案又由不同颜色的成分构成。从动作过程角度，其中一些元

素本身就构成矢量，比如紫色成分，看似像人的形象符号，有些“变形”，它的肢体构成矢量，好似正

在舞动的人，此外，两个粉色元素胜似正在“绽放”的烟花。在该多模态语篇中，“欧莱雅第二代紫熨

斗限定款”与产品图像表示同一个参与者，二者通过重复衔接构成同类衔接关系，此外，外包装图案与

“自在忘形，狂欢 618”具有相似的经验意义成分，形成同义性衔接。语言成分“限定款”“淡纹”“马

蒂斯”右上角编号“1”“2”“3”，与语篇底部小字部分通过重复衔接，实现相同身份识别，将位于不

同空间位置的内容联系起来。 
 

 
Figure 1. Product poster in 618 shopping festival 
图 1. 618 购物节产品海报 

 

 

1括弧中的数字代表运用该衔接手段的图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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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衔接的角度，图 1 是理想–现实结构关系与中心边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垂直三联画结构(vertical 
triptych) [17]。“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限定款”“自在忘形，狂欢 618”位于顶部呈现出概括性的内容，

而小字部分位于底部是对以上信息的具体解释，二者构成理想–现实的信息结构关系，图像成分处于中

心位置，作为桥梁，将理想信息与现实信息连接起来。从凸显的角度，图像成分占据整个空间位置的四

分之三，具有显著性，顶部的文字信息通过字号、颜色的凸显，比底部文字显著性更强，结合信息结构，

最终形成产品图像→概括信息→具体信息的阅读路线。 

5.2. 逻辑意义的衔接 

多模态语篇成分之间的逻辑意义关系包含投射和扩展两种意义关系，扩展由详述，延伸和增强三种

方式构成，分别指对语篇成分的进一步详细阐述，增添新的内容，和对已有成分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

素进行描述。 
欧莱雅眼霜详情网络广告语篇中，逻辑意义包含四种组合类型：详述(5)，延伸(2)，详述与延伸搭配

(2)以及详述、延伸和增强三种关系的组合(2)。通过分析，详述关系和延伸关系出现的频率最高，前者表

现在图像成分具体描述语言成分或语言成分说明图像成分，后者主要是语言成分为图像成分增加新信息。

图 1 中语篇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由详述与延伸共同起作用，首先“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限定款”“自在

忘形，狂欢 618”与图像之间是详述关系，文字用于详细说明图像成分的内容，对图像内容做出解释，

语篇底部小字部分与图像之间是延伸关系，为图像增添新的内容，补充说明图像设计灵感来源，帮助观

看者理解图像想表达的内涵，突出舞蹈狂欢，6.18 购物狂欢节，给与物质满足之外，也让人们有心灵的

体验，让生活充满愉悦感和仪式感。图片 3，如图 2 所示，在该多模态语篇中，图像具体呈现语言成分

“淡纹快上加快”“淡纹真有效，肉眼看得到”的内容，通过图像具体化，让消费者更直观感受产品的

功效，二者是详述关系，同时，局部的图像成分之间具有增强关系，图像占据整个图片的四分之三，以

“嘴角纹”产品效果图像展示为例，语言成分“before”“after”标识图像，二者之间具有时间顺序关系，

结合语篇底部小字内容通过延伸关系为图像增添新信息，左图、右图展示使用产品 4 周的前后状态，通

过对比凸显出产品带来的明显效果，坚定观看者购买产品的决心。 
 

 
Figure 2. Results 
图 2. 产品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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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际意义的衔接 

组织人际意义的衔接，包含三种类型：交流，通过交际功能的一致、相似或对比构成衔接关系；权

位关系，图像中拍摄视角的高、中或低，体现交际双方的地位，整个语篇中，图像拍摄视角的一致、相

似或对比形成衔接关系；在编码取向一致的条件下，情态衔接体现在颜色配置的一致、相似或对比[10]。 
整个多模态语篇的图像皆没有眼神或手势与观看者产生接触，因此，具有“提供”的交际功能，致

力于向观看者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不同图片中的图像成分在交际功能上具有一致性，构成同一性衔接

关系。图像的视角呈现出以水平视角为主(8)，与观看者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有高视角拍摄的图

像(3)，图像的再现参与者处于低权力位置，两种不同的权力特征突出商家与观看者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

又始终秉持着顾客至上的观念，为消费者服务的态度。从情态的角度，整个详情广告的图像包含两种编

码取向，自然主义和科学/技术编码取向，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分别代表了两种编码取向的图像，二者都

具有高情态特征，通过情态特征的一致性，强化产品信息的真实性，建立观看者在无接触式购物过程中

对详情广告呈现的产品信息的信任。 
 

 
Figure 3.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products 
图 3. 一代二代产品效果对比 

6. 总结 

研究发现，商品详情广告语篇从活动的宣传海报，产品的成分、功能以及特色四个方面全面介绍该

产品。语言成分以短句或短语为主，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产品信息，能够让观看者快速地捕捉到关

键内容。在衔接策略上，商家频繁运用重复衔接，在语言与图像之间建立语义关系，通过图像和文字相

互协作，重复呈现相同的内容，凸显产品重要信息，引起观看者对产品信息的注意和加强对产品信息的

记忆，让观看者对产品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通过呈现高情态的图像，赢得观看者对信息描述真实性的认

同，建立对产品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弥补无接触式网购不能亲自感知实物的弊端。此外，图文之间的逻

辑关系呈现出以详述关系为主，通过图像将产品信息具象化，有助于消费者对信息的理解，减少消费者

对晦涩难懂的专业性表述带来的困惑。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9516


杨琪，孙乃玲 
 

 

DOI: 10.12677/ml.2023.119516 3851 现代语言学 
 

以上基于张德禄多模态语篇衔接框架，对商品详情广告中图文模态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行了初探，结

合一则广告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广告语篇中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的语义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实现广告功能

的策略，希望为详情广告的制作提供灵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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