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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形象构建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修辞结构理论对多模态语篇网宣片《PRC》的修辞关系

和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网宣片《PRC》主要通过环境关系与背景关系为国家形象构建奠定基础，通

过并列关系与多核心结构彰显中国兼善并重理念，通过因果关系与证据关系增强说服力，从而实现构建

良好国家形象的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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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is crucial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he-
torical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hetorical relation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12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127
https://www.hanspub.org/


吕安然 
 

 

DOI: 10.12677/ml.2024.122127 947 现代语言学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PRC”, and finds that the online propaganda “PRC” mainly lays the foun-
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through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and background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 of China through the parallel relations and multi-core 
structure; through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evidence relationship to enhance persuasivenes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of building a good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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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形象构建是指通过一系列手段和策略，塑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以提高其国际声誉。

构建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内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有助于消除文化壁垒、减少国际误解、加强

国际合作、加深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形象构建与国际话语传播。为此，我国发布了

国家形象网宣片《PRC》，包括多个语种版本，以期构建良好国家形象。而这样的多模态语篇是如何达

成构建国家形象的目的的，有必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 
修辞结构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学者 Mann & Thompson 创立的语篇分析理论。其本质是对语

篇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和拆解，以获悉语篇是如何有效达成交际目的的。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修辞

结构关系对语篇的交际目的达成有着不同的影响。本文基于修辞结构理论，对该多模态语篇关系的组织

结构、修辞结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国家形象网宣片《PRC》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情况，以期为国家形象

构建的相关语篇提供借鉴。 

2. 修辞结构理论与多模态语篇分析 

修辞结构理论是一个关于篇章生成的理论，由美国学者 Mann & Thompson 首创于 1983 年。修辞结

构理论关注语篇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注重分析语篇的内部结构和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作者的

交流意图是如何在语篇中得以实现的[1]。根据修辞结构理论，语篇是由无数的功能块组成的，这些功能

块借助定义好的语篇关系(也就是修辞关系)彼此链接构成更大的功能块，直至最终构成连贯的篇章，不同

的功能块根据其特定的语篇组织功能，可以分为核心结构段和辅助结构段[2]。因此，语篇关系可以有多

核心结构和单一核心结构两种。多核心结构是指语篇中的功能块均发挥核心作用，单一核心结构是指语

篇由发挥核心作用的核心结构段和发挥辅助作用或边缘作用的辅助结构段共同构成。修辞结构理论的另

一个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即修辞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添加新的更形象具体的修辞关

系，因此，可以根据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实际情况适当加入其他的修辞结构关系[3]。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者王伟(1994)首次系统阐述了修辞结构理论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通过示例对

修辞结构理论的结构关系进行定义并列出了相应的图解[4] [5]。其后陆续有国内学者就这一理论的应用作

了研究。比如，王水莲(2001)借助修辞结构理论对 and 结构的语篇功能进行了分析[6]；覃文戮(2006)基于

修辞结构理论对小说《哈里·波特与凤凰社》的组织结构及前指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7]；陈莉萍(2007)、
乐明(2008)分别对英汉语篇修辞结构的标注进行了综述和研究[8] [9]；穆从军(2016)基于修辞结构理论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1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吕安然 
 

 

DOI: 10.12677/ml.2024.122127 948 现代语言学 
 

英汉学术论文摘要进行了对比分析[10]；王立非，部寒(2019)基于修辞结构理论探究了中美银行年报结构

关系异同及其传播力效果[11]；李婷，吴勇毅(2022)基于修辞结构理论对留学生论文的语篇结构及语义连

贯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留学生论文在连贯性方面的薄弱点等[12]。 
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我国学者冯德正，张艳，王艳(2016)首次对修辞结构在多模态语篇中的应用进

行了分析，提出在数字媒体时代，有必要对更加复杂的多模态语篇的修辞结构进行探究和发展[13]。在此

基础上，张培佳、冯德正(2018)对基于修辞结构理论的多模态语料库进行了研究[14]。此外王鹏(2017)、
苏河(2020)也将修辞结构与多模态语篇相联系，对其操作性进行了分析[3] [15]。黄立鹤，毛欣越和张弛

(202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多模态修辞结构理论对老年产品广告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修辞结构理论在老

年产品广告中的作用[16]。 
总地来说，自修辞结构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且近年来，将修辞结构理论应用

到多模态语篇分析中已经成为趋势，这是修辞结构理论在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新发展，有助于从结构

与功能的角度对多模态语篇进行深入分析，从而理解其构成与交际意图的实现。但目前虽有不少研究论

证了将修辞结构理论应用于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但真正应用修辞结构理论对多模态语

篇进行结构分析的研究仍比较有限。 

3. 对国家形象网宣片《PRC》的多模态修辞结构分析 

视频短片主要由视频画面、音频、字幕构成，所以在对其进行多模态修辞结构理论分析时也应从这

三个方面入手，同时考虑到各模态资源间的互动关系。 

3.1. 对字幕的修辞结构分析 

 
Figure 1. Diagram of rhetor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PRC subtitles 
图 1. 《PRC》字幕的修辞结构分析图 

 

在进行分析前对视频短片的字幕进行提取，划分为不同的篇位，划分结果如下： 

篇位 1：这是我，古老，深邃。 

篇位 2：这也是我，年轻，开放。 

篇位 3：这是我，富饶，进取。 

篇位 4：这也是我，友善，和平。 

篇位 5：这是我，曾经一穷二白，筚路蓝缕。 

篇位 6：这也是我，心怀梦想，从没停止过努力。 

篇位 7：我的疆域辽阔，但一点都不能少。 

篇位 8：我有 14 亿多的人民，每个人的生活我都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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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位 9：我坚信，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 

篇位 10：我深知，人民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托和最强大的底气。 

篇位 11：我懂得，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 

篇位 12：我期待，同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 

篇位 13：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创造了今天的中国，我们要一往无前、顽强拼搏，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 

篇位划分后对各个篇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定义，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篇位 1~12 是文本的主体，篇位 13 是结尾，也是总结，篇位 1~12 与 13 是综述关系，

从而构成了篇章。 
而篇位 1~12 作为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结构段。其中，篇位 9~12 是主体部分的核心结构段，

篇位 1~8 是辅助结构段。篇位 1~8 与篇位 9~12 之间是背景关系。因为《PRC》作为国家形象网宣片，对

中国进行定义和描述不是根本目的，最重要的交际目的是传达中国的态度，表明中国的立场。核心结构

段 9~12 中的四个篇位共同构成多核心的并列关系。 
根据 RST 图示，背景结构段 1~8 具有多核心，主要是由篇位 1、2，篇位 3、4，篇位 5、6 和篇位 7、

8 共同构成的多核心并列结构段。 
在篇位 1、2 内部，两个不同的篇位通过对比关系相连接，彰显了中国的多样性。 

3.2. 对视频画面的修辞结构分析 

对视频画面进行修辞结构分析的第一步依然是篇位的划分，依据镜头结构或转换将视频切分不同的

篇位。由于本视频是兼具图像、声音与文本多种模态的资源，三种资源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依托，互

为补充，因此在进行视频图像的篇位划分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图像与文本的对应关系。划分结果如下： 
篇位 1：视频以云雾中屹立的长城开篇，这是第一个镜头，我们将它看作篇位 1。 
篇位 2：借助云雾的移动镜头转换到巍峨的雪山，这是第二个镜头，我们将它看作篇位 2。随后以闪

黑的方式进入正片。 
篇位 3：搭配“这是我，古老，深邃”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共包含 20 个镜头，有节奏感地依次快

速展示了我国的壁画、三星堆青铜器、戏曲、石窟、兵马俑、围棋、脊饰等，然后镜头转换放慢，定格

于大漠中半遮半掩的书卷。接着镜头一转，是一位老者立于敦煌莫高窟前抬头仰望和匠人在壁上作画，

此时伴随字幕。 
篇位 4：搭配“这也是我，年轻，开放。”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镜头以一位年轻人滑板起跳开始，

定格于街上摄影的女孩和跳街舞的年轻男女。 
篇位 5：搭配“这是我，富饶，进取。”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镜头主要聚焦于农田里忙碌的男女

老少。 
篇位 6：搭配“这也是我，友善，和平。”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镜头以高铁架和上面疾驰的高铁

开始，转换至高铁中坐在一起看地图的中外两国的年轻人，最后以对疾驰的高铁的俯拍结束。 
篇位 7：搭配“这是我，曾经一穷二白，筚路蓝缕。这也是我，心怀梦想，从没停止过努力。”字

幕出现的镜头结构。镜头以一篇荒漠戈壁开始，聚焦于其中忙碌的军人和科研人员，最终定格于升空的

火箭和注视着火箭的双眼。 
篇位 8：搭配“我的疆域辽阔，但一点都不能少。我有 14 亿多的人民，每个人的生活我都在意。”

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此处通过镜头转换依次展示了我国的草原、大漠、江河、雪山，以及如劲松般站

岗的军人，接着又通过镜头转换展示了我国不同民族人民的生活。 
篇位 9：搭配“我坚信，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我深知，人民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托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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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底气。”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此处镜头视角穿过山间云雾向前，接着通过镜头转换依次呈现了

我国的航母、奥运健儿夺冠、天眼、卫星、跨海大桥、缙云山大火时无数志愿者筑起的“防火长城”以

及各个危难时刻汇聚在一起的中国人。 
篇位 10：搭配“我懂得，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我期待，同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共享机遇。”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此处镜头展示了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托起地球画面，接着将镜头

从国内的风景转移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各个场合友好拥抱的场景与中国人教外国人戏曲、分享水稻种植

技术，共建中欧班列以及中国人与外国人击掌的画面。 
篇位 11：搭配最后一句话的字幕出现的镜头结构。此处通过镜头的转换展示了各行各业人民生活、

奋斗的场景。 
篇位 12：由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共同构成的画面。 
篇位划分后对各个篇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定义，结果见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rhetor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PRC video screen 
图 2. 《PRC》视频画面的修辞结构分析图 

 

由图 2 可知，篇位 3~11 是文本的主体，篇位 12 是结尾，再次点明核心主旨，与篇位 1~11 构成重述

关系，篇位 1、2 是视频进入正片前的铺垫，与篇位 3~11 构成环境关系。其中篇位 1 与篇位 2 是并列关

系。云雾中屹立的长城与巍峨的雪山是中国的著名的人文与自然风光，象征着中国的骨气和脊梁，也象

征着中国坚定的立场和冷静的头脑。 
而篇位 3~11 作为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结构段。其中篇位 3~10 与篇位 11 构成了综述关系。 
篇位 3~10 中，篇位 9、10 是核心结构段，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其中的篇位 9 与篇位 10 构成

并列关系。篇位 3~8 与篇位 9、110 构成背景关系。篇位 3~8 是通过并列关系共同构成的多核心结构。 

3.3. 对音频的修辞结构分析 

本视频短片中的音频主要是对字幕进行诵读的旁白声以及与画面和字幕相搭配的背景音，由于音频

内容是通过字幕来展现的，因此其结构关系与字幕的结构关系一致，这里只讨论字幕以外的音频篇位，

即视频开头的疾风的声音和视频结尾“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 
这里的第一个音频篇位，也就是短片开头的风声与后面的音频篇位构成环境关系，暗示当前的环境

如疾风般变化迅速，风起云涌。 
最后一个音频篇位与前面的音频构成重述关系，强调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主旨，收束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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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的同时达到再次点题的目的。 

3.4. 不同模态资源的互动关系 

对多模态语篇进行修辞结构分析除了要对不同模态资源的修辞结构进行单独的分析外，还要关注跨

模态资源的修辞关系和组织结构，全方面探索多模态语篇的修辞结构及其作用。 
在本宣传短片中首先出现的是音频风声，接着画面中的云雾飘散，露出了云雾中的长城，这里的音

频篇位与视频画面篇位构成了因果关系。伴随着不同的视频画面与对应音频出现了不同的字幕，视频、

音频与字幕是一一对应的，这也是因果关系。同时，由于视频画面与字幕之间的高度匹配性二者又构成

了证据关系。 

4. 国家形象网宣片《PRC》的国家形象构建 

《PRC》作为国家形象网宣片，其交际目的离不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在对本网宣片的各种模

态资源进行修辞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将详细阐述该宣传片是如何借助其修辞结构完成交际目的，成功

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的。 

4.1. 环境关系与背景关系为国家形象构建奠定基础 

环境关系和背景关系是本网络宣传片中重要的修辞结构关系，有助于为国家形象的构建奠定坚实的

基础。 
视频模态和音频模态都通过环境关系实现语篇的引入。长城是中国的代表性建筑，代表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同时，长城在古代是作为防御工事修建的，因此也代表了中国的底气与脊梁。巍

峨的雪山展现了中国的壮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这不仅突出了中国的自然之美，也强调了国家在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努力。疾风与云雾暗示着当前的环境风气云涌，古老的长城和巍峨的雪山

在云雾和疾风中巍峨屹立，象征着中国在面对困难挑战时不屈的毅力与坚韧的精神，也象征着中国在国

际风云变换中的稳定与崛起。 
无论是字幕、视频画面还是音频，都是在对中国进行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正是

因为中国兼具悠久的历史与年轻开放、积极进取的心态，有过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享受过全国一心共

同奋斗的成果，中国才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人民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气。正是因为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有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学底蕴，友善又热爱和

平，睿智且有担当，中国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并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

应对挑战共享机遇。这样先列出前提、构成背景关系可以使中国态度的提出格外具有说服力，有助于国

家形象的构建。 

4.2. 并列关系与多核心结构彰显中国兼善并重理念 

本宣传片中最重要的修辞结构就是并列关系与对比关系，无论是对中国形象的定义还是对于中国态

度的表达，都是通过并列与对比呈现的。 
在对中国形象进行定义的时候，短片选取了并列的句式与对比性的词汇，突出中国既古老又充满活

力，既进取又热爱和平，彰显了中国的多元化与包容性，有助于打造独特的中国名片。在对中国态度进

行表述的时候短片也选取了并列句式，增强了表达的气势与说服力，有助于向世界传递中国积极向上的

面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 
而并列结构的一大特色就是多核心结构。一般的文本在进行修辞结构分析时主要时主–辅结构，即

每个结构段在进行细分的时候可以分出一个核心结构段和一个辅助结构段。而本短片由于以并列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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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要构造的就是多核心的结构段，即不同的篇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没有主次之分。这也是中国兼

善并重理念的具体彰显。继承传统与对外开放并重，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并重，本国发展与大国担当并

重，国家发展与维护和平并重。中国作为负责人的大国，这是中国信仰的理念，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诚意

与承诺。 

4.3. 因果关系与证据关系增强说服力 

本短片中不同模态资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果关系与证据关系，这两种关系可以使短片逻辑严密，

增强语篇说服力。 
当字幕和音频谈到中国的古老深邃时，画面相应地展示为我国的壁画、三星堆青铜器、戏曲、石窟、

兵马俑、围棋、脊饰等，这些都是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悠久历史与古老传统的直观体

现；当字幕和音频谈到中国的年轻开放时，视频画面播放的时中国当代青年的生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青年的活力，青年时国家的未来，青年的活力也是国家的活力；当字幕和音频谈到中国曾经筚路蓝缕，

从没停止过努力时，视频画面播放的是中国从无到有发射火箭的历程，这是中国奋斗的成果；当字幕和

音频谈到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时，视频画面播放的是无数个艰难困苦面前，中国团结一心共克

时艰的感人画面；当字幕和音频谈到愿同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时，视频画面展现的是中外

合资、中国提供对外科技援助的画面……这些画面是塑造中国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有力支撑。 
视频中的因果关系和证据关系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一直以来塑造和强调的国家形象和中国的大国担

当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始终在身体力行奉行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 

5. 小结 

网络宣传片的制作与传播对于国家形象构建至关重要。作为兼具画面、声音与字幕多种模态资源的

视频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多种效果的冲击突出语篇核心，给人深刻的印象，同时增强话语说服力。本文

基于对多模态话语的修辞结构理论分析，发现国家形象网宣片《PRC》主要是通过环境关系、并列关系、

对比关系、背景关系、因果关系和证据关系构建的，其中，环境关系与背景关系可以为国家形象构建奠

定基础，并列关系与多核心结构彰显了中国兼善并重的理念，因果关系与证据关系增强了话语说服力。

通过不同的修辞结构，本视频塑造了历史悠久、年轻开放、积极进取、热爱和平、关心人民、繁荣昌盛

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的大国形象，达成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促进中外

交流与合作的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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