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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篇结构是语篇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纯语言角度的语篇研究不同，多模态语篇研究除关注语篇的信息

结构、修辞结构和语类结构等语篇结构外，还关注语篇的布局结构。本文在梳理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学界须进一步关注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与其他类别语篇结构间的关系，还须要进一步研究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和

传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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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Layout Structur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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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foci of discourse studies． Besides information structure，rhetorical structure and genre struc-
ture，layout structure is also one research focus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studie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many studies concer-
ning the layout structur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se studies 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s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yout structure and other structures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 layout structur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you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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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篇是传递意义的载体，具有一定的结构，语

篇的各个部分位于这个结构中的某个位置，并彼

此通过一定的关系产生关联。语篇结构对语篇意

义的传递有着重要影响。
语篇都是多模态的。除语言外，语篇中的图

像、字体和排版格式等都传递意义。但是长期以

来，学界只关注语篇的语言层面，即纯语言视角的

研究。从纯语言视角对语篇结构的深入研究，在

语篇的修辞结构、信息结构和语类结构等方面，都

有很多研究成果。多模态语篇中，除这上述结构

之外，还有其布局结构( layout structure) 。多模态

语篇中的各个视觉成分通过一定的归组、联结和

分离，使多模态语篇呈现出一定的布局结构。布

局结构是多模态语篇的外在形式，纯语言视角下

的语篇研究尚未关注到这种外在的形式结构。布

局结构联结着多模态语篇中的成分，对多模态语

篇的连贯和意义的传递都有影响( 代树兰 2017:

5)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至今虽已得到学者

们的广泛关注，但相对于其他多模态问题，布局结

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梳理和评析多模态语

篇布局结构研究，并展望未来，以期推动该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

2 多模态语篇的层级性布局结构研究
多模态语篇是二维的视觉载体，其中的图像、

色彩和图表等都是视觉模态，语言以一定字体和

字号的形式出现于语篇中，字体和字号也是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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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不同的视觉单位在页面上处在一定布局结

构中。在布局结构中，布局单位根据一定的关系

组构成更大的视觉单位。
2． 1 布局单位

Bateman 在 其 研 究 项 目“语 类 与 多 模 态”
( Genre and Multimodality) 的基础上提出用于分析

多模态语篇的 GeM 模式，该模式明确了多模态语

篇的多个描写层面 ( Bateman 2008: 15 ) 。语篇是

包括 GeM 基础层、布局层、修辞结构层、导航层和

语类层的多层面人工制品，每一层面都有其单位

( 同上: 108) 。其中，布局层的布局单位体现为基

础单位的组合。基础单位 ( base unit) 是 GeM 基

础层的单位，基础单位是出现于多模态页面上的

基础性成分，标题、图符、表格中的单元格、清单列

表、清单列表标签、脚注、脚注标签、图像、图表和

图表中的文本等都属于基础单位。其他层面的单

位可能比基础单位大，这是因为这些层面上的单

位会体现为基础单位的组合。( 同上: 110 － 113)

布局成分包括 3 种: 排印性成分( typographi-
cal element) 、图像性成分( graphic element ) 和复

合性成分( composite element) 。这 3 种布局成分

各有其布局单位。排印性单位在字体、字号、底

纹、字间距和行间距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特点。
图像性布局单位是具有一定内部结构的视觉性成

分，复合性单位是能把语篇的不同成分归组到一

起的成分。( 同上: 116 － 121)

2． 2 层级性布局结构

视觉单位通过一定的视觉特点和空间位置关

系组构成一定的布局结构。Bateman 指出多模态

页面上的布局单位通过框架 ( framing) 和视觉完

整性( visual integrity) 等原则一步步组构成更大的

单位，直 至 组 构 成 完 整 的 多 模 态 页 面 ( 同 上:

122) 。
空间性归组是实现层级性布局关系的重要途

径。通过空间性归组，某些成分聚拢于多模态页

面的某个区域，组构成更大的视觉单位。Schriver
指出语篇中不同的部分归组到一起( 如语篇正文

加脚注、程序性说明加图像 ) ，形成一个修辞簇

( rhetorical cluster) ，充当一个功能单位 ( Schriver
1997: 343) 。Baldry 和 Thibault 指出多模态页面

上的不同成分聚拢于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位于页

面的某个位置，形成一个簇( cluster) ，簇中的各个

成分在功能上相互关联，并且各个成分在功能上

与整 个 簇 有 关 联 ( Baldry，Thibault 2006: 31 ) 。
Bateman 认为无论视觉成分的功能如何，只要这

些成分居于一处，组成一定的视觉性构型，就可以

把该构型视为某类簇。反过来，人们不能仅仅因

为视觉成分间存在着功能性关联，就将它们视为

某个簇，簇必须要有空间性构型支 撑 ( Bateman
2008: 115) 。Reichenberger 等学者用降低分辨率

的方式研究页面成分间的空间性归组 ( Reichen-
berger et al． 1995: 5 － 6) ，并用图1 展示归组过程。
在图1中，竖轴表示分辨率，从上到下分辨率依次

降低，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很多小的成分无法被识

别，被融入到一起。

图1 分辨率与归组

( Reichenberger et al． 1995)

布局结构的层级性还有赖于多模态语篇的空

间分隔机制。多模态语篇通过分隔机制把其整体

分隔成不同的布局单位，不同布局单位通过空间

性归组形成一定的层级性布局结构。van Leeu-
wen 分析几种分隔机制，认为不同成分间的分隔

可以通过分离( separation) 和隔离( segregation) 机

制来完成。分离表示不同的页面部分由空白区间

分开，比如一个空白区域把字体或字号不同的两

个部分隔开。分离能表明被分开的两个部分在某

些方面相同，而在另外某些方面不同。隔离表示

不同的部分占据性质完全不同的空间区域( 如文

字区域和图像区域) 。被分离或隔离的视觉部分

间可能会存在“押韵”( rhyme ) 和“对比”关系。
“押韵”表示不同的部分虽然分开，但是还存在共

同点，比如共同的颜色或形状; “对比”表示不同

的部分在某些方面( 如颜色和字体) 呈现出不同。
( van Leeuwen 2005: 6 － 13)

3 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与其他语篇结构间

的关系

多模态语篇的结构是多重的，既有布局结构，

又有修辞结构、语类结构和信息结构。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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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模态语篇的形式结构，修辞结构、语类结构和

信息结构属于语篇的意义结构。语篇意义与语篇

形式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

构与修辞结构、语类结构和信息结构间也存在着

一定的关系。
3． 1 布局结构与信息结构间的关系

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视觉载体的水平

结构与语言的顺序性信息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相

似性。在一个多模态页面上，位于左侧的是已知

信息，位于右侧的是新信息。一般来说，新信息表

示不确定的、可争论的和需要关注的信息，而已知

信息表示常识性的、观看者已知的或已熟悉的信

息。他们还指出，根据读者群的不同，不同的期刊

会在左右结构的处理上有不同的做法，比如有的

期刊往往将广告置于左侧，而有的期刊则置于右

侧。他们还指出将广告置于左侧能间接地表明期

刊将广告视为商业性的已知信息，不是该期刊的

重点，该期刊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关于真实世界的

信息。( Kress，van Leeuwen 1996: 186 － 192)

3． 2 布局结构与修辞结构间的关系

修辞结构理论是 Mann 和 Thompson 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创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语篇的不

同部分间存在着一定的语义关系，如环境关系、条
件关系、阐述关系、评价关系、解释关系、方式关系

和析取关系等。被上述关系联结的语篇部分称为

结构段。结构段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低于句子

层级的小句，还可以是高于句子层级的段落。
Bateman 认为多模态语篇中也存在修辞结构

关系，在多模态语篇中，修辞结构关系存在于某一

结构段和在任一方向上与其毗邻的结构段之间。
他详细地分析两例多模态页面的布局结构和修辞

结构。通过修辞结构，将大结构段分解成小结构

段。大结构段由大布局单位体现，小结构段由小

布局单位体现。结构段可以是图像性成分，也可

以是文字性成分。在其分析的两例中，修辞结构

和布局结构间存在着不匹配的关系。( Bateman
2008: 151 － 174)

3． 3 布局结构与语类结构的关系

Hasan 认为语类有其语类结构潜势，语类结

构潜势包括必备成分、可选成分、成分出现的顺序

和某些 成 分 重 复 出 现 的 次 数 ( Halliday，Hasan
1989: 64) 。一个语篇的语类结构要体现其所属

的语类结构潜势 ( 同上: 108 ) 。多模态语篇也有

其语类结构，一定的多模态语类也包含着必备成

分和可选成分。
Cheong 提出多模态广告语篇包含“首要信

息”( lead) “商 品 展 示”( display) “徽 标”( em-
blem) “宣告”( announcement) “详述”( enhancer)
“附言”( tag ) 和“联系方式”( call-and-visit infor-
mation) 等成分。并在分析 5 则多模态广告语篇

的基础上，提出多模态广告语篇语类结构潜势为:

首要信息∧ ( 商品展示) ∧徽标∧ ( 宣告) ∧ ( 详

述) ∧ ( 附言) ∧ ( 联系方式)

在该语类结构潜势中，括号内的成分是可选

成分，括号外的是必选成分。Cheong 详细地说明

各个成分在多模态广告语篇中的体现形式。“首

要信息”“商品展示”和“徽标”主要通过图像、色
彩和图标等视觉方式来体现。“首要信息”是多

模态广告语篇中最凸显的成分，“商品展示”是展

示所宣传商品的成分，“徽标”是表明产品之品牌

的成分。“徽标”除了可以通过图像的形式展示

外，也可以通过语言的形式来展示。“宣告”“详

述”“附言”和“联系方式”等通过语言和字号等方

式来展现。“宣告”是最凸显的语言部分，其凸显

源于对色彩、字号或字体的选择。“详述”部分详

细阐发“首要信息”和“宣告”相互影响所产生的

意义，它只包含语言成分，且通常以段落的形式体

现。“附言”部分传递“详述”部分没有述及的信

息，通常由小字号体现。“联系方式”传递消费者

可以获取一定产品或服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Cheong 2004: 164 － 176 ) 这些语类成分的体现

形式都是一定的布局单位。

4 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的意义研究
4． 1 概念意义研究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能够传递一定的概念

意义。Kress 和 van Leeuwen 分析图像的结构布局

的概念意义。他们认为多模态语篇中的图像能够

传递再现意义，再现意义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中

的概念意义。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

两类，前者包括行动过程、反应过程以及言语和心

理过程等类别，后者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

征过程等类别。表达叙事再现的图像和表达概念

再现的图像有一个重要的布局结构差异: 在叙事

再现的图像中，某些视觉成分的位置连接起来形

成一条斜线，而概念再现的图像中不存在这样的

结构。( Kress，van Leeuwen 1996: 57; 2006: 59)

4． 2 人际意义研究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除传递概念意义外，

还能传递人际意义。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在

多模态页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位于中心的

部分传递核心信息，位于边缘的部分传递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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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属性信息 ( Kress，van Leeuwen 1996: 206 ) 。
并对中心和边缘两个区域描述的事物进行评价:

中心区域的事物重要，处于边缘区域的事物则不

重要。他们还分析多模态语篇左右布局结构的信

息价值，他们认为页面左侧传递的是已知信息，页

面右侧传递的是新信息 ( 同上: 187 ) 。Kress 指

出，把信息分为“读者已知信息”和“读者的新信

息”会赋予读者一定的地位与身份，会赋予读者

是否掌握一定的信息与知识的社会特征，从而在

交际过程中为语篇参与者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

( Kress 2010: 92) 。
有学者指出多模态语篇内部的边框也能传递

人际意义。边框是多模态语篇页面布局常用的一

种手段。边框会使多模态页面呈现出不同的布局

结构，在有些多模态语篇页面中，图像处在一定的

边框内，文字处在该边框外; 在有些多模态语篇页

面中，文字和图像都位于一定的边框内; 在有些多

模态语篇页面中，图像的周围没有边框，页面边沿

就是该图像的边沿。Painter 等学者分析图像边框

传递的意义，指出若图像的边沿与页面的边沿重

叠，读者世界与图像世界间的边界便会最大程度地

变窄，这会使读者与图像世界产生关联。并且在这

样的图像中，可能不展现一定人物所处的环境，这

会触发读者的评价性反应。这类没有展现环境的

图像可能会出现在读者需要对图像人物进行评价

之时。( Painter et al． 2011: 127 －129)

4． 3 语篇功能研究

语篇功能可以保障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得以

传递。Kress 研究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与多模态

语篇连贯间的关系。他调整一个多模态页面的布

局结构，以此来研究改变页面布局结构对多模态

语篇连贯的影响。该页面分为两栏，左栏是文字，

右栏是图像，Kress 把这两栏视为第一层级的语篇

构成单位。文字部分又进一步分为 3 部分，作为

第二层级的单位，它又由第三层级的单位构成。
图像部分也包含第二层级的单位，第二层级的单

位又包含第三层级的单位。他改变这些单位的位

置，从而使语篇呈现出不同的布局结构，从中发现

若只是对第一层级单位的位置进行调换，多模态页

面依然连贯，但是若把文字栏的第三层级的单位与

图像栏的第三层级的单位进行位置调换，多模态页

面的连贯会受到影响。( Kress 2010: 89 －91)

5 多模态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受一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影响着页面成分的联结、归组、分隔方式

以及在页面中出现的位置。
5． 1 视觉修辞的影响

每个语篇都有其交际目的，旨在对读者产生

某种影响，修辞会有助于语篇作者成功地影响或

说服读者。多模态语篇也有其交际目的，多模态

语篇的作者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语篇受众，

多模态语篇中也有修辞现象。
Kimball 和 Hawkins 分析视觉修辞对多模态

语篇布局结构的影响。他们从文档设计的角度提

出视觉修辞的概念。视觉修辞不仅关注文档中的

语言，还关注文档的展现方式与用户需求的对接。
他们指出若文档的设计满足文档读者的需求和预

期，则该 文 档 的 用 户 会 更 容 易 说 服 文 档 读 者。
( Kimball，Hawkins 2008: 62 － 66) 他们还指出文

档的设计者须能预料到读者阅读一定文档的方

式，然后进行相应的页面设计来帮助读者阅读文

档。比如，如果读者想要迅速寻找到某个信息，设

计者可能须要凸显导航类成分( 比如标题) ; 如果

读者想要观览很多图像，设计者须要把图像和说

明性文字放置于呈一致和规则形状的框架中。
( 同上: 120)

5． 2 美学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多模态语篇是个视觉载体，不同的

视觉载体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美学感受。美学因素

会对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产生影响。平衡是取

得美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方式。Pettersson 认为一

个视觉对象要尽可能呈现出平衡结构，视觉对象

中成分的结合应该呈现出美学效果，体现出和谐

的关系。人们天生具有平衡感，若某个成分太大

或太小，整个图片的效果都会受到影响。不平衡

感会 给 读 者 带 来 不 适，应 该 避 免。 ( Pettersson
2002: 136)

Berdan 也论述平衡与布局结构间的关系，指

出视觉成分的位置对平衡有重要的影响，人们会

下意识地把图片的中心视为一个支点，若支点一

侧较轻的物体离支点远，支点另一侧较重的物体

离支点近，这两个物体间会存在一种平衡。他还

认为对称结构也是一种达到平衡的方式。( Ber-
dan 2004)

5． 3 文化因素的影响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也受文化因素的影

响。Kimball 和 Hawkins 从文档设计的角度研究

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与文化因素间的关系。他们

指出某些成分在多模态语篇中出现的位置和其所

呈现出的视觉特点受文化规约的影响。一定文化

背景下的语篇参与者对一定成分在语篇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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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期待。他们还指出多种文化会影响到文

档的设计，公司文化、行业文化、民族文化、甚至某

个大洲的文化( 如欧洲文化) 对文档的设计都会产

生一 定 的 影 响。( Kimball，Hawkins 2008: 117 －
118)

6 未来研究的展望
6． 1 布局结构与其他类别语篇结构间的关系

除布局结构外，多模态语篇还有信息结构、语
类结构和修辞结构等多种语篇结构，针对布局结

构与这些结构间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首先，在布局结构与信息结构间的关系方面，

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些研究结论尚存在争

议。比如，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在一个多模

态页面上，处于左侧的部分传递已知信息，处于右

侧的部分传递新信息( Kress，van Leeuwen 1996:

187) ，但 是 该 论 述 没 有 得 到 实 验 结 果 的 支 持。
Bateman 通过解读一项目光跟踪实验的结果，认

为人们阅读文档时，目光落于文档各个部分的先

后顺序。Bateman 把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观点

转换为: 页面的右侧在阅读过程中应被更早地关

注到，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 ( Bate-
man 2008: 64 ) 。也就是说，Kress 和 van Leeuwen
关于左右结构信息价值的论述还存在争议，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
Gee 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语篇的信息结构，认

为语篇中的信息由“行”和“节”这样的信息单位

构成，“行”是“意义单位”，“节”是涉及同一主

题、视角和事件的语段，通常由若干“行”组成，

“节”又进一步组成语篇的宏观结构 ( Gee 2000:

106 － 114) 。Gee 的这种层级性语篇信息结构的

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该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分

析语篇的各个构成单位对语篇整体的贡献。多模

态语篇研究也应从这个角度关注语篇的层级性信

息结构，关注层级性信息结构与层级性布局结构

间的关系，还应关注语篇信息单位与布局单位间

的关系。
第二，在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与语类结构

的关系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同的语类有不同的语类结构潜势，语类结构潜

势既涉及到某一语类中出现的成分，又涉及到各

语类成分出现的顺序。既往的研究关注多模态语

类的成分、语类成分的体现形式和语类成分与布

局单位间的关系，但是不同成分出现的顺序，以及

这种顺序与布局结构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关注。如

何发现和描述各成分在多模态语篇中出现的顺序

是研究难题。在纯语言模态中，不同成分在语篇

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容易确定，这是因为语言是线

性的，这意味着不同成分的出现有一定的顺序性。
多模态语篇是二维的、非线性的，所以各个成分出

现的顺序不易确定。这个研究难题可以从读者接

受的角度加以研究，即从阅读路径的角度。阅读

路径是人们阅读多模态语篇各个部分的先后顺

序，这个顺序不仅与各个部分的位置和视觉特点

有关，也与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有关。学界有

必要研究阅读路径与布局结构的关系，以推动布

局结构与语类结构间关系的研究。
此外，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与一些其他类

别的语篇结构之间也存在一定关系，也应该得到

学界的关注。Hoey 提出英语篇章中存在“情景—
反应—评价 /结果”“假设—真实型”“一般—特殊

型”和“匹配比较型”等语篇模式 ( Hoey 1983:

31) 。Labov 提出叙事结构中包含“点题”“指向”
“进展”“评议”“结果或结局”和“回应”等环节

( Labov 1972: 363) 。这样的语篇模式和叙事结构

也存在于多模态语篇中，并体现在一定的布局单

位和布局结构中。目前这些语篇模式和叙事结构

与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学者们

系统全面的研究，需要学界进一步关注。
6． 2 布局结构的意义与功能

学者们研究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传递的概念

意义和人际意义，并阐述布局结构对语篇连贯的

影响。这些研究深化人们对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

的功能的认识。目前，对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的

人际意义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概念意义的

研究却不够深入，其语篇功能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比如，Kress 只是证实和说明布局结构的改变会对

多模态语篇的连贯性产生影响，但学界还未系统

研究连贯的多模态语篇具有的布局结构特征。另

外，语篇中不同模态处在一定的布局结构中，布局

结构对模态间的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并对语篇

传递的意义产生影响，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未系

统开展，需要学者们关注。
6． 3 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

从视觉修辞、美学和社会因素等方面探讨多

模态语篇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对多模态语篇的

生成具有启示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未形成一个完

整的理论体系。另外，一定的布局结构可能受两

个或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也须要建构一个涵

盖多种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上述影响因素可以被涵盖于语境理论下。视

觉修辞因素可以从语境角度得到论述，如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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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视觉修辞关注文档的展现方式与用户需求的

对接，文档用户即语境中的语旨变量。社会因素

即社会语境。美学方面的原因也可以从语境角度

解释，给人以美学感受的布局结构可以使语篇受

众对语篇和语篇作者产生好感，在语篇作者和受

众间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反之，为了在语篇参与者

间建立一定的关系，语篇作者会使语篇的布局结

构呈现出一定的美学特点。
语境涉及众多要素，学界对其研究已相当成

熟。从语境角度对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不仅可以把现有研究成果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

体系中，还能发现其他影响因素，学界有必要从这

个角度进一步研究影响因素。

7 结束语
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为概念意义的传递提

供平台，并发挥重要的人际功能，还对语篇的连贯

有重要影响。学者们对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进

行多角度的研究，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布局

结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讨，如布局结构与其他类别语篇结构间的关系、布
局结构传递的意义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这些方

面的探讨能进一步推动多模态语篇布局结构研究

的进展，并有助于人们在交际中更有效地使用多

模态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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