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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言语和交流方式的多样性使得话语具有多模态性。组成话语模态的不仅有书面语言，还有声音、图像、姿态

等符号。也就是说，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同样具有表意功能，都可以体现“自我”。这种特征在话语中无所不在。通

常，语言意义的主观性体现在说话人或言语发话体方面，也可以体现在受话人方面。文章将言语信息及非言语信息纳入

话语分析框架，分别从说话人和受话人角度探讨多模态话语意义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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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ity of Linguistic Meaning in the Mapping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Peng Bing-zhuan Jiang Yu-feng

(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40，China)

The diversity of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makes discourse multimodal． The modal of discourse is composed of not only
written language，but also sound，images，gestures and other symbols，etc． In other words，the non-verbal symbols as well as
verbal symbols of the language have the ideographic function． They both can reflect the“self”，and this feature is ubiquitous in
discourse． Typically，the subjectivity of linguistic mea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eakers or the speech of the speak-
ers． In discourse，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rers． This article puts verbal information and non-verbal information
into the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and explores the subjectivity of linguistic meaning in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peakers and the hearer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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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任何意义，不仅是书面语的意义，诸如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至抽象的模型、结构、主
体意识都应纳入它的视线之内。“人们在他们日

常的语言交换过程中，实现社会结构，肯定自己的

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递共享的价值系统和知识

系统。”( 胡壮麟 2007: 2) 所有模态都可能发展成

产生意义的、互相连接的、可供选择的网络，当符

号制造者在这些意义网络中进行选择，可视做符

号制造者为表达他在已知语境下想表达的意义所

作决策的轨迹。这个轨迹就是符号制造者的兴趣

所在 ( 胡壮麟 2007: 5 ) 。然而，大部分研究者更

加注重对语言的研究，忽略对除语言外其他社会

符号的探讨。因此，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被许多

语言学界的研究者遗忘，关于多模态话语功能及

意义的研究也比较匮乏，而对多模态话语中的意

义主观性的探讨更为罕见。实际上，多模态话语

的意义存在于话语和语境构成的 3 大系统之中，

由说话人和受话人通过多种媒介和符号建构，从

而留下自我印记，体现语言意义的主观性。

2 多模态话语
人们发现单纯研究语言已不能对话语进行深

入全面的分析，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交际已不是利用一种模式进行，而是用两种或者

多种模式同时进行。本文讨论的“模态”( modali-
ty) 意义源自“模式 /方式 /模态 /型”( mode ) ，而

非“情态”( modality) ，后者与“情态动词”( 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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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 中的“情态的”( modal) 更为接近。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多模态话语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掀起了多模态话语探索的浪潮，话语的多

模态性成为语言学研讨的新热点之一。从 2003
年至今，尽管我国引进国外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的历史还很短暂，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研究者

从不同角度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进行思考与

创新，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价值给予了充分

的重视，研究领域不仅涉及传统文本，而且对图文

二维平面、超文本电子语篇、影视作品、汉语多模

态口语语料库建设以及教学实践应用等领域的多

模态话语分析都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

推动我国语言学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多模态话语，为开创多模态

话语分析新纪元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话语的

多模态性只是作为一种语言的辅助表达系统，没

有作为意义表达模态来研究。

3 语言意义的主观性

语言意义的主观性已成为语言学尤其是语义

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主观性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

性，因为如果语言没有深深地烙上主观性印记，语

言就不可能运作，也不可能称其为语言。语言界

不少学者都探讨过语言意义的“主观性”。从认

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为

认知主体的主观识解在语言结构和意义中的反

映。系统功能语言学也认为，人类借助语义系统

来识解经验是一种主观的过程，说话者 /作者的选

择就是意义，形式即意义的体现。而语用学对语

言主观性的关注更多地是和英美分析哲学中日常

语言分析学派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国内语言学界普遍采用的“主观性”定义主

要来源于 Lyons: “主观性( subjectivity) 指语言的

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不同程度的总是含有

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 Lyons 1977: 739 ) 。
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某一话语的同时表明自

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

下自我的印记。Lyons 强调的是说话人的自我表

达，并主张区分主观性表达 ( 说话人的自我表达)

和客观性表达 ( 交际命题) 。在语言运用层面上，

“主观性”体现为说话人在话语中的“自我表露”
( self expression) ，这种自我表露往往伴随说话内

容 ( 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中称之为“命题”) 的表

述，或表达说话人对所表达内容的认识，或反映说

话人的观点、态度、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

主观性即话语的主观性。自然语言充斥着主观性

现象，说话人总是通过他们使用的句子结构、词

语、语音、语调以至身体语言体现“自我”。在语

言结构层面上，语言中普遍都有一些词类和语法

结构中编入“自我”这一标志着语言主观性特征

的语义成分。
学者对主观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情感和认知，但研究者们

的理解却存在着差异。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就是

一种赋予意义与理解意义不断交换的过程，因而

语言的意义不仅包括它的赋予意义，而且包括它

的理解意义。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意义的主

观性同样体现在说话人和受话人两个方面，说话

人与受话人与言语和语言的使用、构建与解读相

联系，因此多模态话语中的语言意义主观性应分

别从说话人和受话人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4 多模态话语中语言意义的主观性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特殊的符号系统，包

括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

信号等 ( Saussure 1972: 15 ) 。语言体系和体语体

系都不可能单独构成交际体系，只有二者相结合

并与其他感官渠道的相应系统相配合，才能形成

完整的交际体系( Birdwhistell 1952: 5 ) 。沈家煊

指出，语言必然带有自我表现的印记，这一点现在

已经明确; 不明确的是，语言的这种自我印记是如

何表现和如何被理解的? 长期以来，交际中的多

模态话语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主观性在语言学界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使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不

够全面( 沈家煊 2001: 269) 。
4． 1 从说话人的角度看多模态话语中意义的

主观性

语言是符号与意义的统一体，其作为一种复

杂的交际手段，不仅包含着人们怎样理解意义，而

且包含着人们赋予了什么意义。换言之，任何一

种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的出现和使用，首先意

味着说话人赋予它一定的意义，然后才由受话人

对意义进行识解。其实，语言及其建构材料与人

密不可分，因此人的因素，尤其是说话人，是研究

语言意义问题的关键。从说话人的角度看，主观

性体现在说话人的态度、情感和观点中，说话人根

据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和信仰等反省、思

考、理解各种模态及其生成的语篇，互相交流，对

语篇进行评价和批判性的解读。由于主体的不

同，从语篇语境、符号形式、语言特征等方面对同

一语篇的理解，对其表现出的意义进行批判性的

思考，从而留下自我印记，得出多角度的不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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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使他们建构起一个更全面的语篇意义。概言

之，对语篇进行评价和批判性解读的过程其实就

是一个构建意义的过程。例如，胡壮麟利用 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澳大利亚文化节上的一次 PPT
竞赛演示，从音响、图像、语言等方面，分别分析了

参赛者是如何通过 PPT 演示展示澳大利亚文化

的，指出在演示过程中，他们在利用多模态手段向

观众构建异国文化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个

人深刻的思想、观点与身份( 胡壮麟 2006: 5 － 9) ，

进而体现了语言意义的主观性。
在多模态话语中，语言意义的主观性在具体

的语境范围内以某种语言形式加以表现，通过话

语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体现，借助一

定的媒体，通过语言、伴语言( 图画、字体、布局) 、
体势语、工具( 网络、PPT) 和环境 ( 网络教室) 表

现，以口语模态、听力模态、书面模态或电子模态

实现人际互动。其实，不同模态话语的运用本质

上都是为了体现说话人的整体意义，一定的模态

具有特有的表义潜势，如语义的语言表达往往适

合于解释深奥概念、理论和哲理，声音、音乐、图像

颜色、字体形状等适合于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态度，

图形结构、体势指示更适合表达方向、形状等语篇

意义，而多模态话语，如图形加口头语言，能解释

陌生的，特别是抽象的事物，建构整体意义。
在具体语境中，如身体语言的面部表情等、单

词和句子的重音、语调等语言符号在语言运用中

往往传达说话人的交流目的或主观感受。说话人

可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
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模态手段和符号资源，在各

种不同因素作用下产生说话人个体性主观意义。
事实上，不仅说话习惯千差万别，而且赋予话语

的意义也各不相同。换言之，说话人的主观意义

与某一话语的字面意义或客观意义不同，在使用

社会语言符号时，可能扩大、加深语言符号的本来

意义，也可能缩小、浅化语言符号的本来意义，也

可能完全改变语言符号的本来意义; 或者可能偏

离字面意义，如隐喻、情态等; 或者表示与字面意

义对立的意义，如讥讽、愤怒等。例如:

① a． She’s here，isn’t she?


b． She’s here，isn’t she!



例①a 升调模态配以图片模态，再将 isn’t
she 涂红配以颜色模态，表明说话人不确定她是

否在这儿这一命题态度，而例①b 降调模态配以

图片模态，再将 isn’t she 涂红配以颜色模态，表

明说话人确定她就在这儿这一命题态度。
从具体功能上讲，说话人如果在陈述句中使

用升调，则往往隐含一种“抱怨”或“态度不明”等

态度。例如:

② a． It’s not bad．


b． It’s not bad．


说话人如以降调配以图片说出例②a，则表明

只是陈述不坏的事实; 而如以升调配以图片说例

②b，说话人则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其表达的意义

可能完全相反，还可能表明说话人对这个事实的

不满，甚至可能有愤怒的感受。
4． 2 从受话人的角度看多模态话语中意义的

主观性

说话人和受话人都是构建语言意义的主体，

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切身体验及对交际环境的

看法、认识和态度会体现在所说的话语及对话语

的理解当中，对话语的结构和意义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一个表达方式的意义是由它激活的概念内

容和该内容按其表达目的被理解的方式共同作用

所决定的，语言意义是由概念形成过程中的说话

人和受话人共同构建的。因此，主观性同样也体

现在受话人或读者的解码过程中，受话人在理解、
赏析、解析和创造话语过程中会利用含意、语义预

设、语境支持等进行意义推理，在此过程中会将其

态度、情感和观点等赋予语言中，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需要对概念内容进行构建和组织的认知操作。
意义的解读是在多个模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

达成的。受话人通过各种感官与外界信息发生多

模态互动，通过感觉、表象、知觉、范畴化形成概

念，存储在大脑的不同功能区域，形成各种神经模

块。这些模块有各自的功能，有的负责视觉模态、
有的负责听觉模态、有的负责嗅觉模态、有的负责

味觉模态、有的负责触觉模态，他们之间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形成系统网络。每种模块受到认知

特点的制约，只对特定类型的刺激做出反映，留下

自我印记，具有认知差异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又

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兼容性。因此，我们应关注

交际中受话人的自我意识、意向性，分享受话人的

情感、态度、观点及看法等。
当接受语言信息时，受话人往往会注意言语

以外的众多其他因素，如果是面对面的交流，那么

受话人往往会注意到人的眼睛、面部和身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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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中，受话人的主要任务是将语篇中各模态和

符号资源转变成理解，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主动、积极的识解者。他们经常通过视觉、听
觉、触觉等感觉，借助一定的媒介( 如物理媒介、
电子媒介、纸质媒介、语言符号等) 同外界信息互

动，通过各种感官跟外部环境( 如人、机器、物件、
动物之间) 互动，自主地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表达

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看法，将自身的潜力最大化。
因此，受话人在分析多模态资源构建的文本意义

的同时，建构自我身份，留下自我印记。例如: It’
s Sunday today． 如单独看此命题，也许仅表达“说

话人说这句话的当天是一个星期中的第一天”。
但如将此句配以不同的模态，则其表达的意义就

会远远超过它的字面意义。
( 1) 假设上句是孩子对平日难得带他外出游

玩而恰好此前许诺过这个星期要带他出去的父母

说的话，配以孩子的声音模态、表情模态或动作模

态及父母繁忙工作的图片模态，受话人应理解其

意义是“请求或提醒他的父母带他出去游玩”。
( 2) 假设上句是父母看见孩子平时天天伏案

学习，星期天也不肯休息时使用，并将此句配以父

母的声音模态、音乐模态以及孩子学习的图片模

态，受话人应理解其意义是“建议孩子星期天好

好休息”。
( 3) 假设上句是父母看见孩子星期天正准备

早起床而使用时，配以父母的声音模态、表情模态

及孩子睡觉的图片模态，受话人应理解其意义是

“希望孩子多睡一会儿”。
上述 3 种不同的理解都建立在不同的具体语

境与具体模态基础上，受话人要真正有效地理解

话语意义，首先必须发挥其主体性，先考虑言语交

际上的上下文中相关的话语意义及其对应的不同

模态，再从共有常识中激活相关的背景语境要素，

同时加入行为环境中相关的信息。只有把握语境

的建立是呈动态发展这一趋势的，交际者才能有

意识地利用这一特征提高自己的释义能力。
在“主观性”的视阈、情感方面，多模态话语

可以通过图像、声效突出注意焦点。情感可以通

过音乐、颜色表达，也可以借助图像、声音等多种

情感隐喻形式实现。受话人可对他人表情、性格、
社会角色、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进行认知，通过认

知，借助言语、动作、服饰、语气和表情等多模态形

式，认识他人内在的性格、社会角色、心理状态

( 如需要、信 念、意 图、感 受、动 机、情 感 和 意 向

等) ，对社会态度做出推测和判断，继而实施社会

互动 ( 如奖赏、惩罚、欺骗、合作等) ，认识人际关

系。如文字文本 The washing machine is a good
housewife 配 以 图 片 模 态 一 台 洗 衣 机，并 配 以 a
good wife 的声音模态，则受话人须调动多重感官

以实现符号信息之间的有效互动，在符号上留下

自我印记。
在多模态认知过程中，受话人因不同的文化

背景或地域背景，其性格和认知方式表现出一定

的主体差异性，表现出特有的认知风格。认知风

格可以通过认知风格测量确定，具体分场依存型

( field dependence ) 和 场 独 立 型 ( field independ-
ence) 、冲 动 型 ( impulsivity ) 和 沉 思 型 ( reflectivi-
ty) 、整体型( associative) 和分析型( analytic) 3 类，

不同认知风格的受话人偏爱特定模态的表达方式

和接受方式。场独立型很少受环境和他人的影

响，能独立思考，因而可以不受模态影响; 而场独

立型需要一定的情境来帮助理解信息，须要借助

各种声效、图像等多种模态以创设情景，偏爱交际

法，需通过活动体验完成对信息的吸收和知识的

建构。冲动型能根据部分媒体信息或部分模态做

出快速反应，但往往会出错; 而沉思型须要借助多

种模态对信息进行全面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反应，

准确性高但速度慢。冲动型适合口头模态的即兴

表达，而沉思型适合于先形成完整构思( 如借助

书面模态形成构思) 后做出口头表达。整体型使

用整体、联想的思维方式，从具体的例子入手归纳

出一般概念，通过图形或例子的直觉学习规则; 而

分析型往往把问题分解，根据语义规则和理论解

决问题，用逻辑语义关系将信息加以演绎、联系起

来。因此，只有当说话人关注受话人的认知风格，

采用和受话人匹配的模态时，才能降低受话人的

情感焦虑和认知负荷，才能反映说话人的主体意

识和对受话人的关注，体现意义的主观性，从而更

好地和受话人分享经验、情感和态度。

5 结束语
在多模态文本中，说话人与受话人须要调动

多重感官对多种模态形式的外部符号进行编码与

解码; 同时，通过这些不同感官模式获取的信息间

会互动，或者生成某种形象作为文字文本的部分，

或文字文本形式生成形象文本形式等。他们经常

对表达和信息传递的模态加以改变，改造已有模

态，创造新模态。这样，必然会留下自我印记，体

现语言意义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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