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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汪永勤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记语篇日 趋 呈 多 模 态 化。通 过 对 多 模 态 英 语 传 记 中 图 文 关 系（语 境 化 关 系 和 语 境 化 偏

向）的统计分析，找出图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主要存在 于 信 息 量 和 阅 读 路 径 上。此 差 异 能

够预测从单模态到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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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记语篇日趋呈多模态化。

图文并茂的多模态传记和单模态传记相比，最大的

宏观差异就是图像。带有图像的多模态传记是否就

优于纯文字的单模态传记，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通

过对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图文关系的统计分析找出图

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随着多模态文本的大量涌现，话语分析也突破

单模态纯语言分析的局限，即只注意语言系统和语

义结构本身 及 其 与 社 会 文 化 和 心 理 认 知 之 间 的 关

系，将诸如图象、声音、颜色、动漫等其他意义表现形

式纳入分析范畴，发展为正在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

析（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判断是否为多

模态语篇的标准之一，即看语篇涉及的符号系统有

多少。本文随机选取的语料《委拉斯贵支和他的时

代》［１］、《托马 斯· 潘 恩—革 命 的 煽 动 者》［２］、《斯 考

特·乔普林的一生和他的时代》［３］、《反物质的发现》

（自传）［４］这四本多模态英语传记涉及文字和图画两

种符 号 系 统，它 们 均 为 多 模 态 英 语 传 记。［５］除 此 之

外，文章还随机选取了四本单模态英语传记来进行

比较研究。它们是《维多利亚女王》［６］、《本杰明﹒富

兰克林的自传》［７］、《乔治﹒华盛顿﹒卡佛—一 个 美

国人的传记》［８］、《约翰逊传》［９］，其中多模态传 记 共

有１９０　０００字，单模态传记共有７４０　０００字。

　　一、理论框架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

相对现成的理论框架，即在语境、交际和话语意义层

面，单 模 态 和 多 模 态 话 语 交 际 并 没 什 么 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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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１０］（Ｐ２３７）在研究图画与语言形成的多模态话语时

提 供 了 整 合 多 符 号 模 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简称ＩＭＭ）。

在这个模式中，语言和图画作为交际模态共有

意识形态、体裁、语域三个层面。在内容层面，图画

具有视觉语法，而语言则有词汇语法；在表达层面，

语言由印刷符号体现；图形由图形符号体现。而在

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两种模态之间有一个非常突

出的整合空间（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ＳｏＩ）。正

是在这个整合空间里，两种模态之间通过语境化关

系（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简称ＣＲ）进行相互作

用。Ｌｉｍ［１０］（Ｐ２３９）认为 在 多 模 态 语 篇 中，当 两 种 模 态

并行操作时，它 们 之 间 必 然 存 在 一 种 语 境 化 关 系。

当一种模 态 似 乎“反 映”了 另 一 种 模 态 所 表 达 的 意

义，二者语义存在某种汇合性，此两种模态互为共同

语 境 化 关 系 （Ｃｏ－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简 称

Ｃｏ）；当两种模态之间的意义似乎毫不相关，二者语

义存在某种分歧性，此两种模态互为重新语境化关

系（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简称Ｒｅ）。除了语

境化关系，文字和图像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还通 过 语 境 化 偏 向（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
ｔｙ，简称ＣＰ）来 衡 量。所 谓ＣＰ指 的 是 文 字 对 图 像

的语境化程度。［１１］（Ｐ１８８）ＣＰ分高低两极，其反映了两

种模态间的相互影响力程度。

研究多模态语篇中图文之间ＣＲ和ＣＰ的分布

情况可以加深对模态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

多模态语篇语义扩张情况的理解。因此，本文通过

对语料中视觉 图 像 的 类 型，ＣＲ和ＣＰ的 统 计 分 析，

为单模态和 多 模 态 英 语 传 记 的 宏 观 差 异 提 供 一 个

视角。

　　二、语料统计分析

（一）视觉图像类型

四本传记共有图像２７０幅，可分 两 大 类。一 类

为传主作品图像；另一类为背景信息图像，主要提供

相关背景信息。背景信息图像又可细分为重要事件

图像、人物肖像图像和社会生活图像这三小类。

（二）图文语境化关系和语境化偏向的统计分析

首先对语料中视觉图像的ＣＲ和ＣＰ进行统计

分析，可得如下结果：首先，四本传记共有２７０个视

觉图像，其图文关系中５９．３％为Ｒｅ，４０．７％为Ｃｏ，

Ｒｅ多于Ｃｏ。其次，ＣＰ统 计 结 果 显 示，６３．３％的 图

像ＣＰ低；３６．７％的图像ＣＰ高。ＣＰ低的图像多于

ＣＰ高的 图 像。再 次，在 前 三 本 传 记 中，具 有 Ｒｅ关

系的图像远远多于具有Ｃｏ关系的图像；而在《反物

质的发现》中，所有４２个视觉图像与其对应的文本

均互为Ｃｏ关 系。最 后，在 前 三 本 传 记 中，ＣＰ低 的

图像要远多于ＣＰ高的图像，不同的是在《反物质的

发现》中，所有图像都是高ＣＰ图像。

通过进一步 分 析，发 现 那 些 具 有 Ｒｅ关 系 的 图

文在提供信息 上 成 互 补 关 系；那 些 具 有Ｃｏ关 系 的

图文在提供信息上成强化关系。《反物质的发现》与
其他三本传记之所以成鲜明对比有其自身原因：第

一，前三本传记是他传，作者不是传主本人，很多图

像只是起到提供背景信息的作用，本身不需要文本

说明，这些图像与文字成Ｒｅ关系，在提供信息上起

互补作用。如《委拉斯贵支和他的时代》开头就有一

幅１６４０年的传主的自画像，其目的是告诉读者这位

伟人的长相，这样的图像不需要文本说明。而有些

图像是为了展现传主巨大贡献的，它们需要进一步

文字说明以 期 加 深 读 者 印 象，激 起 读 者 敬 仰 之 情。

这样的图像和与之对应的文本之间存在强化关系，

如前三本传记中涉及传主著名作品时的图文关系均

为Ｃｏ关系，二 者 互 为 强 化。但 是《反 物 质 的 发 现》

是传主本人自传，书中所有的图像都是传主的一些

有意义的生活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文中又会被传主

记述 到。所 以，书 中 所 有 图 文 均 成Ｃｏ关 系 且 所 有

图像都具有高ＣＰ，其目的是为了强化作者想要传递

的重要信息，以提高事件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Ｌｉｍ［１０］（Ｐ２３９）曾指出多模态语篇中的两种模态可

以共同语境化或重新语境化彼此，无论其图像的语

境化偏向是高还是低，因此，笔者紧接着又对这些图

像的ＣＲ和ＣＰ共 现 率 进 行 统 计 分 析，得 到 以 下 结

果：Ｃｏ常与高ＣＰ共 现，共 现 率 为３６．３％；Ｒｅ常 与

低ＣＰ共现，共现 率 为５８．９％；而Ｃｏ与 低ＣＰ共 现

率为４．４％；Ｒｅ与高ＣＰ共现率为０％。究其原因，

可发现：在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大多数提供背景信息

的图像，尤其是那些人物画像和重要事件图像，勿须

文本 说 明，其 图 文 具 有Ｒｅ关 系 和 低ＣＰ；那 些 展 示

传主 成 就 的 图 像 其 图 文 具 有Ｃｏ关 系 和 高ＣＰ。其

中那些与文字语篇具有Ｒｅ关系和 低ＣＰ的 图 像 在

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上起了重要作用。
（三）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

ＣＰ的高低直接影响读者的理解空间（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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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简称ＩＳ），导致语篇语义活跃度的变化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ｆｆｅｒｖｅｓｃｅｎｃｅ简称ＳＥ）。三者存在如下

关系：ＣＰ和ＩＳ成反比；ＩＳ与ＳＥ成正比。［１１］（Ｐ１９１）

本文所研究 的 四 本 多 模 态 英 语 传 记 中６３．３％
的视觉图像的ＣＰ低，导致高ＩＳ，高ＳＥ。这些ＣＰ低

的图像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解空间（ＩＳ），进而使

得语篇语义活跃度大大提供，从而实现多模态英语

传记的语义扩张。

　　三、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

差异首先表现在信息量上。上文中也已论述多模态

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人物肖像图像直观地提供了相关人物的外

貌，发型，面 部 表 情，服 饰 等 其 它 方 面 的 性 格 特 征。

而四本单模态传记中这部分信息不是缺失的，就是

描写不充分，不形象，无法满足读者对人物肖像方面

信息量的需求。
（二）单模态传记中无重要事件图像导致背景信

息不足。如，在卡佛的传记中没有关于黑奴解放和

解放前后黑奴社会地位的信息，结果读者就无法理

解卡佛为了获得教育历经的艰辛，尽管那时奴隶制

已废除。相比之下，乔普林的传记就没有这样的问

题。书中引用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有关解放前

后黑奴生活场景的一些图像使得读者对传记的理解

更加顺畅，深刻。
（三）单模态传记中无社会生活图像导致其信息

传达欠有效。如，在《维多利亚女王》中，维多利亚女

王写信给她叔叔，描述第一届世博会的巨大成功，她
这样 写 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Ｍａｙ，ｓｈｅ　ｓａｉｄ，ｗａ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ａｙ　ｉｎ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ｅｖｅｒ　ｓｅｅｎ…’”这

里，语言的苍白无力显而易见。如果有幅关于那次

世博会盛况的图像安排在文字旁边，语言就不会遭

遇这样的尴尬。同样，在乔普林的传记中也提到了

一场世 博 会—芝 加 哥 世 博 会，文 章 是 这 样 描 述 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ｏｖｅｒ
２７ｍｉｌｌｉｏｎ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短短一句话没有使用干瘪的形

容词和最高级，当时世博会的盛况和成功就已跃然

纸上，原因是它使用了一幅有关当时世博会场景的

图像。

（四）单模态传记中无传主作品图像也导致相关

信息的缺失。如《约翰逊传》中，有关传主作品Ｉｒｅｎｅ
舞台呈现 的 叙 述 过 于 简 单，读 后 可 能 只 知 道Ｉｒｅｎｅ
是传主的一部戏剧作品。如果有幅关于此舞台呈现

场景的图像，读 者 对 于 此 作 品 的 理 解 可 能 会 更 深。

而在委拉斯贵支的传记中，几乎他所有重要作品中

的重要信息都用图画形式得到了很好呈现。

其次，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

的宏观差异表现在阅读路径上。

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１２］认为扫读过程发生在

阅读之前，此过程将读者的眼睛首先定位在视觉影

响中 心（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简 称ＣＶＩ），即 意

味阅读过程的开始。因此读者阅读多模态文本中不

同片段时会涉及扫读过程。正常来说，单模态英语

传记的阅读 路 径 是 直 线 型 的，即 从 左 到 右，从 上 到

下。然而，多模态传记是一种以ＣＶＩ开始的特殊的

扫读过程。在委拉斯贵支、潘恩、乔普林的传记中，

每章前都有一幅大的视觉图像独立成页，所有这些

图像都在读 者 读 下 一 章 之 前 给 其 以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如此，它们就在多模态片段中充当了ＣＶＩ，成为

阅读这些片 段 的 起 点。这 些ＣＶＩ为 读 者 提 供 了 相

关下一章的背景信息，提高了读者对以下章节的理

解。在后面的阅读过程中，如果某页上没有视觉图

像，那么此页的阅读就遵循直线型的阅读，直到视觉

图像出现，那部分的阅读就重新遵循某种扫读过程。

如，在委拉斯贵支的传记中，读者在读第一章之前便

会看到一 幅 画 于１６４０的 传 主 的 自 画 像 独 立 成 页。

此图向读者提供了有关传主外貌特征，面部表情，服
饰等信息。带着这些背景信息读者继续往下读。在

乔普林的传记中，第二章前有幅林肯签署解放宣言

的图像独立成页。由于第二章是有关黑奴在解放后

的苦难挣扎，这一图像为读者读第二章提供了重要

的社会历史背景。且在此二人的传记中几乎每隔一

页就会有幅视觉图像，因此这两本传记的阅读路径

几乎是完全扫读。

然而，在潘恩的传记中，尽管每章之前也有幅图

像充当ＣＶＩ提供背景信息，但是在章节中图像呈不

平衡分布，有的章节每页都有图像，有的章节每四或

五页才有一幅图像。因此这些章节的阅读路径就是

直线型和扫读型的综合。在《反物质的发现》中，图

像也呈不均衡分布，且覆盖率不高，使得其阅读路径

是直线型和扫读型的综合，有些章节是直线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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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章节是扫读型阅读。

由于多模态英语传记是很长的多模态文本，它

们的阅读路径与视觉图像的数量和分布密切相关。

大体说来，它们 的 阅 读 路 径 以ＣＶＩ为 起 点，在 部 分

扫读和几乎全部扫读之间变化。

审视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阅读路径上的差

异可以发现在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之间存在一

个阅读路径连续体，两极分别是直线型阅读路径对

应单模态英语传记和扫读型阅读路径对应多模态英

语传记。单模态英语传记的阅读路径是直线型的，

当像其添加一幅图像时，它只涉及一点点扫读过程。

当更多的图像加进传记中，它的阅读路径就会涉及

更多的扫读过程。如此下去，它的阅读路径就会变

成完全的扫读型。而单模态英语传记也早已变成多

模态英语传记。以上关系见图１。

图１　

总之，单模态英语传记的阅读路径是直线型的，

而多模态英语传记牵涉不同程度的扫读过程。其程

度与视觉图像的数量和分布密切相关。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图文关系的统计

分析，找出图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

宏观差异。图像在语境化关系与语境化偏向上的分

布特点造成读者理解空间扩大，使得语篇语义活跃

度提高，进 而 实 现 了 多 模 态 英 语 传 记 的 语 义 扩 张。

在重新语境化或共同语境化关系下，图像与文字语

篇在提供信息上相应地成互补或强化关系。宏观上

来说，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之间

的不同导致二者在信息量和阅读路径上不同。总之，

在信息时代里，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差别能

够预测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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