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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图式在中国国家宣传片中的

多模态隐喻表征①

张　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３００２０４）

摘　要：路径图式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结构，在《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的意义构建过程中，通过多种模态（文
字、旁白、音乐、动态图像）得以呈现。它所蕴含的时间域、运动域和任务域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发展是一次旅程”的隐喻

性表征，并与平衡图式相交叉，构建出当代中国“和谐快速进步”的积极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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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哲学［１］７８提出了“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

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特别是我们的

感觉运动系统和外界客观事物的互动所形成的，其中意象

图式起到关键作用。意象图式是那些在我们的日常身体

经验中反复出现，映射到人类大脑中的抽象的认知结构，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可以用来组织和理解更复杂或更抽象

的经验和思维模式，包括隐喻思维［２］。

路径图式，即始源—路径—终点图式，是一种基本的

意象图式，为复杂的隐喻思维提供了基本的认知结构，规

范着人们的话语和行为，体现在人们用一个结构相对清

晰、具体的始源域去认识和表达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抽

象的目标域的隐喻思维活动中。其中最常见的是“旅途隐

喻”。人们利用旅途经历去构建抽象复杂的概念，包括爱

情与生命［３］４４以及有目的的活动［４］３０２－３５１，在构建过程中体

现出丰富的文化特色［５］９２。学者们还探讨了此种隐喻在各

类语篇，包括政治语篇［６］７４和经济语篇［７］１０１－１２０，［８］中对现实

“非客观”的构建功能。

这些研究仅仅涉及语言这种外在表现形式。既然隐

喻从本质上来说是概念性的，其他媒介如声音、色彩、空间

布局等，也可以用来构建和表达“旅途”隐喻。近年来，

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９］１３６－１３９，［１０］３７９－４０２，［１１］４６２－４８２，［１２］等学者先后从静态
和动态角度研究了以路径图式为基础的“旅途”多模态隐

喻。研究的文体涉及平面广告和电影动画等。本文尝试

探讨中国国家宣传片中多种模态所共同呈现的基于路径

图式的隐喻表征如何积极地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

一　路径图式及隐喻性拓展
路径图式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动体从起点在一定方向

下沿着一条道路到达终点。一个完整的路径图式包含动

体、始源、路径、终点、方向及一些其它因素，像障碍、路标、

方式、旅伴等。作为一个核心的认知概念，路径图示除了

构建“运动”之外，它还支配着我们对于“有目的行为”的理

解，涉及到任务域，延伸出“目标行为是一种自行运动”的

隐喻。其中，起点映射人现在的状态，终点映射人意欲达

到的目标，而路径用来表征实现目标的途径。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３］４４－４５指出七种物理力会在运动中发挥作用，包括强迫、

堵塞、反作用力、分流、消除克制的力量、启动力和吸引力。

它们相应地被映射到任务域，分别表征人被某种力量向前

推动、受到阻碍、遭遇将他向后推的反作用力、发现绕道到

达目的地的必要、主动或在别人帮助下克服阻碍、在外力

的帮助下前行以及被吸引至目标等概念场景。其中推动

力和阻力可以是自然景观或天气，也可以来自有意识的人。

运动的手段和方式也非常重要。例如，人的基本行走

运动的前提是具有保持身体平衡的能力，因而路径图式通

常与平衡图式交织在一起。平衡图式映射到隐喻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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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概念，包括心理平衡感、不偏不倚的意见以及法律

的公正。这种平衡图式扩展到任务域，可以用来表征各种

作用于目标的相互抵消的力量。再者，从起点至终点可以

通过多种途径，采用多种交通工具。相应地，实现目标可

以采取多种手段。

凭借隐喻“时间是空间”，路径图式通常也会体现在时

间的概念化过程中。时间的推移伴随着空间的转移。从

起点到终点，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到达终点往往发生在未

来的某个时间。

因此，在路径图式中，运动域、任务域和时间域是相互

交织的：某人花费一定的时间从某地出发到达另一地点，

想要实现某个目标，产生了“时间是运动”以及“任务是旅

途”两个隐喻。时间的推移以及对任务的追求都根植于路

径图式。我们可以把路径图式看作一个类属空间，从中可

以找到运动、任务以及时间各个概念域的共享的成分或结

构，如起点、轨道、终点等，而运动域、时间域和任务域成为

三个输入空间，其中的成分和结构有选择性地相互映射，

进入整合空间，形成新的概念结构。下面就分析《中国国

家形象片———角度篇》中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介如何

基于路径图式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　国家宣传片中的路径图式及隐喻
性拓展
２０１１年１月，长达 １８分钟的专题片《中国国家形象

片———角度篇》在纽约时报广场正式播放。宣传片采取分

段落编辑的方法，共有１１个章节，主要由８００多个图像构
成，并配有英文旁白、中文字幕和音乐，涵盖了经济、政治、

教育、文化、环境、民族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现

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除了引子、开篇、结尾部分，《角

度篇》通过“开放而有自信”、“增长而能持续”、“发展而能

共享”、“多元而能共荣”、“自由而有秩序”、“民主而有权

威”、“贫富而能互尊”、“富裕而能节俭”８个章节系统、辩
证地表征了当下的中国。

《角度篇》开篇即以太空俯瞰中国为引子，并在红色背

景下打出了白色的“中国”二字，从视觉上突出了本篇的主

题，接着提出了“我们是谁”、“我们在想什么”等五个问题，

为整部形象片定下基调，并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本

文具体分析开篇部分、第一章节和结尾部分的多模态意义

构建。

（一）开篇部分

随着《角度篇》开篇提出的问题“传统是一种背负，还

是一种推动发展的动力”（Ｉ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ｂｕｒｄｅｎ，ｏｒｋｉｎｄ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镜头中出现了熊猫、京剧、武
术等象征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与文字和旁白中呈现的主

题“传统”相互呼应。不同的媒介共同作用，引发了受众对

于传统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的思考。词语“背负”（ｂｕｒ
ｄｅｎ）与“动力”（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触发了路径图式中的两种物
理力：“背负”是反作用力，“动力”是启动力。发展作为中

国的目标，引发了任务域。“背负”和“动力”成为实现目标

的障碍和推动力。因此，开篇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深思：中

国传统是中国发展的障碍还是动力？

接下来的英文旁白提出了“你看到的是冲突还是融

合，是回忆还是未来”（Ｄｏｙｏｕｓｅ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ｒｆｕｓｉｏｎ，ｏ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ｆｕｔｕｒｅ）的问题，而同时交替出现的一组镜头似乎给出了
答案：城前舞剑的老人、ＤＪ特写、京剧舞台上的演员和表演
现代舞的年轻人。这些图像符号分别象征着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和当代流行元素，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生

活气象结合在一起，指出了中国发展进程中两种元素的和

谐共存。词语“回忆”与“未来”指向了时间域中的过去和

将来，而传统一般形成于过去，目标会在将来某个时间实

现。随着“回忆还是未来”的旁白，屏幕上出现了一位白发

老人用手中的放大镜认真审视手中的一件艺术品的镜头。

《角度篇》的创作者运用了部分表征整体的转喻：老人代表

了中国人，艺术品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因此，这个镜头表

征着中国人对传统的审视：是停留在过去，还是将它延续

到未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角度篇》的开篇，图

像、中文文字和英文旁白互为补充，听觉与视觉达到了完

美的结合。考虑到受众的多样化，文字与旁白选取了不同

的语言。由于视频首次在纽约广场播放，旁白采用英语，

两者在意义的表达上是同步和对应的。播放声音和文字

时，同时放映图像，三种模态形成一种典型的联合关系，共

同来体现意义。路径图式通过三种模态使运动域、时间域

与任务域相整合，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作为运动主体，从过

去发展到现在，并走向未来，实现一定的目标，衍生出扩展

性隐喻“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旅程”，并采用图像和文字手

段，聚焦到传统文化，通过“传统是旅程中前行的反作用力

还是推动力”的隐喻性辩证表征，促使受众思考传统在中

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创作者从不同的主题回答这个

问题。下面我们以第一章节为例，做具体分析。

（二）第一章节

在第一章节“开放而有自信”（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ｏｒ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里，创作者用以下文字和旁白体现出路径图式
中的时间域“过去（追溯至３０年前）—现在—将来”：

（１）３０年前，一扇世界上最大的窗户打开了。
（２）Ｉｎ１９７９，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ｅｄ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
（３）但接下来 ３０年间发生的事情，却让全世界都看

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文化在面临全新变革之时，

能够展现出怎样的包容性和应变能力。

（４）Ａｆｔｅｒ３０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ｓｓｅｅｎｈｏｗｍｕｃｈ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ｃｅｎｔ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ｌｅａｖｅｕｓ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ｉｔｙｗｈｅｎｆａｃｉｎｇｆａ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５）３０年开放，３０年面对新事物而勇敢无畏。
（６）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ｉｍｅｏｆｂｒａｖｅｌｙ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７）相信不用太久，中国就会交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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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Ｗ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ｔｏｏ
ｌｏｎｇ．

这一章节的开篇，随着旁白提到３０年前的改革开放政
策，镜头里相继出现了天安门前拥挤的自行车人群和指挥

交通的警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汽车以及江河上行驶的轮

船，色彩逐渐绚丽，各个镜头之间切换的速度也逐步加快，

用动态图像生动再现了英文旁白“Ｃｈｉｎａ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ｄａｚｚｌ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ｏｆｃｈａｎｇｅ”（这个国家，旋即迎接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描述的变化。自行车、汽车、轮船这

些路径图式中不同运动方式的呈现，映射着中国发展的多

样化。匆匆的人群、向前行驶的汽车与轮船都隐喻性地表

征了中国的发展，沿用了开篇的扩展性隐喻“中国的发展

是一次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面对新的事物。图

像中出现的“Ｎｉｋｏｕ”广告牌，转喻性地象征着世界的经济
力量，暗示着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英文旁白

（９）中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平衡性）暗示出与路径图式经常交叉
在一起的平衡图式。在此语境下，引申为国人的心理平衡

感，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在变化面前能否做出正确选择的

担忧。

（９）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ｈａｒｄ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１０）……想保持镇定都非常困难。
当时间域进入现在，镜头中出现了现代化的海运码

头、以京剧为代表的文化变革、现代车展、成功加入世贸和

申办奥运会等画面，对旁白“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ｓｓｅｅｎｈｏｗｍｕｃｈ
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ｃｅｎｔ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ｌｅａｖｅｕｓ
ｔｈｅ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ｉｔｙｗｈｅｎｆａｃｉｎｇｆａ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相
应的中文字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文化在面临全新

变革之时，能够展现出怎样的包容性和应变能力”进行了

具体的呈现，展现了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将旅
途主体从过去到现在状态的变化映射为中国的发展变化。

随后，图像与下面的英文旁白和中文字幕对“中国发

展是一次旅程”的隐喻性表征进行了细化。其中，名词“道

路”以及“ｐａｔｈ”，是旅途隐喻中常见的隐喻词。镜头中也出
现了中国基础建设的场景，包括道路的铺设和复杂的交通

网络。创作者运用动态图像、文字、声音等多种媒介，凸显

了同一个始源域概念，构建出旅程中的道路场景，映射出

发展主体选择的发展模式。动词“接轨”，本是一个交通术

语，在路径图式中专指分别修筑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

或铁路轨道并轨连接起来，在任务域中引申为不同主体在

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在《角度篇》中，它表征了中

国在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她的经济、文

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所有相关内容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大

环境相统一，其标志性的事件即是申办奥运会和加入世贸

的成功。镜头中相继呈现出相关的历史片段。

动词短语“ｓｔｅｐｆｏｒｗａｒｄ”原是对路径图式中前行运动的
描述，在任务域中拓展为主体向着目标迈进，构建了隐喻

“中国发展是一次旅程”中的前行场景，暗示着中国一直没

有停止发展的脚步。伴随着英文旁白“ｓｔｅｐｆｏｒｗａｒｄ”，镜头
中出现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大脚印。开幕式上的

脚印是２９个，沿北京的中轴路向奥运会主会场走去，象征
着２９届奥运会的历史足迹。在《角度篇》中，巨大的脚印
从屏幕的右边向左边移动。如果我们把右边看作现在，把

左边看作将来（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２０１１），那么移动的脚印就象征了
当代中国走向未来的步伐。

（１１）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和全世界接轨的同时，
保持着自己鲜明的特色：３０年开放，３０年面对新事物而勇
敢无畏，自信地选择着适合自己国情和民情的发展道路。

（１２）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ｉｍｅｏｆｂｒａｖｅｌｙ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ｎｅｗａｎｄ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ｎａｐａｔｈｏｆｏｕｒｏｗ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本章结尾处的镜头里出现了古建筑前拍现代婚纱照

的年轻情侣，以及古建筑改造成的咖啡馆前表演变脸的艺

人，再一次聚焦至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生活气象的

融合，强调了旅程中主体特色的延续和改变。

因此，《角度篇》的第一章节用同样的媒介，融合了路

径图式蕴含的时间域、运动域和任务域，对开篇构建的隐

喻进行了细化，用文字与声音触发了旅途中的前行和道路

场景，并运用动态图像对其进行了强化，回顾了中国３０年
的发展变化、展现了中国当代的建设成就、展望了中国未

来的发展，并用图像呈现出传统的延续及其与现代元素的

融合。

（三）结尾部分

结尾部分，创作者运用了钢琴四手联弹与各种飞速车

流的穿插剪辑，同时背景中出现了中国各地的历史名胜与

标志性建筑。这些图像符号转喻性地象征着整个国家，疾

驰的车流和各种道路强化了路径图式，隐喻性地表征着前

进中的中国；而钢琴四手连弹象征着各种元素的和谐共

生。这些镜头从视觉上传递出中国正在飞速发展的姿态，

以及中国正在汇入世界发展大潮中的趋势。

在听觉上，伴随着一个个剪辑出的城市画面和钢琴演

奏场面，钢琴声变得越来越激昂，令人激情澎湃。在图像

构建的路径图示中，越来越快的音乐节奏表征着运动主体

逐渐加快的步伐，在《角度篇》的语境下，隐喻性地表达了

中国发展的速度在渐渐加快。

在音乐的高潮处，红色背景下出现了一行白色的英

文，并伴有相应的英语旁白：ＣｈｉｎａｏｎｔｈｅＷａｙ。介词短语
“ｏｎｔｈｅｗａｙ”再一次体现了路径图示，把时间域聚焦到现
在，描述了运动域中主体前行的场景，强调了任务域中行

为主体向着目标努力，但还尚未实现目标的状态。三个概

念空间融合到一起，构建出“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的意义。

因此，这句言简义丰的话语总结了该片的主题：中国在发

展，中国在不断进步。

因此，《角度篇》的结尾在视觉和听觉上给受众带来巨

大的感官冲击，构建出中国快速和谐发展的形象，而英文

旁白与文字画龙点睛，概括了整个宣传片的主题：中国在

发展。

三　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路径图示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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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在《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的意义构建过程中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所蕴含的时间域、运动域和任务域

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旅程”的隐喻性表

征，并与平衡图示相交叉，贯穿着《角度篇》的开篇、每个章

节直至结尾，构建出当代中国“和谐快速进步”的积极的国

家形象。

另外，路径图示以及拓展型隐喻表征的体现并没有仅

仅局限于语言这种单个的模态。多种模态，包括文字、声

音、音乐、色彩、动态图像，联合表征，描绘出发展中的中国。

隐喻性表征的始源域及目标域通过以上多种模态表现出

来。多数情况下，英文旁白和中文字幕以及动态图像相互

伴随、互为补充、共同表达一种意义：有时图像对前两种模

式进行具体的诠释，给受众更加直观的体验；有时文字会

对图像展现的意义进行提炼，达到强化的效果。在国家形

象塑造的高潮部分，音乐、图像的作用更加凸现，试图给受

众带来更强烈的感官冲击，深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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