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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以商品包装、纠纷调解、公益广告、行政交际与司
法领域中不同类型的多模态警示语语篇为研究素材，对多模态警示语的整体建构规律
进行理论与实践探讨。 多模态警示语整体意义建构中的开放性与对话性原则体现于
语篇符号、认知、互动交际、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图、文、色等符号模态之间的意义
照应与互动使得多模态警示语比传统的语言警示语更能体现意义的对话性倾向，实现
更丰富的人际意义，但要想取得更好的警示交际效果，仍需将警示语的设计立足于交
际的对话性与开放性，在平等互动的沟通过程中引领受众接受警示语的语用目的。

本研究不仅对于电子化时代的警示语建构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也为多模态话语
分析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分析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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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防微杜渐，警戒未然，警示（告）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举足轻重。“君子

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居安而思危，对危险行为的防范一向是我们中国人的修身立

命之道。宗教信条中流传已久的清规戒律，比如圣经的“摩西十诫”与佛教的“戒律”，

都体现了告知并规避风险行为在个人修为中的作用，尽管这些宗教意义上的“戒”只是

警示的一种特殊例证，但也从一方面反映了“警示”于人之存在的重要性。语言是存在

之居所（海德格尔语）。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道德修养，专门规谏统治者修身治国

的警示语甚至发展成专业的文体———“箴”，且盛行三世而衰（见《文心雕龙》之“箴铭

篇”）。警示言语行为存在的前提是人具有理性，能自主选择并趋利避害。随着社会的

发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警示更多地与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

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权利与义务相联系，成为商业社会中的一种免责手段。

虽然警示之于人，犹水之于鱼，但促使本书研究警示语的并非这些形而上的原因，

更多缘于现实生活中使用警示语时所遇到的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电子化时代，新领

域、新事物不断出现，人们的自主性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交际的手段日益多模态化，

新语境下人们如何警戒未然，警示语有何语言与符号特征，这些都是本书重点考虑的

问题。

警示语关乎人之生存，建构警示语就是人们如何在丰富多彩的符号世界中建构人

际关系的议题。诸多哲学观点，比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儒家的“仁爱”，法

家的“规则”等，都能为此建构提供哲学关照与指引，但秉承中国哲学之精神———以出

世的态度过入世的生活，对警示语建构的研究需着眼于电子化、多模态化的交际语境，

既要有宏观的哲学视野，又要关注现实问题，既要使警示语建构与人的俗世生活保持

一定的距离感，又不使其脱离现实而成为空中楼阁，力图综合体现理论的前瞻性与现

实的可操作性。鉴于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将生活中的话语与人之社会存在联系在一

起，藉此，本书以对话性理论为指导，对警示语的语言结构与功能进行较翔实的话语分

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理论研究能

力，还要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虽拙于此三者，本着“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实践精神，本

人鼓勇而为之。

本研究中的多模态警示语指的是采用图、文、音、像等不同表意符号系统建构的文



２　　　　 多模态警示语的整体意义建构

本或语篇，旨在“提示受众注意某些可能出现的不良信息，以便对其进行预防或降低相

应的风险”。这里的警示主要限于人为可控的行为风险。通过分析与考察图文型、口

语交际型、动态图像型三类多模态警示文本在商品包装、纠纷调解、公益广告、行政交

际与司法领域中的交际与沟通，对多模态警示语的建构规律进行理论与实践探讨。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不仅仅是图形、色彩、文字等

不同符号系统之间在形式布局上的结构重组，更是一个复杂的人文艺术建构过程。本

研究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第一，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

较宏观的哲理视角，讨论多模态警示语的整体意义建构中的开放性与对话性原则。这

主要指的是：警示语在价值意义上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特点；在警示沟通与表达过程中

警示说话人主体与思维、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警示沟通所涉及的不

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性与互动性。为此，首先探讨警示语的语义与语用内涵并对其

进行形式化描写，然后在对话性理论的指引下，讨论了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建构的对话

性与开放性，运用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论证了其分析框架。第二，从较为微观的

视角，选择商品包装、纠纷调解、公益广告、行政交际与司法交流等不同领域，从语篇结

构、言语交际、认知思维、跨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探讨多模态警示语意义的对话性，分

析警示说话人在具体语境中表达警示意义时，如何充分利用图、文、音乐、空间等模态

实现一定的开放性与对话性，取得相应的交际效果，并对现有多模态警示语文本进行

了批评分析。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建构多模态警示语意义的对话性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可行

性；利用图、文、色、空间等符号之间的意义照应与互动，多模态警示语比单一语言符号

构成的传统警示语更能体现意义的对话性倾向，实现更丰富的人际意义，但要想取得

更好的警示交际效果，警示语的使用者仍需立足于交际的对话性与开放性，并对符号

的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研究不仅对于电子化时代的警示语建构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也为多模态话语

分析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分析案例。

阅读本书时，既可把它作为警示语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尝试，也可把它当作多模态

话语分析的一次实践应用。本书对多模态警示语的建构既有整体设计，也有对不同类

别、体裁的警示语文本的具体分析，对商品包装、调解谈判、司法沟通等领域的警示语

进行了深入探讨，因此在整体上具有体系性、完整性与连贯性，同时在章节上也保持一

定的独立性。读者可以根据警示语的类型、多模态话语的特征或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

有选择性地阅读，比如，对多模态话语分析比较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把其中的一章

（如文献综述）或多章作为阅读的重点。当然，如果能对全文做整体性的阅读那就更

好，可以把握拙著的整体思路。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历经几个春秋的苦思冥想与挥汗如雨的辛勤耕耘，今

日终能付梓成书。在完成此项多模态警示语研究的过程中，我品尝了痛苦，但也收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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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长，体悟到了学以致用、学用一体的妙处，不仅对多模态话语与警示语的使用有了

比较粗浅的了解，也对如何利用语言建构多元、平等的人际关系略有感悟。虽然很早

就计划拜请一位科研大咖给本书写前言，聊以“增光添彩”，但最终还是决定自己独立

完成前言，因为如实地再现本人在研究中的心路历程，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见证。可

以说，多模态警示语的建构研究，更是对我自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构。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鼓励与支持。首先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基金

（青年项目）（１２犢犑犆７４０１３８）的支持与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１４年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的部

分资助，使我能有幸开启“多模态警示语研究”的小舟，心无旁骛地在学海徜徉，并最终

有幸抵达一个小小港湾。为完成这一研究，我曾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在这个平台上，我真真切切收获了许多，尤其要感谢我的

博士后合作导师张杰教授的启发与指点，张老师对巴赫金对话性理论的深入阐述、对

科研中诗学思维的示范给本人很多启发。２０１３年９月到１２月，为收集语料与更新文

献，本人曾有幸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得到了钟勇博士的大力协助。

在书稿草成之后，南京师范大学的辛斌教授、张辉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的陈海庆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的张权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立新教授曾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

见，对提高本书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大有裨益。在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本人也曾就言语

行为、话语分析等问题请教过南京大学的陈新仁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振华教授，在

此一并感谢。“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

远。”老师们的扶持使我能够勉强登高而远望，虽然所见非博见，且所见之物或存瑕疵，

盖因本人不善假物，断非高台之故。

感谢我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们与我一起开展相关研究。最开始选择警示语并将其

付诸实践，始于一次本科生科研训练，虽然课题的规模很有限，却为我初步接触警示语

素材创造了机会；我的研究生程庆玉、张妙与周贤先后协助我开展部分研究；２０１６年春

季选修语篇分析课的研究生们曾对本文草稿提供了诸多反馈意见。感谢南京理工大

学外国语学院为本人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多次与外国语学院学术沙龙的同仁们一

起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成长中的点点滴滴，终使本人在学术道路上偶有所获。感谢

我的家人所给予的无私的爱与支持。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这次攀登“警示语的意义建构”这

座小山，让我又一次感知到自己在学术上的鄙陋与无知。在书写“结论”的时候，我内

心清楚地知道：这本小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发现，真正的研究其实还在后面。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斗胆与各位同行和读者交流本人的学习心得。因才疏学浅，书中必有

疏漏及不当之处，万望海涵并指正。

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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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章
绪　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日益得到普及与应用，交际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多模态

文本”（犑犲狑犻狋狋，２００９：１），即由图、文、音、色等多种表意符号系统构建的意义连贯的文

本。多模态语篇涉及的符号系统众多，文本体裁也多种多样。本研究主要探讨以实现

警示言语功能为交际目的的多模态语篇，探讨其意义建构的模式与机制。

本章主要简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１．１　研 究 对 象

　　１．１．１　多模态警示语的定义

“多模态警示语”指的是综合运用图片、语言、声音、颜色、空间等多种表意符号系

统构建的意义连贯的警示语文本，其主要言语功能是“向他人揭示有可能发生的不利

信息，以使其避免或减少危害”（犇狌犿犪狊，２０１０：３６５）。① 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来

看，任何一种交际中的语篇都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表意系统，使用单一表意系统的语

篇几乎不存在（犌犻犫犫狅狀狊，２０１２：８）。我们所熟知的口语文本中，除了说话人的表情、眼

神等副语言特征外，也存在言语、音高、音质等多种表意系统，书面语篇中也至少存在

语言与空间距离（排版）两种符号系统。

本书所说的多模态文本，并非是对传统语篇（口语与书面语）的重新界定，而是电

子化时代广泛使用的由图（像）、声音、空间等不同表意符号系统与语言系统综合构建

的新型文本。如果以多模态文本的主要表意系统为参照，多模态警示语文本既有口语

的，也有书面语的，还有图像类（静态、动态）的。在语言符号模态下，既有由短小简练

的词汇、短语组成的文本，如交通警示语“前方急转弯”，也有由多个句段构成的语篇或

① 本研究暂时采用“多模态警示语”这一术语来概括本书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它与“警示语的多模态

表达”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当然前者比后者更能体现警示语表述的多模态化特征。随着交际中多模态化

（犠犪犮犲狑犻犮狕犪狀犱犣狔狑犻犮狕狔狀狊犽，２０１７）的日益普及，“多模态警示语”也许会更容易得到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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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如公共宣传栏的防盗警示。在非语言符号模态下，既有由图片构成的警示语，如

交警的手势图示，也有由声音构建的话语，如火情预报警示语。本研究使用“警示语”，

而非“警告语”，是为了强调这类警语的规约性功能，不过从动态交际的角度来讲，“示”

与“告”没有内在差别。①

本书中的多模态警示语主要涉及人为可控的、社会行为中的风险，不仅包括页面

纸版或网络平面中融合语言、图形、色彩等符号的视觉文本，也包括日常动态交际中含

有语言、背景音乐与空间距离等表意符号的听觉（与视觉）文本。本研究沿用韩礼德的

术语，“文本”专指说话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生成的话语文本，而“语篇”或“话语”指比

较概括的较为抽象的语义单位（犎犪犾犾犻犱犪狔，１９７８）。语篇（话语）与文本均不是孤立的表

意单位，它们立足于语境，是社会生活、交际与实践的构成成分与实现方式。

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下，警示语篇都普遍存在，因为警示是人类群居生活的一个

基本交际行为（犛犲犪狉犾犲，１９６９）。从本质上讲，使用警示源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两大普遍

认可的伦理道德原则：人不仅具有自主性（犪狌狋狅狀狅犿狔），也具有道义性（犫犲狀犲犳犻犮犲狀犮犲）。

人具有自主性，意味着人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在获悉足够信息的基础上理性地

做出有利的决定，而道义性原则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是

与人为善，以不损害、伤害别人为基础，所有的信息均围绕趋利避害、安全健康的目的

来设计（犈犵犻犾犿犪狀牔犅狅犺犿犲，２００６：１１）。警示语篇的交际目的是为了减少或避免伤害，

使被警示的人处于安全、健康状态中，这恰好体现了以上道德观。对英汉语言进行文

化学考证可以发现，警示语在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且均以体现保护性的“警戒”为目

的。我国夏商周时代曾经出现比较稳定的警示文体，即“箴”，而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

进入工业化时代，因强调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西方学界对“警示”的使用与研究也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详见１．５）。在漫长的历史潮流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与环

境不断更替，警示语也不断演变。在当今电子化时代，搭上时代的顺风车，警示语充分

利用多种符号系统进行表意与建构，从而使多模态警示语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与

研究话题。

多模态警示语广泛应用于多种社会场景，比如日常交际、商品包装、调解谈判、公

益宣传、司法交流、行政管理、外交沟通、商贸谈判等。本研究的多模态警示语大致涉

及五个交际领域，分别是纠纷调解谈话、公益宣传、商品包装、行政管理与司法沟通。

　　１．１．２　多模态警示语的学科属性

本书认为多模态警示语是以语言模态为主、其他模态为辅的新语篇形式，是跨学

科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是应用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的新课题。

与语言学同行探讨多模态警示语这个课题时，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些质疑之声。概

括起来，质疑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多模态警示语语篇是不是语言学研究者的选题？

① 在第８章中，对于司法领域中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口头警示语，为行文方便，我们仍然沿用了“警告”

这一习惯性术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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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警示语的理论是否能“照搬”语言学理论？

第一个疑点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多模态“并非语言学领

域的话题”，因为多模态语篇中常用的图画、声音、色彩等表意符号系统传统上属于传

播学的领地，而在多模态语篇中，语言系统并非经常占据主要位置。① 对此，我们认为，

多模态语篇虽然涉及多种表意模态，但是各模态的语篇组织均遵循一定的语义结构，

与语言系统具有共核性，而且鉴于孤立的图片（像）存在模糊意义，语言起着非常重要

的解歧作用。正因如此，语言学阵营中的话语分析分支已经出现了专攻语言与非语言

符号界面的研究队伍，即多模态话语分析（如犑犲狑犻狋狋，２００９）。其实，语言学论文中早已

讨论过多模态警示语中最常见的文本，比如大街上的交通路标、图示或车外告示语等

（如袁周敏、陈新仁，２０１０），相关翻译研究中涉及的多模态警示语更多，如布告或招贴

上的指示、警告语的字或图文的翻译方法等（倪传斌、刘治，１９９８）。旧时王谢前堂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当前的电子化时代，各种新媒体、自媒体早已不再是高端精英的

专利，而日益成为大众化的交流工具，微博、微信等平台中人们已经广泛地综合使用多

种表意手段进行表意，使得我们对多模态警示语的专题研究成为可能与必要。

“多模态不属于语言学探讨”这一疑点的第二个原因，恐怕是塞尔（犛犲犪狉犾犲，１９６９）所

说的警告（狑犪狉狀犻狀犵）是语言学概念，与多模态无关。对此，我们认为，塞尔对语言本质的

界定具有哲学意义，是形而上的理论概念，不能因为他采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哲学

思辨，从语言分析开展其哲学阐述，就机械地、一成不变地将其观点局限于语言文字体

系。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上说，完全可以把塞尔对警示的观点延伸于多模态语篇研究

（见顾曰国，２０１３）。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其实经历了很多变化。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１９

世纪索绪尔划分了语言（犾犪狀犵狌犲）与言语（狆犪狉狅犾犲），将语言学研究定格在语言结构体系，

而将言语排除在外，使得结构主义语言学控制语言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１９世纪中

叶，在哲学家塞尔的言语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影响下，对言语的研究才开

始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语用学的发展历史也大体如此，语用学家付出了不懈的努

力，才使其最终“获得”语言学领域的“合法地位”，从最初的“垃圾筒”地位发展到如今

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具有蓬勃发展前景的学科。语用学的发展历史告诉人们，对语言

学研究的话题应该具有开放的目光，不应固步自封，否则就会使其成为明日黄花，无法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况且，在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

限已经大大弱化，许多新问题需要跨学科的尝试与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对于质疑的第二个方面，多模态警示语的理论是否能“照搬”语言学理论，多模态

话语分析先驱者已经对此进行了解释。犓狉犲狊狊与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０６：狏犻犻 狏犻犻犻）明确提

出多模态话语的研究不能全部照搬语言学理论，“虽然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种，但是语

言理论并不能简单套用于所有符号系统或为之提供解释”，同时指出，“尝试用语言理

① 在笔者与语言学同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部分研究者认为语言学的主要议题是语音、句法、语义与

语用等，提出将无关的话题交给其他学科的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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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释其他符号文本时，既能显示语言与非语言系统的联系，又能体现其差异性”。系

统功能语言学更是从理论上厘清了语言系统与非语言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给出了比

较满意的答案。犕犪狋狋犺犻犲狊狊犲狀（２００７）从系统与功能方面论证了语言符号系统与其他符

号系统在表意上具有本质相似性（详见２．１．２．１文献综述），这为多模态警示语的研究

提供了理论支撑。

综上，从语言符号学角度研究多模态警示语是可行的。在研究多模态警示语的过

程中，既要积极利用某些相关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同时也要综合运用其他符号理论

与方法。

１．２　研 究 目 标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交际目的，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综合使用各种

表意符号系统建构意义连贯、结构完整的多模态警示语语篇？从话语交际的角度看，

建构多模态警示语时，如何才能体现动态交际性？

主要目标是：从多角度探讨多模态警示语整体意义的建构机制，加深对多模态文

本的理解与认知，并为多模态语篇提供多视角的分析。

１．３　研 究 方 法

多模态警示语的研究是新课题，可以用多视角、多维度的方法对其形式结构、意义

与功能进行万花筒式的探讨。既可以采用静态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动态研究方

法，不仅要分析警示语本体的意义，也要讨论在动态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如何对警示

语的意义生成进行互动性的建构；甚至可以从更宏观的社会语境或认知角度对多模态

警示语的意义进行描写或阐释。

本研究主要以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为指导，从哲理层面讨论多模态警示语的整体

意义建构，尝试从深层理论高度探讨其整体意义的潜势———意义的开放性问题，同时，

从较微观的视角深入分析人们在不同语境下如何使用特定的符号资源建构警示语意

义，如何实现意义的对话性与开放性。

在研究的过程中将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与元功能理论为分析工

具，同时在不同章节，根据其研究侧重点，不同程度地结合语言对比、文化研究、话语分

析及语料库方法开展研究。

对比研究。本研究对比中英不同警示语语料，在分析中英警示语语义、语法与语

篇异同的基础上，讨论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

文化研究。本研究把警示语与社会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从微观与宏观角度把握

警示语语篇的特性，讨论其文化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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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本研究把警示语视为社会实践动态交际的载体与实现方式（犎犪犾犾犻犱犪狔，

１９７８），采用话语分析（犛犪犮犽狊，犛犮犺犲犵犾狅犳犳牔犑犲犳犳犲狉狊狅狀，１９７４）的方法，考察警示语在实时

话轮中如何动态地进行意义的合作建构。

语料库方法。本研究收集了一定数量的中英警示语语料，建立小型的语料库，采

用初步的语料检索，在真实语料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多模态警示语的语篇类型与体裁

特色。

认知分析。本研究中力求把警示语受众的理解能力以及他们对警示交际的心理

期待等纳入警示语意义建构的过程中。

在语料选择上，本研究主要择取五类警示语，分别是商品警示语（以香烟盒为例）、

公益广告警示（以禁烟广告视频为例）、调解警示语（以电视纠纷调解节目为例）、行政

警示语（以天气警示与出行警示为主）与司法警示（以警察告知为主），对其进行具体分

析，试图触类旁通，探讨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规律。具体的语料类型与数量，将在

后续的不同章节中进行专门的介绍。

１．４　研 究 意 义

对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语言学界对警示言语行为的分析比较薄弱，而且对威胁、警告、禁止、劝告等

几个相似言语行为的区分尚有不明之处，将其意义的甄别统统留给语境因素。一般认

为，威胁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为了使受话人屈服而对其发出的恫吓行为，而禁止言语行

为是说话人为了预先防止不希望发生的行为，对受话人将要进行或者可能想要进行的

动作发出的制止行为；警告言语行为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祈使类言语行为，警告的目的

是说话人为了告诫受话人，使受话人警惕或避免某些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它与威胁

和禁止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犉狉犪狊犲狉，１９７５）。由于三者在表达手段

上非常相似，经常被人们混淆（林全胜，２００９）。因此，对警示语进行深层研究，将有助

于厘清相似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

第二，对警示言语行为的讨论具有文化学与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警示是一

种普遍的人际交往行为，但它在中西语言文化中的走向却各不相同。在注重伦理教育

与培养的中国先秦时代，警示语篇的社会地位曾非常显著，并一度固化为一种稳定的

体裁，这就是“箴”。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曾记载，“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

也。”据说此文体仅盛行于夏商周三世，后来由于人们逐渐“弃德务功……”，不喜直言，

“矢言之道盖阙”，因此，“箴……寡用，罕施后代”（刘勰，２００８：３０ ３１）。只可惜经典样

品《百官箴》早已失传，在现代汉语的演变中这一文体已消失殆尽。在第６章中，我们

将对其文体、语言风格与现代演变略做讨论。

古代西方有无类似的警示体裁，暂无人类学的考证说明。在商业比较发达、强调

个人责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语境下的警示却兴盛起来，专指民事生活中（主要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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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消费领域）为保障或改善安全消费状况而设计的安全警示标志。有关警示的人因工

程学①与法律语言研究都比较蓬勃，使得警示语的研究成为一个有趣的课题。

犠狅犵犪犾狋犲狉（２００６犪）主编出版的“警示语”论文集长达５２章，逾６００页，而犈犱狑狅狉狋犺狔（１９９６）

也推出了关于警示设计的学术性论著。可以说，当前文献中关于警示的研究主要沿用

西方的研究范式，但使用警示的根本初衷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警示与人类的道义

原则相一致，但美国现在广泛地使用警示，纯粹是国家法律的硬性要求，其目的主要是

避免法律责任与利益损害”（犈犵犻犾犿犪狀牔犅狅犺犿犲，２００６：１１；犮犳犚狔犪狀，１９９１：２７）。可以

说，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民事意义上的警示，大部分并非出于伦理与道义考虑，而是为

了满足法律保障消费者安全的硬性要求，相当一部分警示已经徒具其名不具其实，根

本起不到有效的交际目的。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警示在汉语

研究中也逐渐得到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中外语言文化中的警示差异为例，寻微

探幽，也许可以别开洞天，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西道德伦理发展与走向之差异。因此，

不管从汉语语言文化的传承，还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对多模态警

示语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在当下科学研究出现“多模态转向”（犻狀犲狊犮犪狆犪犫犾犲狋狉犲狀犱狋狅狑犪狉犱犿狌犾狋犻犿狅犱犪犾犻狋狔）

的背景下，对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研究已成为必要选择。目前的电子化时代，“人文研究

正从完全以语言为唯一交际模态的口语文本转向‘多模态’，无论人们为之欢喜雀跃或

为之扼腕叹息，众多论文、书籍题目中出现了‘多模态’（或其同义词），会议分组讨论的

核心主题上也频繁出现‘多模态’，与时代形成了完美的呼应。”（犉狅狉犮犲狏犻犾犾犲牔犝狉犻狅狊

犃狆犪狉犻狊犻，２００９：３）

第四，以小句段的警示语为对象进行话语分析，将突破以往话语分析常以较完整

的长语篇为分析单位的惯用思路，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话语”与“语篇”的本质。

第五，对警示语进行跨学科研究具有社会实践意义。当前的电子化时代，因为警

示信息不当造成的民事诉讼多如牛毛，警示语研究将能够促进人们对警示充分性的理

解。当前，对警示充分性的解释虽然涉及诸多学科（犆狅狓Ⅲ，２００６：６５１），但是语言符号

学的作用尚未得到彰显与发扬。随着语言符号学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如何建构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多模态警示语将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朝一日，语言符号学专家将可以以

“专家证人”的身份，对“警示是否充分”提供比较专业与权威的鉴定意见，为民事纠纷

的解决提供参考。

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１章介绍研究对象、分类、研究方法、选题意义等。第２

章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３章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的主要观点，对多模态警示

语的艺术建构进行宏观分析并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探讨了多模态警示

语意义对话性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建构对话性的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具有可行

① 人因分析学（犺狌犿犪狀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研究现代设计方案中人与技术互动的规律，是工业设计领域的一

个分支学科。



第１章　绪　论 ７　　　　

性。第４章到第８章分别以某一类警示语为例，对不同类型的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细致

的分析，讨论多种符号资源在警示语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多模态警示语意义的对话性

在语篇结构、言语交际、认知思维、跨文化领域等不同方面的体现。第４章主要分析商

品警示语（主要以烟盒警示语为例）在历时文化变迁中所体现的意义开放性与对话性，

接着基于具体的语料分析，讨论了图文型多模态商品警示语的建构规律，对现有多模

态商品警示语进行批评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与局限性。第５章对公益广告视频中的

多模态警示语进行分析，主要从多模态隐喻角度探讨警示语（反烟警示）的建构，分析

图、文、音等模态在线性序列上构成的互动性，以及这种互动与读者的认知解读之间的

对话性。第６章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口语动态交际中的多模态警示语进行分析，探

讨听话人与说话人如何在话轮转换中互动性地建构言语警示语与多模态警示语。第７

章探讨公共行政警示语的多模态语篇结构在模态之间体现的互动含义，同时分析英汉

翻译中所体现的语际对话性。第８章讨论了世界各国司法领域中警察告知的建构与

重构过程，讨论了对话性与互动性在警示语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多模态话语交

际方面提出在司法领域中建构多模态警示语的具体办法，以改善现有的警示沟通。第

９章为结论部分。



第２章
多模态警示语相关研究

　　本章简要介绍多模态警示语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多模态话语的概念、研究视角、

标注方法，以及目前对多模态警示语的分类与研究发现。

２．１　多 模 态 话 语

本节介绍模态与多模态的概念，然后总结多模态话语（或语篇）分析的主要研究理

论与方法，最后介绍多模态语篇的语料标注方法。

　　２．１．１　模态与多模态

模态（犿狅犱犪犾犻狋狔）是基于模式（犿狅犱犲）发展起来的概念，它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

界定，很容易导致误解。极易与之混淆的概念是情态（犿狅犱犪犾犻狋狔）①，即语言学传统意义

上的“附着在语言上的语义范畴”（犅狔犫犲犲牔犉犾犲犻狊犮犺犿犪狀，１９９５：２，犮犳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

２００５：１６０），指的是在话语命题的中性意义（事实型或陈述型）上增加的附加意义，包括

祈使、意愿、目的、假设、必然、怀疑、感叹、劝告、可能等（犅狔犫犲犲牔犉犾犲犻狊犮犺犿犪狀，１９９５：２）。

一般来说，有两种情态，分别是义务性情态（犱犲狅狀狋犻犮犿狅犱犪犾犻狋狔）与认知性情态（犲狆犻狊狋犲犿犻犮

犿狅犱犪犾犻狋狔），前者指实施者实现某行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而后者涉及话语命题真值的

可能性与必然性。情态可以通过一种或多种手段实现，比如语符（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词汇、

句法或音调。近年来，对情态的表达与识别，研究者的观点与视角各不相同，详见

犅狔犫犲犲与犉犾犲犻狊犮犺犿犪狀（１９９５：５ ６）。本课题所说的“模态”是表意符号系统（犓狉犲狊狊，

２００９：犓狉犲狊狊牔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０６）。

在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学者们对“模态”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犉狅狉犮犲狏犻犾犾犲（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从认知角度出发，按照感知方式把模态区分为与五种感官相对应的系统，分别是

听觉模态、视觉模态、感觉模态、触觉模态与味觉模态。但是，这种区分过于笼统，“忽

略了同一模态下不同表意系统之间的差异”（犌犻犫犫狅狀狊，２０１２：９）。比如，视觉模态既包

① 也有学者曾将犿狅犱犪犾犻狋狔翻译为“模态”，如朱永生（２００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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