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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语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以电视剧"红高粱#为例

马爱梅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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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态模态语篇的研究为多模态语篇研究的重要内容&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及视觉语法为基础$将多模态话语分析

运用到动态语篇&以电视剧'红高粱(为研究对象$对动态语篇中常出现的语言)色彩)音乐)场景)运动画面等多模态话语予

以分析$阐释了语言模态)运动画面)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在电视剧整体意义构建中的作用$从而更准确的解读话语的意义$

进而推动动态模态语篇的研究与创作&

关键词!动态模态语篇!多模态话语分析!电视剧'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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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是意义

潜势+

#

,

&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方法也可应用于

对其他模态符号的分析&

H+5;; l @-,[55*W

X5,

+

!

,

A建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就是将系统功能

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的理

论&有关多模态话语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静态模

态语篇的分析与研究上&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多媒体)数码技术的应用$多模态符号的意义

生成研究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因而

研究重心也由原来的单模态向多模态)静态模态向

动态模态转变$其中集音频)视频于一体的动态模态

视频语篇成为近年来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热门话题&

所有的动态模态语篇都具有多种模态$而所有的模

态都具有表意的潜势&电视剧利用多种社会符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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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意义的构建$是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的多模

态语篇$是构建意义的典型视角文本$其视角图像)

声音)色彩)空间等语篇的制作也可以在系统功能语

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本文试图以电视剧'红高

粱(动态模态语篇为例$对多模态话语予以分析&

一"多模态话语及其理论基础

模态是指交流的媒介和渠道$它包括语言)文

字)声音)图像)色彩)空间)动作等多种符号系统&

多模态话语是人类各种感官协同作用的结果&多模

态话语分析主要强调运用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等多

种感官$通过语言)声音)色彩)画面图像)空间以及

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进行交际的现象+

&

,

&

!"

世纪
%"

年代$话语分析在西方的研究突破

了只注重语言系统与语义结构本身以及与社会文化

与心理认知等因素之间关系的局限性$人们对于话

语的分析的同时$关注到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等

多种意义表达形式$掀起了一股多模态话语分析的

浪潮&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不再局限于语言学

领域$而是拓展到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

治学)符号学)新闻学)心理学)美学)医学等领域$其

研究对象也从语言)文字拓展到了音乐)空间)图片)

色彩)视频等多种社会符号系统+

'

,

&国外研究者近

年来对动态模态语篇的研究有了尝试性的探索$主

要体现在探讨影视文本的注释)转录$将影视语篇分

为场景)镜头)帧等层次进行分析$运用综合的系统

功能多种符号分析框架对动态模态语篇如何通过符

$

和符际互动过程实现意义的潜势进行探讨等!国

内学者"李战子)向平+

D

,

!唐青叶+

I

,

!洪岗)张振+

C

,

!张

德禄)袁艳艳+

$

,

!姚银燕)陈晓燕+

%

,

#等陆续关注并研

究动态模态视频语篇&张德禄+

&

,认为%人类在交际

中会采用多模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种模态不足以

表达清楚交际者的意义$从而利用另一种模态来进

行补充)强化)调节)协同$以便于更加充分或者尽量

充分地表达意义$进而使听话者更好的理解话语的

意义.&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语言

和其他诸如图像)音乐)颜色等符号系统整合起来$

关注其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

加全面和准确&朱永生+

'

,曾预测%多模态话语分析

将会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即为

对多模态互补作用的关注度将日益提高$第二个趋

势即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复杂度将提高$从静态模态

向动态模态研究的转变就是其中之一&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是
c-..3Q-

=

的系

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该理论以社会符号学为视角$

以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认为多模态语篇中的任一

模态$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具有三种元功

能$即同时具备人际功能)概念功能及语篇功能$因

而都可以构建起各自的语法$体现话语的意义$各模

态之间能够共同协作$形成完整的语篇$完成意义的

构建&

#%%I

年
H+5;;l:-,[55*X5,

提出的视觉语

法理论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又一理论基础&

H+5;;l:-,[55*X5,

在系统语言学的基础上$构

建了图像分析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以图像等符

号为分析重点$探讨图像中的事务)场景)人物等是

如何构成视觉模式$如何实现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及

构图意义&

二"电视剧语篇简介

电视剧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算不上是我们日

常交流的语言$但能根据自己表意的需要$将画面)

语言)色彩)空间及音乐等有机的结合为一个表意系

统$从而更好的达到表达与交流某种思想的目的&

它以现代科技)信息技术为媒介$运用视觉形象的创

造)镜头拍摄组合为表现手段$以运动画面为主要表

达方式$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及文化内涵&电视

剧将空间)画面)色彩)声音等艺术元素紧密的结合

在一起$并融合多种艺术特色$能汲取文学作品的叙

事性)音乐的节奏感)戏剧的视觉效果及舞蹈的艺术

性$能汇集并结合空间)时间)画面)色彩)声音)平面

与立体等艺术元素$在荧屏的时间和空间里$塑造出

运动的)声画结合的)逼真的形象$是一种反映社会

生活的现代艺术&以真善美为主题$电视剧以剧中

故事中矛盾发展为主线$以各个细节来体现剧本的

主旨&作为大众艺术的主要形式$电视剧在充分了

解大众文化需求与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与观众

的互动$实现传播先进文化与思想的目的&

三"电视剧%红高粱&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一$电视剧%红高粱&简介

电视剧'红高粱(由郑晓龙执导$由中国首位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者000莫言的'红高粱(

+

#"

,改编而

成&该剧由周迅)朱亚文)秦海璐)于荣光)黄轩)宋

佳伦等领衔主演$由阿鲲配乐)韩红演唱主题曲$其

真容之强大在国内电视剧中较罕见&该剧讲述了在

我国
!"

世纪
&"

年代初$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

大地上九儿和余占鳌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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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故

事&该剧采用以-我奶奶.为主线的叙事手法$塑造

敢爱敢恨的主人公九儿)匪气十足的余占鳌)帅气正

直的张俊杰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赞美了一种

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

!"#'

年
#"

月
!C

日'红高

粱(登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山东卫视)东方卫视四

大卫视黄金档首播 $继而于湖北卫视$吉林卫视播

出&观众从中看到了对自由人性张扬的肯定)抗日

爱国行为的赞美及强悍生命力的称颂&该剧先后获

得华鼎奖百强电视剧)国剧盛典年度十佳电视剧第

一名$并入围-飞天奖.优秀电视剧&

#二$剧中运动画面模态的分析

电视剧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它以运动画面为主$

通过依据运动画面的相对位置或不同运动画面之间

的相互关系$向观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并以此来确定

目的信息的起点和终点&这是多模态信息传递的重

要途径&在图像与字幕处理上$本剧第一集开始$就

足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剧情以范伟扮演的打更者拉

开序幕$其口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但神

色惊慌$在经过城门之时$顿感额头滴血$原来是城

门上悬挂着尸首&县长被暗杀了7 随后画面切换到

新县长朱三豪上任的途中$途中土匪肇事$新县长要

剿匪$紧接着女主人九儿的娘被她赌徒爹卖掉以致

自杀)继而倒卖九儿$靠着以吸毒为寄托而生活的单

家大少奶奶相继出场$仅仅短短的
'"

分钟$三个主

要人物的出现$引出了高密的匪)赌)毒三害$整个剧

情串联了起来&期间情节之跌宕)节奏之快速$战争

元素)杀人剿匪)国人抗日等打斗场面亦成为亮点$

令观众目不暇接&

剧中高粱地作为运动的画面)-隐形的主角.贯

穿始终&广袤)茂盛的高粱地象征着生命的勃勃生

机$高粱结出的沉甸甸的穗子$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

发光$在风中摇曳&男主人余占鳌单手夹着九儿踩

倒了一大片高粱$两人-相互征服.式的-爱情战争.

由此真正开始$九儿变成了真正的女人!遮天蔽日的

高粱此起彼伏)沙沙作响$仿佛为九儿跌宕的一生和

壮阔的人生而呼号$九儿在高粱地里与鬼子同归

于尽&

本剧不同于电影版'红高粱(以漫无边际的高粱

地与原野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将大部分剧情

布置在高门大院之中$体现了典型的山东地方特色$

彰显了地方民俗色彩与社会底层的生命力&

剧中还有许许多多运用运画画面来传达目的信

息的例子$这些都充分的表现了运动画面这一多模

态话语在语义传达中的重要作用&

#三$剧中言语模态的分析

莫言运用巧夺天工的叙事语言$构建起一种善

与恶)美与丑的交错语境$凸显出剧情之中的跌宕冲

突&作为植根于民间的作家莫言$其'红高粱(书中

人物形象里充满着挥之不去的乡土语言气息&电视

剧'红高粱(的标识体系表现为一种在审美领域中的

多条理性)多元化的体现$剧中人物形象多采用乡村

俗语中的粗俗)下流)不文明乃至污言秽语$来体现

高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民日常用语&通过人物的

对话$观众感受到了来源于社会底层农民所具有的

语言特色与风格&这类语言粗犷中透着朴实$这种

带有-冲突.性的语言特性$彰显出人物性格的率真)

质朴与高尚&这类看似近乎癫狂的语言$在剧中所

彰显的美感却为资质独具之美&

整部剧中的人物对白$贯穿着民间特质化的口

语$处处散发着-乡村泥土.的气息$让观众能够体会

到原生态的民间口语$感受到语言表面的粗犷与来

源于生命最深处的呐喊&

剧中$九儿一出场就机智聪颖)泼辣叛逆$在-颠

轿.这一情节中$余占鳌企图通过-颠轿.吓唬九儿$

九儿即使被颠得痛苦无比$但不服输的韧劲让其跟

轿夫较劲$嘴里仍然喊出 -有本事接着颠.$-姑奶奶

不怕$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能耐7.虽然最终九

儿身体不适$下轿呕吐$但精神)气场上丝毫没有输

给余占鳌$反而占据上风$通过这样的表述$演绎出

九儿自主)独立)倔强的个性$加之演员周迅本身所

具有的不服输的气质)细腻)灵气与爆发力$将九儿

的纯净与唯美)光烈与野性演绎的淋漓尽致&

再如剧中在余占鳌带领抗日游击队跟日本侵略

军作战时说的一段话%-日本狗7 狗娘养的日本7.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7 没

有头还会说话7.这满口的粗话$竟将男主人余占鳌

身为土匪头目那种匪气与粗犷豁达)彪悍刚毅的形

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不乏绿林好汉的豪杰与义

气$彰显出了中国男儿的凛然正气&人物形象丰满$

真切感人&

#四$剧中音乐模态的分析

音乐能赋予影视作品以强烈的立体感与真实

感$为影视作品之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作为语言之

外的一种表意方式$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给观众

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能够引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

鸣$从而更好的传达影视作品的主旨&

由于在中国古典风格的音乐中$红高粱是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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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象征$电视剧'红高粱(的配乐师阿鲲$在很大

的程度上非常合理)巧妙的还原了陕西文化风格的

音乐$其中主题曲'九儿(就是很好的例子&剧中主

题曲与人物的命运得以完美的结合$背景音乐烘托

剧情$而片尾曲收紧剧情$荡气回肠)余音袅袅&

由韩红演唱的主题曲'红高粱($其歌词与旋律$

结合剧中剧情$形成了音乐与剧中主人公的命运的

完美结合&该曲的歌词体现了九儿命运的发展轨

迹$隐含了人物的人生宿命&开篇歌词-身边那个田

野呀.$告知了观众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手边的稻

花香.)-高粱熟了红满天.等交代了与九儿命运攸

关的高粱地$高粱地为剧中人物的核心自然环境$它

的出现使得歌中的人物形象有平面视角转化为三维

空间$人物形象由此更加丰满&继而-九儿我送你去

远方.$将观众带入了深深的思考&在剧末九儿与日

本鬼子在高粱地里同归于尽时$配上'红高粱(主题

曲$观众欷不已&

剧中背景音乐少了用语言的直白表达$采用各

种音效来渲染气氛$表述人物的性格$推动剧情的发

展&莫言在原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写作手法$

剧中运用了大量的场景来描述人物的内心独白$而

这些内心独白大多是伴随着背景音乐出现的&由于

本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其地方民风彪悍而粗放$故

背景音乐以豪放为主$这些在第五集迎亲环节时采

用的高亢锁啦和村人呐喊相结合的形式就是很典型

的体现&这些都显示出来高密人们的热辣)奔放)豪

爽)不羁的性格特点&这与九儿被迫出嫁$抵触的情

绪与心里的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得剧情更加

的戏剧化&此外$剧中最经典的背景音乐还数多处

运用电影版'红高粱(中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男主人余占鳌与日本鬼子厮

杀之后在一片血红的夕阳掩映之下$唱起了这首歌&

歌声摇曳于田间地头$似乎在追寻亡妻的灵魂$心中

充满了无比的自责与无助$其内心的空虚与愤恨直

击观众的心头$让观众自然的意识到战争的无情与

残酷$和平的尤为珍贵$也以此升华了该剧的主旨&

片尾曲收紧剧情)荡气回肠)余音袅袅&由胡莎

莎演唱的片尾曲'九儿($相比于韩红的'红高粱($更

具有穿透力$其嗓音深沉$充满了沧桑之感&首先$

片尾曲 '九儿(将剧中情节顺滑的收尾&'红高粱(

共有六十集$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最后在片尾稚嫩

的童音下$唱出-娘$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

长的宝船&娘$娘$你上西南&溜溜的宝马$足足的

盘缠&娘$娘$你上西南$你甜处安身$你苦处花钱&.

此时更显画面的悲壮$回荡的童音与片尾曲交相呼

应$此时的太阳也变得湛红连天$观众不禁为九儿一

生的命运坎坷而悲哀&此外$片尾曲同主题曲交相

呼应$给观众留下来无限的遐想-人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将哲学范畴的问题套

在九儿身上$暗示了九儿命运的悲怆&孩子是希望

的象征$片尾曲出现的童声向观众暗示九儿虽然走

了$但她的生命得以延续$其精神得以永存&

音乐与画面)动作)语言等艺术元素的完美结

合$起到了渲染作品气氛)增强作品戏剧性的作用$

它能够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升华主旨&

#五$剧中视觉模态的分析

#A

视觉模态之民俗美

'红高粱(电视剧视觉模态的效果出彩于剧中所

展示出来的民俗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各地

区风俗迥异&山东在历史上有鲁文化和齐文化两大

区域&由于齐地地属丘陵地带$其三面环海$物产富

饶$民风开放$男女两性方面较为自由&而故事所发

生的高密地带$居民姓氏繁杂$清末民国时期正处于

乱世时期$土匪当道$但当时匪亦有道$盗亦有道$儒

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在这得以弱化&剧情中$在

男女情爱上表现出开放大胆$剧中人物敢于大胆的

去追求真实的性爱与幸福$其中的惊心动魄与极度

的美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通过音乐)影像及

人物的出色表演$高粱地上的野合与爱情被表现的

欲仙欲醉$美不胜收&片段中$女主人九儿重新骑在

驴背上$笑脸灿若桃花$幸福感溢于言表$在夕阳余

晖的衬托下似乎穿透了宇宙)超越了时空&

此外$剧中的很多细节均展示了高密地区的民

俗之美$如剪纸)扑灰年画)小调)泥塑)墙上的春字)

福字)喜字$以及磨盘)犁耙)民房)大炕)锅贴)碾子)

%

饼)炉包等$都构成了剧本的创作源泉的习俗与物

质文化之美$为电视剧所具有艺术吸引力和魅力的

重要因素&

!A

视觉模态之色彩

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

的形式.

+

##

,

&电视剧以视觉为主要传播媒介艺术$

色彩是最能唤起观众视觉敏感的可视性元素&'红

高粱(电视剧视觉模态的效果出彩于其展现出来的

民俗美之外$更体现于其中的色彩张力&色彩是最

具张力的表现方法$-红色.则是最具表现力的颜色

之一&本剧中-红色.的运用包含着中国民间最炽热

的情感元素$也饱含了人们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

深沉的思索&-红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俗中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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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马爱梅%动态语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有特殊的地位$蕴含着民族之气质$其运用挑动了中

华民族情感之弦&整个剧情中$红色为主要基调$它

勾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成功的唤起了人们的视觉

体验&

本剧第五集九儿出嫁的片段$是一组以新娘九

儿为中心的特写镜头$九儿从头到脚都是鲜艳的大

红色$非常养眼&这鲜红的颜色)喜庆的色调正衬托

了九儿近乎麻木)绝望的表情和悲伤而不甘命运屈

服的眼神$这种鲜明的对比$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

笔&观众在一片喜气的渲染下$心理上充满了对幸

福的期待$但却被九儿的神情所困惑&而后的-颠

轿.戏中$鲜红的花轿)艳红的新娘仍是镜头里的主

要色调&随着剧情的深入$其中的红高粱)红色绣花

鞋)红色的盖头)

红色的鲜血)大红的被子等红色元素逐渐映入

了观众的眼帘$色彩的冲击力已经由最初的震撼转

为一种自然的存在&这其中的红色$象征着那可遇

不可求的美好$构建了高密地域文化的表征和高密

人民与土匪的生活文化$体现了一种如红高粱般的

强悍的性格!-红色.不仅为汉民族最崇尚的颜色$也

为中国一种最强烈的仪式形式$如大红被子)鲜红的

鲜血作为某种红色图腾的象征$是一种对汉民族图

腾式的色彩崇拜&

剧中有关爱情的段落大都是围绕红高粱地展

开的&剧中-红色.原为红高粱的自然本色$但也

为动物所具有的性格底色$更为一种动物面对植

物的高粱所激发出来的爱情主题色彩&-九儿.名

字的音韵来自于红高粱-酒儿.$余占鳌在剧中显

得匪气十足)兽性满身$红色正象征着成年男子的

成熟)激情)血性与坚定&于是红色演绎出了红色

高粱地里的-野合.情节&第
'"

集中$罗汉与淑贤

终成眷属$红色的礼俗)仪式$封建藩篱得以突破$

红色作为某种刺激性的风物$将人物心中那种原

始冲动的呐喊以及对自然任性生命力的赞礼都表

现的酣畅淋漓&

本剧的大结局里$漫无边际的高粱地里血海

汪洋$嘹亮的歌谣响彻人间天地$-九儿.躺在血泊

之中$安详的离去$暗红的鲜血将太阳染成了血

色$血红的太阳燃烧着$整个世界燃烧在红色之

中&这种血色残阳的红色$愉悦了观众的视觉享

受$更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展示了一种

敢爱敢恨)奔放淋漓的人生态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

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其研究的重点已经跨越了常见

的交际语言本身$它更多地强调了非语言交际模式

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重点分析了电视剧'红

高粱(语篇中$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模态及其协同

作用$影片中利用画面成像)声音呈现等多种手段实

现交际$多种交际模式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语篇的整

体意义$实现了多模态作用远远大于单模态作用之

和的艺术效果$增加了电视剧的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很好地传递了原著的主旨&本文也证实了视觉语法

对于动态模态语篇的分析有适应性和可行性$采用

多模态话语分析开展对动态语篇的分析$一方面能

够使观众对语篇的解读更加准确)深刻$能够促进电

视剧作品的开发与制作$另一方面拓宽了多模态话

语分析理论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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