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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广播公司一则新闻为例

摘要

对具有论辩功能的多模态公共话语进行重构解读 ,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 “论辩重构 ”

的责任由分析者转向修辞者 , 即修辞者或认可重构有效性 , 或通过进一步论辩否定重构合理性 。

文章以此为研究起点 , 以美国广播公司一则题为 “胡锦涛访美 经济和熊猫 ” 的电视新闻作为文

本 , 从多模态论辩的视角出发 , 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重构 以探讨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 并为

新闻 、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开拓新领域 。文章同时指出 , 作为多模态话语的电视新闻 , 其不同模态

间往往存在互动关系, 因此解读时需将其看作是连贯 、 关联的整体给予 “并行 ”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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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文
年 月 日, 美国广播公司 ,简称 新

闻网播报 了一条主题为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 ”的电视新闻 以下简称 新闻 '。该新闻

以 “中国计划赶超美国的领先地位 ”为论点 , 从科学技术 包括飞机制造技术 、太空技术和军事

技术等 、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等多方面加以论证, 整条新闻论辩立场突出。通过进一步分析,

本文认为该新闻传递了 “中国威胁论 , '的观点 。

以上论断源于分析者 对该新闻的修辞批判分析, 因此, 分析者理应对此分析结论负责,而

作为新闻制作方, 新闻网也需要对分析者基于其话语之上所做出的合理解读负责, 。只有当

分析者的解释是出于理性 、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时,才可能具有社会意义, 不至于成为 “信口雌

黄 ”的 “妄加揣测 ” 。如此 话语生产者 就无法对这样的分析嗤之以鼻 、视而不见, 而应承担起

为自身话语所引发的合理解读 “买单 ”的责任, 此乃本文分析的前提 。

与传统论辩不同,该新闻并非单纯通过语言的形式 ,清楚明白地列出自身论点并论证 , 而

是通过复杂的多模态文本作为载体进行论辩 ,这就增加了分析的难度 。传统的话语分析和论辩

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表意层面 ,对于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以及综合不同模态的多模态文本关注

较 鉴于现有分析方法的不足以及多模态文本表意的复杂性和论辩的隐蔽性 , 如何对具有论

辩功能的多模态话语进行合理分析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因此 , 本研究以多模态话语的代

表一一电视新闻作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对 新闻进行多模态论辩话语重构的个案分析 , 以

探讨 “在要求修辞者负责的前提下, 分析者能否通过系统的方法对多模态论辩话语进行分析和

重构 ”这一关键问题 。

以下即本文提出的观点

通过复杂编辑 剪辑 而形成 ,包含 动态 画面 、字幕 、画外音 、图标 、音乐 、同期声等

不同模态的多模态话语可以系统连贯地传递修辞者的观点及论证 , ,

。,

在对多模态话语进行修辞分析时 , 应充分考虑模态间的互动

, 。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强调各种并行模态之间的连贯性和关联性 , 此为分析各模

态之间意义互动的前提 。尽管在实际运用中 ,受众接收 、处理信息的过程可能不如分析中所体

现的完整和有意识 ,但若是不考虑模态间的互动 ,分析者很难解释多模态话语中的修辞 。

论辩重构的过程需要分析者的诸多解释行为 , 不免带有主观色彩 , 但它应该经得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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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评价 “。对于在一系列明确的重构基础上得到的分析结果 ,修辞者应承担责任 。本文运用的方

法就力图做到 “将证明论辩重构有效的责任由分析者转移到修辞者身上,, 。

下面 , 文章首先对分析所采用的多模态论辩话语分析及重构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然后再运

用此方法对开篇提及的 新闻进行具体分析。该新闻总长 分 秒, 其中前 秒介绍了胡锦

涛主席访美第三天的活动 , 符合同类新闻的报道常规及受众期待 而余下部分则乃预先拍摄 ,

看似 “背景资料 ” ,实则带有强烈的论辩色彩 。由此及彼 , 经过进一步分析 ,分析者还发现了新

闻开场部分的论辩痕迹 。所有论辩元素都 “隐藏 ”在该新闻复杂的多模态话语中, 形成了有趣

的修辞情境 , 值得系统分析。

二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多模态论辩话语分析和重构法 ,主要包含以下四个要点 分别是论辩视角 、两

条话语原则 、修辞情境的分析框架以及各模态相关理论 。这四点为系统重构多模态论辩话语

提供了基础 。所谓论辩视角, 即把分析文本看作是一种意在对某个或多个观点进行批判性讨

论 , 也称说服性对话 的 复杂 行为,这就将其置于论辩理论研究的一

个主要路径一一语用辩证法之下 , ,

,该方法特别强调论辩双方的责任 。在批判性讨论过程中, 分析者将修辞者当作论辩正

方 , 明确指出其必须承担论辩责任。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论辩重构则被看作是一场意在解决分析

者和修辞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观点的元讨论 一 。由于该新闻在报道事实的

同时, 存在明显的观点输出倾向, 分析者在分析过程中遂从论辩视角出发,试图对立论者的观

点进行合理重构 。对此 ,论辩理论和话语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为分析中必要的解释转换负

责 ,明确分析者在合理范围内 不多也不少 要求修辞者对其 分析者 解读重构负责

, 。

而在整合多模态论辩话语中的各模态信息时 ,分析者主要依据两条话语原则 修辞者向

受众传递信息的连贯原则 , 和关联原则 ,

。这两条原则看似简单 ,但并非 “无意识 ”。分别对单一模态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找出

它与现存意义及其他模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才是关键 。随着话语推进 , 无论何种模态占主导 ,其

余所有模态应被看作是与之连贯的 。'与连贯性原则紧密相连 、共同存在的是关联原则 。无论何

种模态起主导作用 , 其余各模态的存在都可能起着补充相关信息 , 引导受众做出修辞者所期待

的解读之作用 。因此, 在对任何一种模态要素的意义进行分析时,我们都应该将其前后信息, 以

及其他并行模态中的信息联系起来 。

为了把对文本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与论辩重构有机结

合, 分析者在修辞学传统 ,

及其当代运用和发展 , 的基础上 , 提出

一个修辞情境模式 见图 。认定某情境具有修辞性的
依据是修辞者试图 一般是通过话语 改变受众感知现

实的方式 。在话语中 , 叙事者 向受众展示着一个话语世

界 。对此 , 该模式引人叙事学 , 中的 “模仿 ”

和 “叙述 ” 概念揭示话语世界的呈

。· 。。

「「一

图 、修辞 情境的基本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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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并依照从柏拉图开始就采用的对照观刘二者加以运用 , 叙事

者建造并呈现一个话语世界 模仿 , 同时, 也解释并评价着这个世界 叙述 。这两方面往往互

相交错 , 在多模态话语中尤为明显 。对这两者进行区分往往是辨明论辩观点的关键 。根据该模

式 ,话语世界通过与 “现实 ”世界建立模仿和叙述的双重关系, 以此产生 修辞者 预期的语用

修辞效果 ,即修辞者试图达到改变受众对现实认知的目的 。上述分析框架有利于将具体模态的

相关理论纳入其中, 以对多模态的话语世界进行分析。譬如 ,分析者可运用电影理论

, 对动态画面进行分析 遇到多模态隐喻时,可运用多模态隐喻的相关理

论 一 , 此外还有普通符号学文本理论 ,

或关于电影叙事的专门理论 , 以及关于多模态图表 , 、音

乐 , 等具体理论 。该模式还使分析者能结合各类文本 如新闻 的相关知识进行

具体分析。下面,文章就通过该方法对 新闻进行个案分析。

三 、个案分析

一 多模态语篇转录

本文首先通过表 对多模态语料 这里即 新闻 进行转录 。根据视频中的场景转换及话

语意义 ,该表以时间为序, 分片段 展现并行的各模态, 此为分析的重要一步。整个表格由 “拍摄

剪辑手法 ” 、 “镜头画面 ” '。、 “语言 声音要素 ” ”等内容组成 。在 “语言 声音 ”部分 ,重音用黑

体字标出,这于分析有益 。实质上, 整个转录过程对分析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意义梳理过程 。

片片段段 时间间 拍摄 剪辑辑 镜头画面面 语言 声音音

主持人背景景二口口 口播 '
色色色色 红色色色 ,

“ 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继续他在美美

国国国国国国的访问, 访问内容主要包括会见美国企业界领袖袖

以以以以以以及签署新的大熊猫合作研究协议。。

快速淡入入翻份份 画外音

新协议的签署将大熊猫 “美香 ',和 “添添 ',,

夫夫夫夫夫夫妇在在

快速淡入,然然魔口口
后后后后镜头拉近近近近近近近 华华华华华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居住期延长五年 , 以繁育新的的

大大大大大大熊猫幼仔。。

硬切入入 笛笛笛

软切入入砚口口画外音 ,
与此同时 ,胡锦涛向向

企企企企企企业家们指出, 美国和中国想要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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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切入入皿多多 一 ··
'

叮 一 一些会场上的同期声 从全球经经

济济济济济济危机中恢复 , 唯有依靠合作 。看来美国经济总有一一

天天天天天天要迎头赶上 。。

软切入入越布布画外音 ,

两个月前, 黛安 索耶团队队

访访访访访访问中国 , 亲眼目睹了了

硬切入入登若若 , 一
那那那那那那里发生的惊人变化 。今晚 ,,

硬切入,镜头头口炙
拉拉拉拉近近近 克拉丽莎 ·沃德从北京发回报报

道道道道道道指出 , 中国仍在高速发展中。。

软切入主色色 先是伴随僚亮的行进配乐歌曲画外音
调调调调 红色 , 中国正紧随美国的后脚跟 。。

渐 隐至模拟拟拟 ,画画画画面 机身 字幕

五五五五星红旗…澄翅翅 、心,波音中国正在设计自己的第一架商用用飞飞飞飞飞飞机 。 字幕 新闻网虚拟视像

渐隐至模拟拟…篡燕燕 ,
画画画画面 色彩要要要 字幕 小小

素素素素 红 、黄 ,合, 美国航空航天局 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空间站 。。
字幕 新闻网虚拟视像

软切入入 采̀访

,

…… 字幕

伪 我认为世人将会会

看看看看看看到中国进一步展翅高飞 , 中国将不再受制于 ………

字幕 人名一一 北京中中

国国国国国国研究中心

硬切入,镜头头峭组组画外音 ,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开足马力进入 年 ,,冤冤冤冤全 拉 〕匹匹匹匹

软切入,镜头头后翻翻
缓缓缓缓慢拉近近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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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切入入易
硬切入入妇 肆无忌惮地就在美国国防部部

长长长长长长盖茨访华之际, 测试其第一架隐形战斗机 。。

软切入入毓蒸蒸画外音, , ,

' , 今年 , 中国铺设高速公路一万六千英英

里里里里里里 ,,

软切入入入 , 并自诩在五年内,,
夕夕夕夕夕万万万

益益益益益益益

硬切入入窿塞塞 盯 他们们
将将将将将将拥有比美国更多的高速公路 。。

软切入入瞪幽幽列车声音画外音 ,几个个

月月月月月月前,,

硬切入入压 刃刃 , 当黛安、大卫和我我
硬切入入行日日几 ,走访全中国时,,
硬切入入…翻圈圈 日 ,

我我我我我我们有机会乘坐中国的新型动车 ,,

硬切入入唇汤汤 仃其行驶速度可高达每小时两两
百百百百百百三十英里。。

硬切入入入 缨缨缨缨缨缨赘赘赘姆姆姆姆姆呱呱呱呱

硬切入入活过过 即今年,,
中中中中中中国还将开始铺设设

软切入入娜澎澎 , 即令人京京
叹叹叹叹叹叹、长达一万九千英里的铁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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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入

背景 人群嘈杂声 同期声

字幕

而中国所需要

使用的所有轨道将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在接下来的

六周 , 字幕 克拉丽莎 沃德 新闻网 中国北

京

一一一鲤醛塑矍塑绷塑肖
镜头拉远 突

然加速

六亿四千万中

国人将返乡

镜头拉远 突

然加速
民 过春节。

美国地 图轮

廓变得清晰

' 一

这个数目是美国总人口数的两倍多。

淡入

司期声 …… …… 幽外 晋 定

、 、 同期声 你好……你

好…… 画̀外音 在教室里 , 黛安探访了

硬切入 , 中国学生 ,

硬切入

硬切入
他们每年平均比美国学生

多上 天的学 。

硬切入
同期声 ” ' ”

“中国最好的事是什么 ”

镜头拉远 现场 教室现场学生害羞的笑声

同期声 '̀ ” 由现场一个学生低声说出 背

景 又一次害羞的笑声 “压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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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拉近近矍蛛蛛 同期声'人“那那
硬切入入碱履万万 丫中国最糟的事事

是是是是是是什么 ””

涝味乏乏同期声'盯己教室里的人放声大笑“压力””
硬切入,学生生蘸翰翰 画外音
脸脸脸脸部特写写写 , 了这些学生目前在在

科科科科科科学 、数学和阅读方面的成绩都是世界领先 。。

硬切入入 一 画外音

……………门白白白

硬切入入浑租租 但贫穷的社会现实依然大范围存在。。
硬切入入淤 夔夔
硬切入入侧 依然有一亿亿

五五五五五五于万的中国人民每天收入不足 美元 。。

硬切入入砚口口 游行队伍发出的同期声画外音
而人权问题题

硬切入入 污污 防爆警察同期声也比比皆是。。

硬切入入哪渊渊 画外音 可是中国国
并并并并并并没有向后看 ,,

硬切入入 翻翻 ,他们正双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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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切入 话语停顿

淡入

伴随嚓亮的行进配乐歌声

下决心把 年变成

“中国之年 ”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克拉丽莎 ·沃德北

京报道 。

表 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 经济与熊猫 ”的多模态话语转录表

二 论点的呈现 片段

整条新闻从常规报道转向 “观点 ”表达 , 是从片段 , “开始 通过淡人的剪辑手法 ,修辞者向

受众展现一片行进中的 “红色海洋 ”— 整个画面 “充满 ”一群高举五星红旗 、正在行进的中国人

即修辞情境中的 “模仿关系 ” 。该场景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 中国特色显著 建构 “叙述

关系 ” 。搭配画面的行进歌曲配乐 , 尽管歌词模糊 ,但旋律燎亮 , 对西方受众而言 , 具有浓厚的

共产主义之风 。与之相呼应的是 ,该场景在新闻结尾 片段 中再次出现 。

根据两个话语原则, 分析者可以做出复杂的解读 。仅从画面上看, 该场景与其前后事件并不

相关,其中并行的音乐亦非同期声, 而是后期剪辑加入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模态随着画外音中带

有明显 “叙述 ”判断的语句 “中国正紧随美国后脚跟 ”而相互作用 。因此 ,这句明显带有叙述评判

的画外音是分析和重构的关键 , 故先从语言模态着手分析 。在英语中, 该句使用了隐喻手法 。根

据隐喻基本理论 , 这句隐喻中只出现了喻体 , 其本体需要受众自行寻找 , 但这显然与中美两国之

间的某种关系相关 。

根据合理性原则 , 分析者可由上述解读对修辞者的论点重构如下, 即 中国有意 “追赶 ”美

国 ,而且几乎要赶上了。依据前文对胡锦涛主席会见商业界人士的内容报道及对 “两国竞争 ”概

念的一般认识 , 受众可以认为接下来的报道会从经济或者科技方面对此观点给予论证 。因此 , 这

个可能被认为是喻指体育竞技的隐喻在某种程度 就需要重新认识 。

在此语境中 , 另一种被有意运用的模态也应根据连贯性和关联性原则进行解读 。显然 , 中

国群众聚集游行的画面并非在胡锦涛访美期间拍摄 , 它在此语境中的运用 , 大大超越了画面内

容本身。一群手执五星红旗的行进队伍配上社会主义之风的歌曲, 在美国受众的意识中设置了

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相关的框架 。根据关联原则 ,该框架使分析者有理由认为 ,修辞者使用

这一喻体的用意不在喻指 “良胜的体育竞技 ”,而是一种 “猎人被猎杀 ”的模式 ,这就将本体指向

了中国的 “赶超 ”意图 。言下之意 ,中国对美国这个原本占领优势的对手构成了巨大威胁 。

小结如下 该场景的多模态话语通过语言模态 , '表达重要观点 , 并辅以声画模态给予强化 ,

分析者据此可要求修辞者为分析重构的观点负责。当然 , 修辞者也可能在之后的报道中明确纠

正这一问责 。但就当前文本推进来看 , 其通过第 至第 片段构建的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意义

框架 , 已有意被冷战框架所取代 , 一个关于 “追赶 ”的隐喻由此潜在地扩展到意识形态 、甚至军

事比拼的领域 。通过修辞情境模式 , 两个话语原则以及隐喻理论和框架理论的运用 ,分析者可

对这 一多模态整合成的话语重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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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喻体 中国紧随美国后脚跟跟

本本休 论点 、中国 葺在 么 一 少方面超越美国的领先地位

、 中国庄 又, 万面快要敌到了。。

中国对美国所持的负面恋度及反抗意图自冷撇 寸宾哪气来帆被认为是没有改变刀刀

正中国在 功” 年迫业望定冷占戈时期共产王义中国所推素的民族主义符号号

五星红旅、行进队五 , 共产主义歌曲曲

图 论辫重构 “

根据上述分析反观片段 , 主持人身后右上角插人的小幅背景画面也值得探讨 。该画面展现

的是胡锦涛与基辛格会面的场景, 虽说是胡锦涛访美的一项议程安排,但整条新闻中无论是主

持人的口播 ,还是画外音,抑或其他任何相关话语 ,对此均没有提及 。所以 ,议程本身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该画面所传递的意义 。鉴于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该画面耐人寻味 。对

美国受众而言,这与胡锦涛会见商界代表的新闻画面在意义上有很大不同 。它强烈 “邀请 ”受众

根据适当的连贯性给予重构 。结合以上分析 ,此画面及主持人身后的背景色一一红色都很好地

嵌人了冷战框架 ,它提醒美国受众 是基辛格代表美国伸出缓解冷战紧张局势之手 , 开启了中美

两国友好关系的大门 。

以上的论辩重构或许会受到某些质疑 ,但其合理性却不容怀疑 。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有理

由认为 ,该新闻一开始 隐含在多模态话语间 就使用了 “无言 ”的象征手法将胡锦涛通过基辛

格与冷战时期联系起来 。

三 观点详细论证 片段 和

前述分析在解释隐喻本体时虽有依据 ,但也司能被认为牵强 。但随后片段 和 的内容似乎又

证实了之前的判断 。其中,关于 “追赶 ”的隐喻 , 其本体意义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得到了具体诊释 。

技术方面 ,话语中涉及 “战略性的 ”飞机建造和航天技术开发 ,后者对美国受众的情感而言, 很

容易激发冷战期间 美苏 军备竞赛的联想 。该部分对多模态论辩话语的丰富, 再次表明 新

闻对本文的论辩重构应当负责。

这部分语言模态中的画外音内容包括 “中国正在设计自己的第一架商用飞机 , 、 “中国正在

建造自己的空间站 ” 。仅从语言模态的表意层面看 , 这与 “中国正在赶超美国 ” 、 “中国以赶超美

国为目的 ”这样的论点并无直接联系。但若留意其间语气 ,̀, 、心 , 波音 ” 、 “小心 ,美国航空航天

局 ”及通过重音 见表 所注 显示的情感,分析者有理由认为该片段在支持前文 “论点 ”。

依画面提示 , 场景 和 是 虚拟的新闻画面 , 其中,一架外观喷着五星红旗图案的飞机

缓缓驶出美国波音机舱 ,而另一个以五星红旗的颜色— 红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空间站正在太

空运行 。这些连贯整合的视觉模态引导受众做出进一步的重构解读 。根据关联原则 , 分析者在

这些信息中找到与论点 和 或 有关的言外之意 即厂一旦中国开发或掌握了一项技术 ,它将很快

在该领域的技术和市场方面领先 。借此 , 修辞者有意在虚拟的画面和受众现实之间建立模仿关

系 ,以向受众暗示虚拟清境成为事实的可能性 。

综上 ,本文对片段 和 做出如图 的论辩重构

四 将论证进一步扩大到军事和外交方面 片段 和

我们从片段 的隐喻中得到一个总论点 , 又在片段 和 两个并列的领域中得到具体论证 。此

外 , 片段 、 和 则从高铁基础设施 、高速公路和教育系统方面对论点进行论证 。而在这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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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之间, 片段 的多模态叙事明显揭示了修辞者的 “别有用汀 ' 。

国际新闻界 刀

中国在这方面快要做到了`

兰竺翌矍竺鲤负面态度及反 抗愈图臼冷战叫朋日库就彼认为是没夜几悦变过

中国在 年 工坚定裔战时期共产主义中国月滩 沛泊勺民族主义符乓

上五星红旎、 行诱队伍 歌声

。 中国正在设计耳第一架两用飞机机

`̀ 中国正在建遣口干白己的太空能。。

团 论舞至构

该片段展示的是来自北京中国研究中心的外国专家接受采访的场景 。尽管对记者的问题

一无所知 ,但受众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发现明显的刻意剪辑痕迹 。且不论其间动机何在 ,

事实是 , 受访者话语中只保留了 “我认为世人将会看到中国进一步展翅高飞 , 中国将不再受制

干 ……”的语言内容 。

对于修辞者这样的剪辑 , 分析者或许可用关联原则解释 。该话语中再次使用了一个只出现

喻体的隐喻 。根据 “ ' 展开翅膀 ”在英语中的寓意 , 其可能的本体是

“着手新的 、不同的事情 ”,或者 “充分利用自己 尚未使用 的能力 ” 。“展翅飞翔 ”的隐喻之后

是一个关于 “ 遏制 ”的概念隐喻 , 对这个隐喻 , 进一步明确以下问题十分必

要 , 即 “在哪些方面 、受到何人 、什么样的遏制 ”等。对此 , 修辞者并未明确交代 ,但该表述却引发

一种 “困兽蠢蠢欲动 ”的危机感 。

仅从剪辑的受访片段看 ,我们发现不了多少它与论点之间的关联性 。但若联系上下文语境 ,

情况就有所不同 。结合前部分内容 从片段 设置冷战框架开始 ,我们可把 “展开翅膀 ”的本体

看作是 “尽力摆脱当前的遏制 , 扩大活动范围 ”。这就营造出了一种危险的氛围 如果遏制被打

破 ,那将会对哪些领域造成威胁 因此 , 外籍专家在受访时所说的本意已非那么重要 , 多模态话

语背后的修辞者才是控制话语意义走向的主角 ,他 她必须承担相应的话语责任 。

对于片段 的 “半遮半掩 ”, 分析者或许可从片段 中找到补偿 。通过快速的硬切入剪辑 ,镜

头闪进一幅有着两个深 、黑洞口的画面 , 将碎不及防的受众带入恐怖氛围之中。随着镜头逐渐拉

远 ,物像整体轮廓出现 ,一架喷气式飞机的照片清晰可辨一一两个 “黑洞 ”实乃飞机尾部引擎 。

伴随其间的画外音是 “中国开足马力进人 年 ”。接着 , 画面淡入另一张飞机照片, 画外音 伴

随急促 、断续的语气 紧接上文 “肆无忌惮地测试其第一部隐形战斗机 。”如此呈现手法 , 使原本

“忠实 ”反应物象的照片瞬间带有了 “叙述 ”色彩。结合并行语言模态中的措辞 、语气等 , 本文认

为修辞者要对以下观点负责 , 即 中国打算在军事技术和实力上赶超美国。隐形战斗机的发展代

表了中国高科技军事体系的发展 正如之前出现的第一家商用飞机代表其民航工业 , 空间站代表

其太空技术一样 。修辞者将整合潜在论点的任务交给受众 , 好比修辞者让受众自己揣摩隐喻的

本体一样 。

根据 “遏制” 隐喻的剪辑 , 该片段使分析者有理由重构论辩 , 以支持以下观点 中国计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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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军事实力扩大 “活动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诉诸武力获取疆域, 其更可能的解读是 , 中

国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 扩大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

这一判断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很快得到论证 。伴随画外音 “就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之

际 ”, 新闻出现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阅兵的画面 。 ,̀ 恰好 ”这个词的特别强调, 看似表

达 “巧合 ”之意 ,实则暗示了 “中国居然敢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测试其隐形战斗机 '之意 。

接下来 ,新闻内容又立刻转向中国新建高速公路的数量上, 对于 “盖茨访华 ”这一事件, 并未做

出任何进一步报道和评论 。可见 , “盖茨访华 ”并非重点 ,重点在于这一 “巧合 ”事件与论点的关

联 。

综上 ,我们对论辩进一步重构如图

本本体, 、 中国打万在毒甲上带男国坑衡 , 少扩大其帕员 维力

、中国在这方面饮贾位到了了

上 在有重勇外交关系的匡阮 采访 时侧试随 矽斗机 , 镶认为是一问 咤叫和 似线线

五 其余片段 强化

其后 , 新闻还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片段 高速公路建设 片段 一 高铁建设 以

及教育成果 片段 两方面对论点加以论证 。由于篇幅所限 ,且分析方法可参照前述片段 , 故

在此暂不详述 。随着片段巧的切入 ,新闻开始转而直接谈论中国的民生和人权问题 , 政治立场凸

显 。结尾处片段 的场景再现 ,再次体现修辞者的 “精心布局 ”, 为分析者要求修辞者对论辩重构

负责起到强化作用。

四 、总结

前文试着采用系统的多模态论辩重构法 , 对 新闻网一则关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

美 ”的电视新闻进行分析,并试图阐明以下三个观点

多模态话语可以连贯地传达修辞者的立场和观点 。但这样的论辩方式与传统论辩理论对

论辩的基本要求 论点明显 ,论证清晰,命题形式 差别较大 。

包含多种模态的话语应被看作是整体 、连贯 、相关的话语 , 各模态间存在并行互动的关

系 。即使在新闻这样严肃精炼的话语类型中 ,我们都能发现系统的模态间互动 。

进行论辩重构时 ,把证明重构有效性的责任从分析者身上转移到修辞者身上是可能的 。

因为在进行必要解读时, 本文的方法是直接而且可验证的 。它有力地展示了 至少在本文的例子

中 一个表层的元论辩是可以实现的 。

当然 , 对于多模态论辩这样一个大课题 , 仅通过一个例子的论证是不够的 。但这个例子已

充分显示出对多模态话语 , 甚至是电视新闻这一类文本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必要性 。本文所采用

的多模态论辩话语分析与重构的方法 , 对于传统的新闻话语研究以及论辩研究 , 都是在多模态

话语时代的一个重要补充及推进 , 并有待进一步完善 。因此 , 本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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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样的研究议题中来 。

国际新闻界

责任编辑 陆佳怡

注释

该新闻查询网址 淤, ￡ 护胃 八 确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而 一 一 一即 一 , 截至本文完成时 , 该网址依然有效 。

即话语分析者 。在此 , 本文作者承担了分析者的角色 。

即修辞者负责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修辞者认可分析者依据其话语所做出的论辩重构 , 二是修辞

者否定分析者对话语的重构 , 但应给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 。

对于孤立的一条新闻而言 , 最直接的话语生产者即编导 , 但本文认为 , 才是新闻最后播出平台

及产制单位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本文所提及之 “修辞者 ” 、 “话语生产者 ” 以及论辩中的 “立论

者 ”均指 这一机构 。上述三种表述分别是不同情境中的提法 。

一 直以来 , 论辩研究的传统就是把研究焦点放在语言 包括口语和文字 论辩上 。因此 , 大多数关于

论辩的定义都把它看作是一种言语行为 , 通过语言实现 。但随着传统语言— 口语 、 文字向新媒介

时代的 “电子语言 ” 的转变 , 话语世界已然多模态化 , 忽略非语言符号这一维度的 “论辩 ” 理论

在当下社会的运用中不免显得 “捉襟见肘 ” 。因此 , 论辩学界掀起了对于 “论辩 ” 是否只能是 “语

言形式 ” 的重要讨论 。 “视觉论辩 ” 的提出成为 “论辩 ”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而论辩学家凡 。爱

默伦 于 年也对语言之外其他模态的论辩功能给予了认可 。关于 “视觉论辩 ” 之

争的更多信息 , 可以参考 含 , 记 , 城 ,凡

, 肛 , , , , 《刃 。

对照 , 科。

除非它们之间明显无关, 如 , 当电视屏幕上在显示图像测试卡时 , 伴有音乐播放 , 这种类型的模态之

间显然是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连贯性 。

也指话语组织原则 , 即构建话语的那只 “手 ” 。此处 “叙事者 ” 的概念用以简称一系列复杂的话语组

织原则 , ,第 章 。

表格分析中最基本的区分单位是镜头 , 有的片段中只包含一个镜头 , 有的片段包含多个镜头 。

对于视觉画面的展示 , 表格截取每个镜头中信息量最全的一个静止画面为代表 。

其中包括画外音 、 同期声 、 语气等内容 。 对于语言的转录 , 表格中保持了英文原文 , 以保持信息完

整 。同时 , 逐一附上中译文 以 “ ” 作为区分 以供读者参考 。但由于中英文语序有别 , 故译文

排版无法严格按照英文排列 , 将根据语义进行酌情调整。

片段 一基本符合我们对此类国事访问的电视新闻的期待 。而第 和第 片段则在整条新闻中起重要的过

渡作用 。

具体说是通过一个只含有喻体的隐喻 。

图表中 ,, ··…这些具体方面需要通过对其后内容更细致的分析得到 。

引用文献

一 , 创〕 一叔卯用己刀 之丁七万几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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