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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短视频中国家文化形象

建构的视觉修辞结构

张 骋 曾诗雨

摘  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与改善，需要通过短视频的视觉修辞来弥合传播和

接受过程中的文化差异，达到视觉说服的效果。“央视新闻”短视频借用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两种修辞手

法，完成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具体而言，“央视新闻”短视频通过“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种视

觉隐喻修辞，以及“人物主体指代国家形象”“艺术体育指代国家形象”“特写镜头指代国家形象”三种视

觉转喻修辞来建构国家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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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

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经济等形

象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

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就“国家文化形

象”而言，广义上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文化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精神风貌等塑造着

精神层面的国家文化形象；文化行为、文化成

果等塑造着物质层面的国家文化形象。狭义上

的国家文化形象由一系列文化传播活动所塑造，

这些活动包含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赛事、

艺术活动、影视传播等。

“央视新闻”于 2018 年入驻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逐渐搭建起“三微一端”——微

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的新媒体矩阵。短

视频已经成为“央视新闻”塑造与传播国家文

化形象的重要手段。截至 2023 年 5 月，“央视

新闻”在各短视频平台的粉丝数量累计超 2.3

亿，成为名副其实的“顶流”，其运用视觉修辞

的方法，降低了文化接收的语境，创作出的短

视频能够被广大用户接受和理解。“央视新闻”

短视频通过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两种修辞手法

的运用，在无形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输出，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一、隐喻与转喻：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

基本手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电影强国建设背景下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伦理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22EC19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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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修辞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

罗兰·巴特提出，用以分析广告中的图像说服

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米切尔提出“图像转

向”后，视觉修辞才开始蓬勃发展。视觉修辞

研究的核心问题为“视觉意义系统的含蓄意指

及其对应的修辞结构”，[1]即视觉修辞关注视

觉符号表达的含蓄意义及其对应的视觉修辞结

构。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是视觉修辞结构中最

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两种修辞手法。视觉隐喻

和视觉转喻的作用机制是用一种事物来代替或

想象另一事物，能够激活图像观看者的认知联

想和认知关联的能力，深刻地影响着图像意义

的生成，具有强大的视觉劝服功能。

隐喻是与明喻相对的概念。明喻结构中通

常会用到诸如“像”“恰似”的词汇，而明喻去

掉了隐喻词则成为隐喻。亚里士多德提出“在

用隐喻法给没有名称的事物起名称的时候，不

应当从相差太远的事物中取得隐喻字，而应当

从同类同种事物中取得，这一字一经出口，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事情是同种的事物”。[2]

隐喻强调的是相似性意义上的认知推演，任何

文本表意首先需要在聚合轴上对具有相似性的

元素进行筛选，将对表意具有最佳效果的元素

呈现出来，而其他元素在凝缩的作用下被省略

了，成为隐匿的、不在场元素。

与隐喻替代方式不同，转喻是基于事物之

间的邻近性来指向另一事物。转喻是指特定语

境下用一种事物来代替同一概念域中的另一种

事物的认知机制，用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

翰逊的描述即“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与之相

关的实体”。[3] 我国学者陈望道将转喻等同于

“借代”，他将“借代分为了旁借和相代两种类

型，包含部分和全体相代、特定和普通相代、

具体和抽象相代、原因和结果相代四种借代方

式”。[4] 概括而言，隐喻是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

关系而进行替代和想象的，转喻则是基于邻接

关系进行联想和想象的。

隐喻和转喻不仅是两种基本的修辞手法，

还是人类生存的两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

词看似抽象，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复杂的关

系中寻找意义”。[5] 符号学家索绪尔在 1916 年

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在语言状

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6] 我们能够

在语言的关系结构层面把握思维的形式。在符

号学视角下，任何符号的表意活动都无法脱离

“双轴关系”。双轴包括组合轴和聚合轴，组合

轴内部的元素之间处于一种邻接关系，聚合轴

内部的元素之间则体现为像似关系，而所谓的

“轴”，是指“对符号体中各种元素之间结构关

系和发生空间的限定”。[7]

按照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观点，

“组合”和“聚合”分别指向了人类两种普遍的

思维。组合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思维，体现

的是表意主体的线性思维能力和对符号的组合

能力；聚合关系体现的是选择思维，体现的是

表意主体的联想能力和对符号的替换能力。法

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隐喻和转喻

不但具有理解语言的修辞功能，还有接近和把

握文化的认识功能，他还将两者视为“超级辞

格”。[8] 由此可见，两种修辞手段对于文化理解

认知的重要性。

研究“央视新闻”短视频中隐喻和转喻两

种基本修辞格，对于国家文化形象建构有三个

方面的作用：第一，隐喻和转喻作为人类普遍

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依旧具有共同

性，能够对视觉文化形象的表意起到劝服效果。

第二，有助于把握“央视新闻”短视频进行文

化符号选择和组合的思维过程。隐喻和转喻实

际上是“央视新闻”进行文化文本建构过程中

必然会使用的两种修辞方式和思维方式，体现

的是“央视新闻”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价值导

向。对两种修辞格的深入探析有助于研究“央

视新闻”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策略。第三，有

助于认识双轴的运作机制及“央视新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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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形象的效果。隐喻对应的聚合轴促使

短视频观看者深思离场的本体和轴中其他元素

的意义，引发观者的联想和想象；转喻对应的

组合轴促使短视频观看者更加关注文本中的某

些文化元素。

二、视觉隐喻建构国家文化形象 

任何文本在进行表意之前，必须在聚合轴

上对具有相似性的元素进行筛选，选择对表意

具有最佳效果的元素，在此过程中其他的元素

在“凝缩”的作用下被省略了，成为隐匿的、

不在场元素，这就是视觉隐喻的“凝缩功能”。

视觉隐喻的凝缩作用不仅意味着对不在场元素

的激活、召唤、替代，还意味着像似性元素之

间的意义对比以及给整体意义带来的对比。对

于短视频来说，同一类型的文化符号在聚合轴

上的范围愈广，则说明我国的文化元素愈加丰

富。“央视新闻”则通过“直接意指”和“含蓄

意指”两种方式，建构了国家文化形象。

（一）直接意指

直接意指是指短视频能够通过动态的影像

直接表达符号的意指，这种意指观众通过直观

就能把握。这就是说，短视频通过视听语言可

以直接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具体而言，“央视新

闻”短视频通过文化意象、刺点、隐喻蒙太奇

的使用直接建构我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1. 文化意象

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的组成分为：再现

体、对象和解释项。再现体即符号表现形式，

对象即客观世界存在的物质；解释项即对符号

的解释或符号背后隐含的意义。当社会对于某

一文化符号的解释项不断重复和叠加时，便产

生了文化意象。与一般的文化符号相比，文化

意象具有象征意味，即直接意指功能，这种约

定俗成的意指具有相对稳定性。我国作为历史

悠久的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拥有众多的文化

资源和无数的文化遗产，“央视新闻”从中汲取

丰富的文化意象，通过短视频的方式直接意指

我国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不断创新的文化形

象。

首先，“央视新闻”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提取

独特的文化意象。例如“央视新闻”根据我国

独有的二十四节气创作短视频，其发布的短视

频“清明 / 雨过景明”以《送别》作为背景音

乐，展示了清明时节杭州西湖的春雨、梨花、

茶树、雷峰塔等富有诗意的文化意象，并配以

白居易的诗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

沙堤”。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些文化意象和

诗句既体现了我国江南风景的秀美，还体现了

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此外，“央视新闻”还会

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我国传统节日发布

相关短视频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和

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

意象出现在短视频中直接意指了我国文化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形象。

其次，“央视新闻”从美食和情感符号中寻

求人类共通文化意象。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人对食物需求属于维持个体生存的基本生理

需求。“央视新闻”通过短视频展示了我国特有

的美食，如象征团圆的汤圆和饺子、象征热闹的

年夜饭、象征美食文化多元丰富的川菜粤菜等，

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群体对美食和美好生活的渴

望。而人对情感的需求则属于更高层次的成长性

需求，每个处于社会中的个体，都需要与他人产

生联系，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中。这种情感在

跨文化的过程中依旧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例如我

们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珍视。“央视新闻”发

布的短视频《年味》“有一种年味，叫妈妈寄来的

年货。”“被家人惦记着，真好！”从人类共通的

亲情上引发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共鸣。

2. 刺点

罗兰·巴特将和谐画面中的不和谐因素称

为“ 刺 点 ”。 刺 点 通 常 是 画 面 中 的 某 一“ 细

节”，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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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储藏着巨大的反常性和破坏性”，[9] 它能

够将观看者引入到画面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意

义思考中。“央视新闻”发布的短视频《我爱你

中国！》“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画面中，

镜头特写国旗队军人目视前方，表情坚毅且庄

重，通过仰拍的拍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他流下

了晶莹的泪水。显然，“泪水”与整个严肃、正

式的场面格格不入。在隐喻修辞意义上，“泪水”

无疑是画面中的“刺点”，带给了短视频观众强

烈的视觉对比和视觉刺激。之所以“泪水”能

够象征“感动”“自豪”，是因为“泪水”的出场

意味着对聚合轴上其他组分的排斥和替代。在

常规的“自豪与骄傲”的景观中，微笑和激动

往往承载了这一含义，而“泪水”显然无法解

读出这一意义，因此才会出现“泪水”与画面

格格不入的状态。通过“泪水”所在的聚合轴，

我们能够产生联想认知，也将它与聚合轴上其

他事物进行类比，从而产生超越“泪水”本身

所能够解释的“感动”“自豪”的隐喻。

3. 隐喻蒙太奇

“央视新闻”短视频通常使用隐喻蒙太奇的

手法。在文字中，隐喻主要通过“A”像“B”这

样的语言体现，而动态的影像如何呈现隐喻的修

辞？在视觉图像中，隐喻主要依赖于镜头之间组

接而产生的意义呈现出来。在视觉文本的隐喻蒙

太奇中，本体和喻体同时在场，我们能够根据镜

头的组接提炼出“A”是“B”这样的隐喻。例如

在“央视新闻”春节系列短视频中，画面剪辑将

“父母备餐”“寄出美食”“品尝美食”等一系列画

面组接在一起，以“家乡美食”隐喻“家”的概

念，用户通过短视频画面组接能够提炼出“年就

是家的味道”的隐喻。通过短视频“家的味道”

的隐喻，观看者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对民族节日、

民族传统、家国文化的重视。

（二）含蓄意指

含蓄意指是指将无法直接意指的内涵含蓄

地表达出来，即“潜伏”在图像中的意义。这

种意义观众无法用直观来把握。这就是说，短

视频通过视听语言也可以含蓄意指国家文化形

象。具体而言，“央视新闻”通过语言符号、画

面色彩与色调含蓄意指我国底蕴深厚、充满活

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国家文化形象。

1. 语言符号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隐喻

对于规约性的语言符号来说，符号含蓄意

指形象即作为本体的语言出现在视觉文本中，

而作为喻体的形象则不在场。通过对“央视新

闻”东京奥运会期间的短视频文本分析，发现

官方话语采用了“战争隐喻”的概念性修辞。

在《777 人出征！东京奥运中国代表团名单公

布》及《第二批中国奥运军团抵达日本》《刘国

梁的出征感言：再次看到老朋友，大家并肩作

战》等短视频中，“央视新闻”用“出征”“奥运

军团”“作战”等语言符号，将体育赛事比作“战

争”，而“战争”一词具有竞争、成败、胜负之

意，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取得胜利隐喻着国家

和民族的强大与胜利。

此外，“央视新闻”还将互文的修辞格融入

语言符号的含蓄意指之中。例如《刘国梁在东

京为受灾家乡加油：感谢救援的逆行者，天佑

中华，河南加油》  《出差太空也不耽误看奥运！

太空出差三人组分享看奥运感受》短视频，将

在场的奥运赛事、自然灾害作为隐喻的本体，

比喻不在场的国家荣誉、国家灾难喻体。通过

奥运会比喻国家荣誉和自然灾害比喻国家灾难

的互文叙事，短视频成功构建出家国一体的文

化形象。

2. 色彩色调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隐喻

画面的色彩色调是视觉符号中具有象征性

和隐喻作用的指示符号，画面颜色通过冷暖色

调、鲜亮程度或明暗对比的效果，指向短视频

整体内涵的表达。一方面，“央视新闻”文化类

短视频整体色调以沉着冷静的蓝色为主，如人

物的服装、电视台的背景灯光都以蓝色为主，

再如以科技、航空、风景等为主题的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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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深浅的蓝色作为主色调。蓝色作为一

种冷色，常给人沉着、稳重、冷静的感受，“央

视新闻”以蓝色调作为短视频主色调，营造了

我国拥有千年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彰显我国沉

稳、大气的国家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

方面，“央视新闻”短视频画面内不乏红色、橙

色这种象征着热情、活力、青春的色彩元素。

如主持人李梓萌身着“凤纹花绣”的红黄色外

套，发起“新年奥造型”的短视频文化主题活

动，为春节期间进行的中国冰雪运动加油鼓气。

实际上，“中国红”——红色与黄，这种带有浓

厚中国文化氛围的颜色符号，始终贯穿在“央

视新闻”文化短视频的画面内部，较多出现在

人物的服装、道具、文化遗产的配色中，含蓄

意指着年轻、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国家文化形象。

三、视觉转喻建构国家文化形象

转喻对应的是整体思维，强调的是邻接意

义上的认知关联，考验的是表意者在同一认知

域进行视觉符号选择的能力。“央视新闻”短视

频分别通过“人物主体”“艺术体育”“特写镜头”

指代国家文化形象。

（一）人物主体指代国家文化形象

“人物主体指代国家文化形象”使用的是指

示转喻的修辞手法。“指代”同“指示”，“指示

转喻”是一种借用极具代表性的视觉对象来呈

现表意的修辞手法，符号表意必须被片面化才

能够被接受者快速地认知，因此文本难以呈现

无限的、全貌的、系统的文化符号，需要指示

转喻的修辞用部分替代整体、具体代替抽象。

“央视新闻”在进行转喻修辞时常使用三种人

物主体指代国家文化形象：第一，普通人。短

视频《爱》“今天是‘2’最多的日子，也是最有

‘爱’的一天。愿今天的你，好运加倍，成双

成对”：以普通人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转喻中

华民族对亲情、孝义等民族情感的珍视。第二，

群体代表。短视频《传递“中国温度”！每位

坚守岗位的志愿者，都值得点赞》，以志愿者坚

守岗位转喻人民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第三，

行业知名人士。短视频《都是东北那旮沓的，

冬奥会运动员东北话大比拼，呱呱的》，以外籍

运动员使用东北方言转喻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

德认为“自我概念由关于个体的较持久的意义

和情感构成，它对自我如何在他人面前展示具

有显著的影响”，[10] 当“自我”与他者进行符号

互动时，能够进行自我身份识别，唤醒自我情

感和集体意识，进而达到“共鸣”的状态。“央

视新闻”通过个体微观视角呈现文化相关内容，

能够与观看者形成符号互动，建构观看者对自

己国家形象的认同，或是对他国形象的认知，

从而达到更好的视觉劝服效果。总之，短视频

通过对人物主体具体的言语、行为的展示，指

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情感，进

而增强观者对国家文化形象的认同。

（二）艺术体育指代国家文化形象

“艺术体育指代国家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

视频类型上的转喻。通过对“央视新闻”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文化类短

视频的主题分析发现，“央视新闻”发布了大量

的与艺术体育相关的文化类短视频，通过视频

类型的转喻修辞，将视觉符号指向我国多元的、

包容的文化氛围，完成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央视新闻”利用“艺术体育指代国家文化形

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布与艺术体育相关的短视频数量

众多。在“央视新闻”抖音平台文化相关的 638

个短视频中，147 个短视频与艺术体育相关，占

比约 23%。可见“央视新闻”充分利用艺术审

美的共同性、时代性、民族性，创作出能够满

足观看者审美需求的文化短视频。“体育文化作

为知识、价值、审美、健身、情趣、认知等系

统的统一……它既是判断个人或民族整体素质的

标尺，又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11]“央



016 / 主题策划 / 2023 年第 4期

视新闻”通过大量体育竞技相关短视频中运动

员的行为和品格，指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勇

敢、坚忍、不断自我突破的精神风貌，以及整

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协作能力，塑造起我国敢于

挑战与拼搏的文化形象。

第二，以艺术体育相关的媒介事件指示转

喻国家文化形象。对于传播媒体而言，“诸如奥

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是公共话题和稀

缺资源，更是‘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

媒介事件的脚本共同存在的典型”。[12]2022 年

第 24 届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我国首次举办冬季奥

运会，因此它成为我国重要且稀缺的媒介议题。

“央视新闻”在此期间发布了大量的短视频，既

有冬奥赛事、国内外运动员相关的精彩内容，

也有奥运故事、大量中国元素的展示。其中，

作为冬奥吉祥物的“冰墩墩”是重要的媒介议

题资源。“央视新闻”利用短视频的形式与用户

进行评论、转发、抽奖等互动，引发了短视频

用户的大量转发与话题讨论，达到了较好的传

播效果。此外，“央视新闻”通过短视频平台发

起“CCTV 网络春晚”“新年奥造型”“中国 UP”

等话题，呼吁网友共同参与话题短视频的创作，

引发全国甚至全球网民的关注，展示了我国拥

有丰富的公众议题资源和符号生产能力，塑造

了我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三）特写镜头指代国家文化形象

在视觉修辞格中，特写、近景、远景等镜

头意味着对“部分”的不同选择方式，属于指

示转喻的修辞手法。“远景更具有普遍的现实认

知能力，特写则携带一定的情感话语。”[13] 特写

作为一种特殊的摄影手段，将人物、事物或环

境的某一细节放大呈现在用户眼前。与此同时，

特写作为一种极度片面化的符号，是一种视觉

表意的重要手段。

“央视新闻”特写镜头的使用具有三个方面

的优势：第一，强调文化遗产极其重要但又容

易被忽略的细节。例如“央视新闻”镜头特写

象征着我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三星堆和汉代陶俑

等文化遗产，强调了三星堆青铜人面具的精巧

和神秘的特点，展示了我国丰厚的文化。第二，

给用户带来视觉冲击感和心理震撼之感。如在

《国风拉满！中国女冰门将“龙护具”加持，中

国红中国龙，霸气》短视频中，特写镜头展现

了“龙”利齿与花纹的栩栩如生，将“龙”的

威风与威猛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看者

不禁赞美中国“龙”的神秘和独有的气势。第

三，放大观看者的文化情感。如短视频《我爱

你中国！》——“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

画面中，特写镜头对准人物侧脸，记录下国旗

手面对前方冉冉升起的国旗流下自豪的泪水，

引发观看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除了在短视频文本中使用特写镜头，“央视

新闻”还将大量的短视频封面设置为“特写 +

文字”的画面。如“央视新闻”在 Bilibili 平台

所发布的短视频的封面中大量采用特写镜头呈

现人物的神态、表情，也将画面聚焦在具有中

国特色的文化意象上，如指向中国礼乐文化的

琵琶、指代故乡与美好的月亮、象征动漫文化

丰富的“齐天大圣”“哪吒闹海”等。短视频封

面作为游离在文本边缘的一种伴随文本，对短

视频所呈现的国家文化形象起到了重要的限制

和引导作用，封面中人物或文化意象的特写，

引导着观众感知人物神态所传达的情绪，以及

文化意象所指向的文化精神。

四、结语

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是视觉修辞中两种最

基本的视觉修辞格，分别对应了两种人类基本

的思维方式——认知替代、认知联想。在视觉

隐喻方面，“央视新闻”以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两种视觉隐喻修辞，建构了国家文化形象。在

视觉转喻方面，“央视新闻”借“人物主体”“艺

术体育”“特写镜头”指代国家文化形象，建构

了文化大国的形象。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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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

在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塑造上面临着“失

语”的困境。短视频以其低文化语境和视觉修

辞的无意识作用机制，在社交新媒体时代为主

流媒体塑造和传播国家文化形象提供了新的媒

介形式。基于对“央视新闻”文化类短视频文

本的视觉修辞研究，笔者欲从视觉修辞理论视

角提出短视频塑造与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议：

第一，利用独具特色的视觉符号进行文化意象

的建构，如挖掘标签化的人物符号、多元的视

觉文化符号、跨域映射的听觉符号、直入文化

主题的长镜头等方式完成文化意象的生成。第

二，在特有的视觉修辞语境中完成文化意象的

传播。短视频所营造的低文化语境、生动的视

听情境语境以及相关的伴随文本语境都深刻地

影响着观者对文化文本的理解，因此传播者需

要充分了解文化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修辞

语境。第三，借助视觉修辞格的策略完成“无

意识”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传播国家文化。除

了视觉隐喻、视觉转喻，白描、重复、变形、

夸张等修辞格也是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修

辞手段，主流媒体借助视觉修辞格，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文化形象建构、文化传播的阻碍。

总之，笔者通过从视觉修辞结构的视角对“央

视新闻”短视频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探析，以

期为主流媒体使用视觉修辞策略塑造国家形象，

把握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

供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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