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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以影视剧、纪录

片、宣传片和大型盛会庆典为主的影像成为一个国

家展现综合实力、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借助

影像的力量。中国故事题材影像不仅要在视听层面

为受众带来愉悦的感观体验，还要向受众传达其中

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通过影像进行感观层面

的直接传达时，可以是具体的、直白的、外显的，比

如某些节目的说教式阐述，但这种说教式阐述往往

能指苍白、所指袒露，受众对于意义的接受程度有

限，影像不能有效发挥视觉劝服功能。修辞学是一

门着眼于语言表达的学科，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

“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①。

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将影像作为一种符号语

言系统，认为这种语言系统可以具体划分为“语言

信息”“外延影像”和“内涵影像”，为影像的修辞

学分析提供了一个路径②。视觉修辞即“以视觉化

的文本形态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

略性使用和对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达到劝服、

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③。在中国故

事影像生产实践中，把握视觉修辞，使能指丰满、

所指深远，充分发挥修辞控制作用以传递中国精

神，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

（一）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谱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沧桑，国家陷入内忧

外患之中，同时催生了民族觉醒。中国共产党的建

立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卸下封建与

殖民的枷锁，建立了新中国，继而引导中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奔向全面

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一步步迈向伟大新时代。在

漫长的奋斗历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

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中国故

事，汇聚成内涵丰富、内容多元的中国精神。其中既

包含了革命时期的五四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

抗战精神，也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更包含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抗洪

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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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时代的抗疫精神。这些中国精神以具体的事件

命名，但其内涵已超出了故事本身，形成一套具有

永恒价值的中国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

神进行了界定，认为中国精神指“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

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

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

俱进的精神力量”④。其中，民族精神又包括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涵。

（二）中国故事影像的视觉隐喻机制

无数伟大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故事母题，以不同

表现形式反复出现于中国故事影像之中，并在视觉

隐喻机制下生成意义。“隐喻”最早出现于西方亚

里士多德《修辞学》之中，多用于文字语言表达之

中。中国学者刘涛对隐喻的意义生成模式进行了学

理化阐释，认为“隐喻意味着不同意义系统在相似

性基础上的转义生成关系，其对应的认知原理体现

为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图式借用与语境置换”⑤。

也就是说，隐喻的表意过程经历了一次不同符号系

统之间的意义转换，这个转换基于一定的相似性联

系。隐喻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比喻关系，即本体和

喻体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其

本体和喻体又能保持联系。在视觉文本中，本体通

常直接呈现，而喻体的生成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包括文本语境和受众认知等。

在中国故事影像生成的诸多意义中，中国精神

无处不在：身体成为重要的修辞载体，创伤性身

体、劳动性身体和身体群像包孕着内涵丰富的中国

精神；空间化的视觉文本突破了文字语言线性叙

事模式，实现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中国精神隐

喻；影像形式的不断突破，以隐喻的符号聚合模式

生成中国精神意义。

二、身体表征：英雄形象的视觉建构

人物形象，包括人物或拟人化“物”的外显身

体特征和内在精神气质，是影像表现的重要成分。

人物形象作为影像视觉修辞的载体，推动故事情节

发展。在中国故事影像中，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传递

民族精神气节、牺牲个人利益而为集体利益服务、

为人民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形象往往被称为

英雄。影像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以身体修辞为主，通

过介绍英雄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突出对英

雄身体的视觉呈现，使作为身体的本体在时代背

景、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催化指引下，与作为精神气

质的喻体建立相似性联系，实现概念域跨越，完成

中国精神的视觉隐喻过程。在身体的视觉呈现中，

影像无须表明具体的对应关系，对其所蕴含的精神

进行直白的、具体的阐释，相反，影像通过加强身

体细节的刻画，提升人物塑造的艺术感染力，使观

众在视觉冲击中领悟中国精神意义，身体修辞使影

像的中国精神的隐喻成为可能。在影像中，创作者

利用不同类型的视觉化身体来建构英雄形象，同

时借助身体这一修辞载体生成影像的隐喻意义，升

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中国精神。在中国故事影像

中，视觉化的身体修辞主要表现为创伤性身体、生

产性身体和身体群像等形式。

（一）创伤性身体：视觉冲击下的中国精神隐喻

英雄形象是崇高、神圣的，影像塑造英雄形象

时，视点常常聚焦于少数具有模范意义的英雄身

上，这一类英雄形象类似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超

级英雄”，即通过自己超越凡人的行动完成拯救与

保护人民的使命。在英雄形象建构的视觉修辞中，

创伤性身体通过对超级英雄身体的创伤表现，增强

视觉冲击力，获得受众的敬畏感与认同感。同时，

创伤性身体展现超级英雄与自然或社会困境抗争

时承受的身体痛苦，这种视觉冲击经由隐喻表意，

通过意义跨域的联系、类比，从物质层面过渡到概

念层面，转化为对于英雄精神的概括，在长期的视

觉经验中统一为中华民族精神。创伤性身体视觉隐

喻常见于革命题材和灾难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例如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中运用的一段交叉剪

辑—画面由革命者陈延年和陈乔年行走在出国

深造的路上，跳转至数年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施刑的

场景—这一段影像在“临行”和“临刑”这两个

截然不同的场景中反复转换，在强烈对比中更加突

出了革命者的身体创伤，伤痕的视觉呈现增强了感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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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上的冲击力，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临刑时，画面定

格的微笑意味深长，充满希望，寓意革命终会看到

胜利的曙光。此外，类似于《叛逆者》（2021）、《绝

密使命》（2021）等革命题材电视剧，常常展现共产

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反动派严刑拷

打的场景，着重刻画共产党员的身体创伤。灾难题

材电视剧多表现中国人与大自然进行抗争的故事，

如《天下长河》（2022）讲述了康熙皇帝提拔陈潢、

靳辅两位治水能人治理黄河水患的故事，为了尽快

泄洪，靳辅的儿子靳治豫主动提出到对岸炸掉堤

坝，渺小的身体承受着暴雨和巨浪的冲击，克服了

几乎无法战胜的困难，光荣完成使命。另外，《唐山

大地震》（2013）、《震撼世界的七日》（2008）等电

视剧，取材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等真实存在

的重大自然灾害，展现了地震灾害对身体造成的创

伤，以及人们如何在身体和心理创伤中克服自然灾

害。影像显著的创伤性身体呈现，在视觉冲击下引

起受众对中国式超级英雄的认同与崇敬，并通过视

觉隐喻机制，生成爱国主义、勇敢自强等中国精神

内涵。

（二）生产性身体：价值创造中的中国精神隐喻

英雄形象另一类型的身体修辞呈现多以英雄

投入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历程为线索，来展

现英雄在完成国家重要使命或者为国家创造价值

时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工作态度，从而实现对中

国精神的隐喻。生产性身体的视觉呈现常出现于展

现国家形象的宏大叙事题材和赞扬劳动人民的脱

贫攻坚题材影视剧作品之中。在展现国家形象的宏

大叙事题材作品中，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克服

困难，为国争光。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的现实题材

电视剧《功勋》（2021）共分为八个单元，分别讲述

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李延年、投身国防安全事业

的于敏、退役后扎根基层的解放军战士张富清、为

核潜艇事业作出贡献的黄旭华、倡导“男女同工同

酬”的人大代表申纪兰、为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孙

家栋、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以及为解决中国

和世界人民温饱问题奋斗终生的袁隆平等八位功勋

的人生故事。八位功勋人物分别在不同领域为祖国

发展贡献力量，在影像叙述时也着重体现他们的奉

献与生产过程。在表现普通劳动者依靠辛勤劳动走

出贫困的脱贫攻坚题材影视剧中，生产性身体成为

推动故事走向的视觉修辞载体。在电视剧《功勋》

中，《申纪兰的提案》这一单元还原了普通女性申

纪兰下田干活，并依靠自己的努力带领全村妇女致

富，逐渐成长为一方带头人的故事。在电视剧《山

海情》（2021）中，海吉女工刚到福建工厂时生产效

率低下，但经过刻苦训练，大大提高了生产零件的

效率，最终顺利通过工厂主任的考核。农村妇女水

花为了配合吊庄移民，独自一人拉着平板车，载着

体弱的女儿、残疾的丈夫和全部家当，冒着沙尘暴

危险，唱着当地的民歌，在荒漠中徒步七天七夜。

影像强化了对生产性身体的表现，包括海吉女工日

夜训练制作零件以及水花拉车这一系列的剧情。不

管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海吉女工，还是留在故土

依靠劳动建设家乡的农村妇女水花，都通过辛勤

劳动为家庭带来了财富。影视剧对生产性身体对视

觉呈现，皆反映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品

质，这些精神品质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

（三）身体群像：集体主义下的中国精神隐喻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坚持团结统一的民族。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体，是历史的创

造者；中华民族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将个人利益

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因此，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

不可缺少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近年来盛行的新主

流题材电影，阵容声势浩大，强调平民化视角，刻

画对象不再聚焦于少数具有模范代表特征的超级

英雄，而是通过塑造由“小人物”共同组成的大规模

“英雄群像”，强调每一个体都是推动历史进程的

英雄。2020年初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新

时代中国面临的一项巨大考验，也成为21世纪20年

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抗疫成为新时代中国故

事的重要主题，催生了一系列抗疫题材电视剧，例

如《在一起》（2020）、《最美逆行者》（2020）等。

这两部电视剧都采用了分单元的叙述形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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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将整部剧分为十个故事单元，《最美逆行者》

将整部剧分为了七个故事单元，将2020年全民抗疫

中涌现出来的真实人物和事件进行改编，由多个不

同的平凡小故事共同构成一个宏大主题。电视剧

不仅将镜头对准了奋战在岗位的医护人员，还关注

了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和配合医护人员与疫

情抗争的普通民众。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共同构筑

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英雄群像”。脱贫攻坚是近

年来中国的另一个时代主题，在这样的时代主题

下，《山河锦绣》（2022）、《大山的女儿》（2022）、

《山海情》（2021）、《花开山乡》（2021）等优秀的

电视剧作品涌现出来，呈现了一大批积极投身于脱

贫攻坚伟大事业的青年干部群像。身体群像的视觉

呈现，通过视觉隐喻机制，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统

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主题，成为中国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三、空间叙事：故事文本的视觉呈现

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中

指出，故事的文本包含对白、描写、形象系统和片名

等要素⑥，小说、剧本等以文字形式叙述故事的作

品即为故事文本的主要形态，这是一种具有线性叙

述特征的时间艺术。影像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间艺

术与空间艺术的界限，出现了电影、电视剧等超越

时空的综合艺术形式。符号学的发展拓宽了文本概

念的范畴，文本指“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

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

时间和意义向度”⑦，文字文本成为文本最狭义的

概念，影像也成为一种具有意义的文本形式。影像

的实践为故事文本创造了视觉层面的物理空间和文

化层面的社会空间，使故事文本不再拘泥于文字形

式的线性叙述模式，而得以从时空等不同维度展

开。中国故事影像中的物理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

分别以“构成性隐喻”和“概念性隐喻”的修辞技

巧阐发中国精神，使其意义得以生成。

（一）时空联结：物理空间中的中国精神隐喻

在影像叙事中，视觉层面的物理空间，即建筑

学意义上的三维空间。在影像的物理空间中，受众

通过视听感知来接受信息，从而获取空间中的意

义。构成性视觉隐喻指在影像中，本体和喻体两者

皆在场，这种在场可以是静态影像中的空间性在

场，也可以是蒙太奇影像中的时间性在场，本体和

喻体可以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联结，建立起联想和

类比的关系⑧。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作

《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改进立国之精神，

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这一人物形象与

其文章作品出现在同一时空中，受众通过视觉直接

感知到的革命者人物形象作为本体，同时呈现的爱

国主义经典文章作为喻体指涉，本体和喻体的联结

建立起了相关性关系，李大钊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

象征。由此，电视剧《觉醒年代》完成了对中华民

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隐喻。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歌舞表演《时代感》的年

轻歌手和舞蹈演员们青春洋溢的歌声和舞姿成为

观众能够直接感知到的影像本体，歌词文本中反复

出现的关键词“时代感”成为影像喻体的指涉，表

现年轻一代人对于时代精神的领悟。而节目中的另

外一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歌唱艺术家将宏伟的

中国故事娓娓道来，更具深重感，反映了更加成熟

稳重的一代人对于时代感的理解。歌舞表演与“时

代”这一关键词的时空联结，使春节联欢晚会这一

中国人民传统的新年盛会完成了对于时代精神的

隐喻。

（二）概念投射：社会空间中的中国精神隐喻

文化层面的社会空间指人们所观看到的影像，

需要基于故事所设定的背景加以理解。在社会文化

空间中，影像要运用概念性隐喻修辞，本体和喻体

一个在场，一个离场，两者关联依靠概念投射。“人

们往往会根据语图之间的互文逻辑以及心理认知

的相似性原则进行概念提炼，从而在概念图式上

完成本体到喻体的跨域映射。”⑨电视剧《大考》

（2022）讲述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水袭来的双

重困境下，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努力以确保高

考能够顺利举行，高考生如何克服困难坚持不懈走

进了考场，在多重主体线索下，“大考”既表示双重

困境对于党、政府和社会的考验，也表示双重困境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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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高考对于高中生的考验。前者通过科学抗

疫、抗洪确保高考顺利进行，这是崇尚科学、不惧

挑战的中国精神的视觉呈现，是中国精神隐喻；后

者通过纸笔改变个人命运，这是高中生坚持不懈、

追求理想、勇于攀登的精神的视觉呈现，是中国精

神隐喻。作为不同的社会角色，作为两种不同的本

体，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共同的使命，共同指

向了中国精神这一喻体，在“大考”中交出满意的

答卷，共同阐释了中国精神的内涵，中国精神在本

体向喻体的投射过程中生成其意义。电视剧《人世

间》（2022）讲述了周秉昆等十几位平民近五十年

来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同时反映了国家在改革开

放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迅

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成为中国进入新阶段的特殊标

志。作为隐喻本体，这一政策也是对中国改革创新

时代精神的指涉。影像并未通过在场的符号文本直

白地阐明我国具备的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而是通过

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影像叙述，使时代精神这一

离场的喻体回归，完成了从事件到精神的隐喻过程。

《这世界那么多人》原本是一首缅怀逝去青春爱情

的流行歌曲，然而，在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这样一

种全民共享的情境中，歌曲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

涵。“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在

抗击疫情的当下，歌词可以表达对奋战在岗位的

医护人员的感激；在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山火的

情况下，歌词可以表达对武警消防战士的崇敬；在

应对突发地震的情况下，歌词可以表达对搜救人员

的歌颂。歌曲的现场表演作为影像本体，文本概念

在社会情境的渲染下投射指向“团结一致、共克时

艰”等中国精神内涵，实现了影像对于中国精神的

隐喻。

四、形式创新：符号双轴的视觉逻辑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把中国故事推向世

界，必须转变思维，脱离陈旧观念的束缚，将中国

影像的表现形式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中进行创新。这

种创新既要求树立文化自信，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又要求培养国际视野，对外来先

进文化保持包容开放的精神格局。在符号修辞系统

中，隐喻表意模式的生成，依靠符号双轴的操纵。

符号双轴的概念，语言学家索绪尔、罗兰·巴特和

雅柯布森等均在自己的理论中有所涉及。中国符号

学家赵毅衡将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巴特的“组合

段”，雅柯布森的“连续性”归纳为“组合轴”；将索

绪尔的“联想关系”，巴特的“系统”和雅柯布森的

“相似性”归纳为“聚合轴”⑩。组合轴是在场的，

聚合轴是联想的，聚合轴的不在场符号代表修辞

中的隐喻关系。不管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还是对外来先进文化保持的开放包容格局，都

可以在符号聚合的隐喻修辞中与中国改革创新时代

精神建立起联系，成为中国精神的隐喻。

（一）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精

神隐喻

《千里江山图》创作于我国北宋时期，由天才

画家王希孟所作，是一幅以长卷形式展现我国大

好河山的青绿山水图，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品，现存放于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千里江山图》

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发展、政治内涵和艺

术家精神” 11等各方面意义受到世人关注，并不断

被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艺术创作者通

过跨媒介叙事为这一幅绘画作品赋予新的生机。

2017年，《国家宝藏》节目通过真人秀形式，讲述

了千年名画《千里江山图》前世今生的故事，为静

止的山水画增添了人物与叙事要素。2018年，QQ

音乐和故宫博物院联手发起“古画会唱歌”活动，

将古画改编为流行歌曲MV，以视听结合的影像方

式讲述中国传统绘画的故事，《丹青千里》的MV

采用现代技术使影像中的《千里江山图》变“活”

了，优美的歌词与旋律使年轻观众增加了对中国传

统艺术的好奇与期待。2021年，《千里江山图》再

次被改编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登上2022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其取得成功“不只

体现在表现形式、叙事手法和舞蹈技巧的创新上，

更做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12 。不管是真人秀、流行歌曲MV还是

舞蹈诗剧，《千里江山图》每一次具体的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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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是其符号的在场，共同构成其符号的组合关

系。而在这些经过了创造性转化的多样化表现形

式背后，共同指向了概念意义的“创新精神”这一

不在场符号，这与《千里江山图》的具体表现形式

构成聚合关系，因此《千里江山图》的创造性转化

成为中国时代精神的隐喻。

（二）一起向未来：全球化浪潮中的包容格局隐喻

近年来的中国故事题材动画片，例如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的《三星堆荣耀觉醒》（2019），围绕中国

历史资源三星堆文明展开，引发了一系列的奇妙冒

险故事。类似动画片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运

河奇缘》（2019）、《大运河奇缘2》（2022），以中

国的京杭大运河为线索，讲述了生长于运河边的小

姑娘凌雨菲偶遇运河精灵，与其一起保护运河的

奇妙旅程。这一系列动画片在立足于本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和故事底本的基础上，在视觉效果、音

响效果、故事情节等方面吸纳了国外动画的风格特

点，有利于将中国故事推向世界。2022年北京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将“全球一体”的思想贯彻到

底：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直播中，一片小雪花

拉开了冬奥会开幕式的帷幕，而这一片片小雪花最

终聚合成一片大雪花，共同拥护着最后冬奥火种的

点燃。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客分明的“北京欢

迎你”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客一体的“一起向

未来”，体现了当下中国包容开放的格局，也揭示了

当代中国顺应世界潮流的姿态。中国文化和外来文

化作为在场符号，共同构成符号系统中横向的组合

关系，而近年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在纵

向上隐藏着“时代精神”这一不在场符号，与中国

文化构成符号系统的聚合关系，因此这种“全球一

体”的创新形式成为中国时代精神的隐喻。

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视觉修辞角

度来看，中国故事影像包含了对中国精神的隐喻。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故事题材的影像需要

创新运用隐喻等视觉修辞，创造性发挥视觉劝服

功能，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传达中国精神。当前，文

化软实力成为全球竞争中的重要因素，中国故事正

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充分运用好视觉隐

喻，在人物形象、视觉文本和表现形式等方面让中

国精神发挥作用，也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形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影视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系统”（项目编

号：18BC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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