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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It	combines	language,	image,	sound	and	other	modal	
information for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ing the role of various symbolic resources in discourse.The popular science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language features 
are distinct,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s large, and it involves a variety of symbolic resourc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opular science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popular science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image, audio and other modalities 
in	the	popular	science	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mode,	
audience feedback and multi-modal interaction of the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r	scienc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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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将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模态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话语分析，揭示各种
符号资源在话语中的作用。中医药科普语篇是传播中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其语言特点鲜明，信息量大，涉及多种符号资
源。论文以中医药科普语篇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医药科普语篇中的应用。通过对中医药科普文本中
的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进行分析，以期深入了解中医药科普信息的传递方式、受众反馈以及多模态交互对于知识
传播的影响，为中医药科普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提升中医药科普信息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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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媒体和网络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交际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有时需要听觉、视觉、触觉并用，而人类的话语

越来越多模态化；在有些领域中，主要的交流方式已从语

言变为图像或其他方式，例如屏幕、网站、电影、音乐等。

多模态和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话语分析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多

模态话语研究的方向。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和利用这些信息，

学者们逐渐将多模态话语分析引入研究范畴。多模态话语分

析旨在综合利用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信息，以获取

更丰富、更全面的语境，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

释复杂的交流现象。中医药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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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形式向大众传播中医药知识，

旨在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水平，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然而，传统的科普方式主要依赖于单一模态，无

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需求。因此，结合多模态话

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医药科普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

重要。

2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

它突破了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将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

模态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话语分析 [1]。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深

入理解话语意义、探究符号资源在话语中的作用以及提高跨

文化交际效果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拓展了许多的研究途径。 

van Leeuwen ＆ Kress 认为，20 世纪，四个语言学流派都

融入了多模态的研究 [2]。一是布拉格学派，该学派在 1930-

1940 年代将语言学研究扩展到视觉艺术和戏剧的非语言学

方面。二是伦敦学派的符号学，它结合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的概念，并且方法被用于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研究（如

Barthes，1967，1977）。 三 是 1960—1970 年 代 一 些 美 国

语言学家对口头和非语言交流的研究。四是来自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派（Baldry ＆ Thibault；van 

Leeuwen），它首先使用了“多模态”一词 [3]。系统功能语

言学理论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以系

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是一种探讨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

的综合性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

物，通过不同的语言功能来实现人们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目

的。韩礼德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符号学，是意义研究的一

个方面 [4]。”，但是不论是在任何文化中，除了语言之外，

确实还有许多其他表达方式，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

等艺术形式，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没有的表达方式，例如沟

通方式、着装方式、家庭结构等。由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因此其他符号系统具有与语言一样表达意思的功能。多模态

话语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了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信

息，以全面理解和解释社会交际中的复杂语境 [8]。这不仅有

助于揭示多模态信息中的语言功能，还为理解多元文本中的

社会语境提供了系统性和有力的工具 [5]。这一理论可应用在

不同领域，特别是在科普领域，为跨模态信息传播提供了更

丰富的解释和分析。

许多学者在引进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不

断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其中，中医药科普语

篇的多模态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医药知识体系具

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通过多模态话语

分析可以深入探究中医药科普语篇的话语意义与传播效果，

为提高中医药科普效果提供有益的思路与方法。

3 中医药科普语篇及其特点

中医药科普语篇是传播中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其研

究涉及语言学、传播学、医学等多个领域。近年来，随着多

模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兴起，中医药科普语篇的多模态分析逐

渐成为研究热点。中医药科普语篇是一种通过文字、图像、

音频等多种形式向公众传播中医药知识的文本。这些科普语

篇旨在普及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治疗方法和保健知识，以促

进公众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科

普传播方式，它具有以下特点：

3.1 跨模态表达 
中医药科普语篇通常采用跨模态的表达方式，包括文

字、插图、图表，甚至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这种综合运

用不同模态的特点，能够直观地展示中医药知识，有助于使

信息更全面、生动、易于理解。例如，解释穴位理论时会伴

随对应穴位的插图，以更直观地展示给读者。

3.2 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中医药科普语篇注重弘扬中医药的实用性，强调实际

操作方法。这类语篇通常以常见健康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实

际案例引导读者了解中医药的应用。通过解释症状、诊断过

程以及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使中医药的实用性更为直观。

其次，这类科普语篇注重提供简便易行的养生保健建议。通

过介绍中医药养生理念、饮食调理等实用方法，读者能够轻

松地将中医药的理念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增加可操作

性。最后，为了使中医药的概念更易被理解和应用，科普语

篇通常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而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以确保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中医药的实用价值。总体而言，

中医药科普语篇通过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中医药知识

更贴近生活，更易于读者理解和应用，促进了中医药在日常

保健和治疗中的实际运用。

3.3 中医药科普语篇的传播方式和效果
中医药科普语篇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实现知识传递，包

括在线文章、社交媒体、专业讲座、互动体验等。多渠道传

播不仅提高了覆盖面，也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求。通过生动

的文字、图像和多媒体呈现，中医药科普语篇深入浅出地向

公众介绍中医药知识，提升了信息吸引力。这种科普方式不

仅增加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力，还促使更多人了解、学习和

应用中医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中医药科普语篇还能够迅

速传播，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影响力逐渐扩大。通过这些

传播方式，中医药科普语篇在推广中医药文化、促进公众健

康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3.4 强调中医文化 
中医药科普语篇不仅传递医学知识，还注重传承中医

文化。在解释中医学原理时，常会穿插中医典籍中的典故、

医家思想和中医经典名句等。这些元素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

扬中医药文化，还可以增强读者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和信任

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医的源流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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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医药科普语篇具有语言表达严谨、规范、

科学性和专业性强，传统文化元素丰富，信息量大、涉及

多种符号资源。这些特点旨在让中医药知识更贴近人们的生

活，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这也符合科普传播的特点，通过

生动、实用、个性化的方式，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水平，

推动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医药科普语篇中的应用

4.1 语言模态的分析
对中医药科普语篇中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中医药科

普语篇的语言文字通常严谨、规范，注重科学性和专业性。

在多模态分析中，需要关注语言文字的语义关系、话语功能

和信息传递方式，探究其在科普语篇中的意义建构与传递机

制。此外，还需要关注语言风格、句法结构等语言特征，以

揭示中医药知识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4.2 非语言模态的分析
视觉模态是中医药科普语篇中重要的符号资源，能够

直观地展示中医药知识。对中医药科普语篇中的图像、图表、

插图等视觉模态和音频、视频等听觉模态进行符号学分析，

可以探究其与语言模态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传递中医药知识

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插图的符号学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

图像中的意义表达；通过对图表的信息功能分析，有助于挖

掘数据背后的意义。此外，听觉模态在中医药科普语篇中虽

然不如视觉模态常见，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通过对

语篇中的音频、视频等听觉模态进行分析，可以探究不同符

号资源之间的协同作用关系 [7]。在对语言文字、图像、声音

等多种模态的整合与协调方式进行分析时，可以挖掘其在中

医药科普语篇中的意义建构与传递机制。例如，通过将文本

中提到的穴位与相应的穴位图像关联，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

穴位的位置和作用。

4.3 读者认知过程的分析
多模态话语分析关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活动 [6]。

通过对读者认知过程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读者对中医药知

识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探究不同模态信息如何影响读者的认

知加工。例如，可以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等实验方法，研究读

者在阅读中医药科普语篇时对不同模态信息的关注程度；可

以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了解读者对中医药知识的认

知过程与需求。

4.4 中医药科普语篇的话语策略分析
利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医药科普语篇的

话语策略进行分析。探究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中医药科普

语篇如何运用多模态手段进行意义建构与传递。从视觉模态

来看，中医药科普语篇中常常使用插图、图表等形式来辅助

文字说明，使抽象的中医药概念更加形象化。这种策略有助

于降低阅读难度，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程度。在听觉

模态方面，中医药科普语篇可以通过音频、视频等形式来呈

现。通过专家的讲解、示范，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中医药知识

和实践技巧，增强读者的认知体验。在互动模态方面，中医

药科普语篇可以采用问答、互动讨论等形式来增强与读者的

沟通。多模态视角下中医药科普语篇的话语策略分析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医药科普语篇的特点和规律，为提高中医

药科普效果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

探讨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作用 [9]，以及如何更好地运用话语

策略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医药科

普语篇中的应用通过整合不同模态的信息，提高了科普内容

的多样性和深度，使得中医药知识更具说服力和互动性 [10]。

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水平，还为中

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持。多模态话

语分析在中医药科普语篇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它不仅有

助于深入理解中医药科普语篇的话语意义与传播效果，而且

可以为提高中医药科普水平提供有益的思路与方法。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医药科普领域的应

用范围，探究更多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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