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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隐喻视角下的白酒广告文化分析
蒲志琴　王朝培

（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白酒文化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白酒广告是中华文化宣传的载体之一，多模态隐喻在白酒广告宣

传中应用广泛。本篇以洋河梦之蓝、国缘酒的视频广告为语料，从多模态隐喻理论出发分析白酒 视频广告中通过多模态隐喻语篇所体现

出的“梦想”文化与“缘”文化内涵极其深刻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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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千年且至今仍生生不息，白酒文化

更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星。白酒是中国独有的，历史底蕴丰厚；自

古以来，酒已成为人们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白酒的宣传往

往会结合这些特性，引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注意。

广告的目的是宣传产品特性，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升

产品销量。白酒广告的设计结合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来宣传产

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结合来突出酒的优良品质。由此，

设计者将各种非语言符号融合，构建多模态的隐喻，调动消费者

的视觉、味觉等感官，使消费者内心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多

模态隐喻将语类图式、文化规约、参与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当下

认知的环境归入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隐喻的动态构建”。因此，

笔者从多模态隐喻视角出发，以洋河梦之蓝、国缘酒视频广告为

语料，分析中国白酒视频广告中多模态隐喻构建，及其产品所体

现的文化价值。

二、隐喻与多模态隐喻一

（一）隐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修辞表达的语言现象，是人们头脑

中的思维方式，与人们的体验和认知紧密联系。隐喻随处可见，

如“人生是一段旅程”，将人生的道路比喻成旅行的道路，人生

和旅行一样，都有起点、路途中的艰难险阻、到达终点等共性。

Lac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详尽阐释

了生活中使用的隐喻以及头脑中概念化的隐喻认知；认为“语言

的本质就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即，对一个

概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另一概念的理解之上。理解抽象概念 A，

可以通过对具体概念 B 的理解来完成。例如“人生就是一场旅

行”，要理解“人生”这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法具体描述人

生是什么样的，用“旅行”这一直观、具体的概念就能理解，把

“旅行”的特点投射到抽象概念“人生”，从而理解人生这一抽

象概念。隐喻就是两个概念间的投射，分为：一个结构较为清

晰的源域（source domain）和一个结构较为模糊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在“人生就是一场旅行”这个隐喻中，概念 -“人生”

就是目标域，概念 -“旅行”就是源域。隐喻，就是通过具体概

念来理解抽象概念，通过具体域向抽象域的投射就是源域向目标

域的投射。源域到目标域之所以能产生投射，是因为概念 -“人生”

与概念 -“旅行”具有相似性，二者都是一段长长的路，有起点

与终点，困境与顺境。

（二）多模态隐喻

从定义上来说，“隐喻即是用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而图像隐喻的源域由文字变成了更为直观的图像，那么目标域的

抽象概念则是由具体的图像来传递。”Forceville 将模态定义为“利

用具体的感知过程可阐释的符号系统，多模态隐喻是指源域和目

标域用不同的模态来呈现的隐 喻”。Forceville 将模态进行了细致

地分类，包括“图像符号、书面符号、口头符号、手势、声音、

音乐、气味、味道和接触九类。”通过多模态的隐喻可以调动读

者的感官感受，如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等。在视频广告中，

为调动读者的主观感受，引起读者共鸣，就要利用不同模态的符号。

视频广告主要利用书面符号、图像符号、音乐符号相互融合，构

建一个多模态隐喻语篇，为读者呈现一个连续的、激发强烈认同

感的语篇，以吸引消费者。“商业广告是图像、语言文字、声音

等多种符号相结合的视觉模态语篇，其中包含大量的多模态隐喻。”

笔者以洋河梦之蓝、国缘酒的视频广告为例，具体分析多模态隐

喻在视频广告中的意义构建，及其所体现文化内涵与价值。

二、多模态隐喻构建与文化内涵表达

（一）概念意义构建及“梦想”文化内涵

广告具有较强的说服性，“通过特定的诉求方式给予消费者

一定的信息，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导消费者的态

度和行为使其趋向于预定的方向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广告设

计中，设计者会最大限度地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满足消费者的心

理需求，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洋河梦之蓝的广告词为“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

千万亿个梦想”，每句广告词的图像分别是一个光点、两个光点、

三个光点、无数个光点向上运动，构建一个由图像符号、听觉

符号、视觉符号结合而成的一个多模态隐喻语篇。图像符号“光

点”映射“梦想”，因为梦想就像生命中一直追随的光，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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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概念“梦想是光点”，视觉模态的“光点”是源域，听觉

模态的“梦想”则是目标域。广告中每一帧图像里代表梦想的

光点都是在快速地向上运动，而要实现梦想，就需不断努力向上，

该视觉语篇通过视觉图像中光点向上运动的方向映射实现梦想

需要不断向上，构建隐喻概念“实现梦想的方向是光点运动的

方向”，说明要实现理想需不断努力向上。该广告以黑色为背

景，光点全部都为蓝色，并以向上运动的方式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指引观众的作用，观众观看广告时目光就会随着光

点运动而运动，图像中的千万亿个蓝色光点都汇聚成“梦之蓝”

的“梦”，由此突出主题“梦之蓝”，同时也通过视觉、听觉

和图像三个模态构建隐喻概念“梦之蓝代表梦想实现”，隐喻

实现梦想需要有“梦之蓝”“梦之蓝”（酒）是实现梦想的象征，

承载梦想，引领新方向，开拓新天地。

洋河梦之蓝广告构建“光点是梦想”“光点向上运动是梦想

实现的方向”“梦之蓝代表梦想实现”等隐喻概念，最大限度地

激起观众对梦想的憧憬，特别是心怀理想的年轻人士，最终吸引

年轻消费者群体，打开年轻化市场。

表 1　“梦之蓝”视频广告中的跨域映射

源域 映射 目标域

光点 梦想

光点向上运动 实现梦想的方向

梦之蓝 梦想实现

（二）概念意义构建及“缘”文化内涵

部分白酒广告围绕白酒的功能或用途对消费者进行宣传。在

国缘酒的广告中，首先是一名男士走上最高的台阶，前方充满光

芒，而整个人是在另一个近景的背影上，下方的广告词是“成功”

二字。从认知经验看，一个人成功实现梦想就是走向人生巅峰，

且闪闪发光，同时近景的背影营造出一种仰视、伟大的感觉。这

里的最高的台阶上充满光芒的人影以及背景人影作为源域映射目

标域 -- 一名成功人士。接下来，这名成功人士出现在晚宴上，与

朋友举杯庆祝，广告词为“需相助”。设计者通过这个晚宴交谈

的场景寓意酒象征成功，而成功又离不开互助，体现中国“缘文化”

的内涵，从而引起读者内心的认同感。因此，在这篇多模态语篇

中，阶梯上充满光人影与背景跨域映射成功人士，而晚宴上与朋

友举杯庆祝的场景与广告词“需相助”跨域映射成功离不开互助。

广告设计者从“以酒结缘”这一点出发，指出酒对于“缘”文化

的重要作用。

表 2　“国缘酒”视频广告中的跨域映射

源域 映射 目标域

阶梯上充满光芒的人影、背景 成功人士

晚宴上与朋友把酒言欢 成功、拓展社交

四、结语

多模态隐喻广泛应用于各种商业广告中，体现出产品的特性。

本文通过对白酒视频广告的分析发现，白酒广告中的隐喻认知不

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符号，同时还利用图像、声音、颜色的结合，

构建多模态隐喻。洋河梦之蓝，从年轻消费者角度出发，通过多

模态隐喻体现“梦想”文化对人的启迪指引作用，引起消费者内

心共鸣；国缘酒，从社交角度出发，体现“缘”文化内涵，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二者都增强了品牌的宣传力及文化内涵。随着时

代进步，消费行业在广告宣传方面需不断创新，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发掘产品文化内涵，力求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吸引不同消

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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