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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中“贫困”多模态隐喻的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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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框架，对１９８幅以“贫困”为主题的新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进行

了分析。通过对补丁、帽子、碗、陋舍、自然障碍和工具（道具）六类贫困隐喻在输入空间、类属空间

及合成空间中建构意义过程的阐述，探讨了新闻漫画如何通过多模态隐喻对贫困问题及成因进行

多维度的意义构建，既体现了新闻媒 体 及 公 众 对 于 贫 困 问 题 及 贫 困 人 口 形 象 的 态 度，也 展 示 了 我

国时政媒体战胜贫困的积极信念，进而达到对这一社会问题更加深刻系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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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 喻 ” 不 仅 指 隐 喻 的 语 言 形 式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而且指人们思维和行

为的方式，具有建构概念、凸显意义以及塑造价值

等功能［１］。２０世纪末，随着数字技术和多模态交

互的普及，隐喻研究扩展到多模态领域，语言学学

者对多模态隐喻表征形式与认知机制的系统研究

加深了人们对其本质的 认 识［２－３］。近 年 来 新 闻 漫

画中的图像、色彩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间的

意义共建成为国际上多模态隐喻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４－５］。新闻漫画用于报道和评论新闻事件，具有

独特的语类特点，通常会借助隐喻手段的简明、易
于理解的优势，通过图文互动来揭露、批判、讽刺人

物或事件的消极面，表达出仅靠文字无法进行精确

阐释的或过于尖锐使文字难以直言的观点［６－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工作

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贫困

问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拦路虎”，消除

贫困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在

此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加大了在扶贫领域的

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模式报道与“贫困”相关的社

会文化现象。本研究基于概念整合理论，探析以

“贫困”为 主 题 的 新 闻 漫 画 中 多 模 态 隐 喻 对“贫

困”相关意义 的 建 构，旨 在 揭 示 我 国 时 政 媒 体 及

国家和公众对“贫困”的态度，进而阐释该主题漫

画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多模态隐喻的定义与相关研究

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８］将多 模 态 隐 喻 定 义 为 源 域 和 目

标域分别由不同模态方式表征的隐喻，然而，有学

者指出此定义并不适用于对隐含型多模态隐喻即

目标域 或 源 域 隐 去 其 一 的 隐 喻 进 行 研 究［９］；此

外，源域和目标域也有可能由同一模态呈现，其他

模态只发挥辅助作用。基于文献梳理，笔者发现，
目前多数多模态隐喻研究采用了更易于操作的广

义界定，即多模态隐喻是“由两种以上模态共同参

与构建的 隐 喻”［１０］。本 文 将 采 用 此 广 义 定 义 来

界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多模态隐喻研究是从图像隐喻研究逐步发展

起来的。漫画通常以隐喻为主要表现手法，通过

委婉或幽默的方式传达作者的观点［２］，因此 成 为

图像隐喻研究中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语类。基于

漫画的语类特征，国外学者对政治、社评、新闻漫

画等不同体裁的漫画进行了多模态隐喻分析，对

漫画中隐喻意义的建构、解读及特定话题中常见

的隐喻等课题进行了研究［２，１１］。国内多模态隐喻

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包括早期对多模态隐喻

理论的探讨及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１２］，后

期，多模态隐喻研究由理论思辨向实证研究转向，
学者们对其在不同体裁中的特征进行了探析，如

广告［１３］、漫 画［１４］、手 势 语［１５］等，同 时 也 有 学 者 开

展了多 模 态 隐 喻 在 教 学 中 应 用 的 相 关 研 究［１６］。
近年来，我国多模态隐喻研究逐渐聚焦于社会维

度来分析特定话语类型的认知加工过程，如潘艳

艳［１７］通过对两幅政治漫画的分析，强调了多模态

隐喻形成过程中，源域的选择及源域的文化内涵

对 身 份 的 构 建 或 重 新 构 建 的 作 用；蓝 纯 和 左 丹

云［１４］以１２０幅“食品安全”漫画为语料，从多模态

隐喻视角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刘熠［１８］以

６０幅有关教师主题的时政漫画为语料，探讨了我

国时政媒体中与教师相关的多模态隐喻所体现的

教师身份和时政话语对教师身份的建构与重建作

用；赵秀凤和 冯 德 正［１９］通 过 对《经 济 学 人》９４篇

涉华漫画的分析，从社会现实建构的角度分析了

多模态隐转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文献综述显示

近年来基于隐喻视角探究新闻媒体如何以多模态

的方式传达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观点、态度或对特

定群体形象的建构等课题逐渐引起了更多研究者

的关注。如前文所述，贫困是近年来我国一个重

要社会问题，本文以此主题的新闻漫画为语料进

行多模态隐喻的分析，希望通过分析官方媒体的

新闻漫画，反映出我国新闻媒体是如何通过多模

态话语来建构“贫困”意义的，进而反映国家及公

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
另外，通过文献梳理笔者还发现除少 数 进 行

个案分析的多模态研究外［３］，多数研究均采 用 双

域映射模式阐释多模态语篇中的隐喻现象。在漫

画语篇中，多模态隐喻所传达的更多是新奇隐喻，
创作者往往通过创建新奇实体组合或想象场景，
传达源域和目标域所不曾有的新创意义。正如双

域映射难以解释“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ｉｓ　ａ　ｂｕｔｃｈｅｒ”所传

达出的“这个外科医生不称职”的真正含义（因为

该含义没有 出 现 在 源 域 或 目 标 之 中）一 样［２０］，在

漫画语篇中，双域映射同样难以全面阐释语篇所

传达 的 新 创 意 义。然 而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所 提 出 的 概

念整合理论模型由于其所包含的新创结构，能清

晰地阐释这类新奇隐喻意义的建构与推理机制，
比双域映射模式具有更强的阐释力，故本研究基

于概念整合理论对语料进行分析，希望可以更全

面深入地对语料进行阐释。

二、研究设计与理论框架

本文的语料来自中国新闻漫画网（简称新漫

网）［２１］。新漫网 由 中 国 国 家 级 新 闻 媒 体《中 国 日

报》网站主办，是国内第一家专业漫画网站，汇集

了我国高水平新闻漫画作品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数

万幅优秀作品的漫画库，从中选取的漫画较具权

威性和代表性。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访 问

该网站，以“贫 困”为 关 键 词 进 行 搜 索，得 到５１２
个搜 索 结 果（时 间 跨 度：２００３－０３－２４至２０１７－１２－
１８）。为避免个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两名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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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双 人 分 别 进 行 分 析 归 类 的 方 式，参 照

Ｆｏｒｃｅｖｉｌｌｅ提出的甄别标准，并结合多数研究者对

多模态隐喻的广义界定［１４，２２］对语料进行筛选，具

体步骤为：①两种现象在其所出现的语境中分属

不同范畴；②其 中 一 种 可 被 视 为 目 标 Ａ，另 一 种

可被视为始 源 Ｂ，二 者 的 关 系 可 被 表 述 为“Ａ即

Ｂ”，促使读者 将Ｂ的 某 些 特 征、内 涵 或 功 能 映 射

到Ａ上；③Ａ和／或Ｂ主要以一种符号系统和／或

感官模态呈现，另一种或多种符号系统和／或感官

模态起辅助呈现作用。
最终剔除了不含多模态隐喻及多模态隐喻不

以“贫困”为主题的漫画，最后得到１９８幅新闻漫

画作为语料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

① 以“贫困”为主题的新闻漫画是如何通过

多模态隐喻建构意义的？

② 这些多模 态 隐 喻 体 现 了 新 闻 媒 体 及 公 众

对“贫困”怎样的解读及态度？

我们采用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８］所提出的概念整合理

论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所选中的多模态隐喻，该理

论的核心是概念整合网络模型，见图１。

图１概念整合网络

该模型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 空 间 及

一个合成空间，空间之间通过跨空间映射进行对

应连接。其中，输入空间包含来自语域的相关信

息以及文化、语境、观点等其他背景信息；类属空

间包含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抽象结构，形成普遍

结构；合成空间除包含类属空间的普遍结构外，还
包含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投射的特定结构以及合

成空间本身通过“组合、补足、扩展”而建立起的新

创结构。组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将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输入空间投射组合起来并在输入空间之间形

成以前不 存 在 的 新 关 系。补 足（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即

借助背景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在合成空间中使

被 激 活 的 模 式 变 得 完 整 起 来。 扩 展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指合成空间中的结构可以扩展，即

运用人的想象力可以根据新创结构对细节进行无

限的扩展，最终产生合成意义，体现出概念整合理

论的创造性［２０，２３］。

三、语料分析与讨论

我们从１９８幅漫画中识别出的１７个“贫 困”
隐喻，并将这些隐喻按照输入空间特征分为６组：

①补丁；②帽子；③碗；④陋舍；⑤自然障碍；⑥工

具／道具，具体见表１。这些隐喻的目标输入空间

均为“贫困”或与贫困相关的现象。

表１　新闻漫画中出现的“贫困”隐喻

输入空间 数量 总　数

补丁 １０２　 １０２

帽子

向下 ２７
向上 ９
被摘掉 ８
被争抢 ３

４７

碗 ２４　 ２４

陋舍 ２０　 ２０

自然障碍

荒地 ５
悬崖 ３
巨石 ３
泥潭 ２
河 １

１４

工具／道具

木偶 ５
动物 ５
货车 １
垫脚石 １
面具 １

１３

注：数量一列对含有多种“贫困”隐喻的漫画进行重复计数

１．输入空间：补丁

所选漫画 中 采 用 数 量 最 多 的 多 模 态 隐 喻 是

“贫困是补丁”，共１０２个补丁隐喻，“贫困”被呈现

为漏洞、衣服上打着补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是中国文化公众对贫困人口形象的普遍认知，如

图２围绕“补丁”与“贫困”形成两输入空间，其共

有结构表征在类属空间中：空白／缺失、需要填补。
基于共有结构，合成空间从输入空间 中 有 选

择地提取部分结构进行组合，从补丁空间中提取

外套上打着 补 丁 及 相 关 元 素，如 补 丁 上 写 着“医

疗、学费、房价”等，从贫困空间中提取口袋空空、
两手摊开、一脸无奈等元素，建立起新的联系：即

贫困人口在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保障体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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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需要“打 补 丁”，扩 展 出 贫 困 人 口 难 以 有 效

地获取或接触到以上述三方面为代表的公共产品

与服务，需要借助种种“补丁”（如相关政策扶持）
来弥补的合成意义。

图２　身上的补丁（２００６）

此外，语料中“补丁”常与“帽子”“碗”“陋舍”
等贫困相关隐喻搭配出现（共２２幅，占２１．６％），
如图３中，果菜基地建在一只打补丁的碗上供人

参观，基于合成空间模型，“补丁、碗”与“贫困”形

成两输入空间。

图３　贫困县耗资１８亿建果菜基地供领导参观（２０１４）

基于类属空间中“某物具有某功能”的共有结

构，碗上打着补丁、用于盛放粮食、漏洞、裂痕、贫

困县、１８亿、供领导参观、果菜基地这些元素被组

合在合成空间中，建立起新的联系：即用于盛粮食

的碗却盛放了生产水果蔬菜的观光田。碗作为盛

放粮食的容器，如果在一只完好的碗上建有果菜

基地，通过概念整合可以传达出贫困地区在解决

温饱的前提下生产果菜以脱贫致富的含义。而打

了补丁的破碗补足了讨饭碗、贫困人口食不果腹

的含义，由此可以扩展出当地尚未解决贫困人口

吃饭问题，却先建起了供领导参观的果菜基地，把
扶贫款用在了“面子工程”上的讽刺意味。本组语

料中，贫困 人 口 多 是 穿 着 打 补 丁 衣 服 的 形 象（共

８２幅，占８０．４％），联 系 出 现 频 率 较 高 的“贫 困 是

碗”的隐喻，可以看出多数新闻漫画将贫困体现为

吃饭穿衣上的问题，说明我国目前仍存在部分绝

对贫困人口。

２．输入空间：帽子

在中国文化认知中，帽子不仅象征着权力、荣
誉或奖励，也可以指称相应职业或具有相应身份

的人［２４］。本组４７幅漫画围绕“帽子”与“贫困”形

成两输入空 间，经 概 念 整 合 运 演 产 生“贫 困 是 帽

子”的相关隐喻意义。

从帽子类型上看，“贫困”被呈现为以草帽为

主、小丑帽为辅的形象。草帽往往与农民形象相

联系，本组多数（共３７幅，占７８．７％）漫画中的贫

困人口头戴草帽的形象在合成空间中补足了贫困

问题多发生于农村地区这一含义，小丑帽则补足

了戴帽者的滑稽形象，如图４中一名戴有小丑帽

的男子有房有车却假扮“贫困户”的把戏被画面上

方一只带有互联网标记的大手揭穿而现出原形。
“小丑帽”与“贫困户”形成两输入空间，其中小丑

帽、满头大汗、贫困户、有房有车等元素基于类属

空间“身份形象”的共有结构进入合成空间，组合

建立新的联系：小丑帽戴在有房有车的“贫困户”

头上。小丑表演滑稽、夸张、华而不实的特点补足

了“戴着穷帽子过着富日子”的滑稽场景，扩展出

假装贫困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合成意义。语料中出

现的小丑帽多戴在地方官员或假贫困户的头上，

滑稽的场景传达出媒体对戴帽者欺上瞒下、作秀

骗取扶贫资金做法的讽刺。同时，图４运用基础

隐喻“有权者为大／无权者为小”和“有权者在上／

无权者在下”，凸显出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等现代

监督手段的威慑力，“带有互联网标志的大手”和

语料中常出现的“放大镜”“目击者”“报信的小鸟”

等图像类似，均传达出媒体号召社会各界通过监

督手段打击此类不良行为的决心。

图４　“贫困户”（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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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帽子的朝向来看，本组漫画分为向下和向

上的帽子。向下的帽子具有遮掩作用，如图５中

盖着某县办公大楼的草帽被一阵风掀开，漫画围

绕“草帽”与“贫困”形成两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呈

现出其共有结构：事物的特质及功能。

图５　脱“贫”露“富”（２０１５）

基于共有结构，合成空间从草帽空间 提 取 用

于遮盖办公楼、质量轻、被掀开等元素，从贫困空

间提取贫困县、脱“贫”露“富”等元素，建立了新的

联系：贫困帽下盖着贫困县华丽的办公楼。合成

空间中贫困县与华丽办公楼组合的不协调性使公

众意识到贫困县当权者假借贫困中饱私囊的社会

不良现象，而轻质的贫困帽被掀开可以扩展出以

贫困为由与民争利的不法行为是遮盖不住的，迟

早会露出马脚的合成意义。本组语料中，将贫困

呈现为“向下的帽子”的漫画数量最多，语料中的

贫困帽下藏着金钱或豪宅、豪车、华丽的办公楼等

奢侈品，讽刺了地方机构以贫困为由的一些利己

行为，正是这些行为，使得贫困人口更为贫困，摆

脱贫困变得困难重重。
“向上的帽子”意味着求取资助，符合人们通

常对于乞讨者通过向上的帽子进行乞讨的认知形

象。如图６中一排豪华办公楼建在写有“贫困县”
三字的草帽上的情景使画中人物十分惊异。

图６　如此规模（２０１５）

基于概念整合模型，帽子、质 地 柔 软 脆 弱、用

于盛放办公楼、求取资助、贫困县等元素基于类属

空间中“事物的特质及功能”的共有结构进入合成

空间，组合建立起新的联系：贫困县的豪华办公楼

没有地基，而是被贫困帽盛着。合成空间中，以贫

困帽为基 础 建 高 楼 扩 展 出 贫 困 是 获 得 资 助 的 来

源／基础的含义。同时，帽子质地柔软的特性补足

了当权者的贪腐行为不仅压垮了贫困人口，也使其

自身处境岌岌可危的意义，传达出媒体劝诫当权者

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语料中“向上的帽子”往往

异常巨大，或盛满金钱或成为高楼、豪车、节庆晚会

的展示台，漫画以此讽刺了有地方机构以扶贫为由

向各处“化缘”，却未将得到的巨额资金用于帮扶贫

困人口，反而加剧了国家扶贫负担的行为。
从人们对待帽子的态度方面，本组漫 画 分 为

“被摘掉的帽子”和“被争抢的帽子”两类。“被摘

掉的贫困帽”意味着贫困可以被摆脱，体现了人们

战胜贫困的决心。
基于概念整合模型，草帽易替换、显示戴帽人

职业、贫困帽、脱贫等元素基于类属空间中“身份

形象”的共有结构进入合成空间，并组合产生新联

系：摘掉贫困帽换上新斗笠。帽子作为身外之物、
易于被替换的特点以及流行语“摘掉贫困的帽子”
共同补足了贫困现象可以被摆脱的含义，扩展出

多发于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可以被改善、被消除

的合成意义。语料中摘掉贫困帽的人往往手持锄

头、铁锤等劳动工具，在路标、“扶贫政策的大手”
的指引与推动下走上致富之路，漫画传递出通过

个人努力及社会帮扶，贫困人口可以改善现状、摆
脱贫困的积极态度。被争抢的贫困帽意味着争夺

扶贫资源，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讽刺了个别人或

单位利用这顶贫困的帽子骗取利益的社会现象。
如图７上方的草帽和一捆钞票系在了一起，图片

下方伸出数十只手来争抢草帽。基于概念整合模

型，草帽、从天而降、抢、贫困县、资金等元素基于

类属空间中“获利的来源”的共有结构进入合成空

间并相互作用。

图７　抢着要（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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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漫画的显性语言中没有提及资金的用途

及来源，但从天而降、贫困帽和资金的组合补足了

资金是来自上级单位的扶贫款这一含义，使读者

扩展出以贫困为由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与上级单位

扶持的合成意义，揭示了帽子被争抢的原因。本

组语料中，由于戴上“贫困帽”同时也意味着获得

上级扶持，漫画通过呈现代表艰苦落后的贫困帽

被你争我夺的场景，讽刺了争抢“贫困帽”者企图

坐享国家扶贫政策等不劳而获的行为。
本组漫画中“帽子”隐喻被运用于不同情境，

但都意味着 戴 上“贫 困 帽”就 获 得 了 外 界 赋 予 的

“贫困人口”外在形象。争夺“贫困帽“往往是为了

获得 利 益，而 并 非 出 于 戴 帽 者 内 在 的 身 份 认 同。
由此，摘掉“贫困帽”即是摆脱了“贫困人口”的外

在形象，无论是真正贫困户的脱贫还是假贫困户

被拆穿（如图４），摘掉贫困帽都传递出积极意义。

３．输入空间：碗
本组３４幅漫画中，“贫困”被呈现为 空 碗、破

碗，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推出“贫困是碗”的相

关隐喻意义。“端着饭碗，食不果腹”也反映出公

众对贫困人口形象的普遍认知，如图８中扶贫人

员给贫困户戴上了“我要富”的翅膀，贫困户手指

高处尝试脱离“等、靠、要”的碗。

图８　插上翅膀（２０１７）

基于概念 整 合 模 型，碗 输 入 空 间 包 含 破 碗、
“等、靠、要”等元素，贫困输入空间包含贫困户、扶
贫、“我要富”、翅膀、贫困户的姿势等元素。基于

类属空间中“思想观念”的共有结构，进入合成空

间并组合产生新的联系。其中“等、靠、要”和“我

要富”分别与碗组合，使读者脑海中贫困人口安于

扶贫补助提供“物质食粮”的温巢与汲取“精神食

粮”萌发脱贫意识这两种思想观念完整起来。结

合翅膀带给想要脱离饭碗的贫困户“展翅高飞”的
能力，扩展出贫困人口既要有脱贫意识也要有脱

贫能力，才能脱离对物质补助的消极依赖这一合

成意义。通过对本组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其一，

漫画展现出本应盛放粮食的碗中却盛放了巡视组

的酒桌、官员的座椅、豪宅等的事物，抨击了官员

侵占本应 用 来 解 决 贫 困 人 口 吃 饭 问 题 的 扶 贫 资

源，加剧了贫困人口生存压力的行为；其二，端着

饭碗的两类形象中，地方官员的碗里盛满了财物

而贫困人口的碗中却一无所获或仅有少量财物，
漫画揭示出在政策扶持下，多数利益被地方官员

所截留，贫困人口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导致自身

社会权利保障不足的现象；其三，从早期语料中所

描绘的向碗中放入财物到２０１７年后的作品中开

始出现的为贫困人口脑海中注入脱贫的斗志，漫

画展现出贫困不仅包括物质生活匮乏而且包括贫

困人口精神生活的短缺与怠惰。部分贫困人口认

为贫困治理是政府的事，产生了“等、靠、要”的思

想，从而被动接受或积极索取国家扶贫物资，这种

行为不仅损耗了大量国家资源，也放大了国家的

责任，并缩小了个人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激发贫

困群众的主体性成为扶贫工作中的关键，正如《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所提出的，
要“加强引导，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扶贫

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

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

现脱贫致富”［２５］。

４．输入空间：陋舍

本组２０幅漫画中，“贫困”被呈现为破旧的小

房子，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推出“贫困是陋舍”的
相关隐喻意义。陋舍直观地投射出贫困人口的生

存状态，如图９围绕“陋舍”与“贫困”形成两输入空

间，其 共 有 结 构“生 存、发 展 环 境”体 现 在 类 属 空

间中。

图９　穷的光荣（２０１４）

基于共有结构，陋舍空间中 学 校、局 促 狭 小、
灰暗破败、摇摇欲坠等元素与贫困空间中穷、贫困

县等元素进入合成空间。作为学生学习、身心发

展的场所，贫困县学校狭小、破败等特征补足了贫

困令人发展受限、权利受侵害的意义，并可能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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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联想到 狭 小 的 生 存 空 间 无 法 满 足 人 的 发 展 需

求，会迫使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寻求更好

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如图１０），导致扶贫工作中劳

动力匮乏、贫困地区自主性发展受限，进而延续并

加剧当地贫困问题，带来“房倒屋塌”的局面这一

发生在部分贫困地区的现象。

图１０　打工去（２０１３）

本组语料中，将贫困地区的学校呈现 为 陋 舍

的漫画最多（共６幅，占３０％），从 以 贫 困 为 主 题

的新闻漫画整体来看，涉及教育场景的语料所占

比重也最大（共４３幅，占２１．７％），可见媒体密切

关注教育贫困问题，并通过新闻漫画揭露贫困地

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程度难以满足当

地科教扶贫需求，使贫困家庭出现贫困的代际传

递现象、造成贫困地区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５．输入空间：自然障碍

本组１４幅漫画中，“贫困”被呈现为 荒 地、悬

崖、巨石、泥潭的形象，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推

出“贫困是自然障碍”的相关隐喻意义。上述自然

障碍投射出贫困人口生活中的困境，如图１１中，
医生拉住了即将掉下悬崖的农村贫困患者的手，
使患者免于 跌 入“就 医 垫 资 压 力 和 费 用 负 担”的

泥潭。

图１１　雪中送炭（２０１７）

漫画围绕“自然障碍”与“贫困”形成两输入空

间，自然障碍空间包含泥潭、陡崖等元素，贫困空

间包 含 就 医 垫 资 压 力、费 用 负 担、伸 手 求 助 等 元

素。类属空间包含两种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现

状难以自然改变需借外力克服。基于共有结构，

输入空间 中 各 元 素 通 过 选 择 性 投 射 进 入 合 成 空

间，组合产生新的联系：贫困患者身处险境，医生

及时抓住了患者的手使其免于跌入泥潭。组合中

自然环境的恶劣、难以逾越、难以脱身的特点补足

了贫困令人生存环境恶劣、难以抵御外来风险、陷
入窘境难以脱身的含义，也进一步扩展出外界的

态度是伸出援手还是坐视不管会影响贫困人口命

运的合成意义。从收集到的语料看，多数漫画呈

现出相关部门或爱心人士运用现代化设备有针对

性地克服各类阻碍，向贫困人口伸出援手的行为。
由此可见贫困治理除政府主导外，已有越来越多

的社会各方主动发挥力量，针对扶贫对象的具体

情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实施精准帮扶，展现出

社会各界“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战胜贫困的坚定

信念。

６．输入空间：工具／道具

本组１３幅漫画中，贫困被呈现为动物、木偶、
货车、垫脚石、面具的形象，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可

以推出“贫困是工具／道具”的相关隐喻意义。工

具／道具投射出 贫 困 人 口 受 压 榨 的 问 题，如 图１２
中一匹瘸腿瘦马，马头上写着特供酒，马尾上挂着

贫 困 县 的 旗，驮 着 一 个 大 腹 便 便 的 饮 酒 者 艰 难

前行。

图１２　贫困县里特供酒（２０１３）

基于概念整合模型，工具／道具输入空间中包

含瘸 腿 瘦 马、形 似 酒 瓶 的 马 头、驮 着 饮 酒 者 等 元

素，贫 困 输 入 空 间 包 含 贫 困 县、县 里 特 供 酒 等 元

素，其共有结构“工具／工具使用者”体现在类属空

间中。基于共有结构，输入空间中各元素通过选

择性投射进入合成空间。合成空间中，瘸腿瘦马

与贫困县、装着特供酒的马头与饮酒者组合产生

新的联系：代表着贫困县的瘸腿瘦马受到沉重骑

马人“敲骨吸髓”式的压迫，这一组合补足了贫困

人口社会地位低下、承载着外界压力与重担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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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使公众意识到贫困成为了压榨贫困者以牟利

的工具这一合成意义。
本组语料中，漫画一方面将贫困人口 降 格 隐

喻为不同种类的工具、道具，传达出正如工具、道

具受制于人类，贫困人口受制于贫困，即贫困不仅

降低了人的生活标准，也剥夺了人的尊严与体面。
另一方面，漫画通过呈现贫困人口被迫承受外界

重压、任人摆布的无助形象，抨击了部分机构、个

人损害贫困者权益的行为。

四、结　　语

以上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所收集语料中的多

模态隐喻进行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该理论对漫画

中新奇隐喻意义的阐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了从多模态角度考察以“贫困”为主题的时政漫画

中隐喻意义的建构，是了解社会如何看待贫困问

题的有效途径。笔者基于语料分析发现：其一，新
闻漫画通过将“贫困”呈现为补丁、帽子、碗、陋舍、
自然障碍、工具／道具等形象，多维度展示 出 贫 困

问题的成因及相应特点，包括医疗条件落后，一些

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

差，产生长期和跨代贫困；生活条件恶劣，而贫困

人口抗贫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大额现金支出就陷

入贫困等，印证了贫困不仅包括收入贫困，还包括

健康、教 育、基 础 设 施、居 住 条 件 等 多 方 面 贫

困［２６］。其二，漫画中多选用补丁、破饭碗、陋舍这

些中国文化中传统的贫困隐喻激活公众对贫困人

口形象的认知，说明在多数人心中贫困人口仍是

缺衣少食居于穷巷陋室的、为生存而挣扎的、难以

改变自身现状的求助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

年来漫画中出现了“贫困是工具／道具”等新隐喻，
反映出社会对贫困人口看法的多维化，即从单纯

关注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逐渐增加了对其能力、
权利、社 会 地 位 及 内 心 想 法 等 多 个 维 度 的 关 注。
漫画呈现出社会扶贫思路也从物质帮扶开始转向

精 神 帮 扶，这 一 趋 势 符 合 马 斯 洛 的 需 求 层 次 理

论［２７］，说明我国贫困人口从过去低层次的物质生

活需求开始转向精神需求。其三，从整体上看，中
国新闻漫画网中的漫画主题以讽刺、批判扶贫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为主，传递“脱贫致富”等积极信

息的隐喻数量较少（共２３幅，占１２％），揭露问题

含有消 极 意 义 的 隐 喻 居 多（共１７５幅，占８８％）。
这些消极隐喻传达出正是当权者以贫困为由中饱

私囊等行为加剧了贫困者的贫困，也增加了脱贫

工作的难度，体现出新闻漫画揭露社会问题、批判

不良行为的语类特征［６－７］。
新漫网作为面向社会主流人群的媒 体，对 国

家、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强大

的支撑作用，其对社会现象的解读会长期、潜移默

化地影响公 众 的 基 本 立 场、观 点 和 思 维 方 式［２８］。
由此我们建议新漫网在未来的报道中传递更多积

极的战胜贫困的信息。在针砭时弊的同时，部分

漫画对扶贫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
包括：推进贫困人口识别工作，精准帮扶，并构建

扶贫退出机制，杜绝“戴着穷帽子、过着富日子”的
现象；推进教育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劳动者素质、
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避免长期和跨代贫困；进

行思想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精

神动力。可见，这些以“贫困”为主题的新闻漫画

通过多模态隐喻揭示了我国与贫困相关的主要问

题，建构了新闻媒体及公众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解

及对于贫困人口形象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表达

了我国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发现问题、应对问题的

积极态度与战胜贫困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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