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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Kress和van Leeuwen的多模态交际理论框架下，探讨贵州六盘水市的城市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

六盘水因“三线”建设而生，城市管理者(即政府或“修辞者”)在为其定位时，选择“三线”话语与受

众进行交际。该话语形成于特定的文化和情景语境，内涵包括交际意图(宣传教化)，“三线”建设的行

为者(决策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对“三线”建设的诠释和评价等。“设计者”选择建筑物、雕塑、壁

画、实物、文字和图片等模态，利用其“供用特征”组合配置成单个或集中的城市景观。“生产者”选

择最可及、受众最熟悉、与“三线”建设最相关的钢铁、岩石、通俗词句等材料，黑、红主色和“三线”

建设中使用、生产过的实物，利用其“来源”及“经验性意义潜势”，将“三线”符号产品零星或集中

放置于高速服务区、城区地标、博物馆和文化长廊，在表达“三线”话语意义的同时，其“发行”因符

号资源的自身特质也受到了一定阻碍。此外，散落于文化长廊的一些符号产品实现“凉都旅游”话语，

与“三线”话语的符号实体在布局和配置上不够连贯，整合效果欠佳，两种话语分离甚至割裂，说明“修

辞者”在城市转型时没能有效组合话语，设计上也存在断带和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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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modal theory of Kress and van Leeuwe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Liupanshui, Guizhou, a city born out of “Sanxian” (also known as the 
“Third-Front” Movement). Administrators of Liupanshui (i.e., the government or “rhetoricians”) has 
chosen the “Sanxian” discourse and tried to communicate it to the audience in their attempt to define 
the city. Having developed in a uniqu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situation, this discourse consists of com-
municative intention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gents (the decision makers, executors and partic-
ipants) of “Sanxian”, as well as it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the 
designers chosen the modalities of buildings, sculptures, murals, objects, texts and pictures, and by 
exploiting their “affordances”, have configured them into individual or compound urban landscapes. 
By selecting materials the most accessible and familiar to the audience including steel, rock, popular 
phrases, primary colors like black and red, and physical objects used and manufactured during “San-
xian”, and by making use of the “provenance” and “experiential meaning potentials” of these entities, 
the producers then scattered or clustered the “Sanxian” semiotic products in highway service areas, 
urban landmarks, museums and the culture corridor. While successful in communicating the “Sanxian” 
discourse, distribution was also hindered to a certain extent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emiotic re-
sources themselves. Besides, semiotic products dispersed in the culture corridor, while realizing the 
“Liangdu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discourse, are incoherent with the “Sanxian” entities in either lay-
out or configuration and thus cause disunity. This disconnection is a suggestion of gaps and inconsist-
encies in the design of the “rhetoricians”, who somehow failed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two dis-
courses dur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Liupan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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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是达到一定规模的人类聚居空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出现标志着

人类文明达到一定水平和高度。从社会学角度看，“城市”是具有某些特征、在地理上有边界的社会组

织形式[1]。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是一个“各方关系集合的载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有“容纳”和

“交换”的意义，是一种“空间”、“媒介”，承载容纳、培育传承存在于其中的物质和精神，扮演着

一种介质性角色，履行着传播信息的功能[2]。城市的“媒介”属性意味着每个城市都有生发、构建和传

播特定话语的动因，而城市话语无论表达何种内涵，通常都以多模态形式实现。城市话语的建构过程就

是一个多模态交际事件或话语实践。 

2. 多模态交际理论 

所谓“交际”，是指一个表达、产出、诠释或使用符号产品或事件的过程，该产品或事件可以是一

座城市、一幢建筑、一间卧室、一部电影、一篇文章等；“多模态交际”则是一个设计符号产品或事件

时运用多个模态的过程[3]。多模态交际的核心是多模态话语，其过程即多模态话语的建构过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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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多模态交际也是以“行动”为中心的[4]。 
多模态交际理论是关于多模态交际实践或话语事件的理论，它关注的是“实践”和“资源”的使用，

专门研究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多模态手段进行表征和交际[3]。运用多模态手段进行表征和交际的过程即多

模态话语的建构过程，该过程由“内容”和“表达”两个层次组成。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包括多

模态话语建构在内的任何交际行为所创造的“意义”都会发生在四个“层面”–“话语”、“设计”、

“生产”和“发行”；其中，“话语”和“设计”属于“内容”层次，“生产”和“发行”属于“表达”

层次，每个层次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新的话语意义[3]。 

2.1. 话语 

“话语”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关于现实的知识(体系)。“社会性”意味着话语发源于特定和具体的

社会语境，其建构方式与该社会语境中行为者的兴趣或关注点相符[3]。由于社会现实是一个复杂多变的

体系，因此即使在某一具体领域也会存在几个不同的、可供社会成员选择的话语。在社会交际中，人们

会根据各自的交际环境选择最感兴趣的、最契合自己关注点的话语来建构和使用。多模态话语则是运用

多种符号模态及其组合来设计符号产品或事件从而产出的“知识构型”[5]。 
作为社会现实的知识(体系)，话语的内涵不仅包括交际者对特定现实的了解(如事件、参与者、行为

等)，还包括各方对现实的评价、诠释、判断、争论、目的和合法化论证等，这些评价和论证在话语中可

明示也可暗示，可成为一种教化、教育工具，一种交际介质，传递某个社会群体的思想和理念[3]。 
Kress 后来用“修辞”替代了“话语”，它是“修辞者”在语境驱动和影响下选择某种话语意义和听众

进行交际的过程；话语的核心是意义，其他层面上的交际行为都是为了话语意义的产出和体现服务的[6]。 
多模态话语的建构由意义建构和意义体现组成[6]，前者属于“修辞”领域，涉及话语意义的选择，

是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的基础。多模态话语的建构者，即“修辞者”，需要对某一事件作出处理，在理

解、诠释的基础上做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并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表达、传播出来，从而完成话语实

践过程。该过程的第一步是选择话语意义，“修辞者”需考虑自己的交际意图、个体和群体的兴趣、交

际双方的特点和关系等情景语境因素，而情景语境是由文化语境决定的，是文化语境的一部分[6]。 
张德禄认为，“文化”即文化语境，是所有社会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为社会交际活动提供环境和

可选择的资源系统[7]。文化是一个意义系统、一套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包含了意义潜势和行为潜势，

是人们思维和行动方式、信念和价值观的集合[4]。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是一个或多个符号系统共同赖

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它在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功能是激活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和体裁结构，规定

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模态配置模式等[7] [8]。 
情景语境包含三个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9]。社会活动中，“修辞者”根据其具体环境、交际目

的、兴趣关注等选择交流的意义和行为模式，形成多模态话语；也就是说，情景语境可直接激活“话语”[4]。 

2.2. 设计 

“设计”是在交际情境中实现话语意义的方式，它将社会性建构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行为或社会交际。

设计跟话语一样，属于多模态交际过程中的概念化和抽象的层面，修辞者在该层面需构思出一个话语或

几个话语的组合、某一具体的交际行为以及具体的模态组合方式。设计是由话语特征和模式以及设计者

对符号资源的了解程度决定的，同时也受到受众目的、兴趣和特点，情景语境所提供的现实条件如可及

性的影响[3]。 
多模态话语的设计者需要选择合适的模态来实现话语意义。“模态”属于话语建构的内容范畴，是

让话语得以实现的抽象形式。话语设计者在选择模态时，一方面受制于话语意义，另一方面也受到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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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制约[3]。另外，设计者也需要选择适合交际目的、受众和情景语境的模态，要遵循“经济原则”

和“适切原则”[4]。 
任何一种模态都是由符号组成的交际系统，选择模态也是选择符号系统[5]。符号系统由源自文化的

多模态符号资源构成。话语设计者根据模态符号的“供用特征”即意义潜势来选择符号[4] [10]。符号的

意义潜势与其来源(provenance)和隐喻性意义，即“经验性的意义潜势”密切相关[3]。此外，话语设计者

在选择模态和符号时，还要充分考虑模态符号系统的实用性。 
话语中的模态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实现交际者的话语意义。话语设计者要

以最佳方式配置和组合模态，有意识地选择和精心设计可以成功配置模态，实现有效交际，达到交际目

的[5]。 

2.3. 生产与发行 

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的“生产”层面是产生实际和物质的符号事件的过程。该过程需要生产者拥有

一整套技能，这些技能与符号模态无直接关联，而是和符号的“介质”或“媒介”发生关系。“发行”

则是“表达”层面上进一步细化、分层的结果，是在符号产品或事件产出后，为保存、传播或推广而付

诸的行为实践[3]。 
生产和发行同属话语的“表达”层面，都是话语和设计的结果。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中，若生产者

和发行方完全受制于话语和设计而缺少自主性或创造力，二者就不能被视作符号行为；不过在某些情况

下，二者可能会给符号产品增添新的意义，从而丰富甚至改变原有的话语意义[3]。总之，多模态话语建

构过程往往牵涉各方参与者，其关系和权力结构直接影响符号产品的面貌。 

3. 城市多模态话语建构实例：六盘水市 

位于贵州省西部的六盘水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由“六枝”“盘县”和“水城”三地组合而成，

其诞生和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息息相关。1964 年，中共中央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中西

部工业出发，作出了建设“大三线”的战略决策，六枝、盘县和水城被确立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煤炭

基地，三个矿区应运而生，接受 1965 年成立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领导；1966 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六

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至此开始使用“六盘水”一名；1978 年，六盘水地区撤销并改为六盘水市，

标志着作为城市的“六盘水”正式诞生。以下就以六盘水市为例，探讨城市多模态话语的建构过程。 

3.1. “三线”话语 

每一个现代城市都有打造和树立独特形象，并将其对内对外推广和宣传的欲望。城市形象是其身份

和地位的外在表现，城市“身份”即“它是谁”、“它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城市“形象”则意味着

“人们如何看待这座城”、“城市该如何调整并提升人们对它的看法”。城市形象建设有许多途径，话

语建构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11]。 
进入新世纪后，六盘水开始着力打造自身形象和构建若干个城市话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三线”

话语，它强调六盘水和“三线”建设密不可分的联系，将“三线”建设定性为城市建设的根本、经济发

展的基石和城市文化的灵魂。 

3.1.1. “三线”话语的文化与情景语境 
历史上，六盘水地区经历过古老的牂牁文化和夜郎文化，境内的乌蒙山是红军长征经过并召开重要

会议的场所，还是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六盘水选择构建“三线”话语以树立和传播其城市

形象，是特定的文化和情景语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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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重要的阶段，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规模极大的工业迁移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始终注重红色文化和集

体主义文化宣传和教育；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赓续传承包括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和集体主义

文化的传统文化。“三线”建设及其话语作为上述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 60、70 年代六盘水人创

建、生活和浸染其中的一种独特文化，在六盘水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中自然会被反复激活、讨论和传播。 
21 世纪以来，六盘水的城市话语主体和主导者大多是出生和成长于“三线”建设及其文化语境的管

理者和宣传部门，在创建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市民与城市认同和扩大对外宣传和教育的内在

驱动下，在宏观叙事需求的大环境中，他们选择了“三线”话语作为六盘水城市话语建构和传播的对象。 

3.1.2. “三线”话语的内涵 
六盘水“三线”话语是关于该“三线”建设城市的知识体系，它包含了一系列重要事实，例如六盘

水是一个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创建的“无中生有”的城市，是新中国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

的建设，尤其是备战备荒年代生产和输送煤炭、钢铁、电力等重要物资的城市。六盘水“三线”建设的

主体有中央领导(如邓小平、彭德怀)、解放军工程部队、省外的钢铁和电力支援企业，还有本地土生土长

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在“三线”建设中一起开矿、炼钢、铺轨、建房和制造工业材料，是“三线”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促成者，也是想要“三线”文化和精神被牢记、被学习和强化、被永恒传承的群体。 
“三线”话语还包含了话语主体对“三线”建设的理解、评价和情感。六盘水是“三线”建设催生

出的城市，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六盘水，“三线”建设是六盘水城市发展和崛起的基石。正如《六

盘水日报》2021 年 6 月 20 日的头版文章指出：“三线”建设是六盘水的根，“三线”企业是六盘水的

本，“三线”精神是六盘水的魂[12]。这些理解和评价体现了六盘水话语主体(政府及宣传部门)的思维方

式、信念和价值观，是决定了六盘水城市话语选择的文化语境，也为其“三线”话语建构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系统。 
“三线”建设启动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中国建设面临严峻

挑战。六盘水位于贫瘠、落后的西部山区，“三线”建设成功实施，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结果，它们是“三线”建设的精神，也是“三线”话语的核心意义和内涵。 

3.2. “三线”话语设计 

“三线”话语的设计者担负着将上述“三线”知识、内涵和评价转化为社会行为或社会交际的任务。

要实现这一转化，设计者必须根据自己对各类符号资源的了解(尤其是符号的供用特征和意义潜势)，根据

话语受众的特点、兴趣和目的，根据六盘水的现实条件(如人力、物力和财力)，构思和选择具体的符号模

态及其组合配置模式。此外，由于该话语设计还要依托城市空间来实现，设计者还应选择模态放置的物

理位置。 
为了实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这 16 字“三线”精神和话语意义，

六盘水的设计者选择了建筑、雕塑、壁画、实物、图片和文字等多个符号模态。除文字和图片外，这些符

号模态大多具有三维特点(壁画的支撑物也是三维的)，是空间性的能指系统，可见、可触摸但不可移动且

数量有限；但同时又是时间性的意义系统，因为它们会随时间流逝而磨损、褪色和陈旧。总的来看，建

筑、雕塑、壁画和实物等模态拥有稳固牢实、直观具象、原始真实等意义潜势，其空间属性能让受众身

临其境，其时间属性产生的距离能让受众体会时代差异和历史的厚重感，其物质属性能让受众去触碰、

去经验而拥有交互意义潜势或“经验性的意义潜势”。同时，这些模态系统也包含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符

号资源，比如各种材料、颜色、形状、大小等，意义潜势丰富，感染力强，可较为成功地表达“三线”话

语，在实现为具体的物质后大多成为六盘水的城市景观乃至地标建筑，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和机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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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学习。相比，图片模态是对建筑、雕塑、壁画和实物等模态的复制和再设计，可看作“发行”层面

上的一个模态，其平面化特征削弱了上述模态的意义潜势，其轻薄、易损和脆弱的属性减弱了“三线”

话语的厚重感，但其易携带、易流通的特性却有助于“三线”话语的传播。文字模态具有强大的表达功

能，教育、宣传是其供用特征，虽不如实物或雕塑直接、直观，但精心设计和产出的文字语篇对于某些

社会群体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此外，不管是哪一种模态，都可以和其他交际事件(如口头宣讲会、博物

馆内的讲解等)融合一起，共同表达和传播“三线”话语，不断巩固、强化其宣教功能。 

3.3. “三线”话语生产 

“生产”是用物质形式将符号产品或事件表达出来，可以是“原型”或“母版”，也可以是最终产

品(如可销售的产品)；“生产”给予设计可感知形式，同时又增添新的意义，而新的意义往往来自使用材

料的特点，即“经验性的意义潜势”[3]。 
“三线”话语的生产过程将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话

语设计过程转化为物质形式。这些形式大多是视觉上的、具有空间属性的符号产品，如具体的建筑、雕塑、

实物和复制模型、壁画、图片和文字等，生产者在产出时利用了其材料(即媒介)、材料的质地、重量、颜色、

大小、比例、使用的工具以及摆放的位置等资源，以最大化地实现话语主体的交际意图和话语意义。 

3.3.1. 建筑 
“三线”话语最为显著的物质形式是位于市中心的两大建筑综合体——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和

“凉都记忆·三线文化长廊–三线文化创意小镇”。这两大综合体耗资大，占地广，地理位置突出，在

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和近年来各类网红的分享和力推下，已成为六盘水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尤其是前者，

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以及六盘水城市的标志物，也充分证明了“三线”话

语的首要地位。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于 2013 年 8 月开馆，是国内首家以“三线”为主题的博物馆，由展厅、工

业体验馆、人民礼堂等构成，馆内不仅陈列了“三线”建设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生产生活工具、历史文献、

歌曲和图片等，还以大型雕塑、框架结构等形式复制、还原了“三线”建设的生产、生活场景。馆内许

多展品都是“三线”建设时使用或创造的实物，如车床、火车头、凿子、斧头、笔记本、账本、石磨、手

摇式报警器、打字机等，这些实物逼真、陈旧甚至破损明显，穿越时空呈现在受众面前，带有极强的时

代烙印，给人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拥有很强的叙事功能。博物馆是一个时空结合体，通过呈现“三

线”建设中真实的人、物、场景甚至(录制下来的)声音，通过促使受众看、听、触摸、走动等经验行为，

去领略、诠释、吸收和认同“三线”文化故事以及话语主体的话语意义(图 1~3)。 
“凉都记忆·三线文化长廊-三线文化创意小镇”建于 2016 年，是一座长 10 公里、沿六盘水水城河

修建的长廊。长廊设计以弘扬“三线”文化为交际目的，同时试图融合“生态”、“旅游”和“产业”，

意欲展现近年来六盘水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和“三线”建设博物馆一样，长廊将“三线”话

语意义实现为广阔空间，由大量的人、物塑像、浮雕、集装箱房、壁画、实物、标语、地图和图片等构

成，是一个模态系统和符号系统的复杂综合体，其中的“三线”话语表达是比较成功的(图 4~6)。 
值得一提的是“三线”文化长廊上的小型房屋(图 5)，它们大多用旧集装箱堆积、焊接制成，方正、

硬朗，被用作店铺和公共卫生间。“三线”建设时，从六盘水三大矿区挖出的煤炭通过新建的川黔和贵

昆铁路运往贵阳、攀枝花以及本地的水城钢铁厂，冶炼的钢材输送给各类工业企业制造各种下游产品，

包括运货用的集装箱。集装箱是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的重要工具，对全球化、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保护环

境都有重要价值，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之一。“三线”话语生产者选择集装箱这一媒介，是想利用其

现代工业符号的意义潜势，表达“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话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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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uizhou “Sanxian” museum—main exhibition hall 
图 1.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主展厅 

 

 

Figure 2. A lathe in Guizhou “Sanxian” museum 
图 2. 贵州“三线”设博物馆内的车床 

 

 

Figure 3. Guizhou “Sanxian” museum—coal mining 
图 3.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煤矿作业 

 

 
Figure 4. “Sanxian” culture corridor—starting point 
图 4. “三线”文化长廊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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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 container house in “Sanxian” culture corridor 
图 5. “三线”文化长廊里的集装箱房 

 

 
Figure 6. “Sanxian” culture corridor—Dong Jie 
图 6. “三线”文化长廊——东街起点 

 
此外，两大建筑综合体都建在六盘水市中心，说明“三线”话语在构建城市身份和形象时占据了重

要地位。话语主体利用建筑综合体规模庞大、坚实牢固、恒定持久以及强大的空间属性，实现了“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话语。同时，综合体周围人口密集，商业繁

荣，游客众多，受众量大，对于“三线”话语的传播是很有利的。 

3.3.2. 雕塑 
分布于六盘水市各处且数量众多的雕塑，也是“三线”话语较为有效的符号产出物。这些雕塑有的零

星散落在城区的十字路口、中小学大门对面和高速服务区，有的则集中放置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或文化长廊

上，选址都是有目的而非随意的，在实现“三线”话语的同时又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市民和游客进行教育

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发挥了话语的传播功能。制作工艺上，这些雕塑有的是浮雕，有的是冶铸，

有的通过焊接而成，使用了工业生产中的常用工具和流程，生产行为较为原始、粗放和硬朗，非常贴近“三

线”话语中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材料选用上，这些雕塑用石头、铁和铜制成，其中石头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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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水地区最为常见、“可及性”最强的材料，铁和铜是“三线”建设参与者们经常接触和生产的物质，也

是“三线”建设行为的重要成果，作为交际媒介，它们拥有“原始”、“粗糙”、“坚硬”、“沉重”等

物质特征，可有效表达“三线”建设参与者坚毅实干、不畏困难和沉稳庄严等品质，较好地实现了“自力

更生”和“艰苦创业”的话语意义。颜色选用上，这些雕塑大多采用黑、红色；其中，凝重、冷静的黑色

是“三线”建设主要产品煤和钢的颜色，也是煤矿和炼钢工人身上，尤其是脸上沾染的泥尘颜色；热烈、

旺盛的红色是国旗、党旗和革命的颜色，是融化的钢水、熔炉中火焰以及“三线”建设者身体中流动的血

液颜色，实现“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等话语意义。表现内容上，这些雕塑大多数刻画“三线”建设

中的“人”——有个人也有群体，后者表达“团结协作”的话语意义(图 13)；有“三线”建设的决策者(如
邓小平、彭德怀，图 7)、也有执行者(如工人和铁道兵，图 9、图 12)和参与者(当地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
所有的“执行者”都手拿工具(如凿子、钢钎、铁锨等)，着力表现“三线”建设者的行为和劳动场面，强调

“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的话语意义。同时，这些主体大多表情严肃、神色凝重，与特定的时代氛围

和“三线”话语的核心意义相符。有些雕塑较为抽象，如红色的五角星和跳动的火焰，其象征意义十分突

出(图 8)；又如一双黑色的大手从半空中将黑色的煤炭洒落在下方的六盘水城市现代建筑群上，意图表现

“手”和“实干”的力量及成果(图 11)。有的雕塑甚至兼具实用功能，比如钢架围成的碎石长凳(图 10)。
在大小和比例上，这些雕塑通常外形庞大，高高矗立在展厅、长廊和路口，即使在刻画逼真的矿工时也大

大超出正常人比例，具有强大的质量和气势感，表现意图和话语意义非常明显。 
 

 
Figure 7. Leaders outside “Sanxian” museum 
图 7. “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侧的领导人雕像 

 

 
Figure 8. Star and flames 
图 8. 五角星与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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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Workers at highway service centre 
图 9. 高速服务区的人物雕塑 

 

 
Figure 10. A bench made of rock pieces 
图 10. 碎石堆砌的长凳 

 

 
Figure 11. Coal sprinkling hands 
图 11. 洒落煤炭的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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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An iron-stitched coal miner 
图 12. 铁片焊接的煤矿工人 

 

 
Figure 13. “Sanxian” workers 
图 13. “三线”建设者群像 

3.3.3. 实物和复制模型 
本文中的“实物”指“三线”建设时期真实使用或生产的物品，包括工人和铁道兵用过的工具，生

产生活中用过的笔记本、账本，中央和地方发布的通告、文件，矿山和铁路上用过的压力计、报警器，铁

道兵铺设的铁轨，贵昆线开通后开进本地车站的火车头和车厢，以及生产作业用的车床、驾驶过的卡车

等(图 14~17)。这些实物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和较强的叙事功能，有的放进博物馆展厅供受众观看、回味，

有的放置在高速服务区，给外来游客传递“三线”话语的第一信息，有的被“随意”安装在文化长廊花

园里某一不起眼的角落，但又似乎在默默提醒游客其特殊的“来源”和潜在意义。某些实物因体积庞大

(如整列火车)被复制为缩微模型安放在文化长廊的栏杆上，与栏杆融为一体。这些实物和模型再现了“三

线”建设的行为过程和生产成果，也是“三线”话语的物质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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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Pressure gauge in a garden 
图 14. 花园里的压力计 

 

 
Figure 15. Locomotive arriving at Guanzhai station 
图 15. 开进关寨站的火车头 

 

 
Figure 16. A miniature train on a railing 
图 16. 栏杆上的火车模型 

 

 
Figure 17. A catalogue kept in “Sanxian” 
图 17. “三线”时期的目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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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壁画 
“三线”文化长廊的围墙上还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壁画，它们线条粗放，构图简洁，描绘“三线”人

物、行为和标志性实物——火车(图 18)。壁画色彩鲜明，点缀大部分围墙，伴随受众脚步，增添了立体感

和时空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壁画的平面缺陷。此外，它们大多和标语、地名等文字共同出现，较为

显性地表现了“三线”话语的核心意义。 
 

 
Figure 18. A mural—A Train 
图 18. 壁画——火车 

3.3.5. 图片和文字 
表现“三线”话语的图片大多是“三线”时期记录真实场景的照片，例如矿工采煤、炼钢，群众修

建“干打垒”(简易房屋)，铁道兵铺设铁轨，领导人巡视检查工作等，多为黑白色，有历史和沧桑感，能

激发受众记忆和感受，较好地实现了“三线”话语的核心意义(图 19~21)。文字是或长或短的语篇，通常

伴有图片，有的简要概述“三线”建设，有的以叙事方式出现在中小学生读本里，有的是报纸或网页报

道、评论。其中，对受众影响最为直接、视觉上最具冲击力且为受众频繁感知的文字无疑是市内一些重

要建筑物或围墙上的标语(图 22)，它们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配以或鲜亮或庄重的色彩，字体清晰可见，

和图片或壁画共现时通常位于上方，占据了图像构图功能中的“理想”位置，表达“显著”信息，是话

语设计者力图追求的精神或理念[13]。 
 

 
Figure 19. An old photo 
图 19. 一张老照片 

 

 

Figure 20. A slogan on a wall 
图 20. 墙上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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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An old photo 
图 21. 一张老照片 

 

 
Figure 22. A slogan on a flower bed 
图 22. 花坛上的标语 

3.4. “三线”话语发行 

大多数实现“三线”话语的模态、符号资源以及物质媒介要么是实体材料，如建筑物、雕塑、实物

等，要么以实体为基础或载体，如壁画和标语文字，它们或过于厚重，或规模庞大，或属于历史文物，不

宜或不能通过复制或批量生产向外传播和推广，其发行因而受到阻碍。正如李麟学等人指出，城市作为

一种“媒介”，其中的历史建筑、街道、公共雕塑等都是“耐久的”，所承载的信息具有相对永恒的特

点，有利于时间上的延伸，但却不利于移动和再生产，因此也阻碍了符号产品的发行和扩散[2]。“三线”

话语的其他模态系统，如舞台剧《彭德怀在六盘水的日子》和一些纪录片等，也因成本原因而传播范围

极小，外界更为陌生。这样一来，实现“三线”话语的大多符号资源或物质形式基本停滞于话语建构的

“生产”层面，“三线”话语意义一般只能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简易读本(如图 23)来传播和发行，但

是这些模态系统及其符号资源都是平面化的，给受众带来的实体感、现场感和气氛远不如建筑物、雕塑

和实物等空间产品。这是“三线”话语建构的一个局限。 
 

 
Figure 23. A handbook on “Sanxian” 
图 23. “三线建设”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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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割裂的城市话语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或话语主体可能拥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怀有不同的交际

意图，因而可以同时选择构建几个不同的话语；它们侧重不同，地位也有差异。此外，话语主体在城市

发展的转型期会赋予不同话语不同地位，有些话语可能彰显，有些话语可能被压抑甚至忽略。城市转型

往往意味着话语转型，给话语建构者带来挑战，要求他们适当调整甚至重新选择、配置和组合模态及符

号资源。换句话说，城市话语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必须认真考虑、安排和布局实现不同话语的模态系统和

符号资源；比如，是否用同样的模态和符号资源实现不同的话语？是否需要在空间上将不同的话语形式

分隔开？又如，当城市转型前、后出现了两个不同话语，是否可以用同一种模态表现这两个不同的话语

但需做好二者间的过渡？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模态配置混乱、模态间缺乏连贯等情况，造

成城市话语建构失败的结局。 
“三线”建设开启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以及贵昆铁路的开通打下了六盘水城市发展的基础，使其赢

得了“江南煤都”的称号并诞生了现代的六盘水市。进入“十三五”后，六盘水开始全力升级改造传

统产业，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等新兴产业；2019 年，六盘水获批建设全国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加快了城市转型的步伐。城市转型也意味着城市话语要同步转型，因此近年来六盘水的另一个城

市话语——“凉都旅游”话语——也开始逐步建构起来。 
“凉都旅游”话语的知识体系中，六盘水要被打造为“凉都”避暑胜地和理想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话语主体为政府文旅部门及旅游景点经营者，话语内容包括优美的山水风景、清新的空气、凉爽的夏季

和丰富的美食，交际意图是宣传、推销以吸引更多游客，多以图片、宣传片、视频等模态实现。六盘水从

“三线”建设的能源城市转型为避暑旅游城市并不容易，从“三线”话语转变为“凉都旅游”话语也有

困难，因为前者经过多年的构建和宣传已经得到极大强化，而实现它的模态和符号资源又多是质地硬朗、

不易动摇的建筑、雕塑、实物等，具有很强的耐久性。此外，如何做到两个迥然不同话语之间的连贯，也

是一个摆在话语建构者面前的问题。 
实践中，六盘水城市话语建构者采取的办法往往是在某些场所同时表现两种话语，比如在“三线文

化长廊”里一些表现“三线”话语的雕塑、壁画和标语旁，较为简单、直接地放置“凉都旅游”话语的

图片和壁画。两种话语的符号产品并列排放而没有任何过渡，给受众的感觉比较突然(图 24、图 25)。这

种做法不仅没有创造话语上的连贯性，反而破坏了“三线”话语的完整性，造成了两种话语的割裂。 
 

 
Figure 24. A mural realizing “Sanxian” discourse 
图 24. 实现“三线”话语的壁画 

 

 
Figure 25. A mural realizing “Tourist City” discourse 
图 25. 实现“凉都旅游”话语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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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六盘水话语建构者也试图通过展现少数民族特色以吸引游客，如在“三线”文化长廊里集中

摆放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个体雕塑，如苗、彝、布依、回、高山、鄂温克、哈尼、赫哲、哈萨克、景颇、

京族等。但奇怪的是，除了前三个是有本地特色的少数民族外，其他的既未参加过“三线”建设、又以

单个形象呈现，因此与“三线”话语和“凉都旅游”话语的核心意义都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图 26)。文字

和图片模态上，话语建构者时常将宣传“凉都六盘水”凉爽气候的标语零星粉刷在街道的围墙或高架柱

子上，这些标语字体庞大，颜色醒目，虽然能吸引路人注意，但也和“三线”话语没有相关性和连续性

(图 27)。最后，在六盘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制作发行的宣传片和为数不多的短视频中，城市话语建构者

着力渲染了六盘水的凉爽气候、绿水青山、民族风情、美食健身等特色，运用了声音、图像、色彩、文字

等丰富的模态资源，凸显的是以“19℃的夏天 360 度的激情”为核心意义的“凉都旅游”话语，也并未

提及它与“三线”话语之间的关联或者过渡(图 28)。 
换句话说，“凉都旅游”话语的设计和生产总体上显得自成一体，与六盘水具有深厚底蕴的“三线”

话语未能较好地联系、连贯和融合起来。由表及里，也能看出六盘水城市话语建构者在面临转型时的局

促感和茫然感；结合近两年该市的发展现状和财政情况，也能隐约体会到城市主体的一点尴尬和困境。 
 

 
Figure 26. Statue of a Heze Man 
图 26. 赫哲族雕塑 

 

 
Figure 27. A slogan on columns 
图 27. 柱子上的标语 1 

 

 

1注：本文中图 1~27 全部为作者在六盘水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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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8. A Frame from a Promotional Film by the Government of Liupanshui 
图 28. 六盘水市宣传片截图 2 

5. 结语 

六盘水市将“三线”建设视为自己的“根”“本”“魂”，将“三线”话语推到了城市话语建构的

中心位置，使其知名度、重要性以及建构的成功度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话语。六盘水“三线”话语是一个

多模态的建构过程，其话语意义的选择是受“三线”文化语境以及特定的情景语境制约的，其交际意图

主要是宣传和教化。设计者选用了多种模态和符号资源来实现这一话语，但大多有着“实体”、“稳固”、

“沉重”、“可及”等意义潜势，在成功表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

话语意义的同时，也因为符号资源坚实的特点而不易发行。此外，“凉都旅游”话语在城市转型期也被

选择建构，但其效果不如“三线”话语，和后者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很好处理，造成了两种话语在某种程

度上的割裂。 
城市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十分复杂，即使经过精心策划，也可能在某些环节出现纰漏。话语建构者

需要理清和认识各类符号系统及其关系，把握选用模态的系统特征，了解选用符号资源的供用特征和意

义潜势，深刻认识符号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否则建构出的城市话语可能会不完整、不准确，不能很好

实现既定的交际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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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图来自 2023 年 5 月六盘水市委、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所制作和发行的宣传片《如约凉都 美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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