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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作为一种在现实社会中触目可及的语言标识，“语言景观”已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新兴、

热门研究话题。本研究对浙江省绍兴市安桥头村的语言景观开展实地调查，提出优化策略。同时在乡村

振兴视域下，借助创新、有效、经济的商业化手段实现乡村产业与语言文化融合，更好地宣传乡村及传

统文化，将“文化资源厚度”转化为“文化发展高度”，让“乡村、文化走出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与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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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 language sign that can be frequently seen in the real world, linguistic land-
scape has become an emerging and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Anqiaotou Village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poses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s several innovative,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realize the in-
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expects to find a way to better public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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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 and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transform “cultural resource thickness” into “cultural de-
velopment height”, introduce villages and their culture worldwid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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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Landscape, Optimization Strategy,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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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拥有悠久的历史、珍贵的人文精神，这是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表现。无论是乡村人文的发展

还是旅游景观的建设，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语言景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乡

村振兴的大环境下，对乡村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意义重大且深远。乡村语言景观离不开乡村发展，乡村

振兴离不开语言景观助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或将成为往后乡村发展的重要方面。 

2. 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是指“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

言”，这些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与地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进行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态势，也因此推动形成了社会

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浪潮。 
自语言景观概念提出以来，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尝试构建该领域的理论体系与分析视角，而目前国内

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根据周晓春(2022)《基于 VOSviewer 的国外语言景观研究计量学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

外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7 年前的早期萌芽阶段，1997~2007 年的中期理论探索阶

段和 2008 年之后的近期快速发展阶段[1]。期间经历了 1997 年语言景观的概念及功能正式提出、研究理

论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如关注度极高的场所符号学理论[2]及学科研究进一步显性化[3]。其侧重于概念范

畴的探讨与理论模式构建、多语语言景观与权势关注、语言政策的实施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传播

研究。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研究切入角度丰富、多语现象研究较为深刻、关注全球

化背景对语言的使用影响。 
相比之下，国内对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关注度也相对较低。直至 2014 年，相关研究才有了较为

稳定的发展，出现了对语言景观研究视角、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等的引介，实证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初步

进展[4]。国内语言景观实证研究已从现实公共空间延伸到网络虚拟空间，如城市语言景观研究[5]、外国

人聚居区的语言景观研究[6]、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景观研究[7]、网站语言景观研究[8]。研究理论方

法的文献也比较多，它们既包括基础研究框架的介绍，也包括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研究，共 29 篇，约占

总文献数的 27.62%。此外，11.43%的文献为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综述[9]。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

学界的语言景观研究有四个特点，为：理论建设薄弱；重统计而轻解读；语言景观的历史变化研究较少；

展望语言景观研究趋势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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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综述可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较缺乏，多数研究也是针对于城市的语言景观研究，而不论国

内国外，有关于乡村语言景观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3. 乡村语言景观现状 

本研究团队采用选取个案研究方式。经过调查和筛选，了解到安桥头村不仅具有乡村旅游景区开发

的优势，同时还具有古朴乡村的普遍特征，上百年的乡村文化使安桥头村拥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因此，

本团队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安桥头村作为考察地点。安桥头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西部，是

世界闻名的鲁迅先生外婆家，村内的朝北台门，系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村属于古村落的缩影之一，

其内部的语言景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且村庄文化气息浓厚，作为名人故居的典型代表，受到一定的

保护，同时游客络绎不绝，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对语言景观的认知，值得研究分析。 

3.1. 字体、语言的个性化与功能化 

在深入调查安桥头村后发现，该村宣传栏以及路牌上所采用的文字字体以及语言呈现个性化的特点。

该村是鲁迅先生外婆的故乡，这座充满江南韵味的村庄也就此扬名，独有的人文精神赋予了村庄以鲜活

的生命力，使语言景观的建设者采用了符合现代游客审美观的语言文字，建设方法既展现了区别于其他

村庄景区的差异化，又强调了保留原始村庄的古老韵味。 
其次，该村语言文字的功能化也十分突出。在该村的文化礼堂内部墙壁上书写着安桥头村的古村旧

史(见图 1)以及鲁迅先生与安桥头村的故事，简洁的文字排版与干练的语言使游客可以迅速了解内容，同

时文字旁边所配的插图，使文字整体的可读性增强，该面板摒弃了以往语言景观建设中存在的文字过于

繁复累赘造成的阅读观感不强的问题，清晰明了的保证语言文字最基本的信息传递功能，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乡村语言景观的审美功能。 
 

 
Figure 1. Village history introduction board 
图 1. 村史介绍牌 

3.2. 语言景观载体的多样化 

就实地考察安桥头村内部的语言景观而言，其载体具有多样化的体现。首先，该村实现了语言景观

载体的创新，除了传统语言景观文字的木制载体，在该村公园出现了石刻文书以及鲁迅外婆参观屋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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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语言景观载体。在保留村庄古老文化韵底蕴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科技的结晶，有了互联网平台的

加持，该村的线上虚拟语言景观平台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丰富了游客的参观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对该

村语言景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移步参观屋，可见在其内部出现了可操控的旅客拍照留念的面

板，该面板的周围挂有旧时代童趣的黑白照片，吸引游客不由自主地参观。语言景观载体的多样化使乡

村语言景观建设更上一层楼。 

3.3. 乡村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 

3.3.1. 实用性不强 
安桥头鲁迅外婆家景区部分语言景观建设较为完善，可以满足中国旅客的文化精神需求，路边的语

言景观标牌大部分是围绕鲁迅先生以及村史展开的，具有纪念意义和欣赏价值。但是本地居民普遍年龄

较高，基本上对于文字较为陌生，对于本地居民来说过多的标牌以及满是文字的宣传牌，偏离实际生活

文化需求，甚至阻碍村民日常生活。且大部分标牌上只有中文，对于外国游客来说，缺乏了解村庄的途

径，旅游感受不佳。 

3.3.2. 内部语言景观建设存在割裂现象 
安桥头村作为鲁迅先生外婆的故乡而声名远扬，该村作具有名人故居的独特风采。据调查可知该村

有关旅游景区的部分语言景观发展速度较快，观赏性很强，文化礼堂内部的宣传墙也极具吸引力，然而，

着眼于居民区语言景观的建设却是大相径庭，重视了景区的发展，却忽视了居民住宅区的语言景观发展，

两者未兼顾。在如此环境之下，语言景观缺少展示的空间，村民们受与乡村语言景观的发展影响较小，

无法真正改善农村居民对于语言景观的认知。综上，安桥头村内部的乡村语言景观发展无法做到同步发

展，是该村现存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3.3.3. 部分区域语言景观存在空白 
在安桥头村的语言景观建设发展的这些年，不可否认乡村的语言景观建设不断优化进步，但依旧

存在待开发区域，因此，乡村语言景观建设的空间较大。从实地考察分析得出，目前该村的语言景观

建设集中在热门景区鲁迅外婆故居的参观屋周围，而外围的草地、桥梁、人家、乡野走廊其上面所呈

现语言景观仅是一片空白，覆盖面不够广，建设不够全面，落实不够细致。再者，设施应和语言文字

配套，玩乐的同时明白该娱乐设施的意义，至少需要提供基本的设施说明，若是能阐述该设施的意义

则是锦上添花之举。然而事实上，调查发现在参观屋的对立侧的公园只有供玩乐的艺术设施，却没有

语言文字的出现。 

4. 乡村语言景观优化策略 

4.1. 解决现存乡村语言景观问题 

针对乡村语言景观现存问题，研究团队对其优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针对乡村语言景观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实用性不强的问题，本研究团队认为，乡村应当把村民

日常使用的设备设施与语言景观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乡村语言景观，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与实际

生活相结合，更能突出乡村独有的特点与文化底蕴。其次研究村庄以文旅出名，乡村发展也与旅游业息

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内核的乡村语言景观，更应注重语言种类的多样化。村庄应当更好的利用乡村语

言景观所带来的益处，结合当地文化使村民生于村庄，富于村庄。 
第二，对于乡村内语言景观建设产生割裂的现象，本研究团队认为，通过宣传当地文化，从而促进

旅游业发展，是能够让村庄获益的方式。为了发展旅游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乡村大力发展对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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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语言景观建设，忽略了当地的乡村语言景观建设，只有乡村两处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才能使村

庄的乡村语言景观建设达到一个平衡，让游客感受到，乡村确实通过语言景观建设变得发达。所以修缮、

提升村民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语言景观建设，真正改变乡村语言景观建设割接现象是重中之重。 
第三，针对部分区域语言景观存在留白的现象，本研究团队认为，应当将乡村语言景观融入乡村的

各个角落。语言景观存在不仅在于字面的表达，还在于其体现一处景或者一个地点的意义和内涵。部分

区域语言景观的留白，可以通过结合相应的事物或者地点进行添加，从而大力发展乡村语言景观，让村

庄的语景融合发挥到最大程度。 

4.2. 健全乡村语言景观体系 

4.2.1. 规范化 
乡村语言体系的规范化，是乡村语言景观建设的基础。标准无误的语序、字符、标点，都是作为文

旅性质乡村所表现的乡村语言景观的基石，当乡村处处语言景观都实行规范化标准，无论是已经建设完

毕的乡村语言景观，还是需要修善的乡村语言景观，都需要注重语言的规范化，不仅仅是因为文旅性质，

游客来来往往，更是因为以历史、文化出名的村庄，规范化的语言文字代表了村庄的文化底蕴。 

4.2.2. 全面化 
对于乡村的语言景观体系来说，全面化通常指的是语言景观建设的全面化，覆盖整个乡村的角角落

落，路边的指路牌，乡村的礼堂等等，所有存在于乡村中的语言景观，都应该得以重视；以及对村民普

及的全面化，乡村语言景观建设不仅在于物和地点的建设，还有在村民群众中的建设，与村民实际生活

相结合的语言景观建设的提升，再加上对游客的语言景观表现，两者相融合，能够更好地提升村庄的语

言景观体系全面化；还包括语言种类的全面化，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尤其是邻国的游客以及来华旅游较

多的国家的游客，在乡村语言景观建设上，外文也是代表了乡村语言景观建设的提升以及创新，代表了

村庄振兴与国际化相结合，不再固步自封，而是兼容包含外来文化，可以经常在乡村语言景观建设中看

到英文、日文、韩文等外文也是乡村语言体系全面化的表现。 

4.2.3. 特殊化 
在特殊化方面，乡村语言景观体系还可以有所改善以及创新。例如，可以在乡村指示牌或者介绍牌

旁，增加盲文，增添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播放手语翻译，如若条件允许，可以将标识牌换成电子

屏等，让看不见听不见的特殊游客，也能感受到当地的乡村文化，这也是一种乡村语言景观的发展，同

属于语言景观的范围，不仅可以使特殊的游客感受到乡村贴心的考虑，同时也扩大游客种类与游客范围，

在一方面也健全了乡村语言景观体系。 
本研究团队通过实地调查，对当地的乡村语言景观进一步深入了解之后，通过分析得出以上优化策

略。在解决现存问题以及完善乡村语言景观体系的同时，以上策略进一步体现了对于乡村语言景观的建

设，是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文字不是冰冷的，是能够让村民以及游客感受到、体会到的，应该

具有鲜活生命力。 

4.3. 促进乡村语言景观与地方文化融合 

4.3.1. 传承乡村文化资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乡村文化对于一个乡村来说是不断发展的基础。安桥头村作为鲁迅外

婆家，其存在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也是需要我们不断传承的。在建设语言景观

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鲁迅外婆家独有文化的保护。在对外婆家参观屋的语言景观建设中，加入对该

景观的文化介绍，可以通过文化标牌，电子显示屏等方式，传播其中的文化内涵，让游客更加深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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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该乡村文化，从而达到文化保护传承的目的。在完善语言景观的同时，融入当地的语言，力求使语言

景观更加多样化，起到宣传当地语言文化的作用。虚拟语言景观的建设更要兼顾到乡村文化的发展，充

分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丰富虚拟语言景观内容，进一步扩大乡村文化的宣传范围。完善居民区语言景观

的建设，对每家的家训标牌进行修缮，保护家风文化。加强文化礼堂和居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好

当地的乡村语言景观，真正深入到乡村文化本身，更好的展示乡村文化内涵。 

4.3.2. 发展乡村文化资源 
语言文化，是文化战略发展中的一部分。乡村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结合当地的村史和名人故

事，建立村史馆通过文字和图片等形式，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特有性建设独特的语言景观。如在安桥头

村，鲁迅的文学作品也是当地特色的语言文化资源之一。通过实地调查可知，安桥头村已建设了与鲁迅

文学作品相关的图书馆，可以在图书馆内增加电子显示屏，触控屏等，让当地村民、游客和当地文化有

面对面的互动，深入感受鲁迅文学作品中独有的语言文化。社戏作为当地的一种特色文化，也是语言景

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完善语言景观时，将社戏文化融入其中，可以通过动态语言景观的建设，

如动画、视频等，进一步传播发展当地特色文化。将新乡村文化资源进一步发展，推动旅游业等发展，

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4.3.3. 创新乡村文化资源 
乡村语言文化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10]。以当地特色文化为基础，结合当

地语言文化特色，运用当地语言为乡村外宣设计宣传口号，为当地店铺设计宣传语、广告语等，从而

扩大乡村影响力和知名度。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发带有当地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更新店

铺包装，设计有文化特色的特产包装。通过文创形式折射出特色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对语言景观表现

形式的更新，使语言景观建设更加丰富多样。结合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当地特

色文化为核心，设立虚拟语言景观，以动静结合的形式，更加生动的展现文化特色，提高乡村文化对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影响力，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乡村语言文化，发展文化特色产业，通过

将乡村文化资源与语言景观深度融合，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助力乡村振兴，在文化资源转化的同时促

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5. 基于乡村语言景观的“互联网+”乡村振兴途径 

5.1. 促进乡村外宣 

语言景观建设是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第一，政府可通过深入挖掘乡村背后的文化历史，

为每一条具有文化内涵的道路制作属于自己的“身份二维码”，再将二维码贴在路标、标牌、指示牌等

实体上，将其打造成“活”的乡村志。通过手机微信扫码，村民和游客就可以轻松获取乡村的具体信息，

了解乡村背后的故事，感受乡村的文化气息，从而唤醒沉睡的乡村历史文化，不仅让村民和游客进一步

感受到乡村文化之魂，触摸到其生命的脉络，更弘扬了乡村文化。第二，各个乡村负责人可搭建各村的

微信公众号平台，定期发表推文，介绍乡村的人文景观和语言景观，以增强用户体验，吸引更多的人关

注自己所在的乡村；通过收集用户反馈，时常更新公众号内容，探寻更优的语言景观优化策略，从而规

范语言景观建设，提高乡村知名度。第三，依托乡村语言文化资源，志愿者们可采用线上线下并行的方

式，如发放问卷、访谈、座谈、走访、语言景观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组织乡村群众举办“讲好乡村故

事，助力乡村振兴”等群众性语言文化活动，以提高民众对乡村语言景观及文化的了解度，加强乡村文

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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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语言景观是人们与乡村接触的第一个文化感知，是乡

村文明和进步的文化表征，也可以通过视觉信息反映乡村文明的建设效果，展示乡村文化的形象与底蕴。

当地政府官员可将宣传标语、海报等张贴在显而易见的建筑物表面，静态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环境和

氛围的烘托中，让他人感受和了解，进而接纳和喜爱，不仅有利于乡村的长远发展，也有助于满足当地

村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充分发挥当地村民的主观能动性，突出村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通过

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来提升当地村民综合素质，增强文化自信，从而建设美丽乡村。各个部门协同配合，

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风，要加大农村语言景观建设力度，发挥语言景观的传承

功能。形成“以乡文化站为龙头、村文化活动室为基础”的文化网络，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

入推进文化下乡，凸显乡村文化特色，彰显乡村文化优势，实现文化振兴、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

提高乡村振兴的文化软实力。 

5.3. 助力经济发展 

“互联网+”是指创新 2.0 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它的出现使得农村经营模式发生巨大的

改变。除了在市场上或在农产品和辅助产品市场上销售农产品外，农民还可以使用互联网进行销售[11]。
因此，可借助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为代表的网络平台，直播时放置包含相关产品信息的直播立牌，有利于

推广地方特色产品，有利于实现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当地特色品牌，从而鼓励更多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文

化振兴，为乡村振兴起助推作用。文创产品以其独有的特色备受大众欢迎，文化设计的热潮随之在全国

一波又一波地掀起，将语言景观植入文创产品具有一定的优势。当地商人可利用当地语言文字元素设计

直播带货产品、文创产品的包装，这种方法无疑有助于发挥产品设计价值，增加产品销量，有效地推进

乡村文化的传承。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各乡村负责人可帮助当地小商铺设计店铺名称、广告语，将富

含地域文化元素的语言景观(如艺术字、繁体字、字画等)融入其中，可以让顾客感受到商品所蕴含的悠久

历史，有利于顾客获得认同感，从而实现商品的经济价值。 

6. 结语 

作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表现，其语言景观状况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对

乡村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本项目研究得出，如何在乡村振兴下实现语言景观的传承发

展，并与大时代下的互联网命题辅助推进，促进乡村语言景观与地方文化融合，需结合传承、发展、创

新乡村文化资源。本研究以安桥头村为例，在“互联网+”背景下，推动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对当地语言

景观进行创新，为实现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新助力。健全乡村语言景观建设，丰富文字意义，凸显文字意

义，创新于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实现语言景观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结合，具有实质性的创新意义与创新推动

作用。国内外对于乡村语言景观的研究较少，本次调研丰富了研究成果并提供了一定的价值。但从当前

的现状来看，乡村语言景观建设仍存在一定优化空间。目前来讲，本研究提出的创新性措施仍需后续持

续深入探讨，并持续验证其合理性，并更好地融合于当地情况与本土化。同时，本研究望引起社会各界

对乡村语言景观的关注，为后续研究带去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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