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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景观逐渐发展成为跨学科的研究热点而被广泛重视，但对该领域研究的总体性系统性不足。本文以

中国知网(CNKI)中2011~2021年“语言景观”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CiteSpace软件进

行相关的数据统计，分类归纳，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该领域文献发表数量阶段性明显，

在2018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研究热点多集中在理论阐述和政策方面，对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公示语，

语言标牌等方面研究不足；该领域研究者关联性较弱，没有形成很好的学术研究网络，学术合作不足。

通过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探测演进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视角不断拓宽，跨学科结合更为紧密，研究领域

进一步深入。文章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当前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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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hot topic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has 
been widely paid attention to, but the overall systemat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insufficient.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ith “language landscape” as the theme in CNKI in 2011~2021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levant data statistics, classif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CiteSpace software, and the visu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ping is carried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has obvious stages, with a relatively rapid 
increase after 2018.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policy, and the 
research on public signs and language sign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ife is insufficient. The re-
levance of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is weak, no good academic research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is insuffici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 line map and the evolu-
tion of keyword dete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is field is constantly broa-
den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mbination is closer, and the research field is further deepen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a summary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
rect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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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十几年中，“语言景观”成为超越社会语言学、跨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在符号学[1]、
应用语言学[2]、社会学[3]、景观学[4]等学科也日益引起重视。语言景观研究集中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

语言使用相关问题，不仅探究现实场景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探索语言选择和使用背

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空间匹配、政策取向、权势、身份等问题[5]。我国的语言景观整体研究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语言景观研究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开始由社会语言学视角转向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献

数量逐年增加[6]，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但在该领域的研究上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国内外学者对

国外相关成型理论关注度低，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也只是简单借用，导致理论创新不足，理论研究基

础薄弱[7]。因此，本文以近十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CNKI)中主题或关键词含有“语言景观”的期

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以解决文

献数据库中内容繁多，不能全面系统科学进行文献分析的弊端，并通过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近十年国

内语言景观的研究热点问题，研究前沿以及发展规律。本研究为国内语言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

法，有利于直观的展示语言景观的发展现状，了解前沿问题，对促进我国语言景观的理论研究和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是中国收录文献数据最全面，覆盖范围最广，权威性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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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本文以 CNKI 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数据

源，采用 CNKI 的高级检索模式，对文献名称和关键词中含有“语言景观”的数据进行筛选。检索时间

采用 2011~2021 年，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共收集的有效数据为 488 条。有效数据中包含作者，发表

机构，发表年份，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信息。 

2.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近年来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等领城比较新兴的研究方法。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

德雷塞尔大学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成为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的重

要工具。该软件以图示语言的方式揭示相关领域知识的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8]，较为系统、形象和科学

地展示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演进发展趋势。本研究中涉及到软件设置与图谱解读方法如下： 
软件设置方法：在 CiteSpace 软件中导入从 CNKI 下载的文献数据后，设定时间区间为 2011~2021 年；

时间切片为一年，共分为 11 个时间分段；选择 Keywords 作为分析对象。 
图谱解读方法：本研究中使用关键词和作者聚类图谱，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探测等工具。

其中关键词聚类图谱是将关联紧密的关键词聚成一类，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

题词，在文献中出现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9]。图谱中每个

节点的大小与分析对象出现的频率成正相关；节点不同的颜色代表其出现的时间；图块中节点连线的粗

细疏密代表两节点关系的密切程度。时间线图谱主要侧重勾画聚类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

度，更加关注聚类间的相关联系和影响，着重描绘各个研究领域随时间的演变趋势[10]。同一聚类节点按

时间顺序被安排在同一水平线上，每个聚类的文献就像串在一条时间线上，展示出该子领域的历史延展

成果；还能够得到各个类中文献的时间跨度以及某一个特定聚类研究的兴起、繁荣以及衰落过程。本研

究中将时间分段(Time Slicing)设置成 2011~2021 年，切片长度(Years Per Slice)设置为 1 年，将筛选条件

(Selection Criteria)中的域值设置为前 10 (确定一个研究领域文献的时间跨度)。此外，还通过突发性探测

和中介中心性指标来测度各个类别某个时间段中的重要文献。 

3. 研究结果及讨论 

3.1. 文献数量变化分析 

通过对 CNKI 文献的逐年筛选，可以得出“语言景观”相关文献年度分布情况(图 1)，据此可直观的

了解到近十年我国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状况。由图示内容可看出我国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大致分

为初步探索，快速发展，稳步上升的趋势。 
(1) 在 2011~2014 年，国内对语言景观研究的文献数量大致以学术期刊为主，且研究的成果较少。 
(2) 2015~2018 年，是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文献的快速发展时期。由图 1 可以得出，发表文献的种类由

单一的学术期刊类文章到硕博学位论文，会议文论均开始出现，且学术期刊文章迅速增加。尤其是 2017
年后，学术期刊类文章数量逐步增加，究其原因为 2017 年《语言战略研究》第二期专门设立题为语言景

观研究的内容，至此我国语言景观的研究日趋活跃，逐步为今后学者研究特定地区的语言景观打下良好

的基础[11]。 
(3) 2018 年至今，语言景观的研究文献数量稳步上升，并且随着国内外交流的增加，衍生出在语言景

观研究领域的不同方向分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发展。 

3.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献主要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反应文献的核心主题。对关键词领域的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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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进十年语言景观领域中热点问题的分布情况。由图 2 和表 1 可以得出近十年语言景观研究文献中出

现较高频率的高频词(本文研究主题语音景观除外)多语现象[12]，社会语言学[13]，语言政策[14]，场地符

号学[15]历史社会语音学[16]等。通过对文献中关键词出现频数的分析归纳可得出，语言景观的研究热点

问题基本涉及了基础理论，政策引导，实施手段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大多数研究热点集中在于对语

言景观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方面，而对语言景观中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公示语，语言标牌等方面的研究

却较为缺少。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literature quantity 
图 1. 语言景观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 

 

 
Figure 2. Keywords cluster network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图 2. 语言景观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Table 1. Keywords co-occurrence frequenc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1. 语言景观关键词共现频数表 

排名 关键词 出现频数 出现年份 

1 语言景观 345 2011 

2 多语现象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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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社会语言学 18 2011 

4 语言政策 17 2014 

5 公示语 13 2012 

6 语言生态 11 2013 

7 场地符号学 10 2016 

8 语言服务 10 2018 

9 城市现象 9 2014 

10 语言标牌 9 2014 

3.3. 发文作者分析 

根据对近十年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文献发文作者可视化分析来看(图 3)，刘丽芬，侯国金，毛利群等学

者对于语言景观的研究较为深入，发表文献数量在七篇以上(表 2)。其中朱赟昕与毛利群，侯国金与王才

英学者在语言景观的研究领域合作较为密切，共同发文数量超过五篇。但通过发文作者可视化图可以得

出，我国在语言景观研究领域发文作者的关联性较弱，没有形成很好的学术研究网络，证明在语言景观

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对其关注度较少且没有进行密切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因此，在语言景观领域需要学者

增加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增强学术热点问题研究合作，有利于国内语言景观的进一步发展。 
 

 
Figure 3. Clustering visualization map of author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图 3. 语言景观发文作者聚类可视化图谱 

 
Table 2. The top 10 author and their publication number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2. 语言景观排名前十的作者及其发文数量 

序号 姓名 发文数量 

1 刘丽芬 13 

2 侯国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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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毛利群 10 

4 朱赟昕 9 

5 吴震 9 

6 宋歌 8 

7 孙瑞 8 

8 白丽梅 8 

9 曹进 7 

10 康宁 7 

3.4. 语言景观发展演进分析 

对于语言景观发展演进的分析，本文采用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探测相结合进行分析。关

键词时间线图谱的优势在于，这些关键词会按照自身出现的年份，在所属的聚类中铺展开来，可以较为

明确的展现语言景观研究热点的转变，并从侧面勾画各个聚类之间的关系。其中各个节点是文献中出现

的高频词汇，中心度大的节点往往是具有代表性，创新性的高频研究热点，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除了

用被引频次来评价关键文献外，还可通过文献的中心性来辨识。具有高中心性的文献代表着知识领域的

转折点，表明其在该知识领域中具有重要贡献。文献的中心性高低与知识图谱中节点外圈紫色年轮的厚

度成正比，紫色年轮越明显，代表该文献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越大。但该图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即只能分析影响力较高的研究文献，对更加具体的信息会出现遗漏的状况，进而导致分析的结果不够全

面准确。 

3.4.1. 时间线图谱演进分析 
由图 4 可以得出，语言景观的研究在 2015 前主要集中在标志牌，语言政策，翻译等初级阶段。对于

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较为浅显，仅局限在理论视角的研究方法。在 2016~2018 年，随着“一带一路”，

国家语言政策的提出，国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语言景观这个新兴学科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就已传入中国学术界，但是其正式的研究多集中于地理科学等学科。直到 21 世纪，语言学领域对

语言景观的正式研究才日益升温，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些以语言景观作为学科视角的论文正式以语言景

观作为学科视角的论文大多出现于 2010 年以后且总量不多，截至 2015 年底，共有 21 篇。之后，从 2006
年至 2013 年学术界零散出现了一些以语言景观相关理论为框架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直至 2014 年，语

言景观这个涉及多学科内容的新兴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才有了不小的进展，论文发表数量急增，逐步由单

一的标志牌研究向历史语言景观，社会语言景观，生态语言学，场地语言学等深层次社会语言学方向发

展[17]。 
在语言景观可视化分析层面，出现了多语化旅游景区语言服务，语言规划等方向的研究。现代社会

中，语言景观不仅起到信息展示和传递作用，也可以反映语言权势关系、文化融合、政策导向和社会身

份地位等[18]。 
2018 年后，语言景观又进一步分化，多语化语言景观的研究推动了旅游景区和城乡规划的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语言景观为多语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语种数量、语码选择、多语标牌的

特征、语种转换、多语种文字呈现方式等多个角度对多语现象展开研究，以揭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藏的

深层次的政策取向、语言景观实践与语言政策的契合度，以及语言服务水平等问题。此外，语言景观随

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许多的分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弘扬海洋文化，提升

全民海洋意识，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19]。语码取向，景观文化路径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充了我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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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景观的研究内容，为今后我国语言景观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和途径[20]。 
 

 
Figure 4. Linguistic landscape keywords time line map  
图 4. 语言景观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Figure 5.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keyword emergence detection 
图 5. 语言景观关键词突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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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关键词探测演进分析 
关键词突现探测的优势在于探测某一时段引用量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从而发现某一关键词衰落或者

兴起的情况，进而深入解析研究领域的变化规律。语言景观研究作为一个新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主要

涉及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21]、符号学[22]，但这两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在语言景观中的运用并非旗鼓

相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语言景观研究发轫，社会语言学理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在社会语言学

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语言使用的研究称作语言景观研究。在这些为公众所共享的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

建的语言景观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陈列，其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创设机制和思想意识。随着该领域研究

的深入研究范围已从公共空间延伸到室内场所及虚拟空间等[23]。因此，在 2015 年后，首次出现了场地

符号学，历史社会语言学，城市语言学[24]等多个研究学科以服务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图 5)，为我国语

言景观研究方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2019 年 3 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旅游标识系统做出规定：

旅游引导标识等系统完善，设置合理科学，符合相关标准这些也是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的重要依据。因此，

示范区语言标牌要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语言文字使用的法律法规来设置，彰显字体、书写、语

言使用的规范[25]。 

4. 结论及讨论 

4.1. 结论 

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国内语言景观的学术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进行可视

化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把握语言景观的演进脉络，并对进后语言景观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

提出展望与建议。 
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研究语言景观的文献在数量上可以大致分为初步探索，快速发展，稳步上升

三个阶段；根据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探测可以看出我国语言景观的研究大致经历初期起步，中期扩

展，后期丰富三个阶段。通过发文作者可视化图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语言景观领域研究的学者数量较

少，且没有形成密切的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对于我国语言景观的发展不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通过

关键词突现探测得出在整个语言景观领域还出现了场地符号学，社会历史语言学，城市语言学，语言规

划，语言生态等近二十个研究热点。因此语言景观的演进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国家政策的

出台、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成果明显，但在研究视角多维化、方法综合性、理论本土化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深

人，意在构建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破立并举、文明和谐的语言景观。 

4.2. 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由研究得知，对于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如今形成了语言规划，语言服务，城市形象，

语言生态等新兴研究领域，对国内语言景观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途径，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1) 总体研究主题出现重政策轻问题，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语言景观的研究过程中，研究方向往

往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而在实地考察研究方面还存在欠缺。 
(2) 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对于语言景观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已较为全面深入，但在跨学科研究领域

(例如计量学[26]，历史语言学，场地符号学等)的研究较少，缺乏学者间的跨学科合作，对今后语言景观

的发展有着限制性作用。 
(3) 研究的成果相对集中于理论拓展层面，对社会发展的推进力较弱。作为我国新兴的学科，目前语

言景观领域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公示语，标志牌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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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展望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语言景观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为： 
(1)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借鉴学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语言景观发展道路。

同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注重语言景观建设中的社会性功能，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2) 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加强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在语料收集过程中要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同时应加强对语言景观的分析解读能力，避免在语言景观的研究中出现重计量而轻解读的现象。 
(3) 加强跨学科合作，增强语言景观领域不同学科的交互性，实现研究成果的最大量产。我国学者之

间应加强沟通和联系，不仅要加强语言学流派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之间的融合，还要将语言学与

美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结合、实现互补，促进语言景观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研究者们科学地合作交流

不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产出能力，而且可以提高成果的质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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