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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学界对语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景观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城市

语言景观不仅能表明该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展示该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

能反映不同语种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扩散情况，体现该语种的语势和语言影响力。上海是国内最具代表

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其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颇具研究价值，通过对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梳理，窥探

上海市的语言治理能力，从城市语言景观角度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推动文化元素为城市空间赋

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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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language research,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issue in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not only shows the 
language usage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reg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dissemina-
tion and diffus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
nomic globalization, reflecting the linguistic power and influence of the language. Shanghai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China, an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its public 
space is of great value for research. By comb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Shanghai’s urban ling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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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landscape, we can explore the city’s linguistic governance abilit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w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hanghai to build an excellent glob-
al city and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urb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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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语言使用问题，近年来已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最早是由 Landry 和 Bourhis 于 1997 年正式提出，将这一概念定义为“出

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

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 
由于语言景观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因此学科交叉特点明显，国外已有学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符

号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对不同地域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比国外起步晚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语言景观方面的

实证研究，研究范围广泛，角度多样，已初具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公共空间内静态的可视语言，动态的可视语言也不能

忽视。因此语言景观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公共空间内的静态文字标牌，还应该将声音、视频等多模态的

语言景观纳入考察对象范围。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Ben-Rafael [2]等认

为语言景观是社会、群体以及区域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成一种象征符号。可见语言既是一种符号，也是

文化的载体。这也提醒我们语言景观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语言符号特征，还要关注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及

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城市语言景观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体现了城市的文明交流互鉴程度、区域文化内

涵及语言治理水平，也是提供优质城市公共服务的途径之一[3]。李宇明(2021)认为语言景观是城市文化

风韵的更为直观的体现，总结出语言景观主要包括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

标语口号、公共指示语、建筑物上的公共标识上的语言文字，也包括电子平板显示器、触摸屏和滚动横

幅上的语言文字。这些是“典型语言景观”，还有一些“非典型语言景观”，如游行标语、车身广告、

街头涂鸦、街头艺术、行人的 T 恤衫、空间网络、入场券、票证、菜单、公务名片等呈现的语言文字[4]。
语言景观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凸显了城市文化空间的独特魅力，激活了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从中还可

以窥测出城市的某些社会经济文化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整体趋势，语言景观还能反映不同

语种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扩散情况，体现该语种的语势和语言影响力[5]。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的语言景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上

海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做梳理，可以窥探其语言治理能力，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 

2.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情况 

虽然我国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但上海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经济文化繁荣，中外交流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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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语景观研究方面拥有优越的条件，因此对于上海城市景观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并不

算少，研究情况如下： 
(一) 研究方法 
上海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大多采用田野调查法，首先对语言景观实地考察，选取对象拍摄照片，然

后把所拍摄的图片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对其进行简单的量化统计，例如统计多语标志上各种语言的数量

和比例，分析时多采用频次、百分比为主要参数。然后将每个标牌上的语码种类、优势语码等信息进行

编码，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不仅采用定量分析，还增

加了访谈、问卷等辅助手段，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二) 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还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在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中，

较常采用的分析框架为 Scollon & Scollon 的场所符号学理论，即从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系统对语言

景观进行分析。还有一些研究如杭虹霞(2020)借鉴了 Huebner 提出的 SPEAKING 模型[6]，调查了上海市

主要商业街及网络空间的商务语言景观。SPEAKING 分析模型起源于人类交际学，为语言景观语言形式、

互动关系、即时语境等方面的解读提供了分析框架，从而探究语言景观所产生的社会意义[7]。还有采用

Ben-Rafael 基于社会学理论提出的分类方法及 Spolsky 的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进行整理分析，如陈路瑶

(2016) [8]、俞玮奇等(2016) [9]。 
除了运用语言景观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一些研究还尝试将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与语言景观研究相

结合。如苏杰(2015)尝试将语言景观分析法与语言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探讨了上海城市语言景观中的标

牌所体现的语言权势与文化权势的关系[10]。罗圆等(2022)从符号经济的视角探索了上海市文化创意街区

田子坊的语言景观，并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本转化过程[11]。 
(三) 研究内容 
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活跃的经济活动

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多语景观 
多语现象始终是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上海作为国际化的都市，受全球化影响，外来人口多，

外籍移民数量大，跨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各种语码的接触、碰撞乃至重新排列组合，语言和文化的多

元空间，打破了传统同质性言语社区的固定形态，多元开放的跨国移民多语社区给城市社会语言现象增

添了复杂性。通过对上海多语语言景观的研究可以分析该地区语言权势地位、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的差

异、身份认同以及外语的传播等问题。 
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加深，上海因为其经济的发达、环境的包容吸引了许多外籍移民，因此上海形

成了一些外国移民聚居区，如上海古北地区。国际社区的多语景观承载着多重的象征意义，既传达着多

语言多文化多样性的信息，也是外国旅居者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因此，上海的多语景观研究主要以

外国人聚居区为考察地点，如杜宜阳(2019)以上海五个外国人聚居区的公共空间为研究范围，以上海跨国

移民和公共领域从业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城市空间中的语言资源状况和人们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情况[12]。
黄小丽(2018)对上海市的日文语言景观进行了调查，探讨了日本人聚居区的族裔经济对日文语言景观的影

响[13]。俞玮奇(2016)在对国际化大都市外侨聚居区的多语景观调查中以上海古北地区韩国侨民聚居区为

例子之一，分析了当地的中日韩三种语言景观状况。之后在又深入考察上海日韩等国侨民混居的古北国

际社区多语文化景观，发现社区复杂多元的语言景观更多是个人主导的行为，官方语言意识与民间语言

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俞玮奇等，2019) [14]。 
2. 语言景观的翻译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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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不断调整完善，语言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稳步提高，语言景观法制化

建设初具雏形。2015 年，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公共场所外国文字使用规定》。近年来，上海市不断完善

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水平监测体系、并开展对重点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的监

测，因此很多学者对于上海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规范化进行调查，从外语翻译这一层面来探究语言景观

译文的不足之处，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有些还进一步探讨了产生某种翻译现象的原因及其反

映的意识形态、语言政策等，如张静(2019) [15]。 
3. 特定地区的语言景观 
因为城市公共空间太过复杂庞大，这对田野调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于是有些学者选择缩小范围，

将目光聚焦于上海市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进行语言景观调查。如陈路瑶(2016)选择了上海市最具代表性

的公共空间——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通过其丰富的语言景观透视南京路步行街空间的商品化表现与影响。

张静(2019)选择了上海市淮海路为研究地点，多维度调查了淮海路上的语言标牌的语言景观现状，展示了

上海市商业街公共空间领域的语言特征。罗圆、徐茗(2022)以上海市著名的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言景

观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创意街区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选择了南京路为调查地点，彭国跃(2015)从历史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上海南京

路上一百多年间的语言景观进行历时考查[16]。归纳了一百多年间南京路语言景观的宏观特征，又从微观

层面分析了社会环境变化对语言景观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上海市语言景观研究中唯一关注到了语言景观

的历时变化的考察，是一次值得学习的探索。 
4. 地区对比 
还有不少研究将上海市内的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进行对比分析，如邓骁菲(2015)对比了豫园商城和上

海老街的语言景观，探究了这两个商区的多语现象和背后的语言群体身份权力关系，得出了即使在政府

政策相似的情况下，由于商区内部管理手段的不同，相邻的两个商区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语言景观的结

论[17]。 
对比研究的地区并不仅限于国内，如孙莲花(2013)等对比了日本横滨中华街和上海外滩的中国餐饮店

的语言景观，探讨日语环境下汉语标识特点及其原因[18]。 
5. 公共标牌研究 
巫喜丽等(2022)认为，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公共空间”被再定义，语言景观的概念内涵不断延

伸，其语言使用是多维空间及多方互动产生的话语赋权结果，折射出不同语言群体所占有的社会空间资

源。语言景观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语言意识形态“文本化”，以公共标牌的媒介形态改变着公众参

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语言场景。此外，官方与非官方标牌中呈现的语言景观差异，反映了语言政策与语言

实践的落差，有助于检验现行语言政策的实际效力，能为评价语言规划管理和研究语言生活实态提供借

鉴。尚国文、张守辉(2014)也提到，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前者是指语言景观可

以帮助人们了解某个区域的语言特征和使用情况，提供一定的信息;后者指从语言景观透视语言使用背后

的一些语言政策导向与权势问题等[19]。 
在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中，也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分析公共空间中不同形式的公共标牌来考察语

言景观设置的动机、社会机制、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权势层级等社会问题。如苏杰(2018)从语言生态

学的视角探讨了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该系统中的

文化权势的关系[20]。谢晨(2019)以上海市双语公共路标为例研究并探讨了中英两种语言符号的移动潜

势以及和使用者的关系[21]。张晓晨(2021)以上海市地铁 2 号线沿线的多语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利用

“权势”和“等同”关系分析了官方标牌及非官方标牌的差异，对语言景观其背后的隐性功能的解读

进一步深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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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不足之处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没有挖掘的地方。首先表现

为研究维度单一，重视文字图片等静态景观，忽视了对声音、视频、涂鸦、电子显示屏等多模态语言景

观的考察。另外，还缺少对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的大规模、分类化考察，未能建立覆盖上海市区的语言景

观语料库。在研究视角方面也缺乏创新，理论框架受局限，没有融合其他学科对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不

能做到跨学科、跨领域分析，不能自主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对语言景观进行多方位的解读，且大部分研

究只限于表面的语言景观本体分析，没有对深层原因进一步探索。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都立足

于共时层面，历时性研究较少。此外，由于上海经济活跃、文化多元、社会生活丰富，其语言景观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而目前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规范化的建议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只是指出了不

足之处以及存在的问题，还缺少具体的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有效建议与理论指引。 
未来的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可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创新性探索，并和智慧城市理念相结

合，推动构筑异彩纷呈的城市文化空间，为上海的城市语言规划和治理能力提供有价值、操作性强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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