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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形象与语言景观紧密相连，语言景观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对于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调查与分析绍兴市语言景观的类型、特点、分布，以及与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

元素的融合情况，揭示了城市语言景观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旨在提升绍兴

市城市语言景观的质量和多样性，展现城市的国际化风貌和本土文化魅力，进而推动城市文化的传播和

城市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 

语言景观，城市形象，亚运会，绍兴市，优化策略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Multiple City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aking Shaoxing, the Asian Games City, as an Example 

Mayi Yang, Yanfei Shen, Ting Ni, Shiyun Chen, Libin Zhu, Xiuxiang Xie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Feb. 26th, 2024; accepted: Apr. 2nd, 2024; published: Apr. 10th, 2024 

 
 

 
Abstract 
The city imag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city im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haping the city image and dis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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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ng the culture of the city.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
bution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Shaoxing city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ity’s linguistic landscape. 
Furthermor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diversit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Shaoxing, show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style and local cultural charm,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ity culture and the ci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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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Landscape, City Image,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Shaox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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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语言标识，“语言景观”已经引起了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关注

和热门研究。城市语言景观不仅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标识，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绍兴，作为第十

九届杭州亚运会的协办城市之一，其语言景观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和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目前，国内外

对于语言景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亚运会等特殊场景下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对筹

备及举办亚运会期间比赛场馆、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的语言景观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多元城市形象构建

与提升策略，旨在为城市规划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2. 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源自 Landry & Bourhis (1997)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将其定义为公共空

间内通过标牌等载体呈现的可见性书面语言[1]。这些语言元素，如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

铺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的公共标牌，共同构成了城市语言景观。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景观的概

念逐渐从传统的书面语言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形式。一方面，语言景观开始涵盖非典型的视觉语言元素，

如电子屏幕、立体标志物等。这些现代媒介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成为城市语言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们不仅丰富了语言景观的表现形式，也为城市空间增添了新的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多模态语言

景观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语言景观的研究范畴。多模态语言景观强调除了传统的书面语言外，还应考虑

图像、声音、颜色等非语言元素。这些元素与语言共同构成了多维度的城市语言景观，为城市空间的认

知与解读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因此，语言景观不仅包括传统的书面语言元素，还涵盖了非典型的视

觉语言元素以及多模态的语言表达形式。它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概念，随着城市空间的演变而不断变

化。 
自语言景观概念提出以来，国外学者从多角度丰富语言景观的研究，其中对多语语言景观的研究是

最多的。Gorter (2006)通过不同区域语言景观的比较，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语言景观作为多语现象研究路径

的有效性，对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而随着研究视角不断扩大，专门针对英语在各地

语言景观的使用状况研究也不断增加对英语的传播研究显示了每个国家政府或民间对英语使用的不同态

度，已在国际语言景观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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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语言景观”为关键词，可检索

到 1052 条结果。从研究主题来看，翻译及规范问题是国内学界研究最多的主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国际

化进程的加速，公示语、标牌、宣传语、道路名称等公共语言的翻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城市国际化进

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学者们从功能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交际翻译理论等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

这些语言景观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及对策，体现了研究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在理论构建方面，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田飞扬(2014)使用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解读了学院路街道双

语路牌的不规范现象，认为这背后反映了超多元性的社会文化问题[4]。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宽

了语言景观研究的视野，也增强了其解释力。尚国文、赵守辉(2014)则着重探讨了语言景观的认识论基础、

分析维度，提出了四条理论构建原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5]。此外韩艳梅、陈建平(2018)
基于“语篇历史法”和“再语境化”等理论框架得出语言景观跨文化互文的几种主要形式[6]。这一研究

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语言景观跨文化特性的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语言景观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 
由上述可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虽然在翻译及理论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语言景观与

城市形象方面仍需开展更广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创新。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

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城市语言景观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如何在保持城市特色的基础上，构

建和提升多元城市形象，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语言景观与城市相关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

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也为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3. 研究设计 

亚运会是主办国家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而语言景观则是具象化展示城市形象的良好媒

介。为了深入了解绍兴市四个亚运场馆的语言景观情况，本研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对这些场馆进行了

细致的考察。考察地点包括绍兴奥体中心体育馆、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以及

绍兴柯桥羊山攀岩中心。我们详细观察了语言景观的种类(如路牌、广告牌、指示牌等)、数量、尺寸、位

置等，并记录了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情况，包括使用的语言种类、语言风格、翻译质量等。为了更全面

地收集数据，我们通过实地拍摄照片的方式，收集了比赛场馆中出现的所有语言景观，包括横幅、公示

语、告示牌、宣传海报、电子显示屏、涂鸦等，共得到了 124 张图片。在筛选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两个

标准：同一场馆内相同的标牌不计入样本总体；如果载体有两个或多个面，则每一面都看作一个独立样

本。最终我们得到了 110 张标牌样本。在完成调查后，我们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分析。

首先，我们对照片、录音等原始资料进行了分类和归档，建立了完善的资料库；其次，我们使用统计软

件对语言景观的数量、类型、分布等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语言景观的规律和特点。 

4. 亚运城市绍兴语言景观现状 

4.1. 特点 

4.1.1. 语言景观类型多样化 
运用尚文国和朱永生(2014)提出的研究方法，从类型、使用语种以及模态特点、对绍兴亚运会场馆语

言景观的呈现类型进行分析，绍兴亚运会场馆语言景观呈现类型特征如表 1 所示。 
亚运会绍兴场馆的语言景观类型多样，有利于实现文化和信息的多维交互。标牌、条幅和告示牌等

中大量采用标准的中英文搭配有利于用简明的文字和符号对亚运会的品牌形象、格言、理念等关键信息

进行准确传递；而在电子屏幕(见图 1)、立体标志物(见图 2)以及创意标志(见图 3、图 4)等载体中运用线

条、对称美感等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有利于增加观众对亚运会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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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理解与认同。绍兴亚运场馆的语言景观采用的文字和符号都十分简洁明了，有利于观众快速获取信

息，方便理解和记忆。 
 

Table 1. Typ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表 1. 呈现类型情况统计表 

类型 数量 比例 

标题类 38 35% 

条幅类 16 15% 

告示牌类 14 12% 

电子屏幕 17 15% 

立体标志物 13 12% 

创意标志等 12 11% 

总计 110 100% 

 

 
Figure 1. Electronic screen 
图 1. 电子屏幕 

 

 
Figure 2. Three-dimensional marker 
图 2. 立体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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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reative logo 1 
图 3. 创意标志 1 

 

 
Figure 4. Creative logo 2 
图 4. 创意标志 2 

4.1.2. 模态构成以多模态为主 
“多模态”指的是人类各感官系统对客观世界综合反应的结果，是意义交流的渠道和媒介，主要包

括文字、声音、图像、视频、音乐等[7]。多模态语言景观以文本模态为基础，将多个符号系统的意义资

源进行整合，有利于携带更多信息加深语言景观读者的理解，让理性、动态、多元、包容的人文现代性

在场域内得到彰显。绍兴亚运场馆的语言景观由技术、颜色、图像、文字 4 种符号模态组成，各模态符

号系统占总体百分比特征如表 2 所示。模态及组合数量特征如表 3 所示，单模态包括技术、图像、文字

3 类，多模态包括“图像 + 文字”、“图像 + 颜色”、“文字 + 颜色”、“图像 + 文字 + 颜色”4
种多模态组合类型。 

 
Table 2. Type of language modes 
表 2. 模态类型情况统计表 

类型 数量 占总体百分比 

技术 38 35% 

颜色 16 15% 

图像 14 12% 

文字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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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eature of language modes 
表 3. 模态特征情况统计表 

 模态特征 数量 比例 

单模态 

技术 12 11% 

图像 11 10% 

文字 20 18% 

多模态 

图像 + 文字 24 22% 

图像 + 颜色 11 10% 

文字 + 颜色 2 2% 

图像 + 文字 + 颜色 30 27% 

 共计 110 100% 

 
亚运会绍兴场馆语言景观的模态构成以多模态为主，有利于提高信息表达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提高

信息吸收和记忆的效率、满足不同受众的特殊需求；同时单模态语言景观具有纯粹简洁、信息明确、节

省成本等优点也占据一定数量。这反映出亚运会在语言景观设计中注重场景的现实需要，在确保语义精

准传达的情况下结合图像、颜色、技术等符号系统的多模态形式吸引读者眼球，拓宽信息传达渠道并提

高观赏性 

4.1.3. 语言景观与绍兴特色多元文化交融 
绍兴市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其语言景观与特色多元文化的交融具有独特的表现

形式和内涵。正如 Rafeal 提出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之一是突显自我(presentation of self)原则[8]。 
 

 
Figure 5. Lane signage 
图 5. 通道指示牌 

 
绍兴市的语言景观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古街区、古镇和古村落中，语言景观的形式

多样，包括石刻、碑文、对联、匾额等，它们不仅展示了绍兴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也展示了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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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文化魅力。在亚运会的背景下，绍兴市的语言景观更是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认同。亚运会的举办为

绍兴市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平台，各种语言景观在亚运会的场馆、道路和公共场

所中随处可见，如图 5 等。这些语言景观不仅为参赛者和游客提供了便捷的信息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

更将“名城绍兴”的城市形象向外传播，成为绍兴市与外界交流和互动的重要桥梁。 

4.2. 存在问题 

4.2.1. 语言景观标识有老旧或缺失现象 
绍兴市部分语言景观标识存在老旧或缺失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长期放置在户外的路牌、指示牌

(见图 6)等，由于风吹日晒，字迹模糊不清，甚至有些标牌已经缺失。这些老旧的标识不仅影响了城市的

形象，也给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特别是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背景下，绍兴市的语言景

观问题更加突出。为了迎接亚运会，绍兴市进行了大量的城市改造和升级，但部分地区的语言景观标识

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和完善。这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也可能对亚运会的筹备和举办造成一定的

影响。 
 

 
Figure 6. Location signage 1 
图 6. 地点指示牌 1 

4.2.2. 公共场所语言服务类型较为单一 
亚运城市绍兴公共场所的语言景观基本呈现语言符号景观为主、非语言符号景观相辅的多模态语言

景观面貌。从宏观上来看，绍兴公共场所分布有语言标牌和图文信息语言标牌。从微观的具体内容来看，

公共场所的标题上有关于赛事、服务、亚运文化、城市文化等主题的内容。我们对使用语言分布进行分

析，发现绍兴所提供的语言服务大部分是简体中文和英文，双语标志更多地存在于“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语言服务需要，但是对于亚运会其

他参与国来说，所提供的语言服务类型未免显得单一，无法满足更多受众尤其是外国人士对了解绍兴和

杭州亚运会的需求。因此，在凸显官方通用语言的同时，需要提供多语言服务类型。在标注汉语的同时

标注外语翻译，建设多语言服务的网站语言景观，对绍兴走向国际化和多语言化，展现积极开放、包容

热情的绍兴城市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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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部分区域语言景观存在空白 
本研究发现，绍兴市部分亚运语言景观建设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其覆盖面不够广泛。例如，绍兴

亚运主题花海部分区域缺乏适当的警示标识，人为导致花草等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外，当

前的语言景观主要以观赏性为主，如图 7、图 8 实用性语言景观的建设还有待加强。例如，一些标识上

的语言景观仅仅只是观赏性的图案，如果能加入意义的阐述，将会使其锦上添花。因此，我们需要优化

当前的文字描述、填补语言景观标识，使其更加清晰、准确并符合语言规范。 
 

 
Figure 7. Asian Games-themed flower sea signage 1 
图 7. 亚运主题花海标牌 1 

 

 
Figure 8. Asian Games-themed flower sea signage 2 
图 8. 亚运主题花海标牌 2 

4.3. 成因分析 

造成绍兴市语言景观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规范的管理。虽然绍兴已有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相关

事务，但这些机构或部门在统一管理和维护方面的工作可能仍有待加强。此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可能

存在不足之处，使得语言景观的建设和管理缺乏足够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管理上的缺失导致了语言景观

标识的老旧、缺失以及空白化等问题得不到及时地处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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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设计上的缺乏创新。目前，绍兴市的语言景观设计理念相对较为落后，缺乏具有创意

和特色的设计方案。这导致了部分地区的语言景观同质化现象严重，无法体现城市的特色和个性。同时，

由于缺乏专业的设计人才和技术支持，也使得创新设计更加困难。 
此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语言景观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绍兴市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

现象，部分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为落后，这导致了这些地区的语言景观建设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

资源投入。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使得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建设存在差异和不平衡的现象。这

种现象在亚运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亚运会需要一个整体和谐、有序的语言景观环境来展现绍兴

市的良好形象，而经济发展不平衡则给这种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5. 多元城市形象构建与提升策略 

语言是文化交流和沟通传播的媒介，因此，城市语言景观是一座城市向外最直接的展现方式，其对

城市精神面貌、整体形象和对外传播水平的作用毋庸置疑[9]。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策略，以期构

建与提升绍兴多元城市形象。 

5.1. 优化城市语言景观标识 

5.1.1. 提高语言标牌多语化比例 
世界全球化推动了语言标牌的多语化趋势，双语标牌、多语标牌出现频率大幅度增加[9]。绍兴市作

为一座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的城市，正积极迎接着多元文化的挑战与机遇。杭州亚运会的召开，是扩大

语言标牌多语化的一大契机。除英语外，还可以增设常见国家的语言，如韩语、日语、马来语等语言种

类。为了加强国际定位，绍兴在语言景观的顶层设计中采用了多语服务宗旨，涵盖了实体和虚拟景观、

官方与非官方景观[10]。在这一过程中，中文的优先地位得到巩固，体现了对民族文化尊严的尊重。同时，

英文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语言景观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中英文及其他多语种的结合使用，不仅消除了

语言交流障碍，更成为绍兴作为国际化城市的象征。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多语种使用的频率越高，

这不仅是语言交流的需要，更是展示城市开放包容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 

5.1.2. 统一规范语言标牌形式 
绍兴市内的公共标识，如路牌、广告牌等，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展示绍兴市的地

域文化特色，需要对这些公共标识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整改。确保其内容规范、形式统一，并且能够有效

地传达绍兴市的文化底蕴。此外，在公共标识上加入与亚运相关的元素，如亚运吉祥物、口号等，能够为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营造热烈的氛围，在绍兴市的主要区域，如火车站(见图 9)、机场、旅游景点等，设置与

亚运相关的公共标识和广告牌，并使用绍兴话进行播报和宣传。这不仅能够增强绍兴市民对亚运会的认同

感和参与感，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参赛者来到绍兴市，亲身体验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地域魅力。 

5.2. 健全语言服务规划体系 

绍兴应全面审视城市语言服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首先，绍兴应制定一套全面而系统的语

言服务规划政策，以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语言需求。这包括建立城市语言服务研究中心，深入研究绍兴

的语言服务现状和挑战，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绍兴应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深入的语言服务

调研，以制定更加贴合城市需求的语言政策。最后，绍兴应建立健全城市语言服务体系，提升语言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为市民和亚运会来访游客提供高效、便捷的语言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绍兴将能

够全面提升城市语言服务能力，为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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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Location signage 2 
图 9. 地点指示牌 2 

5.3. 创新公共空间语言标识 

为了提升亚运会的氛围和宣传效果，绍兴市在公共空间的语言标识中巧妙地融入亚运会元素，以此

展示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活力。例如“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将其与绍兴的地标或特色相结合，增

强了亚运会的正式感和氛围(见图 10)。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放置亚运会立体标志物(见图 11)，将亚运元素

与绍兴市的文化特色相结合，体现亚运棒球与绍兴的联系，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互动式标识，一些互动

式的语言景观标识，如触摸屏、二维码等，游客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获取更多关于亚运会和绍兴的信息。

通过这些具有亚运会元素的标识设计，绍兴可以更好地宣传亚运会，增强亚运会的氛围，并展示绍兴的

文化特色和城市魅力。 
 

 
Figure 10. Asian games signage 1 
图 10. 亚运标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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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Asian games signage 2 
图 11. 亚运标牌 2 

5.3. 提高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水平 

为了确保残障人士也能充分参与到亚运会的各项活动和氛围中，绍兴市应在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和

相关设施中增加亚运会相关的无障碍标识(见图 12)和盲文(见图 13)。这不仅可以提升特殊人群的参与感

和归属感，还能展现城市对残障人士的关怀和尊重。具体措施包括：在比赛场馆、公园、博物馆等公共

场所，增加无障碍设施，如轮椅坡道、扶手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确保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进入和观

看比赛，提高他们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Figure 12. Accessibility signage 1 
图 12. 无障碍标识 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4219


杨马仪 等 
 

 

DOI: 10.12677/ml.2024.124219 71 现代语言学 
 

 
Figure 13. Accessibility signage 2 
图 13. 无障碍标识 2 

6. 结语 

本研究丰富了语言景观理论与城市形象构建理论的内涵，提出了语言景观在构建多元城市形象中的

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通过综合运用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本文呈现了亚运会期间绍兴市语言景观现状，

分析了语言景观在塑造城市形象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绍兴

作为一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城市形象的构建与提升在语言景观的助力下呈现出多元化、

动态化的特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构建的量化分析，探索不同城市间语言景观

的异同及其对城市形象构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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