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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y, our country is 
commit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e tourism in-
dustry, as the tertiary sector of the economy, is restrict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create a 
good tourism image of ancient towns in c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
ence of language landscape on the image of urban tourism, taking the ancient 
town of Anchang in Shaoxing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by observing var-
ious language signs in Anchang ancient tow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ea-
tures of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f Ancient Town,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f ancient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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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是走工业化道路，为了 GDP
得以持续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重心放在建设工业化国家上，为了

实现供给侧的改革，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

布的《2021 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 2022 年发展预测》(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

No.14)，受宏观经济和疫情的叠加影响，2021 年第三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

同比下降 18.3%，消费面和产业面信心减弱；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疫情影响和

市场因素，预计 2022 年国内旅游人数 39.80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3.81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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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分别增长 16%和 27%，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七成预计入境旅游

人数同比增长达两成，恢复至 2019 年的 2 到 3 成[1]。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

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在此阶段，我国仍应坚持旅游供给的产品创新

和相关项目研发，建设城市旅游形象，保证都市休闲、乡村度假等文化消费

需求，以待疫情缓和之时，迎来旅游服务业的春暖花开。  
语言文字作为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体现现代特色的标志，它

在过去与今时之间架起了桥梁。要想推动城市旅游发展，必先梳妆其门面。

因此，语言景观建设与城市旅游建设休戚与共。在经受视觉洗礼后，城市旅

游形象必将散发其魅力。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是城市文化风韵的更为直观的体现，而城市语言景观的建设是

衡量一个城市关于城市旅游文化业内外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语

言景观”，可以做出如下定义：语言景观是呈现在大众视野面前的一种文字

符号，例如路名、街名、城市名、广告牌、公共指示语、标语口号、店铺招

商牌等。在 21 世纪，语言景观的宣传方式层出不穷。城市的语言景观除了实

体语言景观外，还涵盖了门户网站、语音指引、网络宣传等各方面，如图 1。
语言景观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据前期观察分析可知，实体语言景观已

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虚拟的语言景观即通过网络媒体信息技术手段传播的

语言景观关注度依旧远远落后。 
 

 
图 1. 虚拟语言景观展示图 

2.2. 国内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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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08 年之后的近期快速发展阶段。

三个研究阶段分别经历了 1997 年语言景观概念的界定、语言景观两大功能的

正式提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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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学科研究进一步显性化[2]。语言景观学研究的范畴已从专注标牌语言用

法研究延伸到对语言文字“表象”背后的身份认同、语言政策、社会机制、

意识形态等深层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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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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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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而国内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历久弥新，实证研

究方面不断取得进步，研究理论方法的文献也开始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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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的文献为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综述[4]。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对“城市旅游语言景观”这几个关键词的搜索，发现

鲜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刻探究。柴畅的城市国际化背景下特色商业街区语言景

观研究围绕杭州这个城市展开，选取杭州最具特色的 5 条商业街区，从语码

分布、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语码取向等来解读语言景观的话语建构模式，

探寻双语或多语景观的译写问题[5]。这固然对城市语言景观的译写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说明，但是缺乏对城市古镇旅游业的语言景观普遍存在的问题缺少

总体梳理以及对古镇商业街的虚拟语言景观缺乏研究。此外，张青、祁正妍

以中小城市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建设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小城市中普遍存在

部分语言标牌上的译文存在信息缺失、拼写错误、语法错误、中式英语等问

题，于是提出了规范语言、美化标牌、优化译文等建议[6]。但是此研究也未

对语言标牌上的虚拟语言景观给予充分关注，仅仅对如何改善实体语言景观

提出了建议。本文结合城市旅游业形象的塑造与古镇文化视角下的语言景观

来深入探究语言景观发展中的不足与缺陷。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点 

开展实证研究地点是绍兴市的安昌古镇。安昌古镇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境

内西北端，建于北宋时期，占地面积 24 平方千米，它与杭州市萧山区相接，

南靠柯桥城区，北邻杭甬高速公路。同时它具有典型的江南古镇典型的建筑

特色，一衣带水，古朴典雅，其特产安昌腊肠、扯白糖远近闻名，具有水乡

风情的水上婚礼也是别具特色，已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 
一方面，安昌古镇作为绍兴市最具代表性的古镇，历史悠久，其建设程

度相较于其他古镇略显优势，占地面积以及路标、牌号总计数量较多，易于

观察。另一方面，安昌古镇具有历时性，影响深远，为广大游客所熟知。因

此它作为绍兴市古镇旅游的打卡首选的热门景点，最具有研究的价值。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主要拍摄的内容是路标、牌号、商店店牌、指路线索图等。Gorter 指出，

通过拍照来采集语言景观的数据已经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数据采

集形式[7]。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手机相机来搜集语言景观的相关数据，观察

景区的标识并对其进行拍摄。再对收集到的照片进行整理，将出现问题的照

片实证和特色语言景观照片归类成两个素材包，便于后期开展分析时使用。 

4. 安昌古镇语言景观的特点 

安昌古镇的语言景观近年来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断奋进的状态，其古镇内

部现存在一些其他古镇难以企及的优点，形势逐渐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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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体极具多样性 
商业街上的牌匾，路标以及导线图等所采用的字体各式各样，极具丰富

性。另外，雕刻在石碑上的字体也加深了地域特色与文字的融合，使得小镇

的语言景观更加具有生命力。如图 2，石碑上的字体向我们展示了绍兴黄酒

文化中“酒”字的演变历程。 
 

 
图 2. 绍兴黄酒介绍石碑 

 

2) 宣传手法独特 
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将文字雕刻在石板、木头之上呈现给游客，如图

3。景区里存在的另一种文化是当地居民结合绍兴的酱文化，把宣传的文字印

在墙上，在酱桶上贴上当地特色产品的文字使游客更能感受到文化气息，如

图 4。景区介绍也采用了信息网络平台的宣传渠道，介绍牌上还附上了音频

介绍，增强了视听效果。 
 

 
图 3. 酒酿馒头介绍牌 

 

 

图 4. 酱园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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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与商业结合 
安昌古镇文化街区中的商铺招牌颇有特色。商铺招牌既是店名，更是广

告，招牌形象是店家实力和水平的外在表现，顾客会产生心理信任感，激发

购买力。因此融合语言景观在商店品牌中确实能够产生经济价值[8]。因此，

在景区的商店店铺招牌上可见店家在命名店铺时的简单直观，直接向游客展

示了本地的特色产品，既提高了特产的销路，还达到了文化宣传的效果，如

图 5。  
 

 
图 5. 安昌古镇石碑 

5. 安昌古镇语言景观的存在问题 

由上述安昌古镇具备的特点来观察，景区的语言景观正在进步和发展，

然而从整体来分析，古镇的语言景观依旧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 使用的语种数量较少 
不少路标牌仅仅采用了一种及两种的语言，如图 6，只有极少数的导向

牌采用了三种及以上语种，如图 7。这种现象对语言形象发展较为不利，例

如，会给边陲国家的旅客造成困扰，这就会形成文化的嫌隙，无法体现古镇

语言景观的国际包容性和丰富性，造成语言景观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古镇虽

然是以中文作为主要语言书写在路标牌匾上的，但是文化形象的树立如能摒

弃单一性，汇入国际其他语言，则能与世界展开交流，架起国际沟通的桥梁。

补充多语种标牌是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图 6. 阳明桥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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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游客中心指示牌 
 

2) 字迹清晰度不高 
不少景点的指示牌出现了模糊老旧的情况，缺乏修缮，如图 8。这种模

糊的字迹使得游客难以辨认，左右为难。这对于城市古镇旅游业的形象建设

不利。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情况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路标路牌的翻

新情况亟需加以改善。 
 

 
图 8. 安昌古桥路牌 

 

3) 虚拟语言景观开发程度较低 
现代城市的语言景观包括公共空间呈现的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既包

括文本形式，也包括图像、声音、视频等能够传达信息的复合话语。文字、

声音和图片等多模态相结合所呈现的语言景观是当前较为普遍的信息表达方

式[9]。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给大

众获取信息提供更为便捷的多样化途径。通过网络呈现的多模态虚拟语言景

观[10]，与传统实体语言景观相互交融，可为塑造现代化城市增添丰富的色彩。   
安昌古镇的实体语言景观尽管存在缺陷，但是相较与前些年已经有了极

大的改善。然而，安昌古镇虚拟语言景观的开发还处于起步状态，总体效果

有待提升。例如大部分特色景区的景点介绍都采用书面的文字介绍，少有可

以扫码的虚拟语言景观，由此可见，网络平台对于语言景观的建设还在起步

阶段，未能建立系统的景区虚拟语言景观。此外，不少扫码听讲解的标识遭

到了破坏。从调查来看，二维码老旧、受损较严重，更像是历时很久、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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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维护更新造成的，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绍兴黄酒小镇，如图 9。在

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如有关内容讲解的部分无法使用微信二维码打开公众号

查看的情况。其次，在扫码听讲解的二维码上鲜有外文介绍，因此标牌的信

息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体现在宣传册、各景点的多语标识更为详实，

充分体现了标牌的信息价值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保护与开发的平衡发

展。这种实体与虚拟语言景观的差距，现在还处在弥合阶段。 
 

 
图 9. 徐锡麟铜像介绍牌 

6. 提升路径与建议 

经过实地考察，安昌古镇主要存在使用语种数量较少、字迹清晰度不高、

虚拟语言景观开发程度较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一些可能的提

升路径与建议，以期对症下药，因地制宜，以进一步提升古镇旅游形象。 
1) 改善古镇语言景观的多样性 
要在符合历史文化传统为第一要义的前提下，结合地域特色，注重历史

文化街区语言景观建设的整体设计与规划。在语言的使用上，采用多语种并

行的方式，至少应包含中文，英文，韩文，日文等四种基础语言，彰显现代

化古镇文化视角下语言景观的特色。学会利用国际化的城市形象来吸引外来

游客参观，从而促进城市古镇旅游业的发展，展现文化魅力。 
2) 美化路牌标识的面貌 
及时对旧路牌进行修缮，保证路牌标识的清晰度，在此基础上对路标牌

号进行美化。例如在字体颜色倾向于金色黑底，在书写顺序上沿袭历史采用

竖写左行，在书写字体上使用易于辨认又不失特色的篆书、隶书、楷体等形

式。尽量使用符合传统匾额的语言标牌形式，避免了语言标牌的过度商业化。 
3) 将实体语言景观和虚拟语言景观的融合 
首先，改善实体语言景观中存在的风格杂乱的问题，采用多种字体固然

绚丽夺目，但是风格散乱会破环景区整体的形象。因此推崇使用具有统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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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几种字体，尽量避免大量使用甲骨文等。做到与现代化进程接轨。其次，

利用微博号、微信号等电子平台进行宣传。景区内的二维码多被破坏，因此

要解决翻新宣传平台，清除破旧的指示标码。并在该区块的语言景观上借助

现代科技力量提升实体标牌的信息化功能。 

7. 结语 

国内外关于城市形象构建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城市规划、建筑景观设计、

城市品牌创设等视角出发探究城市形象的提升策略，而本研究从语言景观中

的文化视角以及结合了旅游业的发展来开展城市形象构建研究，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本文通过观察城市古镇中的语言景观，包括虚拟语言景观，总结得

出绍兴市安昌古镇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及提升措施。以安昌古镇为例提出的

提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城市古镇建设存在的问题，比如语言使

用的规范性，因此具有借鉴意义。本文调查研究中获取的实证数据可以为当

地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得出的论证结果为城市建设规划、文化传承提

供新的思路与借鉴。而针对安昌古镇虚拟语言景观的建设问题，网络平台优

化这一措施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具有一定挑战性，应引起相关部门人员的

重视，以调动力量开展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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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城市旅游形象塑造视角下的语言景观调查研究——以安昌古镇为例 

摘要：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致力于建设工业化国家，旅

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制约。为了助力旅游业的发展，达到

塑造良好城市古镇旅游形象的目的，本文从语言景观对城市旅游形象塑造的

影响着手剖析，以绍兴市安昌古镇为例展开调查，通过观察安昌古镇景区的

各类语言标牌，探究城市古镇语言景观的特点，并对古镇语言景观存在的问

题展开深入讨论，最后提出解决路径与建议。 

关键词：语言景观，城市旅游形象，古镇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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