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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on campus in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
sity as the research site to collect data, aiming at improving campus cultural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y ob-
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aking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university, analyzes and points out its ex-
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develop linguistic 
landscape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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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被看作一种文化交流的符号。在国内高校校园里充斥着大量的标牌，

这些承载着书面文字的标牌构成了独特的语言系统。在校园里，师生们无意

识地在和这些标牌产生互动，促成一种偶发性的语言学习行为，这种行为会

悄无声息地影响学习者日常语言交流和价值观的传达。因此，构建良好的高

校语言景观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现阶段校园语言景观建设所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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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景观建设。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 

根据 Landry & Bourhis 于 1997 年提出的语言景观概念，语言景观由某一

属地、地区或城市群体中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店牌和政府建筑

物公共标识组成[1]。即它是呈现在大众视野面前的一种文字符号，且具有信

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两大特有功能。近年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取得了一些突

破性的成就。同时，随着实体语言景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发的空间日趋完

善，虚拟语言景观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各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此外，结合

校园场域研究语言景观的视角逐步被打开，语言景观与文化传承以文化及创

新理论的糅合，为研究高校语言景观开辟了新视角，对语言教育提供了研究

的新思路，填补了国内高校语言景观研究关于文化部分的空白，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2.2. 国内校园语言景观研究  

经过对前者研究梳理后，基本可以总结出当下三个校园语言景观的研究

热点。一是关于语言景观教学化应用。2022 年王腾、景治强提出高校语言景

观具有隐性的语言教学功能，认为将语言环境中语言景观的建设和课堂内的

语言教学相结合相补充，不仅可以积极开发建设校园语言景观，促使隐性的

生活中的语言习得“教学化”，还能将语言景观有意识地融入到课堂中，促

使课堂语言教学“生活化”[2]。二是语言景观与文化传承结合。校园语言景

观扮演着学校历史文脉见证者和传承者的角色。通过对历史积淀和文化精神

等元素的提炼、改造、重构和再现，校园语言景观设计除具有基本的实体观

赏作用，还包含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隐喻色彩[3]。三是语言景观与文化创新

结合。现阶段研究表明，高校的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除了实体语言景观外，

还涵盖了以官方网站、微信公公众号等平台为媒介的虚拟语言景观。2022 年

崔少娟提出要在校园语言文化建设中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与技术，如官方微信

公众号、微信班群等，用多元化的方式积极与学生开展互动[4]，利用现代化

手段实现语言景观的文化创新。由此可见，高校语言景观研究趋势与教学以

及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密不可分。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点 

本研究以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该校隶属的两个校区：老校区，即稽山校区和新校区，即镜湖校区分别展开

实地考察，以线下两个校区的电子屏、教学楼、雕塑、宣传墙、SPT 街以及

线上的官网作为主要研究范围，以此对该校的语言景观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该研究地点具有典型性。一方面，该校作为语言类学校，语种繁多，语

言景观建设极具丰富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校园语言景观代表了该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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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和办学宗旨，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隐性”教学功能，是校园文化建

设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3.2. 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判断抽样和线上平台观测两

种方法进行研究。判断抽样法先从总体样本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单位样本，

以每个语言实体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其次，在确立目标

研究样本以后，使用相机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拍摄，采集数据，后期进行图

片的筛选整理，对其系统分类，便于分析样本。线上平台观测法主要是对线

上运营的语言景观进行观察采样，以截图和亲身参与体验平台运营效果的方

式，对其语言景观建设进行反馈。 

4. 校园语言景观特点 

4.1. 立足于文化传承 

语言文字需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价值。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保存和记录

人类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反映了地区社会文明发展成果，且更有效地

传递了地方历史文脉信息[5]。因此，浙江越秀外国语校作为绍兴市的本地学

院，具有该市独有地域文化魅力，应主动肩负起宣扬该地区人文精神，传承

文化基因的历史使命。为了做绍兴地区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学校以语言

景观作为传播文化的媒介，使用学校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绍兴本地的旅游胜地

文化故居，介绍本地的黄酒文化、戏曲文化、书法文化等，让该校师生耳濡

目染，自觉争当本地文化的传承者，守护历史文化的一片天。 
同时，校园雕塑建筑为该校实体语言景观锦上添花。建筑作为校园语言

景观的直观媒介，反映了学校的历史底蕴与哲学思想。学校在镜湖校区的一

隅特地打造了一尊高大的王阳明铜像，在铜像的身后石墙上还搭配了一副豪

情恣意的墨宝，这使该校园语言景观的建设大放异彩，如图 1。其一，该铜

像展现了该校的教学理念。历史名人王阳明作为该校校园文化思想的指导先

锋，以其自身的哲学思想为辅，使该校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为校园文

化添彩。其二，该铜像结合了地域人文特色。利用历史名人的本地的身份，

为校园历史文化增值。以与历史名人跨时空对话为枢纽，突破了历史的次元

壁，体现了绍兴本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也沿袭了文化正气，为刻画历史名人

的形象起到了画龙点睛地作用。雕塑建筑在展现了该校的历史人文景观的同

时，极大激发了师生对校园历史文化的热爱。 

4.2. 立足于文化创新 

语言文字除了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的功能，文化创新功能也不可忽视。

以往的语言景观总是过于强调语言文字地说理性，即语言文字带有一种居高

临下的说教意味，这种肃穆的语言表达弊病，应为时代所摒弃。与此同时，

新媒体作为语言景观文化创新的新载体应运而生。新媒体因其在语言传播上

的灵活性、创新性、时代性特点，以及更符合当今时代快速阅读、碎片化阅

读的需求，从而逐渐成为当下社会传播最为重要的主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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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园雕塑 

4.2.1. 语言景观空间拓展创新 

除了现实空间内可以触摸到的语言景观，线上互动平台的语言景观也是

校园语言景观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线上采集的数据而言，该校搭建的相关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各具特色。微信公众号主要面向校内师生，

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校内重要事宜的通知推送，二是各种活动

的宣传推送，三则是学校风云人物的简介推送。其形式多样化，内容丰富化，

对校园语言景观的建设具有前瞻性的价值。其一，语言景观的使用较为规范，

学生参与平台搭建程度高。以微博平台为主力军面向大众，多数是干货知识

分享贴和经验分享贴，以拓宽知识面为主，对于一些生活常识的宣传手法新

颖，评论区的网民讨论度高，互动呈现积极态势，有利于可以长久发展。其

二，以抖音平台为主的线上语言景观，创新了视频发送的方式，顺应时代潮

流，有利于流量的积累，观者趣味性强，具有一定程度的娱乐效用。校园语

言景观的受众人群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校内师生，面向大众的高校语言景观必

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4.2.2. 语言文字载体线上线下融合创新 

语言文字载体的创新为该校语言景观增添活力。语言景观的生命力可以

通过其载体来呈现，木制的牌匾赋予语言古典的韵味，而电子的屏幕赋予语

言科技的魅力。语言景观载体的更新迭代，是时代进步的最好证明。 
在浙江越秀外语学院的镜湖校区之内，四四方方的亭子上端陡然悬挂着

“观鹤亭”三个大字，木制的牌匾给人以古雅之感，步入亭内，油然生出一

种悠闲之意，这正是木制牌匾的作用，传统的更显岁月沉淀。然而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东大门门口的电子屏幕，它作为语言的新载体，呈现方式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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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文字、画面与声音的配合转换，显得更加具有吸引力，让不少路

过的师生驻足观看。在稽山老校区的进门不远处也矗立着一块电子显示屏，

同样展示着文字的鲜活与动力。经本研究组调查发现，步入互联网时代以来，

新老校区不断增设电子的文字显示设备，跟上时代潮流的同时，为校内师生

开启了新的语言文字观察窗口。 

5. 校园语言景观现存问题 

5.1. 文字表达未充分凸显文化传承价值 

目前，该校语言景观的宣传文字尚未充分凸显文化传承价值。就老校区

西语学院的宣传墙观察而言，整体排版较为美观整洁，传导了一定程度的审

美价值。然而，该宣传墙所选取的内容仅停留在语言文字表面，仔细阅读后

无法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大多是简单易懂的“通知”形式，缺乏一些实际“文

化内涵”，如图 2，上面只有一些专业内容介绍和获奖项目的通知，并无更

深层次的阅读价值。 
作为校园文化的宣传墙所选取文字应当自有“深意”。那些古雅的文字

中蕴藏人生感悟、社会哲思，在时间的长河中汇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心灵

深处的文化基因，这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不应该被抛弃。因此，在注重文字

排版的同时更应该思考选取文字的用意，再由表及里，则令人回味无穷。以

稽山校区的宣传墙为例，所选取的是西方的认知方法论，这一做法并不是不

可取，但若是以中华的学习方法论与之对比，则略显逊色，因此不仅要注重

文字传达信息的功能，更要进一步挖掘其后的文化象征功能。校园语言景观

作为历史文化所依托的宣传平台，不应只是起到简单的传递信息的作用，更

应该作为“放大镜”传递其背后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起到传承作用，赓

续红色血脉。 
 

 
图 2. 宣传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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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老校区语言景观文化创新进度不一 

其一，老校区语言文字载体设备的疏于翻新以及宣传屏幕上语言文字内

容空泛是制约老校区语言景观发展的症结所在。时间是语言景观建设的标杆，

越早建设的语言景观越容易和新创立者脱节。稽山老校区的语言景观的建设

程度和镜湖校区相较而言显得有些逊色。虽然两个校区都有对于电子屏幕语

言载体的创新，但是从电子屏显示内容和整体播放效果而言，镜湖校区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老校区的电子屏幕不仅需要修缮，而且所呈现的内容也枯燥

乏味，只有文字标题的出现，而新校区的电子屏结合了当地的旅游文化特色，

面向校内全体师生推送了不少当地的名人故居景点以及民俗文化传统，这是

实现高校语言景观建设和当地城市旅游宣传效果双赢的最佳模式。 
其二，新校区语言景观也存在文化创新层面的问题。稽山校区作为语言

特色显著的校区，其采用语种的丰富程度远超于镜湖校区，且稽山校区的外

语沙龙作为小语种的一大特色，颇受欢迎，其文化交流的创新程度远远领先

于新校区。即使新校区以金融、网传、国商等专业为主，但作为必修课的英

语可以效仿老校区的做法，让语言景观“活起来”，让英语教学的维度更加

立体，不再只停留于课堂。与此同时，让校园语言景观的文化创新建设更上

一层楼。 

5.3. 语言景观整体创新程度存在局限性 

其一，中文版官网语言景观建设特色不够明显，且安全性有待加强。就

调查结果看，该校线上语言景观的平台发布内容较为零散，未突出学校特色，

无法确保发布内容具有区别于其他院校的独特性。其次，其发布的内容需要

加强监督。相对于物理空间，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的内容具有延展性、灵活

性、方便性[7]。要注意不良信息引导者的趁虚而入，网络恶评带来消极影响。

鉴于此，加大网络发布内容的监管力度、严格把关虚拟语言景观建设迫在眉

睫。 
其二，外文版官网建设尚不完善。虚拟空间语言景观虽然是文化创新的

一大亮点，但是就所选用的官网语种而言存在单调性，可能会给留学生以及

外院的学者造成一定的困扰，语言的障碍会导致文字的传播功能失效。因此，

官网文字可以同时使用英语等常见国际语言，外文版面作为高校文化输出的

一面镜子，可以向外国留学生或外国学者、来华者等提供高校信息、文化资

源，是对高校感兴趣的外国访客了解高校的最便捷途径[8]。 

6. 优化渠道和构建途径 

6.1. 教学融合深度挖掘语言景观的文化传承功能 

随着研究边界的扩大，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

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多集

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极少有学者将其纳入教育教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9]。
宏观而言，在这钟灵毓秀，物华天宝的绍兴，留下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韵味，

还有浪漫的人文景观。然而，在众多江南水乡的光环之下，绍兴的名声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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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了延续绍兴历史名城的光辉，传承绍兴本土的历史文化，本土高校

可采用教学融合的模式，潜移默化地教授学生地域历史文化地知识，同时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地探索欲，让学生沉醉于本土文化，志愿传统文化的历史守

护者。微观而言，通过教学融合的模式，进一步建设了校园语言景观，将校

园语言景观作为文化传播的新兴阵地，隐“教”于乐，在不知不觉中传承本

土文化，为提高该校的知名度提供助。 

6.2. 充分协调新旧校区语言景观的创新程度 

新老校区语言景观的割裂是该校语言景观交流的鸿沟。老校区保留着原

汁原味的校园语言景观建设的风格特点，却没有像新校区那样结合本地地域

文化的特点发展语言景观，这是老校区语言景观建设的可提升之处。而新校

区脱离老校区的语言景观，缺少语言的丰富度，也是新校区语言景观建设的

痛点。 
针对以上问题，协调新老校区的语言景观建设是发展该校语言景观建设

的必经之路。将新校区语言景观更加丰富化，沿袭该校语言特色的传统是建

设该校校园文化的第一步。而将老校区与本土的文化发展和人文精神结合，

是更新该校校园文化的第二步。最后，将该校的两校区深度融合，重新成为

一个整体，使该校的语言景观建设不再割裂。 

6.3. 继续完善“互联网+”线上语言景观 

网络平台作为校内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合理使用。凭借网

络平台的东风，完善校园语言景观线上平台的搭建，建议可以从待发文的内

容筛选、审核发文的官方监管、运营后期的问题反馈三方面入手实施。 
第一，确保线上平台内容地优质化是建设“互联网+”语言景观的基础。

由于网络具有传播性广的特点，不良信息就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严格甄选发布内容保证其网络语言的健康性、科学性是官方发布者的首要职

责。第二，审核发文内容，实行官方监督。线上校语言景观平台代表了高校

的形象，因此在平台上，要避免网络语言一系列低级错误的发生。警惕由于

信息的大量汇集，而碰撞出各种思想文化，稍有不慎会引发公众心理危机[10]，
有损学校声誉。第三，定期优化，实施监督，落实好线上的语言景观建设，

将会是推进校园语言景观建设的有力辅助。线上语言景观的运营总会产生一

些问题，为此开展问题反馈的窗口是建立起网民与学校官方发布者共同监督

网络语言安全的桥梁。 

7. 结语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语言景观建设，以文化传承和

创新为分析方向，归纳现阶段该校语言景观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以小

见大也可类推出国内高校语言景观建设的普遍现状，例如过分注重文字排版

的主流审美导致文化传承性被忽略，一些高校的扩建致使新老校区的语言景

观建设创新程度无法统一，线上虚拟语言景观建设不够完善，语言使用不够

规范等。为破解以上种种难题，本文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一些改善措施，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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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语言载体的传承性功能，协调新旧校区的创新程度，倡导提升线上平台语

言景观的谨慎度。多措并举来提高高校语言景观的建设水平。 
本课题的创新点在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视角具有符合国内校园语言景观

研究趋势的特点，在众多的语言景观研究文献中，校园语言景观鲜有被提及，

而本文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切入点对现下高校语言景观提供建设思路，具有

借鉴价值。主要研究贡献在于延伸了校园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全面研究调查，同时开拓新视角，充分强调从文化传

承与文化创新角度出发对于校园语言景观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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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文化传承和创新视角下的校园语言景观建设研究 

摘要：基于现阶段国内高校校园语言景观的研究状况，本文选取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为个案收集语料，旨在从语言景观建设视角出发提升校园文化形象。

本文通过观察研究该校语言景观发展的整体情况，以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为

切入点，归纳现阶段该校语言景观的特点，分析并指出语言景观建设现存的

问题，从而提出如何弥补现存发展缺陷的新路径。 

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语言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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