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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image and the linguistic land-
scape, an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ity culture, 
directly affects the shap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ity imag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Shaoxing dur-
ing the preparation and holding periods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re-
veals the key role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shaping and disseminating city 
image, and discusses how city image reacts to linguistic landscape to promote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Shaoxing,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and en-
lightenment for other citi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linguistic land-
scape and city image an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when holding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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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城市语言景观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作为城市

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景观不仅反映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更在亚

运会等国际舞台上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目前，国内外对于语言景

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亚运会等特殊场景下的研究尚显不足。亚

运会作为一场国际性的体育盛事，不仅为亚运协办城市之一的绍兴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身文化魅力和城市形象的绝佳平台，也为研究城市语言景观与形象

构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探究亚

运赛事下绍兴市语言景观现状，基于现状，研究绍兴城市语言景观与形象构

建的互动关系。通过深入剖析这种互动关系，进而为绍兴提供城市形象提升

的策略，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在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涉及语言

学、城市规划、文化研究、地理学等多个学科。这一概念最早由加拿大语言

学家 Landry 和 Bourhis 在 1997 年提出，用来描述城市空间中公共和私人领域

里语言的使用和展示。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语言景观逐渐成为

城市研究的新视角，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1]。语言景观的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语言景观的定义、分类、特征、功能及其与社会文化、城

市规划等的关系。在定义上，语言景观通常指城市空间中的文字景观，包括

公共标识、广告、招牌、地名等各种语言符号。这些符号不仅反映了城市的

语言多样性，也体现了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 
城市语言景观是指因城市内的交通路牌、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铺

招牌以及政府机构的公共标牌上的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规模或视觉效应，在

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集体呈现而形成的具有某种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

的场所环境或空间[2]。赛事标语属于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范畴。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语言景观研究逐渐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有关赛事语言景观的探讨却显得相对稀缺。尽管

我们可以从中国期刊网(CNKI)等数据库中看到，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发文量

正在稳步上升，关注度也在逐年提高，但针对赛事语言景观的专项研究却依

然不足。在中国期刊网(CNKI)以“赛事”和“语言景观”作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排除无关文献后仅有 7 篇论文，其中刘洁、安琪、于风(2020)从城市公示

语、城市宣传语、政府网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语言景观建设优化

策略，以期对张家口借助大型运动赛事塑造良好城市形象[3]；丛晨、何劲鹏、

杨伟群(2023)基于语言景观理论，通过录像观察对北京冬奥会语言景观的呈现

特征进行考察并总结建构经验，进一步提出未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赛事语

言景观的提升策略[4]；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语言景观的理论体系，更为

城市建设者借助大型赛事优化语言景观来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的

启示和借鉴。然而，考虑到赛事语言景观研究的相对稀缺性，有关赛事语言

景观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为城市的文化建设和语言规划贡献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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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力量。 

3. 亚运赛事下绍兴市语言景观现状 

在亚运会的热潮中，绍兴市(如图 1)，这座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江南水

乡城市，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作为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具有江南水乡

特色的文化和生态旅游城市，绍兴不仅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国内

外游客，更以其独特的语言景观为亚运会增色添彩。在第 19 届亚运会的筹备

和举办期间，绍兴市积极打造多语种的语言景观，以展示其作为国际文化交

流的重要窗口形象。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路标指示牌，还是旅游景区的介绍展

板，甚至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交流，都能感受到多语种的氛围。这种语言景观

的多样化，不仅方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也展现了绍兴作为国际

化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本研究选取以绍兴市亚运场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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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调查

场所，调查方法为田野调查法，即实地拍摄调查场所的路牌和信息指示牌等

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景观，实拍图片合计 119 张。这些图片可以分为路牌指示、

信息展示和宣传标语等几类。路牌指示类图片主要用于提供方向指引，帮助

运动员和观众快速找到目的地；信息展示类图片则提供了关于场馆、赛事和

周边设施的详细信息；宣传标语类图片则通过醒目的标语和口号，传递了亚

运会的精神和绍兴市的城市形象。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如图 2)位于绍

兴市越城区兴越路 916 号，作为第 19届杭州亚运会棒垒球赛事举办的主场馆，

也作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棒垒球专业场地，将以绍兴体

育新地标的形象成为展现杭绍世界名城的重要展示窗口。 
在亚运会的背景下，绍兴的语言景观呈现以下特点： 
(一) 官方占比为主 

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反映了不同群体和组织在城市语言景观中的地位和作

用。官方标牌强调公共利益、国家核心价值观，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中承担  
 

 
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Shaoxing. 
图 1. 绍兴市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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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haoxing baseball and softball sports cultural center. 
图 2. 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 

 
特定的政治化功能；私人标牌(如图 3)则主要满足个人或团体的商业宣传需

求，承担市场竞争和品牌建设功能[4]。根据语言景观的种类角度进行统计(见
表 1)，亚运会期间，官方语言景观占据了显著的主导地位，反映了政府在体

育赛事管理方面具有强大控制力，官方标牌旨在构建统一、整洁、高效且服

务周到的功能性标识系统，为亚运会的顺利举办提供有力支持；官方标牌中，

赛事宣传类标识(如图 4)占比最大，科技类和提示类也有一定比例，旨在为赛

事参与者提供清晰、准确的指引信息，体现了赛事举办者对赛事语言景观的

规划性；赛事宣传类占比最大，体现了尊重各国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有利于促进场域内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官方限制私人与企业标识数量，避免

过度凸显某些个体或团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力，体现了赛事管理者对于赛事景

观信息的管控力，有利于促进各种文化平等交流。 
(二) 汉英双语为主 
语言选择指在特定区域公共空间呈现的语言景观所涉及的语种数量和语

言种类。从语种数量这一层面来看，通过实地考察采集的景观语料大致分为

以下三种：单语景观、双语景观和多语景观[5]。从语言种类这一层面来看，

表 2 中呈现的数据显示，双语语言景观占比最高，单语景观其次。通过对语

料的进一步梳理发现：单语景观以汉语为主，存在少数单英文标牌(如图 5)，
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具有绝对的优势；双语景观(如图 6)则是以汉语和英语为

主；多语景观主要是汉语、英语和日语三种语言。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与

象征功能，信息功能指“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某个语言群

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象征功能指“语言景

观能映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6]。绍兴亚运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主

要体现在该历史街区语言标牌存在汉语、英语、日语三种语码共存的情况，

展现了绍兴开放多元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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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yp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表 1. 语言景观类型情况统计表. 

语言景观分类 数量 比例 

官方语言景观 
(Official linguistic landscape) 98 82% 

私人语言景观 
(Private linguistic landscape) 21 12% 

总计 119 100% 

 

 
Figure 3. Commercial slogans. 
图 3. 商业宣传类. 

 

 
Figure 4. Event promotional slogans. 
图 4. 赛事宣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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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Number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表 2. 语种数量情况统计表. 

语种数量 语言种类 数量 比例 

单语标牌 
汉语 40 33.6% 

英语 8 6.7% 

双语标牌 汉语、英语 69 58% 

多语标牌 汉语、英语、日语 2 1.7% 

总计  119 100% 

 

 
Figure 5. Single English slogans. 
图 5. 单英文标牌. 

 

 
Figure 6. Bilingual slogans. 
图 6. 双语指示牌. 

4. 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构建的互动关系 

语言景观，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直观体现，通过多元化的语言符号和表

达方式，展现了城市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城市形象，则是语言景观

得以展现和发挥作用的背景和平台，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良好声誉的城市形

象，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关注，进而推动语言景观的创新和发展。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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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塑造需要借助语言景观的力量，通过巧妙的语言设计和布局，强化城市

的独特性和识别度，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品牌价值。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

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动态的过程。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共同塑造着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文化风貌。 
亚运主题语言景观作为绍兴市城市形象的直接展示，通过多种形式展现，

融入绍兴的古建筑、传统手工艺品等元素。各个场所的宣传标语、口号、海

报等以图文结合的多模态形式展现，富有表现力。宣传标语简洁而有力，以

文字形式，直观传达出绍兴特点。例如：“看千年古城，迎亚运盛会”展现

了绍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激情亚运，活力绍兴”展现绍兴与

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文明绍兴，喜迎亚运”展现了绍兴与其他城市一同迎

接亚运会的凝聚力。宣传海报以图文并茂形式展示出绍兴的城市风貌。结合

生动的图片和精简的文字，展示绍兴的古城风光、名人墨客、水乡风情等，

直观地向游客展示绍兴的魅力。 
绍兴的语言景观通过多语种的形式，向世界传递着亚运会的精神和绍兴

的文化。在亚运会期间，绍兴的语言景观不仅用中文表达，还加入了英文、

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以满足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和参赛者的需求。

不仅如此，绍兴的语言景观还通过创意设计和科技手段，为亚运会的宣传和

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利用 LED 显示屏和互动装置等现代科技手段，

绍兴的语言景观可以实时播放亚运会的赛事信息、精彩瞬间和文化活动等内

容，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了一个更加直观和生动的了解亚运会的途径。 
城市形象为绍兴亚运语言景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设计灵感。作为

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城，绍兴拥有众多独特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不

仅为亚运语言景观的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还赋予了其深厚的文化内

涵。绍兴的城市形象中，无论是悠久的历史文化、秀美的自然景观，还是独

特的社会风貌，都可以被巧妙地融入到亚运语言景观之中。这些景观在展现

绍兴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其地方特色。更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形

象与绍兴亚运语言景观的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独特城市文化品牌的形成。

绍兴巧妙地将城市形象元素与亚运语言景观相结合，不仅展现出了城市的地

方特色，还赋予了其国际视野。这种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

市文化品牌，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绍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增强了市民对城

市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这种自豪感与归属感进一步推动了绍兴的文化建设和

社会发展，使绍兴在国际化进程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5. 城市形象提升策略 

5.1. 优化语言景观标识，统一规范语言标牌形式 

规范且美观的语言景观标识牌，不仅是绍兴展现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

更是直观反映城市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注重标识牌的视觉效果和实用性。

通过采用醒目的色彩、清晰的字体和易于理解的图案，使标识牌能够在第一

时间吸引人们的注意。政府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还应加强监管和维护工作，定

期对语言标识牌进行检查和维修，确保其完好无损、清晰可见。同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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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规范的标识牌，应及时进行整改或替换，以维护城市的整体形象。 
通过政府专门的机构或部门的努力，绍兴亚运语言景观标识将得到全面

优化和规范。这些统一美观的标识牌将成为绍兴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为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增添一抹亮色。同时，它们也将成为绍兴展现国际化形象

的重要载体，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感受绍兴的独特魅力。此外，统一规

范语言标牌形式也是提升绍兴亚运语言景观形象的关键。通过制定统一的设

计规范和制作标准，我们可以确保所有标识牌在风格、尺寸、材质等方面保

持一致，从而营造出一种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绍兴的

城市形象，更能为亚运会增添更多的文化魅力和视觉享受。 

5.2. 建设线上传播平台，发挥标语为城市亚运品牌服务的宣传功能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为城市构建了一个“拟态环境”，

为传播城市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因此，建设线上媒体语言景观传播平

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平台不仅能充分发挥标语在城市亚运品牌宣传中的独

特作用，还能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将绍兴的城市魅力展现给更多人。线上媒

体语言景观传播平台的建设，首先要注重内容的创意与策划。通过结合绍兴

的地域文化特色，设计一系列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标语，例如：“迎亚运、

游绍兴、品黄酒”，并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广泛传播。这些具有绍兴地域文化

特色标语应简洁明了、易于记忆，能够准确传达绍兴的城市精神和亚运会的

主题。同时，还要注重平台的互动性和参与性。通过话题讨论等方式，鼓励

市民和网友积极参与，分享他们对绍兴城市形象的看法和感受。这种互动不

仅能够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还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杭州亚运会与绍兴城市语言景观及形象构建互动效应的系统

研究，不仅丰富了语言景观理论与城市形象构建理论的内涵，还在亚运背景

下提出了绍兴城市形象提升策略。通过综合运用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

本文深入剖析了亚运会期间绍兴市语言景观的现状，并详细分析了语言景观

在塑造城市形象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

绍兴城市语言景观在亚运会期间得到了全面优化，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和文化

特色的重要窗口。同时，语言景观与绍兴城市形象构建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

动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研究指出，语言景观不仅展现了绍兴的

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还通过其传递了城市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此外，本

研究为城市语言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以及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有益的

参考和启示。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有助于推动相关

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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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亚运赛事下绍兴城市语言景观与形象构建的互动关系分析 

摘要：城市形象与语言景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景观作为城市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本研究对绍兴市在亚

运会筹备及举办期间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与案

例研究，探究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构建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语言景观在塑造

和传播绍兴城市形象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探讨了城市形象如何反作用于语言

景观，推动其不断发展和优化。本研究不仅为绍兴城市语言景观的规划与建

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其他城市在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时如何有

效整合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语言景观，城市形象，亚运会，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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