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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

语言景观这一概念最早由 Landry  和波伊士 Bourhis  [3]  于 

1997 年提出，被诠释为 “公共路牌等公共标牌上的语言构成某属

地等的语言景观”[3]。它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侧重公共区域空间

的标牌话语实践（含外语标识），重点考查其象征意义及民众的

认知接受度  [1] 国内关于主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户外公共

场所的语言，主要集中在与语言景观相关的政策，语言景观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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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流经沧州地区，是以沧州地区不遗余力的打造大运河非遗之城，为运河的发展与保护贡献自己的

力量。运河区域的双语语言景观建设与沧州城市形象构建紧密相关，良好的双语语言景观建设对提升市民文化素养，

传播运河文化，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塑造城市整体形象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建立大运河非遗之城为根本，以语

言景观为理论基础，探讨沧州地区运河区域双语语言景观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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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转换等方面。

作为全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中国大运河2500多年来延绵

不绝，沟通南北，贯联古今，通向未来 [7-8]。2014年6月22日，

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六条世界遗产运

河。大运河沧州段属于南运河，是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最为集

中的河段。近几年来，沧州市致力于打造大运河非遗之城，持续

提升大运河影响力美誉度。沧州市政府先后修建了堤顶路，建设

了大运河湾公园，百狮园等沿运河公园，复原了南川老街的繁

语言景观体现城市语言体系，其建设关乎城市文化、精神文明，影响形象与经济发展 [5]。沧州市是京杭大运河南段流域重要城市，

近几年对运河区域的发展可谓不遗余力，先后在运河两岸建立起历史、人文、自然等景观，修建堤顶路，实现大运河通航等。然而对语

言景观的建设却有所忽略。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大运河非遗之城的建立，从语言景观建设的角度，探讨沧州地区运河区域双语语言景观

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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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并清理河道，实现了大运河的通航。随着运河两岸的建设不

断发展，语言景观作为城市隐形文化的代表，其建设的重要性也

日益凸显，语言景观的建设，尤其的双语语言景观的建设，也逐

渐提上日程。

二、建设意义与价值

随着应用语言学以及网络的不断发展，语言建设的重要性愈

来愈突显，在沧州地区运河区域建设双语语言景观，具有重大的

意义和价值。

首先，对运河区域双语语言景观的建设研究，具有极高的学

术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搜集大量真实的语料，同时对比两

种语言常规用法的特殊结构、特殊表达，能为应用语言学等提供

实践补充并深化认识。

其次，语言景观在多方面呈现地域文化积淀，发挥传承教育

作用。双语语言景观的建立，有利于打造国际文化名城，助力了

解运河地域的风俗和文化。

最后，双语语言景观的建立还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在经济

社会里，语言景观是商品化语言资源，会影响接受者对城市印

象，进而影响品牌价值。

三、建设现状分析

笔者所在团队，以堤顶路为研究路线，重点研究了中心城区

运河双侧46公里的道路上双语语言建设的情况。堤顶路位于沧州

市主城区大运河两侧，东至清池大道，西至浮阳大道，南至黄河

高速，北至京沪高速，全长39.4千米。其中示范段 ( 九河路 - 解

放路 ) 共8.5千米，马拉松段 ( 新华路一永济路的西堤，永济路 -

渤海路的东堤 ) 共4.8千米，其他段长26.1千米。配套建设道路、

交安设备、绿化、管线、照明等，集交通、景观、游憩、健身于

一体，承担城市生态休闲走廊的功能。沧州百狮园，大运河湾公

园，南川老街等著名景点均建在堤顶路两侧。因此双语语言景观

的建设在堤顶路上极具意义。笔者团队通过田野调查，观察访谈

等方法调查了沧州地区运河区域双语语言景观的现有建设情况。

目前，沿堤顶路，运河两岸共建有语言景观72处，其中警示

语36处，标识语12处，宣传语28处，整体分布如图所示：

 > 图1 运河区域语言景观建设情况

在所有语言景观中，双语语言景观仅有三处。

 > 图2 景观中的语言

在语言景观展示的形式中，普通路牌配简单文字的有15处，

普通路牌配禁止图的有13处，普通路牌配简单文字和禁止图的有

24处，造型路牌配文字的8处，造型路牌配文字和图片的13处。

 > 图3  语言景观表现形式

从上图以及收集的到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沧州地区运河区

域双语语言景观的建设主要存在一下问题：

（一）种类少，形式单一，语言平淡，内容缺少特色

在笔者团队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堤顶路上的语言景观全部为

路牌类，没有广告牌和商铺招牌，或其他形式的语言景观。数量

最多的为警示牌，内容基本为简练的四字短语配有“禁止”的标

识。标识牌简单的标明所处路段，街道，村庄，只有文字。宣传

语大部分为相关政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文本固定，极少有与沧州特色文化相关的语言景观。

（二）缺少双语语言景观

纵观堤顶路上76处语言景观，只有在位于南川老街上的两处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宣传语中分别用到了汉语和英语

两种语言，其次是路边的公共厕所上使用了英语标识，其他再无

双语语言景观。

（三）设置不完善，管理不规范

沿堤顶路，九和路以南，只有标识牌和政策宣传牌，部分宣

传栏空置，且因无人管理，已经掉色，被风雨腐蚀。九河路至解

放路段增加了文化宣传内容，缺少地域特色。解放路至永济路路

段的语言景观均为警示牌，因时间久远，部分已经泛黄生锈。

四、建设路径探究

针对以上沧州地区运河区域双语语言景观建设所存在的问

题，从“大运河非遗之城”的视角出发，笔者所在团队对沧州运

河区域的语言景观建设提出一下建议：

（一）充实语言景观的内容，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突显沧州

地域特色

语言景观的显性功能为信息功能 [2]。语言标牌作为其主要外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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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城市基本信息 [4]，与生活相关。因此，语言景观在建设的过

程中，应结合其所在区域的城市特色，文化特色，与周围环境达成有

机的统一。以沧州地区运河区域为例，堤顶路九河路以南，为南运河

沧州流域自然景色居多的路段，道路两旁，运河沿岸，有自然村庄，

有水闸，有桃林，有原始香椿林，有应季农作物，则该路段的语言景

观应以自然风光为主，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堤顶路九河路至解放路段

为示范路段，该路段建有大运河湾公园，百狮园，南川老街等，是市

民休闲娱乐的去处，也是沧州大运河非遗之城的吸引力所在，故该路

段的语言景观内容应注重人文历史内涵，同时突显沧州地域特色。堤

顶路解放路至永济路段为沧州市老城区路段，生活气息浓郁，因此该

路段的语言景观内容应以调节生活为主，让上了一天班的沧州市民在

回家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运河的温暖。

（二）多模态双语并用，增加语言的时代性和艺术性

语言景观设计要具审美等特性，促自然与人文景观融合，让

人获享受 [9]。所以建设应合理利用元素，使其多样化、艺术化 [6]。

在建设沧州地区运河区域的语言景观时，我们应积极探索构建包

含多种感知模式的多模态语言景观，标牌设计采用多模态体系呈

现，例如新型非典型语言景观——涂鸦艺术，其形态上融合了多

种模态，丰富了街头都市的文化语言生活，所展示的潮流文化接

纳并弘扬了后现代思潮与波普艺术，凸显了城市景观语言与文化

的多样性，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随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

北”政策的提出，大运河沧州段的修建和完善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国

际的友人前来，因此需要增加双语语言景观。政府在规划语言景观时

应遵循国际化标准，于公共空间设置融合沧州特色的中英文路标与路

牌。对于南川楼、清风楼等大型建筑及地标性建筑，以及涉外服务机

构、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位置，均需设立双语指示牌。在制作标牌语

言时，需谨慎避免词义表达错误及严重的翻译和语法问题，确保英汉

互译符合语用习惯，杜绝生硬直译。同时，使用外国文字时，需根据

标牌使用对象与场景，合理选择多语码，提升译文质量，以免产生不

良效果。如此，才能使政府相关语言景观更加规范、有效。

（三）规范管理，制定相关政策，保护现有语言景观，鼓励

新形式语言景观的建立

沧州市政府应强化监督管理职能，加大对语言景观的综合管

理力度，如定期对运河区域的语言景观设施进行检查与规范，并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保证所有语言标牌都能够得到定期维

护，这样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处理，不会对语言

景观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其次，还要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鼓励更多的市民自觉加入维护语言景观的队伍，通

过电话、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渠道建立反馈机制，并对反馈

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从而更加高效地维护和管理语言标牌。

除以上监督管理政策之外，制定科学合理的语言景观鼓励政策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语言景观的生产者在确定文字内容、选择

语码和设计动机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城市语言景观的范畴内，生

产者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生产者，如个人或企业，出于经济

目的而制造语言景观。间接生产者则涵盖城市规划部门、旅游景区管

理委员会等机构，它们对城市语言景观的塑造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

城市语言景观建设中，除官方的宣传语、标识语等语言尽管外，相关

部门可以结合沧州地区地域特色，运河流域景观特色，制定相应的语

言景观鼓励政策，鼓励语言景观的直接生产者们创造新的语言景观。

（四）提升网络虚拟双语语言景观

在数字经济时期，语言景观不只是限制于物理空间当中标识

牌等载体，而是更为深入拓展到虚拟化的空间当中，这当中包含

了多样化的媒体内容在其中。相关媒介不简单是为提供多样化的

内容，其中更是包含着较为多元化且深厚的文化及资源价值。

在整体打造网络语言景观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如今主流

的网络社交平台，从而实现将文化传播从以往的简单的文字和图

片堆叠的模式转换为更为现代化的主流模式，借助融媒体的技术

手段及相关平台，以更好展现出文化的多样化特性。与此同时，

大运文化传播需要多样化的革新形式，可借助网络游戏等多样化

软件应用，以更为适宜地融合主题文化，深化其中的文化内涵，

革新艺术展现形式，从而更好推进大运河非遗之城的有效建构。

与此同时，政府在整体的语言景观建设中也同样拥有着极为关

键的角色，是多方的引导者。例如在官方新媒体建设层面，政府可

以充分结合语言景观的多样化特性。以当地的政府网站举例来说，

可以结合多样化的语言解析，以更好推动城市国际化文化发展。

五、结语

语言景观作为体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语言形式，在沧州

打造大运河非遗之城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0]。

大运河不仅是沧州市的瑰宝，更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兴

建和繁荣，不仅促进了沧州市内的经济发展，更是成为吸引国际

友人的热点。在当下对外交流的形势中，沧州发展需更注重语言

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讲好有关运河的故事，唤醒文化记忆，突显

沧州特色，建设好大运河非遗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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