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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冬会背景下哈尔滨市冰雪语言景观与东北方言

的互动关系
张腾越，张芊雨含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摘      要  ：   通过分析哈尔滨市的冰雪文化语言景观现状、东北方言在冰雪文化中的体现，揭示两者在2025年亚冬会筹备及举办

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研究发现，冰雪文化语言景观与东北方言共同构成了哈尔滨独特的城市形象，促进了冰雪

旅游的发展，同时也为亚冬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文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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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e and Snow Language Landscape and 
Northeastern Dialect in Harb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sian Winte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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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ce and snow cultural l inguistic landscapes in Harbi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ortheastern dialects in ice and snow cultur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role of both during the preparation and hosting of the 2025 Asian Winter Gam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ce and snow cultu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Northeastern dialects together form 

Harbin's unique urban imag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while also providing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Asian Winte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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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亚冬会）即将在哈尔滨市举办，这座素有“冰城”之称的城市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亚冬会不仅

为哈尔滨市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其冰雪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新的平台。冰雪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了城市的发展脉络和市

民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哈尔滨市冰雪文化语言景观与东北方言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入理解城市文化特征、促进地方文化

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哈尔滨市作为中国现代冰雪文化的发源地，其冰雪文化语言景观不仅体现在冰雪建筑、冰雪艺术等方面，还深深植根于市民的语言

交流中。东北方言作为哈尔滨市及东北地区广泛使用的语言，其独特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与冰雪文化语言景观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和互动。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亚冬会背景下哈尔滨市冰雪文化语言景观与东北方言的互动关系，揭示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发

展趋势，为城市文化建设和冰雪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获得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亚冬会背景下哈尔滨市冰雪文化语言景观调查研究”（由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410212038支持资助），

黑龙江大学指导教师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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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过程

（一）调研设计

国外学界大多采取田野调查、质性分析、民族志方法、专家

咨询等方法对特定言语社区的公共语言符号进行研究，旨在发掘

言语社区内部“语言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索不同符号系

统的意义构建”，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出语言景观语料使用者“对

于权势地位、身份认同和经济关系的认知与期待”。Lantry和

Bourhis指出语言景观的两个主要功能为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

信息功能指的是语言传递、表达信息的功能，这是语言最基本的

功能。人们通过语言来交流思想、分享知识、传递消息等。这些

信息可以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描述，也可以是主观情感的表达。象

征功能则是指语言能够代表或象征其他事物或概念的功能。这主

要体现在一些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词汇、短语或表达方式上，它

们往往超越了字面意义，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情感或社会信

息。因此想要更加准确的使用语言，了解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刻含



教学研究 | TEACHING RESEARCH

062 |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义，进行语言景观调研是十分必要的。

本次调研在方法论上采用了一种复合性的方法，旨在全面而

深入地探究亚冬会背景下哈尔滨市冰雪语言文化景观与东北方言

互动关系。我们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比分

析等多种手段，以获取丰富而多元的数据信息 [1]。

（二）调研步骤

首先，团队成员运用实地研究法在哈尔滨主要交通干道、景

点进行了调查，如中央大街、学府路、哈尔滨站等。团队对目标

区域内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系统性的拍照和记录工作，比如利用拍

照技术记录广告牌，警示牌，宣传标语的文字内容、字体、颜

色、大小等。与此同时，设计并完成了问卷调查工作，共发放问

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00份，为后期数据分析和问题提炼提

供了重要依据。

  最后，团队进行数据分析，将哈尔滨市语言景观中与冰雪

语言文化相关的语言景观、体现东北方言因素的语言景观进行社

会语言学阐释，以便于揭示其内部的联系性和区域性语言景观

特征。

（三）调研初步结果 

经过一系列调查与分析，团队发现哈尔滨市中心区域由于商

业和旅游活动的繁荣发展，各类语言标识丰富多样，形成了多样

化的语言景观。与冰雪文化相关的语言景观一部分集中在此区

域，另一部分则主要集中在与亚冬会举办的各个场馆附近。集中

在商业街和旅游活动繁荣的地段的冰雪语言文化景观偏向于体现

东北方言，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这些语言标识不仅体现了城市丰

富的冰雪文化内涵，也宣扬了东北方言文化。相对而言，在郊区

或农村地区，语言景观则显得相对单一，主要以汉语普通话为

主，且多数为亚冬会主题标语 [2]。这也侧面反映了不同区域在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二、哈尔滨市冰雪文化语言景观概述

（一）冰雪文化语言景观的构成

1．哈尔滨特色冰雕雕刻及命名、冰雪景观命名

据调查，哈尔滨市著名旅游景点的冰雕常常刻有诗词和祝福

语，或以喜迎亚冬会为主题进行宣传。如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冰

雕包含多种刻字。例如，有展现中国书法奥妙的“龙江送福”大

型冰雕，还有“双福临门”冰雕，该冰雕将两个大大的“福”字

分别依靠在中式大门两侧，寓意新的一年福气双倍。黑龙江大学

等高校的冰雕则多以预祝亚冬会圆满成功为主题进行创作和命

名，如在冰雕作品中巧妙融合亚冬会宣传口号“冰雪同梦，亚洲

同心”。

冰雪景观命名则更为丰富多彩，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旨在

展现冰雪景观的独特魅力，如“龙腾之韵光影秀”“雪映流光投影

秀”“天空之舞”等 [3]。

2.哈尔滨的冰雪运动场馆名称往往融合了冰雪特色词汇

部分运动场馆命名为“冰上基地”“雪上训练中心”等，这些

名称直白地体现了场馆的功能与冰雪的关联。

部分场馆还会采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词汇进行命名，像“亚布

力滑雪场”，“亚布力”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

俄语“亚布洛尼”的音译，意为苹果园，体现了哈尔滨市独特的

语言文化多元性，是哈尔滨冰雪运动场所的重要标识。

3．冰雪旅游宣传语中大量使用与冰雪相关的形容词

哈尔滨市文旅宣传标语偏爱使用与冰雪相关的形容词，如

“梦幻冰雪之旅”“壮美冰雪世界”等，旨在吸引游客体验哈尔滨

的冰雪魅力。

也会融入一些体现哈尔滨独特性的词汇，例如“冰城哈尔

滨，冰雪的童话王国”，旨在抓住亚冬会机遇将哈尔滨的“冰城”

称号与冰雪旅游紧密结合起来 [4]。                    

4.哈尔滨市商家在用于商业宣传时

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冬季保暖用品需求量增大，不少商

家打出与冰雪文化有关的宣传语，如361°品牌的“让每一度热爱

都不畏严寒”。

(二 )东北方言在哈尔滨市冰雪语言景观中的体现

官方的关于冰雪文化及亚冬会的宣传标语多为普通话，并在

普通话的基础上结合以英语为主的多国语言。但在商业招牌和提

示牌中则有广泛的东北方言使用。如中央大街百盛商场迎接冰雪

节的宣传语为“哈尔滨嘎嘎美，百盛嘎嘎棒”。东北方言中的“嘎

嘎”约等于普通话中的“非常”一词。

其发音特点体现在声调由低降转为平稳，类似于普通话中的

24调衔接33调，音韵上呈现为开口呼。在发音时，声调微微上

扬，口腔打开程度较大，声音显得响亮而有力。这种表述手法具

有浓厚的主观夸张风格。习惯上，在东北地区“嘎嘎”多形容冷

的感受 ,“嘎嘎冷”除了非常冷的意思外，也体现了一种气候独特

性，即东北地区的寒冷多为干冷，不同于南方地区的湿冷。该词

用在商场的宣传中即体现了东北方言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也具

有联想性，使人联想到冰雪文化。

三、东北方言与冰雪文化语言景观的互动关系

（一）东北方言对冰雪文化语言景观的影响

1.东北方言的特点

东北方言，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方言的历史成因

是由红山文化传承下来，由东北各民族语言文化相互融合发展而

产生的。并在满、汉、蒙等多民族语言互动中逐渐定型。并在中

国方言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冰雪场域中的方言文化共生现象

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特殊性，东北地区成为了冰雪运

动的主阵地。从冬奥竞技场到大众滑雪场，东北方言始终作为冰

雪活动的“背景音”存在。在冰雪文化的熏陶下，东北方言与冰

雪运动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景观。

冰雪运动员与教练群体中东北籍成员的高比例，使得方言自

然渗透至训练指导、战术交流等专业场景。随着冰雪运动的全球

化拓展，国际运动员通过长期在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地驻训，

并且经常与国内东北籍运动员进行交流，逐渐掌握基础方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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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这种跨文化语言习得现象显著增强了东北方言的辐射力 [5]。

3.东北方言对冰雪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在情感传播维度，方言的幽默特质显著提升冰雪文化的感染

力在冰雪文化中，东北方言的运用让人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这种

文化的风采，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冰雪文化的热爱。

随着冰雪运动的国际化进一步发展，增强了冰雪文化的国际

交流，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冰雪活动。这

种语言上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互相借鉴，还为冰雪文化

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和有效的途径。比如，2022年冬奥

会、2025亚冬会等冰雪赛事中，东北方言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符号，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和媒体的关注，从而推动了东北方

言文化和冰雪文化国际化的传播。

东北方言不仅丰富了冰雪文化的内涵和表达方式，还促进了

东北文化的文化输出。

（二）冰雪文化语言景观对东北方言的反馈作用

1.冰雪文化丰富了东北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冰雪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东北方言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

涵。在冰雪活动的推动下，东北方言不断吸收和融合新的词汇和

表达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冰雪语言景观。在冰雪运动中，专

业术语重构了方言词汇体系：传统词汇“冰嘎儿”（冰上陀螺）被

赋予竞技含义，“雪爬犁”从交通工具转型为旅游体验项目。

2.冰雪文化促进了东北方言的传承和发展

东北地区的冰雪文化独具特色且历史悠久，这种文化环境为

东北方言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足够的条件。因此，冰雪文化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北方言的发展，其关系紧密相连，甚至是互相

成就，二者不可相离。

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冰雪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了解和接触东北方言。冰雪文化为东北方言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语言实践环境、增强了方言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方言的

创新与融合以及提升了方言的传播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

东北方言在冰雪文化的推动下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使其多元

化、大众化。

近年来，东北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更是出了一些新的代名

词，从而展现东北人民对外地游客到东北大地做客的热情。跨地

域传播倒逼方言系统进行适应性调整：传统三音节以上词汇如

“埋了咕汰”简化为双音节表达“埋汰”，同时吸纳“雪友”“冰

娃”等新构词，实现传统语言基因与现代传播需求的兼容 [6]。

四、总结

此次调查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调查对象，对当地的语言景

观进行了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通过对当地游客、居民、学

生进行走访以及问卷调查，探究并分析了哈尔滨市在亚洲冬季运

动会（亚冬会）背景下，语言景观和当地东北方言的互动关系。

在调查过程中，对哈尔滨市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全面分析，并

进行归纳与整理，对调研结果进行分类。分析亚冬会的宣传方

式、分布以及冰雪文化与东北方言之间的联系等情况。发现在公

共标语、商业标牌、路标指示牌以及服务设施的宣传语当中都具

有哈尔滨当地的冰雪文化与东北方言的特色，并且在不同的分类

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冰雪文化作为东北一大特色，自然带动了东北方言的宣传，

这一环既是对东北方言的一种普及，也是展现其魅力的一扇窗。

语言标识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的一种语言景观。在调研考察

分析过程中发现各大商店无论是商品还是广告语等都有“东北特

色”的展示形式，不仅增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认同

感，还推动了冰雪文化语言景观和东北方言的传播与影响力，

促进了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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