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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背景下景区日语标识语建设

——以南京景区旅游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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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二十年来，“语言风貌”渐成社会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显著。标识语作为语言风格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它既构成城市外观中最核心的要素，又是观察城市语言环境、直观呈现城市整体形象的视窗，对于城市语言风

貌的准确描写与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精准地传达与传递中国文化信息，对于我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至关

重要。基于此，本次研究选取南京旅游景区日语标识为研究重点，对标识语现存问题及其产生根源进行深度剖析，

探讨提高翻译准确度，塑造城市形象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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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Signage for Scenic Spo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tGPT

——Taking Nanjing Scenic Area Tourism Industr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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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language styl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with significant research results.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anguage style, signage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core element of urban appearance, but also serves as a window for observing the 

urban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presenting the overall image of the city intuitive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describing and evaluating the urban language style. How to accurately convey and convey 

Chinese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crucial for our urba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signag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Nanjing, and conduct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oot causes of signage language. It explores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ranslation accuracy, 

shape urban image,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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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语标识语的重要性与研究现状 

标识语在公众场合向公众提供所需信息及服务，其中，外语

标识语已经成为向外国游客展现本国国际开放程度、树立积极国

际形象的重要工具。从已有研究资料来看，我国公共服务领域语

言建设仍以英语为主，日语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在全球经济不断

一体化的背景下，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南京作为

长江三角洲地区重点经济文化枢纽，年均海外游客高达数十万 [1]，

因此城市外部形象建设及国际语言背景塑造尤其重要。经初步调

研与调查发现：南京城市公共标识日语标识语比较少见，与南京

的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

影响南京的外部形象及其未来发展。景区公共语与旅游感知形象

关系研究属于旅游管理理论，但国内对该主题的研究还不深入，

现有的研究关注点在景区公示语方面，主要研究景区公示语翻译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城市形象的影响两个方面 [2]。所以，认真搜

集、校对南京各景区日语标识语，综合归纳、总结其问题所在，

找出较好的翻译方法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运用价值。

二、南京景区日语标识语调研结果

我们针对南京的代表性景点，包括夫子庙、玄武湖公园、明

孝陵陵墓、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及南京博物院等，开展了为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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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实地调研。期间，我们访问了多个景区，收集并分析了近

四十条与日语标识相关的词条，进而归纳总结出南京景区日语标

识的当前状况。

（一）普及度不高

南京各大旅游景点标识牌数量众多，它们在向旅游者展示景

点特色与魅力的同时，也给旅游者以丰富的资讯与介绍，其重要

性不可忽视。但是，根据实地考察的资料，南京的旅游景点的标

志翻译大多使用英文，而在某些特定的景点里，只有很少一部分

甚至完全不使用日语作为标识。有一部分景点标识语译文不地

道，甚至还存在误译现象。如南京博物院陈列的历史文化资料，

洗手间及朝向，涉及安全及秩序的标识牌等，多数只给出中英文

对照，日文标识语比较少见。在夫子庙的旅游景点中，大多数用

日语翻译的标识牌主要用于描述重要的旅游景点，而像道路提示

这样的提示性标识语则相对较少，真正具备安全提醒功能的标识

语几乎是零。

（二）多语言环境建设不够全面

就南京博物院而言，它是一座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化宝库。为

加强国际游客参观感受，博物院电子讲解器以中文、英文、日文

及韩文四种文字进行语音导览。另外，博物馆也采用多种途径在

海外民众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例如举办展览，讲座及训练。这

一举措给外国游客带来很大方便，让外国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

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而更加轻松地穿越

语言障碍、领略中华文明特有的魅力。

尽管在提供语音导览服务方面做得相当全面，但在提供纸质

媒体服务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日语版本地图册、旅游指

南等服务点较少。对于打算对旅行进行细致策划或者想获得实体

资料以随时查询的日本旅游者来说，比较不便。同时，参观指南

手册仅提供中文版本供游客选择，这对于那些不擅长中文阅读

的日本游客来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鸿沟，文化传播无法

实现。

（三）格式存在问题

受中文书写习惯影响，许多日语简介在段落格式方面表现出

与日语传统书写规则并不完全吻合。具体来说，比如，某些句子

在段落的起始位置通常会预留两个空格，但这种做法并未严格遵

循日语的书写标准，适当的方法应是只在句首留一个空格。

（四）忽视理解认知的差异

在夫子庙景区，以 A 级评定景区是针对中国的评定标准，在

日本并不适用。简单地照搬翻译并不能让日本游客理解其真正含

义，不利于文化传播 [3,4]。

从整体上来看，南京地区旅游景区日语标识缺乏普及度，全

面性与准确性，制约中华文化有效传播与弘扬。基于此，本研究

综合运用有关理论对景区标识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

提高 ChatGPT 环境下日语标识语翻译的准确性，本文对公共服务

领域日语标识语高效构建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样既增加景

区吸引力，又提升外国游客旅游体验感，同时推动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与中日友好交往。在深入研究分析后，我们给出了一些可能

的解决方法。

三、解决对策

解决以上所提问题，首先必须强调标识语设置关键性及其保

持时效性。大多数公示语日译研究对象不明，术语使用不统一，

不规范。现有的日译研究没有对公示语的定义，范围涉及领域等

进行明确界定，大部分是对某区域的日译误译案例进行分析，且

误译现象分类混乱 [5]。另外，标识语用得太久或更新得太慢也将直

接造成景区宣传效果的大大降低。为此，有关部门及单位可结合

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及需要，定期审查校对这些标识语，保证标识

语内容新颖，准确，实用，适时做出必要替换。

再者，从翻译者角度来看，在对标识语进行翻译时一定要对

标识语中特殊的语法意义及其文化元素进行深刻反思。译者除了

要有坚实的语言基础外，还要有丰厚的文化修养以及灵敏的跨文

化意识。这就保证了翻译结果不仅能够准确传递原文含义，而且

能够符合日语表达习惯与审美标准，真正做到“信、达、雅”[6]。

（一）加强旅游业部门对标识语规范化的重视

标识语建设对促进城市旅游业起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有

必要提高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关注程度。因此，有关的责任机

构可以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2017年12 月 

29 日正式发布《公共服务领域日文译写规范》（GB/T 35303-

2017）[7] 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和制度，明确在翻译景点标识语

时必须遵循的标准规范，以确保标识语的标准化管理有稳固的支

撑。中日双语标识语规范化这可以积极促进城市文化全面建设和

旅游景点日语标识语推广，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再

者，各景点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专业人员，对所有标识语的翻译情

况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为确保检查工作的有效性和全面性，将

具体任务分配到相关部门，明确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人。

（二）提高人工审核标准

当前，很多景点都选择用翻译软件直接翻译标识语，也有使

用人工翻译却不经过二次验证的，从而造成日语标识语翻译存在

语法错误或者语义偏移等问题。相关部门可积极吸收有专业翻译

能力者或邀请高校专业教师担任志愿者组成专业翻译团队。该小

组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负责校译有关区域内的城市标识语和改进

人工审核标准，从而保障翻译质量、避免误译出现。

（三）强化群众与媒体监督

旅游日语标识语质量提升也需大众和媒体共同规制。目前日

语标识语译文普遍存在误译现象，导致语言文化上产生一定程度

差异。可以鼓励公众参与并改正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如设立

纠错奖励制度，对于发现日语标识语翻译中的错误并给出改进建

议的公众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和监督意

识 [8]。基于此，媒体也可以提升自身素养、增强与社会公众的交流

互动、及时公布相关标识语信息。

（四）结合 ChatGPT 提高精确度

在机器翻译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时代大背景下，人机和谐共生

已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发展趋势。在涉及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标

识语翻译作业中，手工翻译既费时又需付出较多代价。尤其在已

有词汇基础无法明确传递译文意义或者涉及未知翻译内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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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需依靠词典或者寻找相关参考资料加快翻译进程 [9]。另外，

在某些特殊场合进行翻译时，人工翻译有其局限性。所以在标识

语日语翻译时可考虑整合人工翻译技术和 ChatGPT，在 ChatGPT

这一辅助手段的帮助下，不仅能够提高翻译效率，而且能够帮助

译员更加准确地对文本内容进行整理与理解，使翻译工作更加有

的放矢，进一步提高译文整体质量与审美价值。

四、ChatGPT 应用的利弊分析

在使用 ChatGPT 同步翻译南京景区标识语时， 我们发现

ChatGPT 确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改善南京景区日语标识

的建设环境：

（一）语境理解：ChatGPT 可以帮助理解景区标识的具体语

境，避免直译带来的歧义。通过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它可以根据

特定场景给出更合适的翻译。

（二）文化差异：有些中文词汇或表达在日语中可能没有直

接的对应词，ChatGPT 能提供基于文化差异的调整方案，使翻译

更符合日本游客的习惯和理解。

（三）速度效率：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快

速完成大量景点标识翻译任务，满足不同语言游客需求。其高效

性尤其适用于新景点开放或标识更新场景，可节省人力和时间成

本。同时，ChatGPT 的快速响应能力支持实时翻译，确保游客即

时获取准确信息，为景点运营提供灵活性和便利性。

（四）但同时，ChatGPT 的翻译内容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1. 在简体与敬体的使用上存在问题。

ChatGPT 在翻译景区标识时倾向于使用敬体，且缺乏自主转

换为简体的能力。这反映了 ChatGPT 的翻译风格倾向于遵循日本

社会的语言礼仪规范，但这与国内标识语的翻译习惯并不吻合。

2. 介绍性等长文、一些固定短语问题较少，部分短语易出现

异义翻译。

如玄武门景区的南京城墙处，有标识语为：“有 / 无登城口

城门”，意为介绍该处是否为有登城口的城门，国内现有准确翻

译为「登り口がある / ない城門」；而 ChatGPT 翻译则为「登城

口の城門がある / ない」，意为此处是否有着带有登城口的城门，

与原文意思相悖。

3. 部分文化差异仍然存在。

夫子庙景区以中国的 A 级评定标准定为国家 AAAAA 级旅

游景区，国内现有译文与 ChatGPT 都将“AAAAA 级”译为了

「AAAAA 級」，没有注意到这一评定标准在日本并不适用，没有

考虑到这一方面两国存在的文化差异。

通过对照，可以发现，ChatGPT 的翻译虽然在正式性和礼貌

性上是正确的，但在特定场景下（如景区标识）可能不完全符合

实际需求。因此，ChatGPT 在某些特定场景下确实存在一些不

足，特别是对于需要考虑语境和实际应用的翻译任务，它缺乏对

语境的深度理解，翻译风格具有单一性，对文化和功能性的考量

不足，即 ChatGPT 在进行翻译时，可能更多注重语言本身的准确

性，而忽视了翻译的功能性和受众需求。这并非说 ChatGPT 完全

无法处理翻译任务，而是它在某些情境下可能需要更细致地调整

和反馈。通过人工修正、结合具体情境，ChatGPT 的翻译仍然可

以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辅助工具，但在一些细节上可能需要进一步

的优化。

五、结束语

景点及其标识语的翻译不仅展现了城市的文化风貌，更体现

了其深远的影响力。确保公共领域翻译的准确性，对于推动国际

语言文化交流、强化跨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沟通具有关键作用。为

了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塑造积极

的国际形象，景点名称翻译不能一味译意，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尽

力保留其身份识别功能和文化价值，重视传播中华文化异质元素，

这样才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10]。我们必须严格管理和规范跨

文化交际场景下公共标识语的翻译。当前，面对存在的翻译问题，

公众也可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政府部门则

需加大监管力度，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针对译名不统一的情

况，政府可组织译者共同商讨，形成共识后向公众发布统一译名。

对于译者而言，深入理解中国文化是基础，应在此基础上深入翻译

研究。同时，译者需不断提升翻译技能，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从

外国游客的角度出发，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灵活运用

多种翻译方式 ，确保翻译的精准性和适用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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