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4, 12(5), 237-242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5354 

文章引用: 吴意, 卢桦, 姚欣钰, 何乐琪, 李芝. 博物馆语言服务和语言景观建构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5): 
237-242. DOI: 10.12677/ml.2024.125354 

 
 

博物馆语言服务和语言景观建构研究 
——以中国园林博物馆为例 

吴  意，卢  桦，姚欣钰，何乐琪，李  芝*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7日 

 
 

 
摘  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秉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本的原则。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对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语言景观及语言服务现状进行了

评估，并提出了改进策略，以构建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范式。研究发现，中国园林博物馆在语言景观翻

译准确性和语言服务完整性方面存在一些挑战。本研究尝试提出提升园林博物馆语言服务能力的途径，

以协助博物馆提升其文化展现力、审美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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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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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izes respect for nature, compliance with nature, protecting nature, and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on-sit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sse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language service at The 
Museum of Chinese Gardens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iming to propos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a paradigm of museum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Museum of Chinese Gardens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translation accurac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service. This study at-
tempts to propose solutions to enhance language service capacity of museums to assist museums in 
improving their cultural presentation, aesthetic appeal and visito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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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园林博物馆作为以展示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为主题的场所，

对其语言景观和语言服务能力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必要性。 
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它探讨的是公共领域中以文本形式出现的语言。国外学者

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大多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结合具体实例分析语言景观的多模态发展、语言政策、社

会文化意义等，从而体现出语言多样性、语言地位、认知价值等潜在的意识形态。通过深入研究园林中

牌匾、对联等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可以在不破坏园林原本意境的前提下，找到更加有效的

方式来传达园林的历史价值和生态文明理念。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表明，语言服务已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生活现象和生产

性实践活动。园林博物馆作为展示中国园林文化的重要场所，通过提供多语种的翻译和解读，可以使更

多的国际游客深入了解和欣赏中国园林的独特魅力。语言服务的提供将有助于增加外国游客对中国园林

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向世界阐述中国生态文明的重要成果。 
本文将从语言景观和语言服务两个视角出发，对中国园林博物馆进行研究，有助于打破语言障碍，

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推动展示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硕果。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语言景观是指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及政府楼宇等公共区域内的公共

标牌之上的语言[1]。国内语言景观的相关探究多使用场所符号学、文化资本理论和多模态理论，并且

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特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国内学者对参与到语言景观交际

活动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语言景观内含的社会现象。例如，张景霓和王佳赫探究了旅游

语言景观的文化性、地方性与现代性，针对现状提出多模态旅游景观的规划和可行措施[2]。国外的研

究侧重于语言政策如何影响语言景观实践和文化多样性。例如，Mohebbi 和 Firoozkohi 研究了德黑兰

语言景观中的英语使用错误，以提高语言景观的质量，促进不同民族、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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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3]。 
语言服务的概念起源于国外，由美国 CSA Research 公司发布的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首次引入，国

外学者主要关注以翻译(口译和笔译)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自 2020 年以来，国内语言服务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语言服务产业特征与微观层面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等领域。例如，王立非和崔璨得

出了语言服务的发展有助于双边贸易增长的结论[4]。张生祥探究了翻译人才核心素养提升路径，对改进

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5]。国外研究则侧重于将语言服务与实际情况

相结合。 
综上可知，语言景观和语言服务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目

前研究成果在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的方面仍有空白。本文将对中国园林博

物馆的语言景观和语言服务进行深入研究，对该领域研究提供补充。 

3. 语言景观的功能分析 

Landry 和 Bourhi 认为，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 [1]。前者指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可传递设立者的思想和意图，是显性功能；后者指语言

景观，可以反映出各语言及语言群体的社会权力和地位，是隐性功能。象征功能则表现出了语言景观的

历史文化价值、符号资源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4. 中国园林博物馆内语言景观现状 

4.1. 总体情况 

本研究以中国园林博物馆为调查样本，采用实地调查法，用数码相机拍摄馆内语言景观语料，以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参照尚国文和赵守辉的研究框架[6]，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样本选取上遵循

三个原则。首先，选定博物馆内的所有文字性信息。包括海报、引导标牌、公共标识、电子显示屏等在

指定区域内所有的文字性信息。宣传画册、行人衣服上的文字等文字信息不计入。其次，文字性信息缺

失或不清晰的不计入样本。最后，内容相同的样本不重复计入。以此为标准，共得到了馆内各类语言景

观样本 229 个，涉及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梵文和拉丁文共 8 种语言。主要

有三种类型的样本，即单语样本、双语样本及三语样本，其中，中英双语样本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 78.2%；

中文单语样本次之，达到了 15.8%；三语样本主要出现在“世界名园博览厅”中。 

4.2. 信息功能对应的语言景观 

中国园林博物馆内现有语言景观已有对应信息功能的标示牌：引导标识，指示附近的展厅、便利设施

的方向，引导游客游览；警示牌，劝告游客不要攀爬馆内假山建筑，以防发生意外；留言板及使用说明，

邀请游客留下意见与建议，与博物馆建设者及其他游客进行互动；展览简介，介绍展览背景及展品信息。 

4.3. 象征功能对应的语言景观 

4.3.1. 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园林博物馆语言景观的语体选择和内容选择大多取材自中国古典园林，蕴含着丰厚的地域文化

和历史沉淀。馆内展厅说明牌出现文言文使用现象，如“令居之者忘忧，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一

句出自明末造园家计成《园冶》一书，该书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古文的引用彰显出中国传

统园林建筑的建筑理念——将情感注入建筑中，触及人心深处引发共鸣。这既有助于帮助阅读者了解相

关历史文化知识，又体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此外，馆内展厅说明牌还展示了中国古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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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的造园流程。通过对造园流程的介绍，参观者得以窥见一个全面的中国古典园林世界。相关的造园

经验也为后世的园林建造提供良好的范式，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4.3.2. 符号资源价值 
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语码取向具有鲜明特征。在语言选择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园林博物馆主要

涉及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其他语言类型占少数；语码种类主要有单语和多语语言景观，多语语言景观

以双语景观为主，具有多样性特征。 
展厅说明牌大多采用“汉语 + 英语”的双语景观组合，语码排列顺序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汉

语、英语，汉字的字体也大于英文。从中可以看出，汉语为优先语码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他语言更多是

为汉语提供辅助作用。这是由于语言景观可以被视为语言规划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7]。汉语是国家

语言政策规定的官方语言，故而占据优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园林博物馆语言景观与国家语言政策的高度

一致性。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不断发展，双语景观也逐渐增多。英语作为一门全球通用语言，

旨在为外国游客提供便利，增强外国游客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4.3.3. 艺术审美价值 
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发挥社会美育职能方面具有注重整体性审美景观建设这一特征，主要呈现生态式

景观和模拟式景观。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都极具原生性和真实性。例如通过展示树木标本

直观呈现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材料来源，有助于观众加深对中国树木文化的了解，从多角度展现木材与

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实现自然与人文的深度交融。此外，馆内还设有沙盘模型等模拟式景观，模拟中

国古代园林建筑的形态与构造，使观众全方位了解中国园林的多元样貌。此类景观将古代建筑融入当下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联系。 

5. 馆内语言景观及语言服务的现存问题 

中国园林博物馆现存的语言景观及语言服务传达了中国以及外国园林的历史以及发展，但仍存在着

不少问题以及缺陷。 

5.1. 语言表达不规范及表达错误 

对汉语言进行规范的译写可以基本保证语言信息的正确传达。我国在 2017 年颁布的《公共服务领域

英文译写规范》指出：“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应符合英文使用规范以及英文公示语的文体要求，应准

确表达我国语言文字原文的含义”[8]。在本小组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了园林博物馆内多处的译写失范错

误。如，中英文翻译部分使用的单引号为中文标点符号，这也导致该标点符号与后面的 s 间隔较大，不

符合英文使用规范。除此之外，还出现多处英文句号后不空格的错误情况。同时，存在英文译文出现语

法错误，most mysterious 前缺少定冠词 the。最基本的英文语法规范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外国游客以及

部分中国游客对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英语语言景观的认同感大大降低。 
此外，中国园林博物馆内有使用众多有关园林的专业用词。比如“牌匾”、“厅”、“堂”、“馆”

等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用词，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仅仅使用了汉语拼音的形式，未能清晰地向外国游

客表达准确的意思，并未注重信息文化内涵的传递。 

5.2. 馆内语言景观单一 

目前，中国园林博物馆内的指示性标语主要以中文为主，虽然部分标语有中英双语，但其中的语言

表达错误大大限制了语言景观发挥应有的功能。其他语种的译本相对匮乏，占比不足 10%。虽覆盖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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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等小语种，提及之处大多只是一个专有名词，且大多只分布于“世界名园博览厅”中。这种语

言景观的单一性不仅限制了其他语种游客的理解和认知，也对其参观体验造成一定的影响。 

5.3. 馆内动态标识较少 

中国园林博物馆内的语言景观主要以静态标识为主，动态标识相对较少。动态标识在遵循图形、色

彩、版式等平面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又从动画、电影中汲取影像规律的营养，以其动态传播优势，成为

屏媒时代最受欢迎、最具未来潜质的传播形式[9]。此类动态的标识和呈现形式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的注

意力，提高其参观兴趣。但目前中国园林博物馆内缺少动态标识的情况会影响游客的参观体验。 

5.4. 馆内多模态标识较少 

馆内语言景观以及语言服务以传统的单模态为主，多模态较少。语言景观由多种表意符号组成，相

较于单一、静态的文字模态，多模态符号资源让语言景观更具有交互感和体验感，多模态逐渐成为语言

景观的研究趋势。单模态的标识和呈现形式相对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10]。而中国园林博物

馆内缺乏多语且多模态标识和呈现形式，如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元素有机结合，打造多维

度的展示空间。 

5.5. 语言服务开发不全面 

良好的语言服务可以提升游客忠诚度并满足多元文化需求[11]。目前馆内的语言服务功能开发尚不

全面，未能充分挖掘语言景观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商品经济价值。具体来说，中国园林博物馆缺乏美观、

有艺术感的标识和呈现形式。同时，中国园林博物馆缺乏具有中国园林文化特色的标识和文创产品，未

发挥其商品经济价值。此外，中国园林博物馆缺乏通过讲解、导览和其他服务，无法增强多语游客对中

国园林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官方网站、社交媒体、旅游网站等宣传和推广也较少，且

缺乏多语宣传。 

6. 完善路径与推广建议 

中国园林博物馆作为国内唯一以园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展示功能。为

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外宣，提升馆内的语言景观以及语言服务，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6.1. 彰显文化内涵，强化馆内语言景观文本的规范性 

中国园林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关于中国园林历史的文物和资料，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为更好地向

国内外游客传达中国园林文化的魅力，需加强馆内语言景观文本的规范性。中国园林博物馆应建立涵盖

中国园林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语料库，构建中国园林文化及生态文明建设术语体系，

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其次，中国园林博物馆应对馆内语言景观文本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把关，确

保文本符合语法规则、表达准确、无语病，注重语言表达的地道性和流畅性，同时需不断加强对于中国

园林博物馆语言景观译写规范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 

6.2. 增加动态标识，优化多模态呈现形式 

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展览和文物展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了让游客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国

园林的魅力，需采取多种模态的呈现形式。中国园林博物馆可结合投影、影像、声音等多种形式，制作

动态标识，让游客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园林的历史、文化和技艺，打造多维度的展示空间，让游客从多

个角度感受中国园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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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国际传播 

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园林文化，需要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强国际传播。中国园林博物馆可结合国家公

园专业和语言服务专门人才，完善馆内语言服务，全方面开发语言景观不同功能；可培养一批具备专业

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讲解员队伍，为游客提供准确、生动的讲解服务；可增加特色文创产品，将具有中国

园林文化特色的标识和呈现形式开发成文化产品，发挥其商品经济价值；可以借助旅游业的渠道和资源

进行文化推广和传播，将中国园林文化融入到旅游产品中。相应地，中国园林博物馆应注重知识产权的

转化和应用，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中国园林博物馆还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展览和宣传活动，将中国园林文化传播到海

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园林。甚至可以与国外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国际

学术交流活动。同时，青少年教育也尤为重要。中国园林博物馆可通过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和夏令营等

形式，培养其对园林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同时也可借助这些平台将中国园林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中。 

7. 结语 

本文对中国园林博物馆内的语言景观进行了深入的功能分析并回顾了馆内语言景观的现状，包括信

息功能的表现和象征功能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符号资源价值、艺术审美价值以及商品经济价值。然

而，馆内语言景观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多语种的不足、动态标识和多模态标识的

匮乏，以及语言景观功能的不全面性等。 
为了改进和完善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语言景观，本文针对加强文本的规范性管理、优化多模态呈现形式、

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通过这些改进和完善，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语言景观将能够更好地展现其

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升其艺术审美和商品经济价值，吸引更多的游客，促进园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活力的文化场所，为人们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和知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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