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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语言景观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门领域。非典型语言景观例如：游行标语、车身广告、

涂鸦、街头艺术等，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尽管如此，国内针对明信片的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仍然比

较匮乏，特别是从多模态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运用概念符际互补理论，旨

在分析南京先锋书店明信片多模态的分布和展现，探讨明信片的非典型语言景观所传递的语言意义，以

此进一步丰富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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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inguistic landscape has emerged as a hot topic in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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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such as protest banners, vehicle advertisements, graffiti, and street 
art have also gained attention. However, postcards, which are seen as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
scapes, are largely underexplored in China, especially from a multimodal and semiotic perspective. 
To fill this gap,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 of intermodal complementarity to analyze the dis-
tribu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multimodalities in postcards from librairie avant-garde in Nanjing. 
It aims to explore the linguistic meanings conveyed by the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ost-
card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nrich the study of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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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

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语言景观的形成和演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内街道上的语言使用情况，主要对耶路撒冷 Keren Kayment 街上标识

中英语的使用与希伯来文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2]。随之，也有学者开始把关注点放在公共空间的语言

使用情况。例如：Spolsky 和 Cooper (1991)也开展了对耶路撒冷语言的专题探究，但是当时并未使用语

言景观一词[3]。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在 Landry 和 Bourhis 其发表的一篇论文——《语言景观与民族语

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一概念，他们也因此被学术

界公认是率先正式使用 linguistic landscape 一词的研究者[1]。自此，语言景观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学者指出虽然语言景观成果卓越，但是把地点视为

固定、静态的，是一种缺陷[4]。Moriarty 也指出现实空间具有多元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仅仅

把焦点关注于静态、固定的标牌过于局限[5]。在现代城市环境中还有许多非典型和边缘性的语言标牌，

这些标牌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与典型语言景观相比，非典型语言景观具有移动性、变换性以及临时性，

甚至是违规的，例如涂鸦。车身广告、电子屏幕、标语口号、涂鸦和文化衫等是非典型语言景观的具体

例子。这些标牌都是城市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交际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传递和象征功

能。这些非典型的语言标牌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向城市居民传递信息。车身广告和电子屏幕在城市的道

路和公共场所中移动，吸引人们的目光，并传达商业宣传、产品推广等信息。标语口号则以简洁而有力

的方式呈现，通过短语或口号传递特定的信息或价值观。涂鸦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艺术形式，通过图像和

文字表达个人或群体的观点及态度。文化衫则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化表达方式，通过文字、图案和标志

来传达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些标牌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提供了实用的信息，还

通过符号和象征的方式参与了城市的社会交流及文化表达。它们可以塑造城市的形象，传递社会价值观

念，甚至引发公众对话和互动。近年来，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符号景观[6]、听觉符号[7]、
体肤景观[8]等、气味景观[9]等纷纷涌入大众视野，这些也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而本文主要以南京

市先锋书店非典型语言景观明信片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 明信片上有哪些模态；(2) 各
个模态的关系是怎么呈现的。探讨明信片的非典型语言景观所传递的语言意义，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非

典型语言景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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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现状 

车身广告、电子屏、标语、涂鸦、文化衫、街头艺术、语音播报等非典型语言景观中的语言属于城

市空间中的边缘化环境文字，也是语言景观的一部分[1]。本文主要介绍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证部分。实证

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多语现象是语言景观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Lou 采用三维模型重新评

估华盛顿特区唐人街的双语景观，阐明英语在塑造和引导多语环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10]；Karpava 通

过对公共场所标识进行深入分析，对塞浦路斯的多语现象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这些标识与塞浦路斯的多

语言状况、话语及空间之间的关系[11]。其次，语言政策与规划也是语言景观的课题之一。Cenoz 和 Gorter
研究了西班牙和荷兰的语言景观，发现由于地区语言法规，弗里斯兰语和巴斯克语具有不同的地位。此

外，语言选择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多语言地区，当地语言的调整和安排

往往受到当地语言政策的影响，用于代表地名的语言一直是许多地区语言冲突的共同问题[12]。Coluzzi
研究意大利北方的两个城市：米兰和乌迪内，发现当地语言与英语相比存在感较弱。因此，Coluzzi 认为

只有实施有效的语言政策，才能减缓世界各地的本土语言向主导语言英语的转变[13]。此外，也有学者探

讨了语言景观与英语的传播。例如：Kasanga 研究了金边商业区一个社区语言景观的标志分布模式，指出

英语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地位的迅速崛起[14]。Martinez 研究了哥伦比亚广告标志上英语的使用情况，哥伦

比亚是一个以西班牙语为流行语言的国家，结果表明，英语的存在主要是起到装饰和象征功能。随着数

字时代的到来，不少学者的目光转向了城市边缘化环境文字，也是上文提到的非典型语言景观[15]。Papen
研究德国柏林普林茨劳贝格地区的街头艺术，发现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目的不仅仅是反对商业化，更旨

在积极地影响城市的空间生活，融入并美化城市环境[16]。Pennycook 指出涂鸦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一部

分，有助于阐释城市符号学，更有利于地方亚文化的流动[17]。Gertrud (2019)基于英国伯明翰市中心地区

的数据，从多模态的视角研究贴纸的分布、受众等，结果表明这些贴纸形成了城市传播的一个特定层面，

还有可能促进在线持续交流[18]。相对于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但却也成果丰

硕。尚国文等系统介绍了语言景观的界定、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框架，也指出了语言景观所面临的挑战，

掀起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热潮[19]。张天伟述评了语言景观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路径、方法及理论进展，包括

X 景观、性别、性取向等交叉学科的议题，指明了未来语言景观的发展方向[20]。本文国内语言景观研究

现状主要以多模态的角度展开，以研究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为主。王巧等实地考察义乌市宾王商贸区和稠

州北路的路标、商铺招牌、广告牌、街道名等标识语，研究商店招牌上的多模态，阐明了文本和图像相

结合的多模态在促进城市景观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但是缺少对于图像和文本模态相结合的具体示例[21]。
赵学清等从多模态视角解读澳门城市语言景观，分析了澳门景观的模态分布及其图文关系，研究表明标

牌模态分布跟标牌类型有关，但都是为了达到宣传目的[22]。李琛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西安历史文化街

区多模态语言景观，结果表明文本视觉模态最多。因此，城市内街区语言景观建设要多考虑一些听觉和

触觉模态，以此吸引游客[23]。国内对于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较少，尚国文详细探讨了非典型语言景观

的类型、特征以及相关研究视角，阐述了它们作为社会符号的价值和功能；指出车身广告、街头艺术、T
恤衫、涂鸦、街头艺术、网络界面和语音广播等非典型语言景观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话语角

色，并具有移动性、临时性、多模态性和越界性等独特特征[24]。黄有军从多模态角度探寻 T 恤衫这一

非典型语言景观所传递的语言意义，结果显示 T 恤衫上的多模态分布有助于人们对自我及社会的认同。

但是作者收集 T 恤衫的来源是同一家老板开的三家店铺，数据结果难免有些失真[25]。杨鹏鹃从符际互

补理论视角下研究非典型语言景观许愿牌，从重复、同义、上下义、整体–部分、搭配五个方面对许愿

牌上的模态分布进行分析，发现游客在许愿牌写下的文字具有多语言、多模态的特点，文本模态与图像

模态多方面搭建完整语篇。作者选取的许愿牌来自于丽江古城，主题和内容可能会有局限性[26]。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南京先锋书店中的明信片背面的书写内容作为研究，探究明信片书写内容的模态分布，以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8694


马楠楠 

 

 

DOI: 10.12677/ml.2024.128694 328 现代语言学 
 

期进一步推动国内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 

3. 理论框架 

3.1. 符际互补理论 

Royce 在一篇名为“符际互补：多媒体话语分析框架”的文章中提出了符际互补理论。见表 1，该理

论是在社会符号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提出的，旨在分析页面图像模态和文字模态在语义层面上的

互补关系[27]。该理论认为，在多模态文本中，页面图像和文字不仅仅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可以利用

各自的模态资源和表达方式，在语义层面上相互补充，共同构建统一连贯的文本。符际互补包括概念符

际互补、人际符际互补和构图符际互补。当两种模态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构图意义通过特定方式相

互联系时，文本就具备了符际互补性。在概念意义方面，需要首先识别视觉元素，即视觉框架中所代表

的过程或活动的“再现参与者”(无论是否有生命)。Royce 提出，需要先识别多模态文本中的视觉信息元

素，接着检查文字中是否存在与这些视觉信息元素构成重复、近义、反义、上下义、整体部分等语义联

系或搭配关系的词汇。如果存在这样的语义联系或搭配关系，则可以判断图像和文字之间存在概念符际

互补关系。 
 
Table 1. Ideational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Royce, 2007) 
表 1. 概念符际互补理论(Royce, 2007) 

元功能 概念特征 

图像意义 
参与者：谁？做了什么？ 
活动：行为？状态？ 

环境：在哪里？和谁？以何种方式？ 

文本与图像的六大关系 

重复：图像与文本具有相同的实践意义 
反义：图像与文本具有相反的实践意义 
同义：图像与文本具有相似的实践意义 

上下义：图像与文本处于大类与下属类别的关系 
整体–部分：图像与文本处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搭配：图像与文本同时出现构成完整语篇 

语言意义 
参与者：谁？做了什么？ 
活动：行为？状态？ 

环境：在哪里？和谁？以何种方式？ 

3.2. 多模态 

Kress 和 van Leeuwen 指出情态是一种潜在的意义，它由一种物质媒介形成，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

用于表达和交流的意义。他们将多模态定义为：“在一个象征性产品或事件的设计中使用几种象征性模

式，以及这些模式组合的特定方式”[28]。Jewitt 认为多模态分析是在沟通、表征和互动过程中的重要辅

助方法[29]。根据该理论，人类的互动或交流通常以多种形式实现，如图像、声音、音乐、视频、文本、

运动等。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被视为与各种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的符号资源，包括历史或时间尺度、技术

的使用、社会文化因素、身份和识字。为了确保多模态系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需要文字作为载体进行

言语表达。同时，图片、声音、手势、视频等非言语方式在保证多模态效果方面也发挥着言语方式无法

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如果在模态结构中加入新的模态，模态密度总是增加的，这使得通过组装上述

言语和非言语模态来形成成功的多模态系统成为可能。因此，多模态分析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多

模态文本的语义和意义，以及在不同语境下的符号资源和交互方式的作用。语言符号涉及不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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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语言景观研究中也可采用多模态方法。例如，明信片等周边标志中包含各种模式，如图像、字母、

文字等，这些模式的组合可以代表不同的思想或含义。通过对这些多模态标志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

人们在语言和非语言模式之间的转换和交互，以及多模态符号在不同语境下的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概况 

先锋书店于 1996 年在南京创立，是江苏最大的人文社科专业书店，被南京市民评为十二张文化名片

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书店”，也荣获“中国 2009 年度最美的书店奖”。2014 年 3 月，被英国广

播公司 BBC 评为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30]。2016 年 3 月，美国《国家地理》评选出全球十大书店，南

京先锋书店入选，是亚洲唯一入选书店。作为南京市的文化地标，先锋书店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旅游打

卡，为消费者带来了独特的体验。先锋书店内的明信片墙也是其独特的标志之一，店内的明信片通常以

10 元一张的价格出售，一面是南京的标志性景点，包括牛首山、夫子庙、中山陵等，而另一面是可供游

客书写的空白面。 

4.2. 数据收集及整理 

在语言景观研究中，照片拍摄是收集公共标牌的重要工具之一[31]。因此，本文沿用照片拍摄的方法，

用手机、iPad 收集明信片。本次收集已征得先锋书店工作人员同意，收集日期是 2024 年 2 月 3 日，共收

集 422 张明信片。对收集到的明信片进行整理归纳后发现，其主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许愿类、人生感

悟类。 

5. 明信片多模态的分布及关系 

5.1. 多模态的分布 

明信片上主要有四种符号模态分布：文本、图像、字母、非字母(数字、爱心、笑脸等)。从图 1 可以

看出，文本占的数量最多，比例为 25.56%；文本和非字母组合次之，比例为 21.52%；文本和图像的比例

也达到了 17.94%；文本、图像、图像和字母的组合占比最小，为 4.04%。下列是明信片上符号模态的部

分展示：图 2：文本 + 字母；图 3：文本 + 图像；图 4：文本 + 字母；图 5：文本 + 字母 + 非字母；

图 6：文本 + 图像 + 字母；图 7：文本 + 图像 + 字母 + 非字母。 
 

 
Figure 1. Multimodal distribution 
图 1. 多模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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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xt + image 
图 2. 文本 + 字母 

 

 
Figure 3. Text + image 
图 3. 文本 + 图像 

 

 
Figure 4. Text + image 
图 4. 文本 + 字母 

 

 
Figure 5. Text + image + non-letter 
图 5. 文本 + 字母 + 非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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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ext + image + letter 
图 6. 文本 + 图像 + 字母 

 

 
Figure 7. Text + image + letter + non-letter 
图 7. 文本 + 图像 + 字母 + 非字母 

5.2. 明信片多模态分布之间的关系 

根据 Royce (2007)提出的符际互补理论，多模态语言中的文本模态和视觉模态都是表达意义的重要

资源，彼此相互协调、补充，它们共同完成意义的构建，并为读者呈现一个连贯的多模态语篇。本文从

概念符际互补角度出发，选取部分明信片，详细介绍五种语义互补关系：重复、同义、上下义、整体–

部分和搭配。 
重复是指文字与图片之间具有同样的实践意义。通过文字和图片重复使用，文字和图片互相补充，

共享一个主题。在图 8 中，首先对图像中的视觉元素进行识别，图像中描绘了两位成年人紧握彼此的手，

还戴着象征婚姻的戒指，文本内容是一位女士诉说对于丈夫的爱意以及相遇的幸运。图像中的视觉元素

和文本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同义性，所以图像与文本的互补关系是重复，二者紧密结合，图像将文

字的含义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字的含义，表 2 是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实现的

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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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n instance of repetition 
图 8. 重复示例 

 
Table 2.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2.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恋人 诉说爱意 

重复 活动 恋人在一起 恋人彼此相爱 

环境 恋人在一起 诉说爱意 

 
同义指的是图片与文本之间存在相似的实践意义。如图 9 所示，首先识别出图像的视觉元素，是南

京的梧桐叶。南京的梧桐大道也是南京重要的景点之一，因此梧桐叶也被视为南京的标志之一。文本内

容是作者对南京的印象以及引用了《秋天·花叶》中的话。文本和图像共现的是梧桐落叶，正在进行的

活动是作者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因此，文本模式和图像模式符号互补属于同义互补，表 3 是图文语义符

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Figure 9. An instance of synonymy 
图 9. 同义示例 

 
Table 3.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3.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梧桐叶 南京印象、落叶、坚强 

同义 活动 梧桐叶 自我勉励 

环境 梧桐叶落 自我勉励 

 
上下义关系是指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从图 10 中可以得出，首先识别出图片中的视觉信息

元素是叙利亚国旗的简笔画和玫瑰花，图片上的文本信息是“世界和平 愿大马士革的玫瑰开满叙利亚的

每个角落”。文本信息的世界是上义词，图像中叙利亚国家是下义词，因此，文本模式和图像模式符号

互补属于上下义互补，表 4 是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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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An instance of hyponymy 
图 10. 上下义示例 

 
Table 4.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4.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叙利亚国旗 世界和平 愿大马士革的玫瑰开遍叙利亚的每个角落 
 

上下义 活动 祈祷和平 祈祷和平 

环境 祈祷和平 祈祷和平 

 
从图 11 中可以识别出的视觉元素是几个小人头像、玫瑰花以及美元。文本内容是大家都要赚大钱。

钱是上义词，美元则是处于钱的下位范畴，因此，文本模式和图像模式符号互补也属于上下义互补，

表 5 是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Figure 11. An instance of hyponymy 
图 11. 上下义示例 

 
Table 5.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5.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美元 大家都要赚大钱 

上下义 活动 希望赚钱 希望赚钱 

环境 希望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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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部分是指图像跟文本之间处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图 12 所示，首先识别出图像中的视觉元

素，有六个卡通人物代表文本中所出现的人物、三棵树、小路以及一栋房屋，营造出家人其乐融融的氛

围。文本的内容主要是表达新年祝愿、身体健康、考试顺利、妹妹漂亮、父亲生意更好以及妈妈脾气更

好。文本表现的内容很多，图像只呈现了一部分。因此，文本模式和图像模式符号互补属于整体–部分

关系，表 6 是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Figure 12. An instance of meronomy 
图 12. 整体–部分示例 

 
Table 6.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6.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卡通人物 身体健康等 

整体–部分 活动 希望一切顺利 希望一切顺利 

环境 希望 希望 

 
搭配是指图像与文本共同出现构成完整的语篇。如下图 13 所示，首先识别出图片中的视觉元素，梧

桐树以及飘落的雨。文字内容是笔者对雨天南京的喜爱。通过文字内容，了解到笔者所画是南京的雨，

二者共同呈现一个完整的语篇，因此，文本模式和图像模式符号互补属于搭配关系，表 7 是图文语义符

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Figure 13. An instance of collocation 
图 13. 搭配示例 

 
Table 7.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7.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雨、梧桐树 下雨天的南京才叫南京 

搭配 活动 对南京的喜爱 对南京的喜爱 

环境 喜爱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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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4 中，首先识别出图像中的视觉元素，是六个人物。文字内容是关于一些祝愿及希望六人友谊

长存。仅依靠图像可能不理解笔者所表达的含义，辅之文字内容解释，呈现完整的语篇，也是属于搭配

关系，表 8 是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实现的具体呈现。 
 

 
Figure 14. An instance of collocation 
图 14. 搭配示例 

 
Table 8. Realization of image-text semantic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表 8. 图文语义符号间互补的实现 

 图像 文本 语义符际互补 

参与者 六个人物画像 我们六人小组永远 ing 

搭配 活动 愿友谊长存 愿友谊长存 

环境 希望 希望 

5.3. 讨论 

首先，南京先锋书店明信片背面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许愿类和人生感悟类。这与丽江古城里许

愿牌的主题内容[26]相似。南京先锋书店是游客表达情感的场所之一，游客在明信片的书写行为是一种特

定情境诱发的情感表白，旨在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并重构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也与先前的研

究结果相似[32]。 
其次，本文探讨了南京先锋书店明信片上有几种模态以及其分布关系。根据 Royce 提出的符际互补

理论[27]，以南京先锋书店上的文字内容分析文本模态和图像模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两者如何在多模态

语篇中构建及表达语言意义。上述分析表明，在明信片多模态研究中，文本和视觉信息都使用各自的符

号系统来传达含义，但它们也共同向读者呈现完整和连贯的信息。视觉和文本信息通过重复、同义关系、

上下义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和搭配等语义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也与 Kress 和 Leeuwen 想法一致[28]，即

“语言必须总是通过其他符号模式来实现”。视觉和文本两种模式同时出现，所表达的意义不是两种模

式各自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互动表达出更丰富的意义。 

6. 结论 

语言景观近年来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但是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相对不多。本文以南京先锋书店

明信片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概念符际互补理论对其多模态分布及展现进行分析，展现了明信片上的模态

分布以及模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明信片上模态之间存在重复、同义、上下义、整体–部分、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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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五种关系，共同构成意义更为丰富完整的语篇。此研究丰富了国内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本文主要

针对明信片上的文本和图像进行研究，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切入角度。 

参考文献 
[1] Landry, R. and Bourhis, R.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

cial Psychology, 16, 23-49. https://doi.org/10.1177/0261927x970161002  
[2] Yehudit, R., Nadel, E., Cooper, R.L. and Fishman, J.A. (1977) English on Keren Kayemet Street. In: Fishman, J.A., 

Cooper, R.L. and Conrad, A.W., Eds., The Spread of English: The Sociology of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Rowley.  

[3] 李丽生.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评述及其启示[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7(4): 1-7. 

[4] Ben-Rafael and Barni, M. (2010)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City. Multilingual Matters, 235-251.  
[5] Moriarty, M. (2014) Languages in Motion: Multilingualism and Mobility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8, 457-463. https://doi.org/10.1177/1367006913484208  
[6] Jaworski, A. and Thurlow, C. (2010)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Continuum. 
[7] Pütz, M. and Mundt, N. (2019) Expand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Linguistic Diversity, Multimodality and the Use 

of Space as a Semiotic Resource. Multilingual Matters. 
[8] Peck, A. and Stroud, C. (2015) Skinscapes. Linguistic Landscape, 1, 133-151. https://doi.org/10.1075/ll.1.1-2.08pec  
[9] Pennycook, A. and Otsuji, E. (2015) Making Scents of the Landscape. Linguistic Landscape, 1, 191-212.  

https://doi.org/10.1075/ll.1.3.01pen  
[10] Jia Lou, J. (2012) Chinatown in Washington, DC: The Bilingual Landscape. World Englishes, 31, 34-47.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1x.2011.01740.x  
[11] Karpava, S. (2022) Multilingual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Cypr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1, 1-39.  
[12] Cenoz, J. and Gorter, D. (2006)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n: Gorter, D., Ed., Linguistic Land-

scape, Multilingual Matters, 67-80.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9170-005  
[13] Coluzzi, P. (2009) The Italian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 Cases of Milan and Ud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

lingualism, 6, 298-312.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0902935930  
[14] Kasanga, L.A. (2012) Mapp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 Commercial Neighbourhood in Central Phnom Penh.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 553-567.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2.683529  
[15] Martinez, F. (2015) English in Advertising in Colombia. World Englishes, 34, 600-619.  

https://doi.org/10.1111/weng.12163  
[16] Papen, U. (2012) Commercial Discourses, Gentrification and Citizens’ Protes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renzlauer 

Berg, Berli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6, 56-80. https://doi.org/10.1111/j.1467-9841.2011.00518.x  
[17] Alastair, P. (2008) Linguistic Landscapes and the Transgressive Semi-Optics of Graffiti. In: Elana, S. and Durk, G.,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Routledge, S302-S312. 
[18] Reershemius, G. (2018) Lamppost Networks: Stickers as a Genre in Urban Semiotic Landscapes. Social Semiotics, 29, 

622-644.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18.1504652  
[19]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2): 214-223. 

[20] 张天伟. 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路径、新方法与理论进展[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5(4): 48-60.  

[21] 王巧, 刘美兰. 国际化城市多模态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建设——以义乌市宾王商贸区和稠州北路为例[J]. 美与

时代(城市版), 2021(11): 100-101. 

[22] 赵学清, 刘洁琳. 澳门城市语言景观的多模态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1(6): 
123-136.  

[23] 李琛. 西安历史文化街区多模态语言景观研究——基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J]. 文化学刊, 2022(10): 218-221. 

[24] 尚国文, 周先武. 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5(4): 37-47+60. 

[25] 黄有军. 多模态视阈下非典型语言景观 T 恤衫的语言与符号学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2. 

[26] 杨鹏鹃. 符际互补理论视角下非典型语言景观许愿牌的多模态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8694
https://doi.org/10.1177/0261927x970161002
https://doi.org/10.1177/1367006913484208
https://doi.org/10.1075/ll.1.1-2.08pec
https://doi.org/10.1075/ll.1.3.01pen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1x.2011.01740.x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9170-005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0902935930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2.683529
https://doi.org/10.1111/weng.12163
https://doi.org/10.1111/j.1467-9841.2011.00518.x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18.1504652


马楠楠 
 

 

DOI: 10.12677/ml.2024.128694 337 现代语言学 
 

[27] Royce, T. (2007)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A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3, 63-109. 

[28] Kress, G. and Leeuwen,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rnold. 

[29] Jewitt, C. (2009)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Routledge. 
[30] 英媒盘点全球十大最美书店 南京先锋书店上榜[EB/OL]. 网易新闻, 2016-03-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85%88%E9%94%8B%E4%B9%A6%E5%BA%97/
7256264  

[31] Malinowski, D. (2018)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Phakiti, A., Costa, P.D., Plonsky, L. and Starfield, S., Eds., The Pal-
grav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869-885. 

[32] 谢彦君, 于佳, 郭芳芳. 留言簿话语分析: 西藏旅游体验的书写与表白[J]. 旅游科学, 2019, 33(3): 1-2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86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85%88%E9%94%8B%E4%B9%A6%E5%BA%97/72562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85%88%E9%94%8B%E4%B9%A6%E5%BA%97/7256264

	概念符际互补理论视角下非典型语言景观明信片的多模态分析
	——以南京市先锋书店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Post Cards in the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Theory
	—Taking Librairie Avant-Garde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现状
	3. 理论框架
	3.1. 符际互补理论
	3.2. 多模态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概况
	4.2. 数据收集及整理

	5. 明信片多模态的分布及关系
	5.1. 多模态的分布
	5.2. 明信片多模态分布之间的关系
	5.3. 讨论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