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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热点领域之一。本项目从语言景观综述出发，分

析了绍兴市博物馆语言景观现状，提出了优化语言景观、创设语言景观及丰富语言景观呈现方式的策略，

如引入AI技术、二维码扫描识别、VR/AR技术等。通过实证研究，为博物馆文化语言的优化与传播提供

了科学指导。 
 
关键词 

语言景观，人工智能，博物馆文化，绍兴市，优化策略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I-Enabled Museum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Yuxuan Chen, Yanfei Shen, Mayi Yang, Chen Huang, Yue Wang 
Digital Trade Institute,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Feb. 13th, 2025; accepted: Mar. 7th, 2025; published: Mar. 20th, 2025 

 
 

 
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hot areas in sociolinguistic and linguistic sociology.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his project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nguis-
tic landscape of Shaoxing Museum, and propose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linguistic landscape, create lin-
guistic landscape and enrich the presentation mod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such as the introduc-
tion of AI technology, two-dimensional code scanning and recognition, VR/AR technology.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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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useum cultur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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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文化承载与传播的重要场所，正面临国际传播新模式的变

革。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 LL)研究聚焦于多语言文本在特定空间中的呈现方式，揭示语言如何

参与塑造社会文化。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速发展，博物馆文化在传播方式上迎来新的突破，AI 技

术通过语言翻译、互动体验与个性化推荐等方式，重新定义了博物馆文化的传播模式，为语言景观的优

化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旨在语言景观视域下，揭示 AI 赋能博物馆文化在国际化进程中的

传播效果，为语言景观的优化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综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是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的

一个重要分支。最早将语言景观定义为“特定地域内公共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和其他语言形式的集

合”[1]，并指出语言景观不仅传递信息，还反映了语言政策、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随后，Gorter
扩展了这一概念，提出语言景观可以作为多语言社会研究的切入点，并强调其跨学科特性，涵盖社会学、

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等多个领域[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景观的动态特性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深远影响。从社会互

动的角度来看，语言景观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集合，更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3]，并且在多语

言环境中对文化认同的建构作用尤为突出，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 
尽管已有研究深入探讨了语言景观的定义、功能及其社会意义，但研究多集中于静态的语言符号分

析，对于非语言因素(如视觉设计、AI 技术支持)的结合以及动态变化的研究较为薄弱。 

2.2. AI 应用综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发展正迅速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领域的变革与创新。

在国际研究中，AI 技术的应用已在博物馆与文化传播中展现出显著成果，通过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的结合，博物馆能够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互动性的文化体验

[4]，不仅增加了文化传播方式，还提升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连接。 
在国内，研究更多集中于 AI 技术的功能开发及其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实践，例如，在文物修复方面，

AI 能够通过智能算法精准识别文物的损坏细节[5]，并辅助制定高效的修复方案；在导览服务方面，智能

导览系统借助 AI 驱动的语音识别、图像匹配和内容推荐技术，为观众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6]。然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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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研究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即多从技术角度分析 AI 的功能性开发，较少探讨 AI 技术如何通过赋能文化

内容本身，提升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尚未充分挖掘 AI 技术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中的潜力。 

2.3. 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综述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的核心载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

技术的快速发展，博物馆逐渐突破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向数字化与互动化方向转型，例如，虚拟博物馆

的建设通过数字平台将物理展览扩展到全球观众，不仅消除了地理障碍，还更高效地传播文化价值[7]。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博物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例如，数字博物馆通过虚拟

展示和在线互动，能够将中国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全球视野中[8]，并且强调了多语种展示在国际传播中

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语言适配提升传播的精准性，是博物馆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方向。 
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多种形式，但仍存在显著不足。大多数研究更关注技术的可

行性及其应用效果，而对语言景观作为传播核心媒介的重要性缺乏深入探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技术

与语言景观的融合研究尚属空白，尤其是在国际化趋势下，AI技术如何优化语言景观与文化传播的互动，

进而增强文化认同与传播影响力，尚有很大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2.4. 研究综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语言景观、AI 技术和博物馆文化传播分别在各自领域内有着较为系

统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首先，语言景观研究多聚焦于社会语言学或语言政策领域，

未能深入探讨其作为跨文化传播工具的可能性。其次，AI 技术的应用虽已渗透至文化遗产保护和数字化

传播，但如何与语言景观结合以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研究仍较少。最后，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的现有研究

虽探讨了多语种展示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但缺乏系统性框架来整合语言景观与技术手段，难以应对国际化

的文化传播，尤其是 AI 技术如何赋能语言景观以优化文化传播的适配性和精准性，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点 

开展实证研究的地点是绍兴市区的各个博物馆，尤其是其下辖的中国黄酒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博物馆以及浙东运河博物馆，均坐落在文化底蕴深厚的绍兴市。中国黄酒博物馆专注于展示绍兴黄

酒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酿造工艺，位于市区核心地带，与绍兴的黄酒文化紧密相连。绍兴鲁迅纪念馆则是

以纪念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为主题，不仅展现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还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站。 
绍兴博物馆(见图 1)，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广泛收藏并展示着绍兴乃至整个越文化地区的珍贵

文物与历史资料，其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市民及游客深入了解绍兴的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而浙东运河

博物馆，则聚焦于浙东运河这一古代水上交通要道的历史作用与文化价值，通过丰富的展品与互动体验，

生动再现了运河沿岸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是探索古代中国水上丝绸之路的理想之地。 
绍兴市博物馆及其下辖的各专题博物馆，不仅各自独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绍兴市文化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了研究绍兴乃至江南地区历史文化不

可或缺的研究基地与热门打卡点，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主要拍摄的内容是博物馆内的展品标签、指示牌、展览介绍板、导览图以及特色展览区域的标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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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haoxing Museum 
图 1. 绍兴博物馆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摄影手段记录与分析博物馆的语言景观已成为研究博物馆文化传播与信

息展示的重要方法。因此，本研究主要依赖便携式相机(包括智能手机相机)来搜集博物馆语言景观的相关

数据，细致观察并记录博物馆内的各类标识信息，对其进行精心拍摄。随后，对采集到的照片进行系统

整理，将存在语种覆盖数量有限、语言景观类型单一等问题的照片与展现博物馆特色语言景观的照片分

别归类为两个独立的素材包，以便于后续研究与分析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绍兴市博物馆语言景观现状 

4.1. 多元化的字体文化风格 

在中国黄酒博物馆的展厅中，一枚方形印章(见图 2)吸引了众多目光。这枚印章以黑色为底，白色为

字，其上刻有“商”、“周”、“祭”、“酒”四个大字，字体为传统的中国书法，每一笔每一划都彰显

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这枚印章在博物馆中展示，不仅丰富了黄酒文化的内涵，更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让游客

在欣赏黄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这枚印章，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在更广泛

的范围内传播和弘扬，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一古老而璀璨的文化瑰宝。 
 

 
Figure 2. Seal of China Yellow Wine Museum 
图 2. 中国黄酒博物馆印章 

4.2. 双语主导的文化传播形式 

在中国黄酒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博物馆以及浙东运河博物馆中，双语语言景观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它们以中文和英文为主要展示语言，广泛应用于各类展览介绍与文物说明之中，为游客

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而在浙东运河博物馆中，双语语言景观(见图 3)更是达到了 67 张，占比高

达 42.94%，成为其文化展示的一大亮点。这些双语介绍详细阐述了浙东运河的历史沿革、漕运文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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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智慧等，为国内外游客搭建起了一座了解浙东运河文化的桥梁，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国际交流与融合。 
 

 
Figure 3. Zhejiang Canal Museum bilingual sign 
图 3. 浙东运河博物馆双语标牌 

4.3. 以智能技术为主的文化传播方式 

以智能技术为主的文化传播方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内得到了生动展现。馆内特别设立了全息 3D 立

体投影区(见图 4)，通过前沿技术，构建了一个古风微型的“绍兴水乡”风景建筑模型。借助先进的 3D
投影技术，绍兴水乡人民在玩闹、嬉戏交谈的生动场景被巧妙嵌入模型中，细腻地还原了鲁迅童年时生

活的江南水乡风貌。AI 投影技术的运用，更是让画面跃然眼前，立体逼真，为参观者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

的视觉盛宴。在这里，人们仿佛亲身踏入了那段充满诗意与乡愁的童年时光，深切感受到了鲁迅笔下江南

水乡的韵味与风情。这种以智能技术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方式，无疑为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 
 

 
Figure 4. Shaoxing Lu Xun Memorial Hall 3D projection 
图 4. 绍兴鲁迅纪念馆 3D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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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文化商业互融共赢的独特策略 

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内销售的这本包装精美的文化知识产品(见图 5)，无疑是对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通过这一产品，纪念馆不仅向游客展示了鲁迅先生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涵，还巧妙地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盒子上“呐喊年代”的醒目字样，既体现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元素，又增加了

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让游客在购买物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这种以文化为核心，

以商业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文化与商业

的互融共赢，为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Figure 5. Shaoxing Lu Xun Memorial Hall cultural travel products 
图 5. 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文旅产品 

5. AI 赋能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途径研究 

5.1. 优化语言景观 

经过对绍兴各博物馆语言景观的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我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外语

翻译的准确性方面。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并提升整体语言景观的品质，我们决定引入大语言模型技术，并结

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编辑 PAIP 模式，即译前编辑(pre-editing)、人工智能翻译(AI translation)、人

工辅助AI (man-prompt AI)和译后编辑(post-editing)这四个关键步骤，来全面优化绍兴各博物馆的语言景观。 
在译前编辑阶段，我们不仅注重文本内部的优化，如同义词替换、代词替换及语序调整等，以确保

源文本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了文本外部的大数据资源，借助术语库、语料库等先

进技术，对原文本中专业术语、历史典故以及专有名词等进行精准的目标语替换，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翻

译的专业性和文化适应性，我们可以达到此效果(见图 6)。 
 

 
Figure 6. Translated text diagram of East Zhejiang Canal Museum 
图 6. 浙东运河博物馆翻译文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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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人工智能翻译阶段，我们将收集的绍兴博物馆语料源文本直接输入到大语言模型中进行 AI 翻

译。这一步骤充分利用了 AI 的高效性和准确性，为后续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对

AI 翻译的结果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和评估，以确保其质量符合我们的预期。 
在人工辅助 AI 阶段，我们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在 ChatGPT 等先进的人工智能平

台中输入人工提示语或基于 AI 生成的提示语，本团队能够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译文，使其更加符合目

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效果这一步骤不仅提升了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还增强了译文的文化

内涵和可读性。本团队的研究旨在通过利用人工辅助 AI 阶段，以实现此效果(见图 7)，进而让绍兴博物

馆、中国黄酒博物馆等场所的语言景观均能达到这一预期目标。 
 

 
Figure 7. Optimized translation diagram 
图 7. 优化译文示意图 

 
在译后编辑阶段，本团队更加注重提高 AI 翻译后目的文本的准确性和译文质量。本团队对机器翻译

的结果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和修正，同时结合绍兴各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和来访人口结构特点，对公共标牌

的语种和布点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和调整，本团队的研究旨在通过利用 AI 利用，以实现此效果(见图 8)，
进而让绍兴博物馆、中国黄酒博物馆等场所的语言景观均能达到这一预期目标。这一步骤不仅确保了翻

译的准确性，还提升了公共标牌系统的实用性和国际化水平。通过这种创新的翻译模式，本团队大幅提

升了绍兴各博物馆语言景观的翻译准确性，并结合实际情况打造了具有国内特色且具备国际化水平的公

共标牌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提升了绍兴各博物馆的语言治理和服务水平，还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为优

化博物馆的非遗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优化这一翻译模式，为绍兴各博

物馆的国际化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Figure 8. Language diagram of public signage 
图 8. 公共标牌语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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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设语言景观 

运用先进的 AI 智能写稿技术，本团队能够创新性地创设丰富多彩的语言景观，极大地丰富和提升博

物馆的语言环境与文化内涵。AI 机器人写稿，这一基于数据统计、机器学习与先进算法的技术，能够从

海量数据中迅速提炼信息并生成高质量的稿件，其“短平快”的信息传递模式及高度的格式化特点，使

得写稿速度与准确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本团队以“AI 写稿 + 人工审核”的先进模式为基石，精心撰写与绍兴各博物馆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

旨在弥补现有语言景观中的不足，为游客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文化体验。通过深入挖掘博物馆的历史底

蕴与独特魅力，本团队生成了一系列富有深度与温度的文章，让博物馆的故事跃然纸上，生动再现。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本团队搭建了微信公众号平台(见图 9)，作为传播博物馆文化的重要窗口。

本团队宣传了主要四个博物馆，分别是浙东运河博物馆、绍兴博物馆、绍兴鲁迅博物馆、中国黄酒博物

馆。定期发布的文章不仅涵盖了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历史故事，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活动与展览信息，

成功吸引了大量文化爱好者的关注与参与。这一平台成为了连接博物馆与公众的桥梁，让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保护更加深入人心。 
 

 
Figure 9. Shao Bo Yun wechat public number 
图 9. 绍语博韵微信公众号 

 
此外，本团队还运用了“AI 智能绘图工具”与“AI 照片修复技术”，为文章自动生成精美配图，并

将博物馆中珍贵但分辨率较低的历史照片(见图 10)转化为高分辨率的清晰图片。这些技术不仅还原了历

史的真实场景，更让古老的照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们将这些生成的配图与修复后的老照片巧妙地融

入文章中，为读者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 
这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为喜欢博物馆非遗文化的中华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极佳的互动体验，更进

一步推动了绍兴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通过科技手段与人文情怀的深度融合，我们成功打造了一个充

满活力与魅力的博物馆语言景观，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

AI 技术与博物馆文化的深度融合，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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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Low resolution historical photo schematic 
图 10. 分辨率较低的历史照片示意图 

5.3. 丰富语言景观的呈现方式 

5.3.1. 引进 AI 导向解答型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的引入为博物馆文化传播工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新理念，它们不仅成为了博物

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这些智能机器人凭借其卓越的技术能力，能够提供

文物讲解、信息公开以及智能交互等一系列服务，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参观体验。 
在文物讲解方面，智能机器人通过预先录入的大量关于博物馆文物的信息，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能够为游客提供详尽而生动的文物讲解。它们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文物的历史背景、制作工艺、文化价

值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让游客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绍兴博

物馆的智能机器人(见图 11)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一功能，它们能够根据参观者的需求，引导参观展厅、提

供讲解服务，向游客全面介绍文物的相应概况，并与参观者进行互动，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Figure 11. Robot example of Shaoxing Museum 
图 11. 绍兴博物馆机器人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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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绍兴各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效果，我们可以采用机器人与博物馆语言景观相结合的方

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有关博物馆文物的内容，并经过人工的精心修改与审核，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随后，将这些内容输入到机器人系统中，使机器人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详

细且富有感染力的讲解。通过这种方式，参观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绍兴非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独特

魅力。 
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新一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编辑 PAIP 模式，将文稿翻译为多国语言，并输入

到机器人系统中。这样，智能机器人就能够为外国来访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体验，他们可以通过机器

人的讲解，轻松了解绍兴各博物馆的非遗文化，从而促进博物馆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一举措不仅提

升了博物馆的国际化水平，也为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贡献了一份力量。 
综上所述，智能机器人的引入为博物馆文化传播工作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它们不仅提升了游客的参

观体验，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智能机器人在博物馆文化传播中的更多应

用，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5.3.2. 融入二维码扫描识别技术 
二维码扫描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这一技术

不仅为参观者提供了自主参观学习的便捷途径，还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内容，使得博物馆的

文化价值得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 
对于参观者而言，二维码扫描识别功能赋予了他们极大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

需求，有针对性地扫描文物旁的二维码，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

参观者的学习效率和体验，还激发了他们探索博物馆文化的热情与兴趣。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二维码扫描识别技术具有技术要求低、成本可控、信息承载量大的显著优

势。这使得博物馆能够以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将大量的文物信息和文化内涵传递给参观者。以绍兴博

物馆为例(见图 12)，该博物院中的驾鹤仙游青花瓷梅瓶配备了专属的“身份证”——二维码参观者只需使

用智能手机扫描这些二维码，便能立刻获取文物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享受一场视觉与知识的盛宴。 
 

 
Figure 12. Shaoxing Museum AI scann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mple 
图 12. 绍兴博物馆 AI 扫描技术应用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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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 网络全覆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入了文物展陈与社交服务中。河南博物院的语音导览

二维码还支持中英文双语解读与生僻字注音等功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这一

举措不仅提升了博物馆的国际化水平，还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 
借鉴绍兴博物馆的成功案例，本项目可以充分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有关绍兴博物馆非遗文化的文字

介绍与语音讲解，并经过人工的精心修改与审核，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随后，将这些内容纳入

二维码“身份证”中，使得绍兴各博物馆的参观者只需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便能深度了解其背后所具有

的历史文化。这一举措不仅将极大地提升绍兴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效果，还将为参观者提供更加丰富、多

元的文化体验。 

5.3.3. 融合 VR/AR 技术 
VR(虚拟现实)与 AR(增强现实)技术，作为前沿的数字展示手段，正逐步改变着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方

式与深度，为参观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与互动乐趣。例如：中国黄酒博物馆巧妙融合了先进的

VR/AR 技术，使得珍贵文物以栩栩如生之姿跃然于观赏者的眼前，极大地增强了体验的生动性与沉浸感

(见图 13)。这些技术通过构建三维虚拟世界，让受众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与文物进行跨越时空

的对话，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体验感和交互性。 
 

 
Figure 13. China Yellow Wine Museum VR and AR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mple 
图 13. 中国黄酒博物馆 VR 与 AR 技术应用示例图 

 
与此同时，AR 技术也在博物馆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将虚拟图像、文字讯息与真实生活场

景实时叠加，为参观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体验方式。针对绍兴博物馆，本团队强烈建议管理者考

虑引入 VR 与 AR 技术，以进一步提升博物馆非遗文化的传播效果。 

5.3.4. 项目实施策略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 
打造沉浸式展览：利用 VR 技术，为绍兴博物馆的非遗文化打造一系列沉浸式展览。参观者可以戴

上 VR 眼镜，仿佛置身于非遗文化的发源地，亲身体验其独特魅力。 
增强现实互动：通过 AR 技术，将虚拟文物与真实场景相结合，为参观者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互动

体验。例如，参观者可以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扫描文物上的 AR 标记，观看文物的 3D 模型、了解其历史

背景与文化价值。 
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积极宣传绍兴博物馆引入 VR、AR 技术的举措及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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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好处。可以发布相关文章、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展示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吸引更多参观者的关注

与到来。 
促进国内外传播：通过 VR、AR 技术的引入，绍兴博物馆的非遗文化将得以更加生动、直观地呈现

给国内外观众。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还能促进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 
综上所述，VR 与 AR 技术的引入将为绍兴博物馆的非遗文化传播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相

信，在技术的助力下，绍兴博物馆将能够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参观者提供更加丰富、

多元的文化体验。 

6. 结语 

本研究丰富了语言景观理论与博物馆文化传播理论的内涵，提出了 AI 赋能博物馆文化在国际传播中

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通过综合运用实地考察、摄影记录、数据分析等多种方法，本文呈现了绍兴市

各博物馆语言景观的现状，深入分析了语言景观在优化博物馆文化传播、促进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机制，

以及其在智能技术背景下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绍兴作为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其博物馆通过多

元化的语言景观，特别是双语主导的文化传播形式、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的呈现方式，有效提升了

博物馆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语言景观与博物馆文化传播的量化分析，比如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精确评估不同语言景观策略对游客体验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具体影响。此外，还可以探索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博物馆间语言景观的异同，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博物馆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的构建。通过

这些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为博物馆文化语言的优化与传播提供更加科学、系统的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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