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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参考。

研究方法

1、文献搜索：本次文献搜索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知

网（CNKI）数据库，其中国内研究文献最早出现“语言景

观”概念的在2008年。因此，搜索文献时间定为2008-2021

年，经人工排除无关内容后得到相关文献为308篇。最终以

308篇论文作为本次研究的分析样本。

2、点面结合：本次研究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从西安

市樊川公园全局出发，调查所有语言景观，并着重关注带

有双语的语言景观，以语言学习者角度判断是否含有错误

成分，并进行文字、拍摄记录，得到相关数据。

3、调查报告：结合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语言景观

单双语占比、双语类出错占比等数据，并分析问题，提出

解决方式，完成调查报告。

研究现状

（一）实体维度

1、语言选择

语言选择指在特定区域公共空间呈现的语言景观所涉

及的语种数量和语言种类。从语种数量方面来看，此次调

查大致有以下两种：单语景观和双语景观。从语言种类方

面来看，标牌的文字主要由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构成。

樊川公园内双语景观的数量较多，占比66%；而樊川

公园的单语景观，标牌数量占比为34%，其中英文错误占比

6%。此外，经进一步梳理所收集的图片资料发现，单语景

观全部以汉字形式书写；双语景观基本上是以汉语和英语

双语对照的形式出现。从调查过程可以看出，在已采样收

集的428个语言标识（均为官方标识）样本中，279个为多

语标识，149个为单语标识，且279个多语标识中存在英语

的表述或拼写错误。

2、官方语言景观

樊川公园的官方语言景观通常包括形象标识、总信息

标识、索引标识、功能标识等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和引导

牌。总体来看，樊川公园的语言景观主要向广大受众提供信

息发布、导向、景点解说语言服务信息；为本地区居民的语

言实践、行为举止、娱乐活动提供便捷或规范性指引。

3、译写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收集的428个语言标牌中，其中有279个双语标牌和

149个单语标牌。暂未发现多语标牌，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

樊川公园语言景观的英文译写现状：

樊川公园语言景观的英文译写现状存在诸多问题。标

牌上的文字信息存在较多的译写问题，如英文单词拼写错

误、译文前后不一致、语言文字翻译有误等，其他的常见

问题包括首字母大小写混用、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单词间

缺少空格或空格过多等。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樊川公园

语言景观的英文译写现状尚需完善，公共服务机制仍需改

进和提高。

（二）政治维度

在已采集的428张语言景观图片中，其中有6张图片涉

及意识形态视域下的政治类标语。其中有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道德风貌”“文明城市”等时代主题密切相

关的标牌。从国际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看，结合西安市

政府提出的“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的城市建设总

体思路。语言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樊川公

园地处大学城，且临近此次十四运常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

基地，樊川公园的基础公共服务不仅影响着本地区居民生

活质量和文化水平，而且影响着整个西安市的政治面貌。

经调查研究，樊川公园管理较为松散，标牌功能单一。公

园作为都市人休闲放松的主要场所，人流量较大，相关部

门应尽快对公园语言文字做出整改。

问题与对策

（一）现存问题

1、语言活动随意性，缺乏政策规定

在樊川公园现存的279个双语标牌中，存在同一汉语文

本翻译成两种不同的英语版本的情况，虽两种翻译均可，

但并未形成统一，破坏了公园的整体性。且在现存的双语

标牌中，英语内容出错占比6%，翻译内容凌乱。虽然2011

年陕西省质监局发布了《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

地方标准，但政府相关部门缺乏监督和指导，语言景观的

翻译规范性堪忧。

2、语言景观在现实应用中存在问题

在现存的标牌中，存在英语译文错漏、译文与原文不

对应情况。在现实应用中，传达错误的信息，容易对外国

游客产生误导和消极影响，并且对英语语言学习者也起到

了错误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3、语言环境单一，缺乏多语渗透

在 现 存 的 双 语 标 牌 中 ， 仅 有 中 英 两 种 语 言 的 翻 译 ，

并未出现译写成其他语言的标牌。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

天，英语应用的广泛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他语言的

存在也不能忽视。相较于母语并非英语的游客，译写成其

母语将更为直观，容易理解。

4、语言景观信息内涵不够丰富

在 采 集 的 4 2 8 个 语 言 景 观 中 ， 其 中 仅 有 6 个 语 言 景 观

涉及意识形态视域下的政治类标语，多数为警示、信息发

布、规范举止、景点介绍和方向位置的服务信息。语言景

观作为一个景点的关键性语言服务内容，它并不是简单的

语言陈列或呈现，其背后应该蕴含着一定的创设机制和思

想意识。

（二）应对方案

1、实体维度：改善语言环境，加强地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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