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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经济视角下文化创意街区语言景观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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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景观不仅是公共空间内的书面语言，还是文化的客观化物质载体，其具备一定的文化功能和

经济价值。文章从符号经济的视角，以上海市著名的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言景观样本为研究对象，

根据场所符号学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分析文化创意街区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以期

促进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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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景观一般是指呈现在公共空间内的书面语

言。ＬａｎｄｒｙＲ和ＢｏｕｒｈｉｓＲＹ于１９９７年在 《语言

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中首先使

用 “语言景观”一词并阐述了语言景观的定义及

其功能，其奠定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基础。自此之

后，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受到地理

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关注。

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公共空间内静态的

可视语言，也包括动态的可视语言。结构主义语言

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ＢｅｎＲａｆａｅｌ［１］等
认为语言景观是社会、群体以及区域的象征，可以

看作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实

质上是符号。另外，胡壮麟［２］认为：语言是文化

的载体，通过使用语言，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解



释。综上可得，语言既是一种符号，也是文化的载

体。也就是说，语言景观的研究既要关注语言符号

特征，也要关注语言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

学界对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方面，既有邱

莹［３］、刘慧［４］的共时研究，又有李贻［５］、彭国

跃［６］的历时研究；既有俞玮奇［７］、马蔡宇［８］关注

国际社区多语生态的研究，也有李永斌［９］关注少

数民族族群的民族文化研究。当前，关于文化创意

街区的语言景观实证研究颇少。值得一提的是，徐

欣路［１０］通过调查研究北京著名的文化创意街区

（７９８艺术区）的语言景观，其认为语言本体的标
记理论对于语言景观研究同样有效。

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符号经济的视

角，根据场所符号学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以上海市

著名的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为例，探讨文化创意街区

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特征、语言符号的竞争方式、经

济价值及其文化资本的转化。以期对经济全球化时代

的中国语言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

（一）研究视角

本文从符号经济的视角，探索文化创意街区上

海田子坊的语言景观。我们所说的 “符号经济”

指的是柳洲、李祖扬［１１］７所提出的广义的符号经

济。简单而言，符号经济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经济，

这里的 “符号”指的是除符号本身之外的任何某

个事物。具体而言，符号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符

号、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以及习俗、仪式，等

等。符号属于关系范畴，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因

此，符号经济是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包含文化的

非物质性的经济体系。

田子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是一个人文艺

术气息浓厚的文化创意街区。在地方政府的规划和管

理之下，众多商家、艺术家集各自的智慧和力量，使

得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名扬四海。从宏观上看，文化

创意街区田子坊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从微观上看，文

化创意街区中的语言景观、物件、建筑等都是符号，

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数字、图画等也属于符号的范

畴。柳洲、李祖扬［１１］７认为，随着符号商品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人类迈入了以符号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

础的符号经济时代。也就说，现代经济的商业竞争其

实就是符号的竞争。然而，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

言景观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公共空间，必然存在符号

竞争，符号竞争的胜利意味着该符号或者符号产品比

其竞争对象拥有更多的价值。

（二）研究理论

１场所符号学
ＳｃｏｌｌｏｎＲ和ＳｃｏｌｌｏｎＳＷ于２００３提出了场所

符号学理论。该理论由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子

系统构成，主要用以分析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符号。

语码取向关注语言景观中各种语码的优先关系，以

此反映它们在语言社区内的社会地位。字刻则关注

语言标牌的呈现方式，包括语言标牌的材料、状态

变化、语言字体、附加成分，等等。置放则研究语

言标牌设置地点的行为所激活的意义。

本文根据场所符号理论，分析田子坊语言景观

的语言符号特征，从符号经济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田

子坊语言景观的符号竞争状况。

２文化资本理论
皮埃尔·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于１９８６

年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该理论是借助经济学概念

来研究文化。他在文化资本理论中提到了语言是文

化的反映，它凝聚着物质行为、社会发展、思维方

式、民族性格等一些特别的信息，能够产生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重效益，具备潜在的可利用

的经济价值。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

或无形的资产。既然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提到语言凝聚着
文化，具备经济价值，那么田子坊的语言景观蕴含着

怎样的文化，语言景观又是如何转变为文化资本的

呢？我们将借助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深入分析。

３语言景观、符号经济、文化资本的关系
语言景观属于符号。在符号经济时代，个体通

过与外部世界语言符号的互动，获取语言符号的符

号价值，可以是信息沟通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社

会经济价值或者其他价值。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着

竞争关系，表现在语言景观中则是不同质的语言符

号之间通过抢占公共空间而获取更多的价值，这是

符号经济的一个体现。同时，语言符号是文化资本

的客体化形式之一，语言符号或多或少总是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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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内涵，其文化价值是由具体有文化能力

的个体根据其已获得的文化资本赋予的，通过具有

文化能力的个体，语言符号成功转换为文化资本

（见图１）。

图１　语言景观、符号经济、文化资本的关系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

言景观。田子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该区域由３个
主要的弄堂构成，分别是泰康路 ２１０弄、泰康路
２４８弄和泰康路２７４弄。２０２１年６月至７月，我们
对田子坊的３个主要弄堂可视范围内的语言标牌
（包括路牌、店铺招牌、建筑名、宣传类标牌、警

示类标牌、信息牌等）进行了拍照搜集。

根据标牌上语言符号的组合方式、设立者的不同

而进行统计编码并分类，按照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１２］每一个语
言实体无论其大小都算作一个标牌的统计标准进行统

计。编码结束后将数据导入ＳＰＳＳ统计软件中，对不
同类型标牌的数量及占比进行归纳分析。据调查，在

田子坊共收集到语言景观样本１４１１个，重复语言景
观样本２２个，有效语言景观样本总计１３８９个。

三、调查结果

（一）田子坊语言景观的语言特征

１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组合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有效语言景观样本共计有１３８９个。

根据语言符号的组合情况，本文将其分为单语符语

言景观、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以及混合多语符语言

景观，详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样本数量最多的是混合双语

符语言景观，其次是单语符语言景观，最后是混

合多语符语言景观。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共有

６５０个，占总样本量的４６８０％在混合双语符语
言景观中，以 “中文 ＋数字”形式的语言景观占
优势，共有３５３个，占总样本量的 ２５４１％“中

文＋英文”形式的语言景观共计 ２４４个，占总样
本量的１７５７％通过观察语言景观样本，我们发
现 “中文＋数字”和 “中文 ＋英文”形式的语言
景观多出现在路牌、门牌以及部分店铺的招聘牌、

信息牌当中。一方面，从表１可以看出，中文是混
合双语符语言景观中的主要语言符号；另一方面，

从 “中文＋英文”形式的语言景观数量可以看出，
英文是仅次于中文出现最多的语言符号，这主要是

受英语全球化的影响。

单语符语言景观样本共计６０３个，占总样本量
的４３４１％，其中，中文标牌最多，共有 ５５９个，
占总样本量的４０２４％由此可见，中文在单语符
语言景观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地位。由于所在国、语言受众等诸多因素，中文是

最通行的强势语言，其语言活力显著。从语言服务

的角度来看，中文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可，具有较高

的社会声望。因此，在语言符号竞争过程中，中文

势必具备更多的空间话语权，更容易在语言竞争中

取得胜利。

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仅为１３６个，占总样本量
的９７９％由表１可知，“中文 ＋英文 ＋数字”形
式的语言景观数量最多，其在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

中最具优势。

综上，无论是在单语符语言景观中，还是在混

合语符语言景观中，中文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

英文。在符号经济时代，中文在语言符号竞争中具

有数量上的优势。相对于其他语言符号而言，中文

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被赋予了较高的文化资本，在

语言符号竞争中更容易取胜，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２官方语言标牌与私人语言标牌的语符使用
情况

以往研究者通常根据语言景观设置者的主体不

同将语言标牌分为官方语言标牌和私人语言标牌。

一般而言，这两类标牌在使用上存在差异。

由表２可知，在１３８９个语言景观样本中，官
方设置的语言标牌共计 ３９３个，占总样本量的
２８２９％其中，以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数量最多，
共有２５３个，占总样本量的 １４２０％调查发现：
官方设置的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都是 “中文 ＋英
文”的形式，并且都是复制型语言景观，即中文

意义和英文意义一致，这主要是由 《上海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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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外国文字使用规定》规定的。从语言服务的

角度来看，英语作为一种全球化语言，其使用人群

广泛，因此官方设置的中英语言标牌的受众既包括

懂汉语的人还包括懂英语的人。相较于单语标牌，

中英双语标牌的受众范围更大，方便更多的人从标

牌上获取信息，其语言的服务质量较高。

表１　田子坊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组合使用情况

语言符号分类 语言符号组合形式 数量／个 占比／％ 总计／个 总比例／％

单语符语言景观

中文 ５５９ ４０２４ － －

英文 ３４ ２４５ ６０３ ４３４１

拼音 ４ ０２９ － －

其他语符 ６ ０４３ － －

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

中文＋英文 ２４４ １７５７ － －

中文＋拼音 ３５ ２５２ － －

中文＋数字 ３５３ ２５４１ － －

中文＋其他语符 ８ ０５８ ６５０ ４６８０

英文＋拼音 ６ ０４３ － －

英文＋数字 ３ ０２２ － －

英文＋其他语符 １ ００７ － －

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

中文＋英文＋拼音 ２８ ２０２ － －

中文＋英文＋数字 ７７ ５５４ － －

中文＋英文＋其他语符 ５ ０３６ － －

中文＋拼音＋数字 １ ００７ － －

中文＋数字＋其他语符 １ ００７ １３６ ９７９

英文＋拼音＋数字 ３ ０２２ － －

中文＋英文＋拼音＋数字 １７ １２２ － －

中文＋英文＋其他语符１＋其他语符２ １ ００７ － －

中文＋数字＋其他语符１＋其他语符２ ３ ０２２ － －

总计 １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此外，在官方设置的中英双语标牌中，中文通
常位于标牌上方，英文位于标牌下方。根据场所符

号学理论，置于标牌上方或顶部的是优势语言，置

于标牌下方或底部的是非优势语言。因此，中文和

英文虽然呈现在同一块语言标牌中，但是中文和英

文的语言地位是不一样的，中文处于优势地位，是

优势语码。

在本次调查中，私人设置的语言标牌共计９９６个，
占总样本量的７１７１％其中，单语符语言景观有
４９９个，占总样本量的２８００％；混合双语符语言
景观有３９７个，占总样本量的２２２８％；混合多语

符语言景观数量最少，仅为 １００个 （详见表 ２）。
结合表１数据及语言景观样本，绝大部分的私人语
言标牌中都含有中文，中文的可见性高，数量多。

可见，相较于其他语言符号，中文占据了更多的公

共空间，在符号竞争中具有优势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中，私

人设置的语言标牌数量远远高于官方语言标牌数

量，这说明了私人标牌中的语言符号多元化趋势明

显，体现在语言服务方面，私人标牌的语言群体更

加广泛。

综上可知：第一，标牌设立者的主体不同会呈

现出不同的语言景观，进而影响到语言服务。官方

语言标牌和私人语言标牌都可提供语言服务，官方

语言标牌主要是 “中文 ＋英文”形式的复制型语
言景观，其方便获取信息，语言服务到位；私人语

言标牌的语言符号则多元化趋势明显，其语言群体

更为广泛。第二，在官方语言标牌中，中文处于优

势地位，是优势语言；在私人语言标牌中，中文数

量多，占据的公共空间多，其在符号竞争中更具优

势，更容易实现经济价值。第三，私人语言标牌的

语言符号多元化趋势明显高于官方语言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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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语言符号使用情况

语言景观类型 语言符号类型 数量／个 占比／％ 总计／个 总比例／％

官方语言标牌

单语符语言景观 １０４ 　５８４ － －

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 ２５３ １４２０ ３９３ ２８２９

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 ３６ ２０２ － －

私人语言标牌

单语符语言景观 ４９９ ２８００ － －

混合双语符语言景观 ３９７ ２２２８ ９９６ ７１７１

混合多语符语言景观 １００ ５６１ － －

３语言景观的不同功能类型情况

Ｓｐｏｌｓｋｙ和Ｃｏｏｐｅｒ［１３］认为，可以根据语言标牌
的功能和使用将其分为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建

筑名标牌、物品名牌、信息牌、涂鸦，等等。本文

参照Ｓｐｏｌｓｋｙ和Ｃｏｏｐｅｒ对语言标牌的分类方法，将
采集到的语言标牌分为：路牌、门牌、店铺标牌、

建筑名牌、宣传牌、警示牌、信息牌等。

路牌包括公共空间内的路名牌和指路牌。路名

牌通常由政府设置，路名标牌在书写及内容形式

上比较统一。纯中文语符的路牌如 “小陶轩四合

院六号里”；“中文 ＋数字”形式的路牌如 “通向

２１０弄１号门”；“中文＋英文＋拼音＋数字”形式
的路牌如 “泰康路２４８弄 Ｌａｎｅ２４８ＴａｉｋａｎｇＲｄ．”。
指路牌既有商家设置的，也有政府设置的，指路牌

通常会有一个箭头指示方向。政府设置的指路牌如

“园区出口３号门”“安全出口”等，其主要是用
于提供语言服务。商家设置指路牌则出于经济效益

的考虑，田子坊商铺林立，要想使游客快速地定位

一个目的地，必须提供足够具体的方位，像 “上

楼抓娃”“采耳请上二楼”，等等。

门牌比路牌更为具体，一般具体到号或者户，

门牌也是由当地政府部门所设置，门牌的书写格式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表３可以看出，门牌的语码
组合高度统一，仅有一种形式，即 “中文 ＋数
字”，如 “泰康路２１０弄１２号”。

店铺标牌主要是指店铺名、店铺牌匾、装饰店

铺的文字标牌、文字幌以及贴在店铺门上的推拉文

字提示、支付方式等语言标牌。中文店铺标牌数量

最多，约占总店铺标牌的二分之一，其次为 “中

文＋英文”形式的店铺标牌。
建筑名牌即建筑名称标牌，主要是一些故居名

称。田子坊作为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其不但融合了

商业，还保留着一些遗址及人物旧居，如 “永明

瓶盖厂旧址”“杨度旧居”，等等。

宣传牌既包括店铺的广告牌、海报宣传牌等，

还包括文明宣传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牌

等。广告宣传牌的作用主要是推销商品和服务等。

文明宣传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牌则具由

一定的教育意义。据统计，中文宣传牌的数量最

多，其次是 “中文 ＋数字”形式的宣传牌，再次
是 “中文＋英文”形式的宣传牌。由此说明，宣
传牌的语言群体主要是面向汉语者。

警示牌具有禁止、警告等作用。田子坊的警示

牌共有１３个，其中， “中文 ＋英文”形式的警示
牌有４个，中文警示牌、“中文 ＋数字”警示牌以
及 “中文＋英文＋数字”警示牌各有３个。

信息牌主要是指店铺的营业时间告示牌、防疫

安全店铺标牌、文化简介牌、建筑简介牌等。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其具有提供语言服务的功能。从

表３可知，在田子坊这类标牌以单语符中文标牌为
主，而混合语符信息牌则相对较少。

综上及表３数据，店铺标牌和宣传牌的语言符
号组合类型多样化趋势明显。其原因主要为：一是

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店铺标牌及其广告宣传

牌语言符号的组合类型多样化，反映了这些商业店

铺想要迎合的语言偏好群体；二是不同于单语符标

牌，多语符标牌往往更能体现语言符号的异质性，

它给受众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其语言符号不仅发

挥了信息价值，还能给受众带来不同于单语符标牌

的体验感。也就是说，在符号竞争中，多语符语言

景观由于差异化明显而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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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语言景观的功能和使用分类情况

单位：个

　　　　功能分类

语言符号组合　　　　　　
路牌 门牌 店铺标牌 建筑名牌 宣传牌 警示牌 信息牌

中文 １８ － ３０１ ６ １２０ ３ １１２

英文 － － ３２ － １ － －

拼音 － － ４ － － － －

其他语符 － － ５ － １ － －

中文＋英文 １６ － １５５ － ４５ ４ ９

中文＋拼音 １ － ２７ － ３ － ２

中文＋数字 １７ ２３０ ２２ － ５８ ３ １３

中文＋其他语符 － － ５ － ３ － －

英文＋拼音 － － ４ － ２ － －

英文＋数字 １ － １ － ４ － －

英文＋其他语符 － － － － １ － －

英文＋拼音＋数字 １ － ２ － － － －

中文＋英文＋拼音 ３ － １９ － １ － １５

中文＋英文＋数字 １７ － ２１ － １３ ３ １６

中文＋英文＋其他语符 － － ５ － １ － －

中文＋数字＋其他语符 － － １ － － － －

中文＋英文＋拼音＋数字 １２ － ３ － － － ２

中文＋数字＋其他语符１＋其他语符２ － － １ － － － －

总计 ８６ ２３０ ６０８ ６ ２５３ １３ １６９

　　　注：有少量其他类型的标牌无法归入上述类别。

（二）田子坊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

田子坊是一个集古典文化与潮流文化相融合，中

外文化和谐发展的文明街区。根据田子坊的语言特征

及收集的语言景观样本，笔者发现，上海方言文化、

陶艺文化、剪纸文化、茶文化等通过语言景观呈现在

田子坊的公共空间。语言景观在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

的文化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展现了一个多元

文化并存的文化创意街区，同时也陶冶着上海市的城

市文化精神，塑造着独特的城市文化风韵。

四、田子坊的符号竞争方式与文化资本转化

陈亚民［１４］认为，在符号经济时代，文化产品

的生产过程应该是人与外部世界符号互动的过程。

语言景观作为文化创意街区的一种符号，有着信息

沟通价值、符号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等。那么

这些符号是通过哪些方式让其在竞争中具备竞争优

势从而具有更多的空间话语权呢？语言符号是如何

进行文化资本转化的呢？

（一）田子坊语言景观的符号竞争方式

通过对田子坊语言景观的实地考察，我们认为

除了上述提到的设置多元化的语言符号这一竞争方

式之外，还有突出历史感、突出地方感、多模态化

等三种竞争方式。这三种竞争方式能让语言符号在

符号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在符号竞争中取得胜利。

１突出历史感
语言景观的历史感主要通过字刻 （即标牌中

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而体现。

古朴典雅的字体设计、复古怀旧风格的标牌材质

等可以提高语言景观的历史感。值得一提的是，有些

语言符号本身就是品牌的代表，如 “张小泉”“谢馥

春”等。这些品牌历史悠久，国家商务部授予它们

“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其店铺名称的语言符号自身

就具有浓厚的历史感，能够提高符号竞争力。

２突出地方感
地方感主要来源于地域文化或地域特色。语言

景观中的地方感主要是通过承载着地域文化或者地

域色彩的语言符号呈现出来，当受众通过语言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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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感知或获得相关地域文化时，语言景观便具备

了地方感。

３多模态化
多模态化是语言符号以多种模态呈现出来。除了

静态的图文结合的语言景观之外，我们发现田子坊还

存在动态的语言景观，甚至还有声觉形式的语言景

观。多模态化的语言景观通过刺激受众不同的感觉器

官，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语言符号的价值。

突出历史感、突出地方感的多模态化能使语言

符号在符号竞争中更具优势。我们发现，文化创意

街区田子坊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在符号竞争中不只

是使用单一的突出历史感或者突出地方感的方式来

增加其竞争潜力，有些语言符号同时使用了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方式，以此来增加语言符号的竞争力。

（二）田子坊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本转化

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符号，不仅是信息的提供

者，更是文化的承载者。也就是说，文化可以通过

可视的物质化语言景观呈现出来，符号可以从

“能指”突显为 “所指”，符号的文化意义由此突

显。而个体则通过教育习得文化资本，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个体所具备的文化资本又可以促进语言

符号资源的文化资本转化。即个体将语言符号通过

语言景观的形式构建出来，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

象征功能能够与受众进行无声的沟通，给受众带来

一定的体验感，语言符号通过这种形式得以传播进

而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五、结语

文化创意街区是文化的聚集地，文化符号是文

化创意街区的象征。田子坊作为上海市３Ａ级旅游
景区，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因此，文

化创意街区田子坊语言景观的构建尤为重要。第

一，语言服务是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重要部分，

语言景观具备信息功能，自然要为游客提供语言服

务，因而需提高田子坊语言景观的语言服务功能。

第二，语言景观是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对塑造城

市文化风韵、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第三，符号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符号多元化的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发挥汉语语

言符号的经济作用，增强汉语语言符号的竞争力，

塑造汉语符号的品牌功能，促进游客的汉语语言符

号消费。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兼具文化信

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文化创意街区的发展规划

中，我们理应重视语言景观的构建，提高语言服务

水平，展现城市风貌，推动语言符号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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