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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走访调查烟台市各大景区，收集内部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景观素材，建立了语料库。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我们不仅把
目光锁定在语言景观研究的典型素材：如路牌、标语、宣传
栏、街名、地名、广告牌等中的文字，还有意地收集了景区
内文化内涵更强的书法刻字、对联、匾牌等中的文字样本。以
期从中管窥文字景观背后的文化特色以及对于进一步开发旅游资
源的启示。

1　烟台山文字景观的历史文化
早在康熙年间，烟台山便被誉为“福山八景之首”。景区

内部民俗建筑群与墨客题诗、刻石勒碑交相呼应，文化气息浓
厚。就调查的情况来看，语料十分丰富。

首先，按照文字景观的使用功能划分，可分为路牌路标
类、公共告示类、地点景点标名类，设计典雅。尤其是景点
的命名，除了直述其功能性质的“丹麦领事馆旧址”、“抗日
烈士纪念碑”等，更多的景观命名极具中国文化底蕴，如“连
心桥”、“惹浪亭”、“龙蟾池”“射鱼台”等。景区内的
地名命名不无规律。在地理环境上，烟台山的北面与东面临
海，而南面和西面靠陆。靠陆的部分，是近代建筑群的集中地
带，相对来说历史文化景观占比更大，故而命名也渐趋严肃、
理性、实事求是；而靠海的部分，自然景观更引人入胜，建
筑上更多分布着古色古香的亭台林木，命名也极尽美韵，力求
雅致。由于景区内部公共设施较为完备且系统，标识类的语言
景观建设得比较成熟，十分具有模范作用。

第二，按照文字景观中所使用的文字种类划分，多语文字是
烟台山景观的另一大特点。

烟台作为胶东地区的沿海城市，北濒渤海，吸引着大量的外
国游客，其中又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因此，景区内部的许多标
牌上都印有多国文字。初步不完全统计，除汉字外，使用最多的
文字是英文，其次是韩文，再其次是日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烟台山景区接待的游客主流的分布情况。另外，在记录汉字
的时候，也积极使用各种汉字变体，除了现代的各种宋体、黑体、
美术体等印刷体外，还使用古文字甲骨文、金文以及书法体如篆
书、楷书、草书等。

2 　所城里的“里”字地名文化
“所城里”街道是烟台市具有百年历史的老街区，历史可

追溯到明初。“所城里”意为“所城街巷”，“所城”得名于明朝的
卫所制度，而“里”得名于古代的户籍管理单位，而对于“所城
里”的“里”而言，解释为“街巷”更为准确。《说文》记载：里，
会意，从土从田，有区分界域之意，既有居住地之意，又有街道
的含义。“某某里”这种词缀命名法广泛地存在于地名中。

“所城里”仍基本保留着明、清时期至民初的整体布局和古朴
风貌，原城墙之内环绕一圈的屯兵马道，至今仍以街巷的形式存
在。它独具民俗特色的布局，是烟台城市文明溯源的宝库。如果
由此展开发掘“所城里”的“里”之内涵，我们期待可以这方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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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够呈现更丰富的民俗文化和老街文化。
3　蓬莱阁的楹联与牌匾文化
蓬莱阁是烟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历史风景区，传说中“八

仙过海”的故事便自此而起。蓬莱阁古建筑群以其内蕴隽永的
楹联和匾牌为亮点。

以正中心的“人间蓬莱”匾额为代表，蓬莱阁内部的匾额
如众星捧月。每块匾额如同所属建筑的眼睛，既能做装饰，又
能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命名者义理、情感、志趣等内
蕴。常为四字形式，语言优美华丽，可记录亭台楼阁，绘景
抒情，与蓬莱阁的仙魂福气相得益彰。而楹联可充分将蓬莱仙
山之人文历史、地理气象之精华沉淀融合。蓬莱阁中的楹联资
源丰富，横跨数百年风雨，有古代雅士的佳句，也有近现代优
秀文人的手笔，为蓬莱阁增添了许多芳香墨韵的气息。这些楹
联、匾牌等文字形式，能寄托当时人们的美好寄寓，保存文人
墨客的文学财富，文化氛围浓厚，文化研究价值极高。

4 　南山公园“法”字林的“法”文化
南山公园位于芝罘区内，是烟台市司法局、市普法办2014

年打造的烟台市首个法治文化公园。其中的“法”字林包含着丰富
的文化景观。整个“法”字林由数十块记录各种字体之“法”的装
饰石构成，这些法治景观石与“法”字林相得益彰，将园林景观与
法治文化、书法艺术融为一体，是齐鲁之地打造法治文化建设的一
处兼具教育性、艺术性、观赏性与文化性的典型代表。山东作为文
化大省，烟台作为齐地之邦，在弘扬平安法制方面，具有模范和带
头作用。“法”字林囊括的文字景观包含丰富的书法字体资源，能
够帮助烟台市树立起独特的文化品牌。

5　结语
烟台市作为一个占地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依山傍海的半岛中

心城市，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如何更
好地发展旅游经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文字是记录文化的
有效载体之一，在文字景观方面，烟台市的旅游景区还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已有的美饰性艺术文字形式多样，字体也
千变万化，流派各异，是一道赏心悦目、亮丽非凡的文化风景线。
而那些记录性、标示性的文字也丰富翔实，具有实用性。

总而言之，烟台市旅游景区内可收集、供调查的文字景观数
目庞大、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研究价值高，创新求变方面空间
大。景区可以以如何联结景区特色与文字文化作为进一步探索的
目标，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的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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