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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标语的语言景观分析 
李晨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摘要：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的情境之下，防疫标语的出现构成疫情特殊时期的语言景观现象，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意义与价

值。通过标语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以文字模态为基础所形成的语言景观，在防控疫情期间发挥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功用，并彰显

出强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地域文化间的兼容交流、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呈现等文化内涵。所以研究防疫标语语言景观的文化

内涵及其所彰显的文化价值就具有了必要性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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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随着疫情

形势的严峻，中国多个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中央决策部署，各省市制定周密的疫情防控方案，基层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群众的配合度成为疫情防控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疫情防控工作实施过程中，对基层群众的宣传动员极其重

要。它“从传达疫情资讯、普及防护措施，到呼吁人们从思想上重

视、行动上落实，给人们带去了疫情防控的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

2020）。 

1.2 标语的定义及特征 

“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标语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付珊

珊，2016）作为一种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并带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

标语在社会共意动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标语是我国政

治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面临紧急情况和重大政策的宣传时，标

语是进行社会动员的强有力载体。宣传标语是主要以视觉为基础，

它具有简明性、号召性、针对性等特征。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的

宣传标语不仅具有一般宣传标语的特征，还具有独有的特征： 

（1）硬核式：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如“今天沾一口野味，

明天地府相会”等标语，旨在让居民增强防范意识。有些用词在日

常生活中听起来很刺耳，但疫情期间，点赞这些标语的网友多，因

为这类标语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董洪杰，

周敏莉，2020）。（2）科普性：疫情发生之初，为了引起广大民众的

警觉，各地纷纷制作了大量朗朗上口的科普宣传标语，出现了“因

为爱你，离你一米”；“抗疫不复杂，只需一米线”等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标语，既有科普价值，又很暖心。（3）劝阻性：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政府和各组织多次强调严禁聚集，但仍有聚集性疫情新

增病例，这表明劝阻方面还需加强。“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

自寻短见”；“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等标语，说明了疫情

期间聚集的危险度，具有教育意义。 

2.语言景观 

2.1 语言景观综述 

自 1997 年以来，许多国际学者 始关注语言景观并取得研究成

果。斯考伦（Scollon）、许布纳（Huebner）、分别于 2003 和 2009 年

提出了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和 SPEAKING 模型，以此

作 为 语 言 景 观 分 析 框 架 ； 拉 斐 尔 （ Ben-Rafael ）、 斯 波 尔 斯 基

（Spolsky）、赫克特（Trumper-Hecht）曾尝试构建该领域专有的理

论体系，分别提出了语言景观构建原则、标牌语言选择理论、景观

分析的三维理论模型。 

国内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系统的语言景观研究可以将尚国文、赵

守辉全面梳理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尚国文，赵守辉，

2014）视为起点。尚国文、赵守辉较早对语言景观的理论、方法、

维度、视角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尚国文，赵守辉，2014）。此后，徐

茗等（徐茗，卢松，2015）、（徐茗，2017）、段袁冰（段袁冰，2016）、

巫喜丽等（巫喜丽，战菊，刘晓波，2017）、张天伟（张天伟，2020）

又从不同视角对国内外语言景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提出展望。 

2.2 语言景观的概念 

在社会语言学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语言使用的研究称作“语

言景观”研究。Landry & Bourhis（1997：25） 先提出并使用“语

言景观”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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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其他学者给语言景观做出界

定。例如，Itagi & Singh（2002：ix）提到，语言景观指的是“公共

领域中可见的书写形式语言的应用”；而 Jaworski & Thurlow（2010：

1）则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将其定义为“语言、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

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上述定义，语言景观的核心背景是“公共空间”。Ben-Rafael

（2009）借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

域”的概念，认为标牌所存在的公共空间指的是社会中不属于私人

财产的任何空间，如街道、公园或公共机构等。在这些为公众所共

享的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建的语言背后蕴含着创设机制和思想意

识。 

2.3 语言景观的功能 

语 言 景 观 本 身 可 以 发 挥 两 种 功 能 ： 信 息 功 能 （ 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Landry & Bourhis，1997）。

信息功能主要指的是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构成某

个语言群体的或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象征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

能映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 

3.新冠疫情下的防疫标语语言景观研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如何有效阻击疫情传播、降低

群众被感染的风险成了重中之重。而抗疫标语的传播无疑对激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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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群体警觉具有深刻的宣传价值。 

3.1 防疫标语的信息功能 

（1）“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句标语旨在呼吁

老年群体出行戴口罩。“您老”将话语对象限定为老年社会群体，结

合疫情环境可知，老年群体防疫意识薄弱，且易违背防控疫情条例。

这里包含话语预设：如果不戴口罩，老年群体极容易感染病毒。“看

着二选一”利用老年群体对病毒的恐惧，警示老年人出行应戴口罩。 

（2）“今天到处串门，明天病毒上门”，旨在奉劝群众过节不要

走亲访友，居家隔离。“今天”，“明天”两词，以听话人所在的时间

为指示中心。整句标语正是通过这种缺乏证据的断言增强了话语的

针对性，达到以言成事的效果，对于此类标语，民众大多表示接纳

与支持。 

（3）“大爱无疆， 美逆行”这类标语较为特殊，它将受众对

象划定为“参与抗疫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旨在歌颂赞扬医护人员

抗疫期间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将医护人员与病毒、与病患生命流逝

的抗争过程形成隐喻，“疫情防控”一词，易形成高度的情感连带。 

这些深入人心的标语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防控政策传

播 来，能够有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落实综合防控措施。 

3.2 防疫标语的象征功能 

中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直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本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原则，不少国家和地区雪中送炭，为中国送来一批

又一批的援助物资。其中，日本采取的诗词寄语形式引起了国民的

极大关注，也迅速让中国民众产生情感共鸣。 

（1）“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日本汉语水平考试 HSK 实施

委员会送往湖北的物资包装箱上印着的标语。日本在援华物资上选

取这八个字作为寄语，寄托了中日两国共渡难关的温情。“山”与“川”

仅相差一横，喻指不同地域；“风”与“月”，喻指同一片天。从信

息传递双方的交流观感来说，运用诗词既能增强两国的情感，也能

体现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尊重。 

（2）“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日本仁心会等华侨企业联合募

集的一批物资上贴着的标语。这句诗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是一

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建议使用的，用以表达华侨同胞与祖国人民同在

的牵挂之情。这句寄语以对话的形式，传达了在新冠阻击战中与全

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意。 

日本采取的诗赋寄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外交思路，标语

带来的情感认同和人文交流作用一方面增强了共情，另一方面也促

进了两国的良性外交。 

（1）“青山一道，同担风雨”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送往日本

的防疫物资上所书写的。这句标语出自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七言绝句

《送柴侍御》：“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箫涤非，马

茂元，程千帆，1983）“风雨”喻指全球疫情浪潮，而“同担”更是

蕴含着中国与日本共渡难关的信心，与日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的寄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2）伊朗是首批支援中国的国家，疫情暴发后，中国驻伊朗大

使馆第一时间送去了支援物资，并附上了“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

犹如手足亲”的寄语（李运富，2020）。这则标语既贴合伊朗的民族

文化，也符合中伊的友好外交局势。“兄弟”喻指施以援助的中方与

接受援助的伊方，亲切的称谓对鼓舞伊朗人民积极抗疫、维系中伊

双边友好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3）“玫瑰铃兰花团锦簇，油松丁香叶茂根深”是沈阳支援日

本札幌的抗疫物资上写着的标语。此标语全句并未出现任何与疫情

有关的词眼，但结合抗疫援助的语境可知，“玫瑰”和“油松”等自

然植物喻指两市友谊，“花团锦簇”和“叶茂根深”则表达了希望札

幌市在春季到来之时摆脱疫情困扰的美好愿望。 

面对全球性的病毒灾难，中国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这些援外物资上的标语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大国气度，也在这次

席卷全球的疫情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投桃报李的真情。 

4.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世界史的特殊节点，疫情激发了我们对人类

关系治理的进一步反思。从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可以看出，国家文

化虽有不同，但只有国与国坚持互利共生、共克时艰，才能顺利渡

过难关。标语以语言文本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在疫情期间除

了传递信息，并且发挥着文化教育与交流功用，彰显出强大的文化

认同、共同体意识、地域文化间的兼容交流等文化内涵。因此，语

言景观再现文化内涵，促进文化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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