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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Knowledge Mapping

基于知识图谱的徽州传统村落研究进展与趋势*

陈  刚   郑  杰   郑志元    CHEN Gang, ZHENG Jie, ZHENG Zhiyuan

徽州是徽州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了对徽州传统村落的现状及动态发展有更加深入

的了解，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采用文献计量法，利用Citesapce5.5.R2软件为研究

手段，以1990—2019年1 085篇徽州传统村落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传统村落科研合作网

络、发文作者、关键词聚类分析等知识图谱。主要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文献数量持续增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但

合作不够紧密，没有形成明显的跨区域、跨学科的科研平台。“演化机制与发展路径”“空间格局与结构要素”“水口景观

与人居环境”“徽州文化与旅游发展”是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最后对徽州传统村落研究在对象、合作、内容、方法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Huizhou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inheritance of Huizhou culture, with high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research documents have emerged,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Citesapce5.5.R2 software, this paper takes 1 085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90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arries out visual analysis on them, and draws the knowledge atla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 authors and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number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grow. The research show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but the cooperation is not close enough. There is 

no obvious cross-regiona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latform.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spatial pattern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Shuikou landscape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uizhou 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object, cooperation, content, 

method and other aspects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research,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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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中国古村落保护

与发展委员会将其定义为村落的历史沿革，

从明清时期之前延续至今，历经五六百年历

史的聚落。随着全球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迁村并点等活

动导致自然村落的迭代速度加快，引起农耕

文明及其传承流变、文化景观基因消失等问

题。2012年，国家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

会将“古村落”这一称谓改为“传统村落”，

并编制和推出《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

系（试行）》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制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非遗”视域下徽州传统村落空间组织更新路径研究（编号AHSKQ2021D14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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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保护条例》中等。但研究总量较少，较多

的是针对具体的物质形态（包含民居建筑、空

间形态、景观构建等）来探讨和分析徽州传统

村落对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启发和影响，从侧面

表明研究的基础性、深度不足。 

（2）2003—2011年：呈现显著的攀升

阶段，其间文献发表量大量增长，2010年

发文量达到峰值，是最为活跃的一年，发表

文献的平均增长率在13.43%。博士学位论

文发文量共17篇，占到博士论文发文总量的

43.5%，期刊论文仍多于硕士论文，占据主导

地位。2005年出现首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的《南方传统聚落景观的区域化比

较与创新研究》[4]，说明期间学科的基础性

研究在不断深化。

（3）2012—2019年：为逐渐深化阶段，虽

然文献的发表数量出现波动，没有出现稳定的

增长，但平均文献发表数量维持在71篇，其中

期刊论文减少明显，硕士学位论文的比例有适

度提升，更深层次的徽州传统村落内涵被不断

揭示和挖掘。尤其是2012年初启动“传统民居

聚落适应性保护及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并发布《关于开展

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奠定了徽州传统村落

研究的根基，自此国内关于传统村落的深入研

究全面展开。

从文献出版源期刊数据来看（见图3），前

15名期刊大部分以地域化学术理论期刊为主，

涉及建筑、城市规划、徽文化等领域，初步反映

了徽州传统村落的涉及范围广，在一定范围内

影响力大，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特点。

2.2   作者与发文机构分析

本文研究文献共有1 156位作者完成，其

中最高产发文11篇，仅发文一次的作者为945

位，占发文作者总量的81.75%，其数值大于标

准洛卡特定律常数60.79%[5]，说明该领域研究

较为分散，研究深度与连续性不足。依据普赖

斯定律（Price's Law），核心作者的数量为完

成该领域研究作者总数的平方根[6]，由此得出

核心作者34位，其中储金龙、王振忠、陈晓华、

陆林、贺为才、朱生东发表论文篇数分别为11、

9、9、8、8和8，位居前6位。

在Citesapce5.5.R2软件界面，以“Author”

（作者）和“Institution”（机构）作为分析的节点

类型，运行得出主要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4）

和主要研究机构合作知识图谱（见图5）。可视化

图谱节点较大、连接较粗且密集的作者和机构具

有更强的研究能力和更紧密的联系。从合作

网络来看，徽州传统村落领域的研究呈现“小

聚集、大分散”的研究特征（见图4），学术合

作主要集中在安徽师范大学的陆林、卢松团

队和安徽建筑大学的储金龙、李久林团队。

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可以显示学术界对

于“徽州传统村落”领域的关注及认可程

度，其中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黄山

学院发文频次分别为48、35和25，位居前3

位。研究机构合作主要以合肥工业大学建筑

与艺术学院为核心，表现出较强的中介中心

性，包括黄山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和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等。同时，安徽建筑大学建

筑与规划学院、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

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之间也有学

术交流。

但是，各个研究团队联系仅限于内部，外

部的连线总体较少，说明该研究领域的合作不

够紧密，没有形成明显的跨区域、跨学科的科

研平台。从地理分布来看，研究机构多集中在

安徽省内，其次是南京和北京的研究机构，从

侧面反映徽州传统村落的研究与地方区域性

有一定相关性。

3   文献关键词分析

3.1   研究领域活力分析

从徽州传统村落研究文献关键词出现的

年份、分布制图（见图6）提取关键词共得到

195个，通过这些关键词的年变化，对该领域研

究学科创新能力、框架体系的构建及研究重点

的演变进行分析[7]。1997—2003年文献关键

词整体逐年上升，主要包含“徽州古村落”“西

递村”“宏村”“天井”“世界文化遗产”“徽州民

居”“徽州文化”等，2003年关键词达到第一

个顶峰。2005—2010年，关键词增长速度

快，年增长率为50.11%。显示其间研究内容

丰富、创新活力高，包括“徽派建筑”“天人合

一”“水口园林”“景观”“自组织”“风水”等词

汇。2012年以后，关键词呈现上下波动的趋

势，体现学者研究趋于稳定的状态及创新力

有所减弱。  

3.2   研究热点分析

高频关键词代表研究的热点，文献中的关

键词（key words）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提取和

凝练，可以掌握一定时间段内徽州传统村落领

域所聚焦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知识框架。

将1 085篇文章导入Citesapce5.5.R2中，运行

得到1990—2019年徽州传统村落研究的关键

图3  徽州传统村落前15位文献期刊来源统计
Fig.3  Source statistics of the top 15 literature journals in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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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7）。

如图7所示，共有195个节点、502次连接，

网络密度为0.0265。徽州传统村落研究形成了

以“徽州”“古村落”“徽派建筑”“徽州古民居”

为核心的大方向，核心关键词之间连线密集，

关联性强，但研究分支多，研究方向较为分散。

按照关键词共现强度排序，导出中心性排名前

20名的重要关键词（见表1），梳理不同时期的

前沿热点。在剔除“徽州”“古村落”“徽州古村

落”等与主题相关性较高的词汇后，排在前5

位的高频词分别为“保护”“徽州文化”“徽派

建筑”“徽派民居”“宏村”。

该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可以归为3类。一

是作为主题相关性较高表述的“古村落”“传

统聚落”“宏村”“黟县”等关键词。这类关键词

是徽州传统村落研究的基础，覆盖范围广，本

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关键词的主干，可以

与其他关键词形成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以其

频次和中心性较高。二是“徽派建筑”“水口园

林”“徽州古民居”等构成徽州传统村落的基

本要素研究。其关注热度居高不下，与核心关

键词有高的共现强度。三是以“空间形态”“天

人合一”“徽州文化”为代表的研究内容。这类

关键词代表了徽州创新活跃的主要方向，探究

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空间环境过程及其背后

蕴含的隐性原理等。

图4  主要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Fig.4  Knowledge map of major authors' coope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主要研究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Fig.5   Knowledge map of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徽州传统村落研究文献关键词类别数量
Fig.6  The number of key words in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research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7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of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   研究主题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展示当

前徽州传统村落领域的研究主题，对关键词

共现网络聚类分析得到图谱模块评价指标

（modularity）为0.4872，大于临界值0.3，表

明该次聚类符合最佳视图标准。见图8得出

综合防灾研究领域最高的10个聚类：“街巷

空间（#0）”“意义（#1）”“古建筑（#2）”“园

林（#3）”“徽派建筑文化（#4）”“西递村

（#5）”“传统聚落（#6）”“徽文化（#7）”“徽派

古建筑（#8）”“天人合一（#9）”。各个聚类之

间的重叠性高，聚类之间以“徽文化”为纽带，

彼此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延伸性。结合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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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类和阅读的重要文献，将徽州传统村

落研究归纳为“演化机制与发展路径”“空间

格局与结构要素”“水口景观与人居环境”“徽

州文化与旅游发展”4个最重要的研究主题。

 （1）演化机制与发展路径

“演化机制与发展路径”主题包含“传统

聚落”“保护”“村落演变”等特征关键词，从宏

观视角解析了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规律[8]；从中观层面研究其空间的演化过

程与机理[9]。一方面，研究溯源徽州村落发展

历经中原人口3次南迁而起伏不定，至晚清相

隔千百年之久，引致徽州村落经历了形成期、

稳定发展期、勃兴鼎盛期、衰落期4个阶段[10]。

徽州村落的演化发展深受宗法观念、聚族而居

的影响，根据徽州文献记载“乡落皆聚族而

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11]。如储金龙等[12]

基于GIS空间分析将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用可

数据视化的方法呈现。另一方面，徽州村落外

部空间整体呈枝状、网络状的发展特征，规模

上具有显著的序列性与等级性。如黄盛等[13]结

合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徽州西溪南村落的结构

模式与内在的重构规律。除此以外，社会文化

变迁、社会结构演变、价值观念更新也是徽州

传统村落演变机制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社会

空间领域。

（2）空间格局与结构要素

“空间格局与构成要素”主题包含“空

间句法”“街巷空间”“徽州古建筑”等特征关

键词，着重从微观尺度剖析村落空间意象、空

间结构和空间特征，主要涉及村落公共空间类

型与营造[14]、防御空间[15]、庭院空间[16]、巷路空

间布局[17]等方面，从而揭示徽州村落地域特色

与空间分异特征。如汪亮[18]解析了徽州村落公

共空间的类型及行为特征，以及其对现代设计

的启发；逯海勇[19]以村落水元素为出发点，探

析水系形态形成背景与布局关系。在2010年

之后，随着技术迭代及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在传

统村落研究中逐步增多，分形理论学[20]、空间

句法[21]、RS和GIS[22]、核密度分析[23]等方法的

使用使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特征辨识更

加偏向定量化与科学化。例如，闫庆洋[24]借助

ASEB 栅格矩阵分析法从活动、环境、体验、利

益4个方面对历溪村公共空间进行分析。实践

方面，以西递村、宏村为代表的徽州传统村落

空间形态被研究者广泛关注。冯磊[25]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将西递村与南屏、许村的空间形态进

行类比研究。但一些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自然

资源禀赋较低的村落研究力度相对薄弱，反映

出徽州传统村落研究的对象全面性与框架系

统性需要不断加强。

（3）水口景观与人居环境

“水口景观与人居环境”主题一方面探讨

了徽州水口古典园林的布局模式、景观构建、

功能特性、保护与应用等，如《园冶》关于建

造园林选址中记载“门楼知稼，廊庑连云连

芸”[26]；程极悦[27]、陈晓东[28]等学者初步分析

了徽商与徽州园林的联系；殷永达[29]将徽州水

口分为防御型、生产型、交通型、游赏型、生态

型5种类型；张纵[30]、王磐[31]等还从择址的角度

探究了水口园林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另一方

面讨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中更新与营建的

理论与实践总结，如杜嵘[32]认为徽州传统村

落是由各种要素和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动态复

年份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1997年 古村落 0.43 139
2000年 徽州 0.42 204
2002年 徽州古村落 0.28 108
2007年 保护 0.13 47
2003年 徽州文化 0.12 35
2006年 徽派建筑 0.11 38
2007年 传统聚落 0.11 30
2002年 徽派民居 0.10 42
2003年 宏村 0.10 36
1998年 徽州古民居 0.09 34
2004年 民居 0.08 21
2007年 传统村落 0.08 56
2006年 徽文化 0.07 17
2007年 水口园林 0.06 14
2004年 建筑 0.05 13
2006年 天人合一 0.05 7
2017年 徽州传统村落 0.05 18
2007年 新农村建设 0.04 6
2007年 空间形态 0.04 15
2010年 黟县 0.04 8

表1  关键词中心性排序

Tab.1  Key word centrality rank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8  徽州传统村落文献聚类图谱   
Fig.8  Clustering atlas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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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可以基于自组织理论方法，建立其空间

自组织结构演变模型，为人居环境优化研究

提供借鉴。

（4）徽州文化与旅游发展

“徽州文化与旅游发展”主题聚焦由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的徽州文

化体系研究及其所引发的旅游发展关联性

研究。徽州文化是徽州传统村落的内涵与核

心。一方面分析其形成、演变历程及赋予价

值；如侯曙芳等[33]从徽州古民居的内部结构

角度分析徽州宗族制度文化及其观念；刘仁

义等[34]结合徽州民居色彩浅析了徽州文化

深层次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之一。另一方面关注徽州传统村落所体现的独

特风水文化。如陈伟[35]、胡善风[36]、岳毅平[37]等

辨析了徽州传统村落“天人合一”的选址与

营造观念。旅游发展研究主要从旅游开发、

旅游影响和旅游可持续发展3个视角解读徽

州村落旅游，既有针对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研

究，也有对于旅游利益博弈主体及可持续发

展的策略探讨。如孙静以西递宏村为例分析

了旅游开发的视觉影响因素；唐文跃[38]、卢

松[39]分析了居民感知与保护态度的关系；刘

昌雪等[40]从景区开发、村落保护和社区发展

3个方面，探析了皖南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

限制因素。

3.4   研究趋势分析 

将1990—2019年文献频次变化率高的关

键词进行排序（见图9），探究徽州传统村落领

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在进行徽州传统村

落关键词分析时得到35个突现关键词，分析

发现其相关热点研究，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出台

与发展要求、经济发展水平、国外研究新理念、

新方法的引进等因素存在较高的关联性。从时

间上看（见图10），1999—2001年突现关键

词为“徽州村落”“徽商”“徽州”。这一时期徽

州传统村落研究整体处于探索阶段，重点关注

徽州传统村落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价值特

色等，也从徽商对其产生的关联性视角展开讨

论。例如，吴晓勤[41]从皖南古村落地理环境、形

态特征和环境特色3个方面，总结其具有极高

的艺术、科学、历史研究价值。2002—2008年

出现的突现关键词较多，主要集中在“旅游

开发”“乡村旅游”“徽州民居”“水口”“天井”

等方面，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成为研究热点。

这一时期研究多以旅游推力—引力因素为出

发点，以徽州名村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行为

的潜在特征。同时，徽州民居及其构成要素特

征等传统课题焕发出新的活力，凸显出环境、

技术、风俗徽州古民居产生差异的重要性[42]。

2009—2011年，“景观”“生态”“自组织”“天人

合一”突现，突现度最高的是“景观”，且持续

时间最长，表明徽州村落地域景观在徽州传统

村落研究中成为热点。该时期基于徽州村落景

观的水口园林特征与景观基因识别及提取成

为其研究趋势。2012年至今，在国家出台《关

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和科技支撑计

划的引导下，“徽州聚落”“传统村落”“生态文

明”等词突现，突现度高且持续至今，主要关

注徽州传统村落的演变历程、空间格局和形态

特征等。

4   研究评述与建议

4.1   研究对象

徽州传统村落的研究对象仍局限于西递、

宏村、唐模等徽州名村。事实上，根据《安徽

舆图表说》记载，宋代有古徽州传统村落188

个，清代有249个[43]，2019公布的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黄山市共有179个村落入

选。与已有文献相对比，可见研究对象之少，

在分析和探索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演进

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黄山市古村

落保护办法》中突出强调古村落保护应保持

其原有格局、空间尺度和自然景观等，维护古

村落的传统风貌。因此研究者应加大对于冷

门传统村落的研究力度，探究其存在的科研

图10  徽州传统村落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Fig.10  Key words co-occurrence time zone map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1990—2019年前35位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序
Fig.9  Ranking of the top 35 emergent key words from 1990 
to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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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历史意义，不断地丰富徽州传统村落

的研究对象。

4.2   研究合作

随着科学研究范围的拓宽，高水平、多层

次的学术合作能全面反映学术实体间的合作

关系，也更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44]，

科研合作水平也与论文质量和影响力呈现正

线性相关关系[45]。然而通过分析发文作者和

机构的共现图谱表明，徽州传统村落研究领

域的合作不够紧密，除以安徽师范大学的陆

林和安徽建筑大学的储金   龙为代表的研究

团队，其他学者研究相对分散。作者之间以

学缘关系为主，呈现多为同事或师生联合，

科研人员与机构多以地方性为主，未形成明

显的跨区域、跨学科的科研平台。

4.3   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物质空间和

非物质空间两个层面。在物质空间层面，各学

科发挥各自特点，积极探索徽州传统村落的

演化机制与发展保护路径。如王益[46]从安全

防御学视角提出了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

安全防御的耦合性研究；叶茂盛等[47]从聚类

分析统计学视角，对皖南15个传统村落空间

形态进行科学划分与统筹规划；储金龙等[48]

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切入，基于GIS空间分析，

揭示了徽州传统村落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的

演化规律与影响因素。在非物质空间层面，学

者们主要围绕徽州非遗的价值功能、保护与

生态传承、保护技术的运用、旅游开发等方面

展开研究。如卞利[49]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

实现徽州非遗活化与传承的重要方法；谭必

勇等[50]提出大数据时代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

徽州“非遗”进行保护。

无论是从物质空间还是非物质空间两个

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各学科研究的落脚点最

终要回归到保护发展与文化传承。如何处理保

护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

化转译路径，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徽州传统村

落研究的重点。

4.4   研究方法

徽州传统村落的研究初期注重空间构成

要素的剥离，随着GIS技术、句法模型、数据挖

掘（SPSS）等方法的应用，其空间分布、结

构演化和分析评价等逐渐转向可重复性的定

量化研究[51]。如卢松等[52]基于GIS的空间分析

归纳出徽州旅游开发呈现点、线、面的演进态

势；朱桃杏等[53]通过构建数学模型量化徽州村

落空间结构特征，从而分析旅游差异性开发策

略。质性研究是目前传统村落研究中主要的研

究方法，定量研究镶嵌其中。质性研究主要通

过田野调查、行为观察法、认知地图法、AHP

法等方法实现，但多种方法的深度融合研究在

徽州传统村落的成果相对较少。这是探索研究

方法焕发活力的重要突破口。当前随着大数据

的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转译方式保护与发展

徽州传统村落并进一步将其活化传承，是未来

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从而实现资源上的共享

和信息上的存储，对其进行更具科学性、合理

性的保护与发展。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徽州传统村落领域近20年的文献

计量法分析可知，徽州传统村落领域的研究文

献日益增长，涉及规划、建筑、社会、地理学等

多个学科融合。结合发文作者、机构、关键词共

现、关键词时区等可视化知识图谱，廓清了其

研究进展。根据关键词研究聚类探讨了5大研

究主题集群，辨析徽州传统村落领域研究的

前沿热点，并根据当前研究现状提出合理化建

议。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还应注意以下3方面的

问题。

（1）徽州传统村落的研究涉及多元的利

益主体、复杂的空间演变秩序和物质空间重

构，应拓展传统村落的研究范围，加大对未受

到旅游开发影响的冷门传统村落的研究，利用

三维虚拟成像与数字化影像技术，对传统村落

的建筑基因、景观基因、色彩基因等核心因子

进行数字化识别与提取，组建徽州传统村落基

因库，为未来的研究与村落规划提供数据库基

础资料。

（2）研究内容上应针对村落特性挖掘特

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利用大数据分析与

建筑设计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与村落发展更

加紧密地融合到一起，增强村民的乡村文化认

同感。

（3）徽州传统村落发展实践模式需要推

陈出新，探讨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着力点。徽州

传统村落发展深受宗法观念、聚族而居的影

响，有着较强的自组织运行规律，应更加侧重

自下而上的组织管理模式。借鉴城市微更新的

改造模式，倡导村民介入其中，在保护村落生

活及空间聚落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探

索发现徽州村落空间改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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