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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极具文明价值和传承意义。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印发文件提出要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更加表明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重

要性。本文立足环境设计学科角度，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以期为后续的传统村落更新及保护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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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ing precious histor-
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with great cultural value and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issued multiple documents proposing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urther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discipline and utiliz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illage renewal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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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1]。随着城

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发展的快速变迁，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村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维护社会记忆和传播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的研

究逐渐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2]。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通过对传统村落保护研

究文献进行总结，揭示其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把握研究重点，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学者

和从业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可视化应用工具，用于分析文献理论知识，并对相关文献构建网络关系，本文运用软件

CiteSpace 6.2.4 版本，以传统村落的景观保护为研究点对检索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8 日，时间跨度为 2008 年~2023 年，以“传统村落”、

“景观保护”为主题进行初步检索；其次，删除报纸等无关样本，获取有效文献 497 篇。 

3. 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 

3.1. 关键词突现图谱——研究概况及前沿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词频共现度突然骤增的关键词。突现词的突现程度越高，表明该突

现词的学术关注度越突出，越能代表该时间段内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通过观察关键词突现图谱，

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了解特定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关系，形成对领域发展的整体认识。 
通过对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 1)进行分析，在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得前 25 个关键词中可以得出，早期

研究热点集中于“旅游开发”、“空间形态”、“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村落建设”等方面。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可能发展为热点的有“景观更新策略”、“村落环境”、“景观优化”、“乡

村振兴”。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传统村落的认知已经上升到兼具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科学

等多元价值的活态文化遗产和开放生活生产空间，保护理念从保护为主变为保护与发展并重，研究趋势

由地域范围、学科覆盖等方面的横向拓展转向传统村落全要素的纵向深入。总体而言，关于传统村落的

保护研究，正在逐渐发展，并且研究热度不见。另外，传统村落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疗养、疗愈可

能会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3.2. 关键词共现图谱——研究热点聚焦分析 

除去“传统村落”、“保护”等几个主题词，图谱中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在“景观基因”、“文

化景观”、“景观提升”这几个方面展开，这些主题都是近十五年研究传统村落保护的众多学者们所关

注的主要方向和热点(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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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eyword emergence atla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图 1.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中心性代表关键词在整个共现网络关系中担任媒介的能力强度，一般而言，关键词中心性大于 0.1，

说明该节点在网络结构中位置比较重要。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

影响力较强，其次是“景观保护”、“村落景观”、“景观基因”、“旅游开发”、“景观特色”等关

键词(见表 1)。 
此外，该图中关键词之间连线颜色代表他们首次共现的年份，以此判断出哪些关键词是今年新增的

研究词。分析得出在传统村落景观保护研究中“乡村振兴”、“景观基因”、“文化旅游”、“景观提

升”是近期新兴的研究词汇。其中“文化景观”、“乡村振兴”两个关键词是热度最高的，根据研究具

有延续性的现实依据，判断围绕“乡村旅游”、“景观基因”两个关键词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持续重点关

注的研究分支。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表 1.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文献高频关键词 

序号 年份 关键词 中心性 词频 

1 2013 传统村落 1.12 287 

2 2009 文化景观 0.17 70 

3 2013 保护 0.19 49 

4 2014 景观保护 0.06 24 

5 2016 传统村落景观 0.06 25 

6 2012 村落景观 0.07 27 

7 2017 景观基因 0.07 24 

8 2018 乡村振兴 0.02 21 

9 2016 景观设计 0.0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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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2009 传统村落 0.05 15 

11 2016 保护与发展 0.02 21 

12 2018 景观提升 0.01 13 

13 2011 乡土景观 0.06 20 

14 2013 景观 0.02 11 

15 2016 乡村景观 0.01 11 

16 2017 乡村旅游 0.02 14 

17 2016 规划设计 0.02 9 

18 2013 发展 0.01 11 

19 2017 传统村落保护 0.03 11 

20 2016 保护传承 0.03 9 

21 2013 旅游开发 0.04 6 

22 2015 保护发展 0.02 12 

23 2015 景观特色 0.05 4 

24 2016 保护利用 0.03 8 

25 2018 传统聚落 0.01 6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图 2.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3.3. 关键词聚类图谱——研究主题分类 

为更清楚地呈现研究热点及集中领域，本文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聚类，以较为快速的捕捉对应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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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热点(见图 3)。图谱模块值(Modularity) Q 为 0.4785，大于临界值 0.3，表明具有显著的聚类效果，

而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 0.7906 大于临界值 0.5，说明该研究领域借助 CiteSpace 软件分析出来的知识

聚类结构既合理又显著。 
每个小聚类视图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构成，从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来看，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研

究共聚为 8 类，分别为“遗产保护(#0)”、“保护策略(#1)”、“景观基因(#2)”、“景观基因(#3)”、“景

观保护(#4)”、“风景园林(#5)”、“地域文化(#6)”、“传统文化(#7)”。 
通过聚类分析图谱可以看出，该主题研究热点较为集中，并具有关联性，将关联紧密的聚类合并，

并结合阅读的重要文献，可以将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归纳为“乡村旅游”、“文化保护”、“空间格局”

这三个主题。以下针对这三个主题分别进行分析。 
1) “乡村旅游”(聚类#4、聚类#5) (人) 
乡村旅游主题中包含“景观规划”、“景观优化”、“美丽乡村”、“全域旅游”等关键词。一方

面，随着现代居民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乡村旅游市场开始受到青睐并且逐渐规模化。另一方面，

各省各市逐渐将乡村旅游列入乡村振兴的考核中，乡村旅游成为了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必经之路，吸引了

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学者林超华(2018)探讨了旅游导向下的传统村落应如何保护与发展，重点研究了乡

村旅游和传统村落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并针对福建官洋村，归纳总结出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3]。
学者孙学浩(2020)以景观适应性为切入点，对传统村落旅游景观设计要素进行研究，分析了旅游开发需求

于现状问题，结合相关案例探讨适应性的设计方法。研究得出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旅游景观的

适应性设计策略[4]。学者王晓娟(2022)提出乡村旅游背景下传统村落景观改造设计应遵循整体性、因地

制宜、可持续发展、保护地域文化、保护与开发平衡等设计原则，并对传统村落景观实行分区保护改造，

并以河北涉县赤岸村作为实践项目进行景观改造设计[5]。学者谌妹(2023)以湖南益州市安化县唐家观村

落为例，针对现状问题，提出了在乡村旅游的大背景下的乡村保护发展策略。相关研究反映出村落保护

对于乡村旅游具有重要意义，二者相辅相成[6]。 
2) “文化保护”(聚类#0、聚类#6、聚类#7) (文化) 
文化保护主题词中包括“原真性”、“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等关键词。当前，

经济快速发展，乡村开发程度加快，造成很多建设性的破坏及文化脉络的割裂。文化保护成为了传统村

落保护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学者韩馨蝶(2019)
对古窑址村落中涵盖的各种文化、物质元素组合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对设计古窑址村落策略展开探索[7]。
学者赵笑影(2020)在地域文化的角度下，以朝阳市西大杖子村石灰窑沟村为例，采用保护性设计与开发、

新技术与原生态的设计融合、多元参与共创共享、根性文化整合与文化符号重构等创新策略进行村落景

观设计，以提高村落的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综合价值，为我国传统村落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参考[8]。 
还有学者对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度挖掘，如徐满(2019)等人，以巍山东莲花回族传统村落景观的

自然山水、民居建筑、公共空间、文化宗教等构成要素为研究对象，在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分析云南

大理巍山传统回族传统村落东莲花村的景观特征，为实现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提供借鉴[9]。
学者刘璐(2023)基于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下分析了旅游村落现存问题，提出了旅游村落规划设

计的系列对策、方略和措施[10]。 
在遗产文化方面，学者刘磊(2018)以河南省新县西河大湾村为例，从传统村落的风貌层级解析入手，

基于文化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地域初始的建构原型进行界定，分别通过肌理生长的实象和构图法则的

虚象阐述了原型的演化逻辑，并提出原型辨识理念的理论架构[11]。近年来，文化保护逐渐成为了传统村

落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未来可进行持续研究。 
3) “空间格局”(聚类#2、聚类#1、聚类#3)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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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中的主题包括“景观空间”、“景观基因”、“景观形态”、“保护传承”等关键词。学

者们主要集中于对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

在逻辑。 
在景观空间方面，学者唐田甜(2019)以广西桂北地区传统村落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

展开研究，指出非物质文化在造物上具有导向作用，人对自然精神理解的生态性在造物上体现出儒道互

补的两种精神，传统村落中以精神内核的存在增强村落凝聚力[12]。学者岳慧(2023)利用 ArcGIS 技术进

行数据处理同时分析保山地区典型传统村落内部的水环境景观空间，揭示水环境对地区传统村落的影响，

结合传统村落张家村典型案例，针对传统村落水环境景观空间出现的部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及建议[13]。 
在景观形态方面，学者黄雪红(2020)在 35 个传统村落的整体空间形态(边沿与形状)、空间结构(布局

与纹理)、建筑(实体与布局)三个层次进行形态指数分析，提出传统村落活力提高的理论对策[14]。还有学

者从微观层面切入，提出村落“神圣空间”这一概念，并对其空间形态、当代价值及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相关研究反映出水域空间的存在对乡村具有重要意义。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 atla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图 3.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3.4. 时间线图谱——研究脉络与演进趋势 

时间线图谱是在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基础上(见图 4)对成功聚类的研究类团进行可视化分析，着重表现

每个聚类中数据的演进和历史跨度，勾画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清晰聚类的发展脉络。此外，时间线图谱

还可以显示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化路径，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学科交叉和合作的探索。通过

分析可以了解到“#1 保护策略”、“#3 发展”、“#5 风景园林”这几个聚类的研究减少，对它们的主

要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这几个聚类中的研究内容大都与景观规划设计和空间格局两个方向相关，表明

这两方面相关的研究逐渐趋冷。而“#0 遗产保护”“#6 地域文化”“#7 传统文化”三个聚类的研究在

近些年较为集中，这两个聚类中的关键词研究内容与“原真性”、“文化保护”方向相关，表明遗产保

护、传统文化保护角度的研究在近年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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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imeline clustering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research 
图 4.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时间线聚类图谱 

3.5. 小结 

通过提取 2008 年~2023 年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 CiteSpace 6.2.4 可视化图

谱软件为研究方法，通过关键词突现、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时间线图谱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 
1) 通过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热点逐渐从早期的“空间形态”、“传统民居”、

“文化遗产保护”、“村落建设”转变为近年来的“景观优化”、“乡村振兴”。这反映出学术界对传

统村落的认知已经从单一保护转向兼具多元价值的活态文化遗产和开放生产空间。保护理念也由单纯保

护转变为保护与发展并重，研究趋势从横向拓展转向纵向深入。 
2) 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研究发现，“传统村落保护”一直是相关学者研究的热点，在研究内容上包

括宏观层面的空间格局、文化遗产等的保护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景观基因、景观提升设计等的分析。 
3) 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即“乡村旅游”、“文化

保护”以及“空间格局”，分别对应人、文化、生态的发展，在以后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实现人的

体验与共享、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将生态理念贯穿其中。注重人、文化、生态的三元互动，实现

传统村落保护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4) 从时间线图谱中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开始注重村庄的原真性，趋于遗产保护、文

化保护的研究。说明学术研究已经意识到村落的发展建设不仅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要注

重历史、注重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考虑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心灵的归属。 

4. 结论与展望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它们是我

们文明的见证和珍贵的资源，代表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因此，保护传统村落对于维护社

会记忆，推动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人类智慧至关重要。通过对近十几年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我国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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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内容方面，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文化景观、景观提升、乡村旅游以及景观评

价等方面，一些重要的动态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例如风水选址、村庄形态变迁、社区依恋以及

社区参与等方面。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村落兴衰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同时也能提高对村

落社区民生关注度，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注重社区居民在村落建设

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其在重塑当地景观特征方面的主体地位。此外，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国传统村落

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还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生态系统。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借鉴地质

学、生态学、生物学和法学等交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村落民生环境、社区依恋、医疗康养、文化传承

等相关问题。 
在研究方法方面，仍以传统的田野调查法、结构方程模型，问卷调查法为主，多种方法融合创新的

成果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领域的发展。这意味着

将现代的数字技术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提高传统村落保护的质量和效果。在当今科技与文化融

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深度融合，以拓展传统村落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 
在研究时间跨度方面，现阶段国内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短期调查，缺乏长时间跨度

的研究，说服力较弱，对于传统的村落变迁过程和机制研究较少。未来，在时间跨度上，可以延长数据

采集时间，涵盖更长的时间段，并对时间进行分段，以形成数据的动态对比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

传统村落的变化和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可以丰富和深化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视角，

为保护实践提供更为准确和有效的指导。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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