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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刻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旅游价值。目前，石

刻旅游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但是也存在着石刻保护和利用现状不理想、石刻旅游开发滞后等诸多问题。

基于CNKI文献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石刻旅游的研究内容与进展进行可视化分析。研

究发现：1) 当前对石刻旅游的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学术成果较少，作者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少；

2) 关于石刻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刻价值研究、保护和开发研究等两大方面；3) 未来对石刻旅游的研

究可从多学科交叉研究、研究方法创新、研究内容拓展等方面进行。通过总结分析石刻旅游研究的进程

与不足，提出未来重点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为后续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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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ne carving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ou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y are of 
high historical, cultural, artistic and tourist value.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stone carving tour-
ism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tone carving and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stone carving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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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Based on CNKI literature database and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progress of stone carving tourism are analyzed visual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tone carving tourism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ith few aca-
demic achievements and less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2) Tourism research on stone carvings mainly focuses on the value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de-
velopment research of stone carvings; 3) Future research on stone carving tourism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 innovation, research content 
expansion and so on.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gress and deficiencies of stone carving 
tourism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key research contents, 
which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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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增长，文化日益成为支撑旅游活动的精神支柱和旅游经济的重要引

领。石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是海内外游客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窗口。徐自强指出了从秦汉

开始，石刻就被广泛使用于统治阶级及富贵阶层[1]。石刻泛指镌刻有文字、图案的碑碣等石制品或摩崖

石壁[2]。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石刻具有考古、文学、艺术等多元价值，更是旅游

景区至今仍然看得到、摸得着并且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的历史文物，具有旅游资源开发、环境解说、场

所烘托及情感激活等功能。如何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保护好石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石刻旅游研究主要指基于石刻资源，对石刻资源背后隐藏的文化内容以及其地域自然环

境、地理区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转变成可行性旅游资源的研究[3]。加强石刻旅游的学术研究是

发展其实践的必然需求。目前关于石刻旅游的研究大多以石刻作为旅游吸引物，探讨如何开发石刻旅游，

从整体上梳理石刻旅游的研究较少。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源，通过运用可将知识域可视化的知

识图谱法，挖掘、绘制、分析和揭示石刻旅游研究的发展规律，以期为石刻旅游的研究提供切实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CiteSpace 计量工具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指定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探

测学科知识领域发展及其研究热点、前沿和趋势[4]。鉴于中国知网收录期刊的广泛性和权威性，论文以

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源，以主题为“石刻*旅游”为检索条件，查找国内关于石刻与旅游的相关文献，

时间截止至 2023 年 1 月 1 日前。为了保证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进一步进行文献梳理，去除会议论文

和报纸，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以及重复文献，最后得到 195 篇文献。本文基于 CiteSpace 科学计量工具

对这 195 篇文献进行分析，识别并显示 1982 年至 2022 年间“石刻旅游”研究的趋势和动态等。 

3. 文献可视化分析 

3.1. 文献年度分析 

有关石刻旅游主题的发文年数量情况见图 1。根据发文量的变动趋势，可以大致归纳出我国石刻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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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研究进程：1) 1982~2010 年为萌芽探索阶段，总发文量较少，逐年发文数量略有攀，仅有少数学者

率先对石刻旅游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2) 2010~2022 年为蓄势发展阶段，该阶段发文数量较前一阶段明

显上升，但是年度发文数量不稳定。 
宋代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侧重碑石搜

访、拓片收藏、碑目编制、碑铭读录、文史考证等，随着石刻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论著的大量涌向，

其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仅止步于碑铭录读、书法鉴赏、文字考释、辨伪和校勘等，更涉及到

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研究[5]。目前关于石刻的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石刻

考古。这主要是指对留存下来的石刻实物进行寻访调查，并通过描摹、拓印、影印等多种方式，加以资

料收集、辨析考证和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信息。另一

类是石刻艺术研究。解析石刻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探讨石刻资源的书法艺术价值、景观价值等。还

有一类是关于石刻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论述了石刻资源的重要性、目前受损的严重程

度、如何保护以及对其进行开发(主要是旅游开发)等。选取的有关“石刻旅游”的样本文献最早发表于

1982 年 3 月，最新至 2022 年 11 月。上世纪 80 年代初，王玲等人在《关于文物如何与旅游相结合的几

点具体建议》中就提出了把文物的陈列、观览与旅游结合起来，可建北京碑林，供观览[6]。在其后的几

十年里，石刻旅游研究整体发文量较少，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对于石刻的研究，更侧重于石

刻本身，如石刻内含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成果丰富。关于石刻旅游的研究则偏重合理

开发分析，多数是表现性分析成果，研究深度较浅。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1. 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3.2. 发文作者可视化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中作者分析的功能，得到图 2；同时筛选出发文数量在 2 篇及以上的作者，见表

1。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各节点较为分散，说明各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较少，只有少数学者之间的研究有

相互合作。从发文数量上看，张捷教授以 5 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一，其对石刻旅游的研究主要是从书法景

观的角度切入。从表 1 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石刻旅游的文献研究数量基本都在 2 篇左右，发文数量普遍

偏低，说明对学者们大多对“石刻旅游”的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学术产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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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sualization map of stone carving tourism researchers 
图 2. 石刻旅游研究者可视化图谱 

 
Table 1. Scholars with two or more publications 
表 1. 发文数量在 2 篇及以上的学者 

作者 发文数量 作者首次发文年份 

张捷 5 2010 

汪毅 2 2001 

柯立 2 2010 

吕观盛 2 2011 

朱建华 2 2012 

肖潇 2 2012 

孙上茜 2 2012 

陈凯 2 2016 

罗美玲 2 2017 

李远丹 2 2019 

崔雨萌 2 2021 

刘富海 2 2022 

牛鲁玉 2 2022 

3.3. 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图 3 可以看出节点比较分散、关联较少，说明各个研究机构在研究

的过程中相互合作较少。这些机构大多集中在石刻资源富足区的高校，依附优良的资源条件进行石刻旅

游研究，如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依托大足石刻；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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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西南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等研究机构依托西南地区丰富的石刻资源，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桂林石刻；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山东地区的研究院所依托泰山石刻进

行研究。此外，进一步筛选出发文数量在 3 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见表 2，分别为重庆大学、重庆师范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南京大学、大足石刻研究院。这些高校以师范类院校和

旅游院校为主，还有专门的石刻研究院。 
 

Table 2.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three or more publications 
表 2. 发文数量在 3 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1 重庆大学 

2 重庆师范大学 

3 南京师范大学 

4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5 南京大学 

6 大足石刻研究院 
 

通过对这些研究机构发表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出两大特点：第一，文献发表数量普遍偏低，说明

对地区石刻旅游的重视程度不够深入，在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研究区域主要局限于研究机

构所处的本土领域，缺乏与其他地区研究的联动。 
 

 
Figure 3. Visualization map of Stone Carving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石刻旅游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 

3.4. 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分析形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4。通过数理统计得出石刻旅游研究关键词词频，

见图 5。“摩崖石刻、大足石刻、泰山石刻、桂林石刻、安岳石刻”等关键词点明了论文的研究对象，

由此可知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为知名石刻群，但是针对知名石刻群的研究使得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

的研究力量集中于部分区域。研究力量的集中一方面可以促进研究水准的快速提升，使得知名石刻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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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好保护，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位于其他省份的非知名石刻群的研究与保护缺失。“价值、旅游价

值、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等表明了石刻旅游的一大热点即是石刻的旅游价值研究。“开发、旅游开发、

旅游发展”和“保护、文物保护”表明论文的另一大热点是围绕着石刻旅游的核心即“开发与保护”来

研究。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stone carving tourism research 
图 4. 石刻旅游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5. Keyword frequency of stone carving tourism research 
图 5. 石刻旅游研究关键词词频 

3.4.1. 石刻的旅游价值研究 
石刻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具有深厚的价值。对石刻价值的科学评估是石刻旅游合理开发的

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可以促进石刻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传承的良性互动。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学科的视角对石刻的价值进行阐述。本体价值视角更加关注石刻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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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石刻本身承载的文化、精神、社会价值等。江舸指出四川地区摩崖石刻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集历史

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等于一体[7]。换言之，正是因为石刻自身具有多元价值，才造就了其旅游价

值极高。王惠提出应深入挖掘红石峡摩崖石刻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从而提升其旅游价值

[8]。牟艳探析了夹江千佛岩景区摩崖石刻的文学、史料、地域和书法价值以及丰富的宗教内涵，提出可

以将其打造成为千佛岩旅游新名片，助推乐山旅游文化和地方经济的繁盛[9]。这些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

石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潜在的旅游资源)的价值，通过对石刻本体多元价值的阐述，论证其旅游开发的价

值。 
旅游价值视角主要侧重于石刻本体与旅游城市、景区、游客等之间的关系。朱乐朋等阐述了桂林摩

崖石刻能够提升桂林的城市文化品位；另一方面，游客关注摩崖石刻，可提高旅游品质[10]。杨斌总结出

三峡石刻对三峡旅游的内在魅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持久活力具有积极的意义[11]。大部分学者都认

同石刻对于旅游的价值主要在于提升地区旅游的文化品位、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

发展。 
此外，由于绝大部分石刻是古代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观、所悟、所题的结果，其产生和发展与旅

游活动密切相关，承载着丰富的旅游信息，直观地体现了古代文人墨客、普通百姓等游览者的旅游经历、

旅游思想和态度以及审美观念[12]。部分旅游学者从这一角度阐述了石刻的旅游学价值。刘水认为泰山石

刻是一部展开的泰山游览史，可以从中一窥前人游山的心迹[13]。宁军从桂林石刻诗探析宋代旅桂文人的

旅游心态[14]。张捷等人结合洞穴石刻内容揭示古代旅游行为模式，推演桂林洞穴旅游历史[15]。吴建冰

重新审视了桂林石刻在构建古代旅游史、区域旅游景观发展史、旅游体验、旅游效应等旅游学方面的价

值[16]。 
随着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的视角多样，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

内涵逐渐丰富。但是对石刻的旅游价值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已有石刻旅游价值研究都局限于对具体

研究对象的价值进行定性阐释，在遗产价值评估的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价值分类的定量评价

体系构建，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石刻分类价值研究做了初步探索。陈玲玲等人尝试将摩崖石刻分为主题

摩崖和名山摩崖，主题摩崖旅游功能主要体现为文献功能和学术研究功能，名山摩崖主要体现为造景功

能、意境功能、促游导游功能[17]。 

3.4.2. 石刻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目前我国的“石刻旅游”研究基本上是置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研究框架下，谢朝武指出“文

化遗产旅游的研究系统中，文化遗产资源及其特性研究是研究系统的基础，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研究及文

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是研究系统的核心，以两者为基点可扩散到旅游开发体系、行业管理体系、社区参与

体系等子系统的研究，后三者是旅游产品体系的外部支撑系统。[18]”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石刻旅游开发研

究时，都集中阐述了石刻的价值特征，总结石刻资源分布概况，基础研究较为丰富。在此基础上，结合

石刻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指出目前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探讨如

何开发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石刻旅游紧紧围绕其核心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是其他子系统的研究较为

匮乏。 
石刻保护研究。由于石刻的历史性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其保存受到各种因素威胁。新中国成立

以来，随着文物保护理论的逐渐成熟以及石刻保护技术的进步，相关研究持续推进，包括检测、修复、

复制技术在内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技术已大致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石刻保护理

念、病害及保护治理、石刻的保护材料，数字化保护与推广四个方面[19]。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详细探讨具

体石刻的保护路径和手段，孟坡从加强石刻本体有效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两大方面，为地方政府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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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提供借鉴参考[20]。陈燕从健全保护体系、加强管理制度、加大经费投入、加强科学技术支持来

探讨泰山石刻的保护路径[21]。虽然对石刻的保护利用途径和方法有较多的论述，但是对于石刻在开发基

础上的保护及保护机制的研究比较薄弱。 
石刻开发研究。以不同地区的石刻资源为研究对象，针对石刻旅游开发中存在的旅游项目和线路深

度开发不够、旅游基础设施薄弱、从业人员素质较差、宣传促销滞后、缺乏统一的规划协调、石刻文物

破坏严重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开发策略，见表 3。学者们达成了要深入挖掘石刻的文化内涵的

共识，石刻的旅游开发不能仅在其表面做文章，更要通过表面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让石刻所

代表的民族文化内涵真正得到体现和发挥[22]。总结前人研究，可以看出石刻旅游利用趋于理智，“保护

性开发”、“可持续旅游”的理念一直被提及。 
 
Table 3. Stone carv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表 3. 石刻开发策略 

作者 石刻开发策略 

方燕[23] 积极保护与合理开发并重、静态开发和动态开发相结合。 

陈青光[24] 串联摩崖石刻，组构历史文化游线。 

杨文棋[25]、唐莉[26] 整合资源，开发专题旅游。 

陈洪诚[27]、常莹[28] 石刻资源与山水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推向旅游市场。 

吕观盛[29] 构建以石刻为主题的石刻综合展示园区、设计石刻文化旅游线路、加强旅游人才培养、

改善软硬件条件、加大宣传力度、拓展客源市场等手段实现石刻资源的产品化。 

牛鲁玉[30] 将石刻本身的内涵融入旅游资源中，充分发挥石刻的文化影响力。 

3.5. 其他研究 

张捷教授团队从书法景观视角出发，关注石刻对游客地方感和感知意象的影响。肖潇等人在研究中

发现，由于石刻的迁移造成其原有保存环境的改变，再加上单一的陈列，导致游客对景观原真性的认同

降低，影响了游客对石刻情感依恋的水平[31]。旅游利用就是尊重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状，尊重原真，弘

扬价值，并为其有效保护提供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32]，然而关于石刻旅游的原真性研究涉及较少。蒋长

春指出摩崖石刻可以记载景点的历史、彰显景点的文化内涵，游客寄情山水实现共鸣，通过书法景观的

审美体验增强景区的地方感[33]。柯立、尹立杰等人分别以桂林石刻、西安碑林为例，分析了书法景观对

游客感知意象影响[34] [35]。此外，还有学者以武夷山胡麻涧摩崖石刻群为例，探究基于生态视角的道教

文化旅游[36]。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石刻旅游”的发展和研究态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近 40 年来石刻旅游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石刻旅游实践的发展路径展开的，从开发石刻旅游

资源以获取经济效益；到逐渐注重石刻的“保护性开发”，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之后更加关

注旅游开发中“石刻文化”的深层内涵，突显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2) 在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上。深入研究石刻旅游的作者和机构较少，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不够，发

文数量普遍偏低，缺乏权威性的研究著作。研究对象和区域受学者或研究机构所在地区限制，而且各学

者和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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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研究内容上。首先，关于石刻旅游的研究，大多是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内开展，

这一时期内关于石刻旅游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石刻的旅游价值和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研究内容的比较集

中也意味着有关石刻旅游的其他方面研究较少，研究体系尚未完善，此外没有突出对石刻的特色研究，

缺乏理论创新。其次，有关不同石刻旅游区所存在问题提出的相关对策比较雷同。 
4) 在研究方法上。石刻旅游研究涉及遗产学、旅游学、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需要从石刻本体以

及石刻保护与开发所涉及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多个系统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在现阶段的石刻旅游研究

过程中，大多数旅游学者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史料考证、田野调查等方法侧重对某个区域个案的

实证应用性研究，不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因此在指导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局限性。 

4.2. 讨论 

针对目前石刻旅游的研究现状，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对石刻旅游的深入

研究。同时，加强不同地区的学者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学习，构建学术交流平台，打破区域界线。其次，

在石刻旅游的进一步研究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当前的研究方向，还要寻求新的切入点，提出能够解决

实际问题的举措，促进石刻旅游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中先进技术的应用日益普遍，如 3S 技术、虚拟现实、信息管理等这些技术有助于石刻的有效保存

和旅游利用。石刻数字化建设将会成为历史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新方向。通过传统方法的运用，再辅

以技术路线的创新，多种研究方法交叉应用可以有效地保证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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