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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法对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①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主要集中在史前至先秦时期、明朝至近代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内。② 随着

历史演进，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移动方向呈现出先向南、再向东移

动的趋势，与湖北省历史发展轨迹较为一致。③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出较强的

相似性，均属于集聚型。④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逐渐由“多核聚散”演变为“一枝独秀”的发展模式，

从以襄阳、荆州、鄂一黄为中心的聚散分布格局发展到以武汉为中心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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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见证了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历史的兴替，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历史时期社会

变迁，有利于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资源.国内外学者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较为普通，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文化遗产的保护[1-4]、

文化遗产开发利用[5-8]、文化遗产价值评估[9]、文化遗产法规建设[10-12]、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13-15]、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分析[16]、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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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档案管理[17]、文化遗产产权[18-19]、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20-25]等方面。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较多地从历史学、

考古学、建筑学等角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文化遗产研究较少，且侧重于空间格局研究，对文化遗产的时

空演化规律、影响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湖北省文化遗产资源较为丰富，类型较为齐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目前学术界对湖北省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多

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开展研究[26-27]。近年来，从地理学角度对湖北省文化遗产的研究已有涉及，如朱诚等分析了湖北旧石器至战国

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28]。然而，已有研究对湖北省整个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时空演化规律、影响机理缺乏较为全面、

系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单位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和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反映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状况。鉴于此，本研究以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演化、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其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http://www.nach.gov.cn）公布的 1 一 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截止到 2015年年底湖

北省文物局（http://www.hbwwj.com.cn）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研究借助 Google Earth 获取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属性

数据，运用 ArCGIS 10 . 0 建立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属性数据库，并绘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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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研究方法 

1 . 2 . 1 最邻近指数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分为集聚型、随机型和均匀型三种态势，最邻近指数可用来反映和刻画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

型[29]，最邻近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A 表示区域面积；n 为区域内的研究对象数； Er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Ir 为空间实际最邻近距离；R 为最邻近指数。

当 R = 1 时，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随机分布；当 R < 1 时，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集聚分布；当 R > 1 时，表示区域内

研究对象趋于均匀分布。 

1 . 2 . 2 核密度估计法 

通常用核密度估计法来研究规则区域中点的空间分布特征[30]，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 为待估计对象的位置； IS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h 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第 i 个估计对象的位置；h 的取值会影

响到估计对象核密度值空间分布的平滑程度。 

2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序变化特征 

2 . 1 时序变化特征 

为便于分析，将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

时期和近代以来八个时间阶段。文物保护单位按其类型划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和其它等六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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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各个历史时期均遗留有文物资源，但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

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明朝到民国这两个时间段之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72 .66 ％。总体而言，越接近现代，遗存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呈增多的趋势。 

 

如表 1 所示，史前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遗址为主。湖北省历史悠久，史前时期就已有人类活动，各种史前遗址

较利于保存，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较为丰富。先秦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此时，湖北省是楚文化

发展的重要区域，遗留下来的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葬保存较为完好，遗存的文物资源也较多。明朝至民国时期，湖北省开发强度

增强，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武汉曾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全

国第二大商埠，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史迹较多，且人们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遗存的文物资源较为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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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重心演变趋势 

对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分析，发现其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移动方向

呈现出先向南、再向东移动的趋势（图 3 ）。宋元之前，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呈现出向南移动的趋势，其中，

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70 . 68km ，移动距离较大；宋元之后，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

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呈向东移动的趋势，其中，与明清时期相比，近代以来其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88 . 96km ，移动距离

最大。 

 

宋元之前，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在荆襄走廊一带，襄阳、荆州是楚文化主要的活动区，也是北方人口南迁的主要迁入

地，人类活动从襄阳逐渐向荆门、荆州一带迁移，相应地，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也呈现出向南移动的趋势。宋元时期，受北

方战乱影响，人口多向东南方迁移，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也向东南方向迁移，鄂东一带得到开发；尤其是宋元之后，明清时期，

武汉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升，而襄阳、荆州的地位相对削弱；近代以来，汉口的崛起使得武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与稳固，文

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也呈现出向东移动的趋势。 

3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 

3 . 1 史前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史前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厂 1r 为 17 . 35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20 . 35km ，最邻

近指数 R 为 0 . 851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史前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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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荆门、襄阳、孝感、武汉等地，其中京山和大冶为其主要集聚区；恩施、神农架、宜昌、仙桃、潜江、咸宁等地的

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少（图 4 ）。 

史前时期，京山地区是三苗部落活动的主要范围，也是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区域，聚落发展迅速，保

留至今的古遗址比较丰富；鄂东南地区的大冶、阳新、黄梅等地是古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遗留下来的史前遗迹比较丰富。

史前时期，恩施、神农架、宜昌等地较为偏远，人类活动少；仙桃、潜江、咸宁等地多为云梦泽之地，人类活动强度较小，因

此，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也相对较少。 

 

3 . 2 先秦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先秦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8 . 19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16 . 75km ，最邻近指

数 R 为 0 . 49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先秦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空间

分布有两个明显的集聚区，一是以南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集聚区，二是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集聚区；十堰、孝感、武汉、咸宁、

潜江等地分布较少，而恩施、神农架、天门、仙桃等地尚无分布（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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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末年至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南漳、宜城等地是南方大国楚国的中心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保留的历史遗

迹颇为丰富；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集聚区矿产资源丰富，遗存的矿物遗址较为丰富。楚武王末年，楚国由南漳迁都郢（纪南城）, 

荆州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至东周时期，呈仔都成为当时南方第一大城，因而遗留下来的楚墓葬、楚文化遗址较多。先秦

时期，鄂西山区、鄂北地区、江汉平原大部分地区受地形地貌等的影响，人类活动较少，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较少。 

3 . 3 秦汉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秦汉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14 . 05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25 . 69km ，最邻近

指数 R 为 0 . 55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秦汉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空

间分布有荆州、襄阳两大集聚区，主要包括老河口、谷城、荆州市辖区、石首等地；神农架、恩施、荆门、孝感、咸宁等地分

布较少，恩施尚无分布（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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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江陵（战国时期为楚国邹都）的商业比较发达，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两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襄阳、荆州

均是北方移民的重要的迁入地，遗留下较多的古墓葬、古遗址。秦汉时期，黄石、大冶地区矿业较为发达，是重要的铜铁生产

基地，遗留下的矿业遗址资源比较丰富。神农架、恩施、荆门、孝感、咸宁等地位于山区，地处偏僻，开发难度大，人类活动

较少，遗留下的文物资源较少。 

3 . 4 魏晋南北朝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9 . 84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24 . 63km ，最

邻近指数 R 为 0 . 40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

发现其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荆州（图 7 ) ，如荆州市辖区、松滋、石首等地区，襄阳、随州、孝感、仙桃、咸宁等地分布较少；

十堰、神农架、恩施等地尚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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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处江汉平原，社会相对安定，是北方人口南迁的重要集聚地，其中江陵是主要集聚区之一；同时，

部分巴蜀流民及当地人民顺长江而下，成批东迁，到达江陵地区。人口的不断迁入，使得经济社会水平大幅提升，荆州成为当

时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地区。六朝时期，鄂州、黄石一带冶矿业发达，是湖北省的矿冶业集聚地；鄂州的造船业、兵器制造业

发达，孙吴曾定都于此，商贸较为发达；因此，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矿业遗址、古墓葬文物资源较为丰富。鄂西山区、鄂北山

区等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交通不便，人类活动强度小，故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稀少。 

3 . 5 隋唐五代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12 . 47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33 . 02km ，最

邻近指数 R 为 0 . 38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隋唐五代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

发现其主要分布在荆州、黄冈、鄂州、黄石等地（图 8 ) ，襄阳、神农架、恩施、荆门等地分布较少，咸宁、随州、十堰、孝

感、潜江等地尚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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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荆州地区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商业发达，成为新兴的商业都市；荆州、襄州、鄂州是湖北省的三大交通

枢纽同时也是三大商业中心，江陵是货物运输和交换的集散地，襄州是南北贸易的枢纽地带，遗留下较多的古文化遗址。随着

佛教在全国的盛行，佛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江陵、鄂州、襄州、鄂州等地分布最为密集，遗留下来的石窟寺等佛

教建筑文物资源比较丰富。鄂西山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人类活动较少；唐后期，社会比较动荡，鄂东北地区是

李希烈叛军寇掠之地，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大幅下降，故这些地区遗存的文物资源较少。 

3 . 6 宋元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宋元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17 . 50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29 . 57km ，最邻近

指数 R 为 0 . 59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宋元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主

要分布在黄冈、武汉、荆州、襄阳等地（图 9 ) ，随州、孝感、恩施等地分布较少，潜江、仙桃、天门、神农架等地尚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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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武昌、襄阳、荆州互相支援、互为呼应，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窗口与龙头；宋金对峙期间，江汉平原以及鄂东

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即便是宋元战争期间，武汉、鄂州等鄂东一带在易手之际，基本上也是平静的。故而这些地区遗留下的古

建筑、古墓葬文物资源比较丰富。鄂西山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处于经济活动的边缘地区；潜江、仙桃、天门等

地是当时洪涝灾害中心，因而这些地区遗留下的文物资源较少。 

3 . 7 明清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明清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7 . 82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14 . 4 1 km ，最邻近

指数 R 为 0 . 54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明清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存

在三个较为明显的集聚区（图 10 ) ，即武汉、襄阳、荆山，主要分布在武汉市主城区、襄阳市市辖区以及荆山地区的南漳、远

安；郧西、竹山、竹溪、随州、天门、仙桃、潜江等地分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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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汉口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便利的交通，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清中叶已发展成为全国性商业大市镇；武昌人

口也相当稠密，商业也较为发达，是有名的造船中心；襄阳是鄂北重镇，水运交通和陆运交通发达；荆山地区凭借复杂的地形

条件，在明清农民起义中是重要的根据地；荆州、宜昌是当时有名的商业都市，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因此，这些地区遗存的文

物资源比较丰富，保留了较多的古建筑、重要史迹文化遗址。雍正时期，恩施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发展较为迅速；清中叶开始，

从平原向鄂西和鄂西北山地的移民逐渐增加，鄂西山区不断得到开发，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引入推动湖北山区的垦殖达到高潮

时期，遗留下一些古建筑、古遗址等文物资源。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巴东、五峰等地位于山区，交通不便，人类活动少；

天门、仙桃、潜江等地是当时洪涝灾害中心。因而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较少。 

3 . 8 近代以来空间分布特征 

近代以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1r 为 9 . 85km ，理论最邻近距离 Er 为 18 . 0gkm ，最邻近指

数 R 为 0 . 54 < 1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对近代以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集中

分布在武汉市主城区（图 11 ) ，湖北省其他地区分布较少。 

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在汉口建立租界，西方现代建筑开始出现在武汉，并得到了快速的推广；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改革，其重点就在武汉地区，在此期间，政府积极创办轻重工业、编练新军、开办新式

学堂；民国时期，武汉逐渐发展成为华中的商业、金融中心以及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曾是全国

抗战的政治中心，沿海地区大量工厂一度纷纷迁往武汉；国人对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使得很多文物古迹免于战火损毁，故而武

汉遗存下来的近现代重要史迹较多。相比武汉而言，湖北其他地区发展比较缓慢，遗留下来的近现代文物资源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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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 . 1 结论 

第一，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明朝到民国这两个

时间段之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72 . 66 ％。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利于保存的文

物古迹多被损毁；伴随国人保护文物古迹意识的增强，越接近现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第二，总体来说，随着历史演进，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空间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移动方向呈现出先

向南、再向东移动的趋势，这与湖北省历史发展轨迹较为一致。宋元之前，襄阳、荆州是湖北省的中心城市，也是文物保护单

位分布的主要集聚区；宋元之后，武汉逐渐发展成为湖北省的中心城市，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密集区。 

第三，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

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其空间分布的最临近指数 R 均小于 1 ，均呈集聚型的空间分布态

势，反映出历史时期湖北省人类空间活动的集聚性。 

第四，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变逐渐由“多核聚散”演变为“一枝独秀”的发展模式。宋元以前，湖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呈围绕襄阳、荆州、鄂一黄聚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宋元以后，鄂东沿江地区开发强度增大，特别是明清时期汉口的迅速崛起，

武汉成为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以武汉为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 

第五，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多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资源条件较好，人类活动比较频繁，

遗留下丰富的文物遗迹；受洪灾、战争等的影响，一些文物遭受到破坏，未能保存至今；随着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与

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物遗迹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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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建议 

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研究能揭示其历史发展规律，为其开发和保护提供合理的依据，其时空演化与其本身属性、历史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区域发展政策、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相关，需要更深入层次的研究。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应

进一步深入分析自然地理环境、自然灾害、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文化遗产本身文化

属性的挖掘。文化遗产集聚区往往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地区，如何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这些文化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根据湖北省文物保护单时空演化规律，结合湖北省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情况，研究认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保护过程中，

可以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区划，遵循单体保护和片状保护相结合的理念，系统性地提出文物保护单位区划的具体方案；同时，

需建立湖北省文物动态监督平台，充分发挥“湖北省文物管理信息系统”网络平台的监管作用，注重文物保护单位的数字化保

护；此外，在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城镇区域，文物的保护需要结合地区旅游发展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旅游，促进文物的活化，

使文物资源在开发中得以保护，并在保护中带动开发；在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偏远地区，可结合当地发展水平，加大文物保护

的资金投入；文物保护的关键在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湖北省文物保护部门要注重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切实提高社会

群体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建立群众保护监督机制，使社会群众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总体而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需要将文物保护融入到地区发展中，促进地区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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