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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理学视角，利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 673 项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的空间结构、时间演变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总体呈现“四峰三

谷”的变化特点，即在石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明清时期发展兴盛，而在商朝时期、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元朝时期发展缓慢；湖北省非遗十大类型的数量结构表现为四级，整体空间分布为凝聚型，呈

现出“四团两带”的“人”字型空间结构，鄂西南及鄂东南是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集区，恩施、武汉、宜昌三

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湖北省国家级非遗呈现以武汉及周边地区和宜昌为核心的“双核”结构，省级

非遗则表现出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单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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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1］

。中国有着五千年绵

延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近年来的全球化大背景，给中国非遗

的保护与传承带来巨大冲击，不仅非遗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迅速弱化、消失，而且国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度也在急剧

降低。如何挖掘非遗自身特色，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活化”成为当前非遗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国外非遗研究起步较早，除了对非遗的概念阐释、类型划分及保护措施等研究外
［2-3］

，还重点挖掘非遗的价值，侧重非遗利

用及开发研究，当前更扩展到非遗的传统、精神、情感、历史与社会等维度的研究
［3-4］

；在非遗的开发研究上延伸到实践、代表、

表达、知识和技能等社会因素。最近较多学者指出非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
［5-6］

，教育在非遗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将这

个观念传给后代人
［5］

，因此非遗需要由特定的人群来传承，它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
［7］

。自 2001 年我国昆曲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后，国内开始掀起非遗研究的热潮，学界展开了对非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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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内涵
［8-9］

、分类体系
［10-13］

和保护策略
［14］

等研究，在空间分布上发现非遗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规律，全国非遗呈带状、组团

状分布，且区域分布不均，总体呈现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
［15］

；非遗与区域自然、经济、民族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紧密相关
［16-19］

，并具有明显的平原指向性、河流指向性以及适宜气候指向性特征
［16］

；不同省份的非遗在空间上都表现出一定的

集聚性特征，大多具有呈片、带、面的空间分布特征
［17-19］

。

非遗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产生、沉淀、保存下来的民族智慧与文明结晶，其产生受不同地域环境的影响，与

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直接相关，并具有地域性、传承性和社会性特征，会受到产生环境的区域特性及人们生产生活实践规律的

深刻影响，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非遗往往具有一定内在关联性，并隐含一定的内在规律。通过一定区域范围内

非遗的“时间—空间”研究，有助于提高对非遗空间分布规律的整体性认识，有利于探索区域范围内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内

在逻辑和演化规律。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北，东邻安徽、西接重庆、北靠豫陕、南界湘赣，是古楚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也是南北、东西文化的融会之地。因西北有武当山脉和神农架、荆山、巫山，西南有大娄山和武陵山，东北为幕埠山、

九宫山，因此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富饶的江汉平原，整体呈“口袋状”的西高东低地势特征。湖北省共有 17 个

城市行政单元，本研究根据地形特征将全省分为鄂东北（黄冈、孝感和随州）、鄂东南（武汉、咸宁、鄂州和黄石）、鄂中南

（天门、潜江、仙桃、荆门和荆州）、鄂西南（宜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鄂西北（十堰、襄阳及神农架林区）的五大

片区，其中鄂西南、鄂西北也可统称为鄂西地区，鄂东北、鄂东南可统称为鄂东地区，鄂中南及鄂东南可合称为鄂中地区（图 1）。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湖北省文化厅官网（http://www.hbwh.gov.cn/）。截至 2017 年，湖北省分别于 2006、2008、2011、

2014 年共颁布有四批国家级非遗，共计 103 项（127 个项目保护单位）；于 2007、2009、2011、2013、2016 年分别共颁布有

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 351 项（546 个项目保护单位），因此湖北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有 454 项（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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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保护单位）。由于同一非遗项目往往所属多个地区，为更准确地研究湖北省非遗的地理分布特征，本研究按行政区划的

不同以及该非遗的原生地，将同时分布于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进行拆分，将湖北省的 673 项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目前国际上对“非遗”的类型划分尚未做出统一标准，本研究主要根据 2008 年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的分类标准，将非遗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

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
［20］

。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将湖北省非遗的类型和级别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进行省域、区域、市

域上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分析，再通过 ArcGIS 软件将其可视化表达，总结其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

1.2.1 非遗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湖北省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最近邻指数和核密度两项指标进行刻画。最近邻指数法是判断非遗点空间分布类型（均

匀、随机、凝聚）的重要指标，它通过对比实际非遗点间的平均最近距离 与理论随机 Poisson 分布下的平均距离 的比值，

得到最近邻比率 R：

当 R＜1时，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聚类分布；若 R＝1，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分布；若 R＞1，则非遗点的空间

分布类型趋向于离散或均匀分布。

另一方面，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非遗点的空间密度特征。核密度估计方法以每个非遗点要素为圆心，计算半径为 h

的单元圆内的密度值，得到非遗的空间连续密度变化过程。非遗点处的分布密度函数 f (x) 为
［15］

：

1.2.2 非遗点空间发展特征分析

湖北省非遗点的空间发展特征由标准差椭圆和加权平均中心两项指标进行描述。标准差椭圆用于表征非遗点空间分布方向，

其计算原理为：以每个非遗点到总体非遗点算数平均中心的标准差为圆心坐标；以每个非遗点到总体非遗点算数平均中心的函

数为旋转方向；以每个非遗点以及旋转方向的函数定长短轴，从而定义出能够表征非遗点分布方向的椭圆。

此外，以非遗的核密度值为权重，计算湖北省各个历史阶段非遗点的地理加权平均中心，并以此表征湖北省非遗的空间历

史发展轨迹。

1.2.3 非遗点十大类型特征分析

洛伦兹曲线最初用于表征工业化的集中程度。本文在此运用洛伦兹曲线，表征湖北省非遗类型的集中化程度，集中化指数

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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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为非遗类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M 为完全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之和；K 为完全平均分布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

I 即为集中化指数。

2 时间演变特征

湖北省历史悠久，本研究按照历史发展的文化特色将湖北发展大致划分为五大阶段：①原始文化形成期（距今 200 万年前

—2070B.C.），人们对自然、鬼神的崇拜与敬畏构成该时期独特的原始文化特征；②楚文化发展期（2070B.C.—207B.C.），以

春秋战国时期时鼎盛繁荣的楚文化为代表；③宗教文化兴盛期（202B.C.—960A.D.），此时佛教、道教在全国发展蓬勃兴盛，

湖北境内以武当山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也在迅速发展；④经济文化曲折期（960A.D.—1644A.D.），因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态度的牵

制，湖北经济文化在鼓励与压迫的双重作用下曲折发展；⑤文化蓬勃发展期（1644A.D.至今），主要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而使得

革命和斗争成为此阶段湖北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湖北省五大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各有特点，而非遗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在文化引领的作用下，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文化面貌，因此随着经济文化的不同而各显内涵与特征（表 1，图 2）。

表 1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历史数量分布表

历史阶段 总数（占比）
国/省级

（项）
历史朝代

民间

文学

传统

音乐

传统

舞蹈

传统

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游

艺和杂技

传统

美术

传统手

工技艺

传统

医药
民俗

原始文化形

成期
51（7.60%）

11/40 石器时代 12 20 6 0 2 3 3 4 0 1

总数 12 20 6 0 2 3 3 4 0 1

楚文化形成

发展期
108（16.0%） 29/79

夏朝 0 16 0 0 0 0 0 4 0 0

商朝 0 1 3 0 0 0 3 0 0 0

周朝 2 9 0 0 3 0 4 1 0 0

春秋战国 10 12 2 1 4 0 7 10 1 12

秦朝 1 2 0 0 0 0 0 0 0 0

总数 13 40 5 1 7 0 14 15 1 12

宗教文化发

展期
126（18.7%） 22/104

汉朝 19 6 4 1 1 0 8 9 1 2

三国两晋
6 5 1 0 0 0 3 4 0 3

南北朝

隋唐 4 6 9 3 6 4 5 4 0 12

总数 29 17 14 4 7 4 16 17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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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曲折发

展期
116（17.2%） 18/98

宋朝 5 1 5 1 4 9 3 4 1 1

元朝 0 1 1 0 0 0 0 0 0 2

明朝 10 2 0 21 14 2 7 15 5 2

总数 15 4 6 22 18 11 10 19 6 5

文化蓬勃发

展期
251（37.3%） 46/205

清朝 5 32 27 57 23 2 15 34 9 5

民国 2 0 3 3 1 1 0 9 2 0

新中国 4 0 0 0 1 1 0 10 4 1

总数 11 32 30 60 25 4 15 53 15 6

注：沮水呜音、海马、利川木雕等 21 项“非遗”由于现存资料过少，无法考证其生源时间。

2.1 历史分期演化特征

2.1.1 原始文化形成期：鄂西南“传统音乐”主导

原始文化形成期主要发展于石器时代。湖北境内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 51 项（国家级 11 项，省级 40 项），以传统音乐，

民间文学两类非遗为主，仅此两项占到总数的 62.7%；其次分别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非遗；民

俗，曲艺两大类非遗数量极少，仅占该时期总数的 5.9%；尚未形成传统医药及传统戏剧类非遗。该时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中南

和鄂西南的长江沿线，鄂西北、鄂东北和鄂东南地区分布较少。传统舞蹈与传统音乐类非遗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特征且多分布于

鄂西南片区，传统音乐类非遗则多沿长江流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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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楚文化发展期：鄂西“传统音乐”突出

楚文化发展期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 1 700 余年。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08 项（国家级 29项，

省级 79 项），其中传统音乐类非遗数量最多；其次分别是传统戏剧类，传统手工技艺类，传统美术类和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

均在 10～20 个之间；曲艺类，民俗类，传统舞蹈类和传统医药类非遗数量较少，均在 10 项以下；尚无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类非遗项目。该时期非遗空间上从鄂西南片区的宜昌沿长江至鄂东南的武汉。

该阶段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非遗数量最为突出，商朝与秦朝时数量最少，具体特征表现为：夏朝时期的非遗零散分布于鄂西

片区，主要为传统音乐类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商朝时期，非遗数目较少，零散分布于恩施、宜昌、武汉等地；周朝时期非

遗数目有所回升，集中分布于鄂中南及鄂东南的平原地区，且相较于夏朝，周朝非遗集中分布于鄂中南及鄂东南的平原地区，

而不再是仅集中于鄂西片区，非遗类型主要为传统音乐；春秋战国时期，非遗数目达到该阶段内的最高值，高达 63 项，占该时

期总数的 58.9%，湖北境内各个区均有分布，非遗类型集中于传统手工技艺，民俗，传统音乐和民间文学；秦朝由于历时较短，

因此形成的非遗数目零星，并因受楚文化遗存的影响，秦朝时期的非遗都集中于楚文化氛围浓厚的鄂西南片区。

2.1.3 宗教文化兴盛期：鄂东“民间文学”崛起

宗教文化兴盛期历经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的四个阶段。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26 项（国家级

22项，省级 104 项），其中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最多；民俗，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数目皆有

较多增长，数量均在 10～20 项之间；曲艺，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数目增长较慢，均低于 10 项。该时

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西南的南部和长江流域、鄂西北汉江流域以及鄂东北和鄂东南的平原地区，以武汉、恩施产出最多。

该阶段内各历史分期产生的非遗数量相对均匀：汉朝时共产生非遗 46 项，主要分布于武汉、宜昌、恩施地区，民间文学类

非遗数量居所有非遗类型之首，且远高于其他非遗类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新增非遗数相对较少，主要分布于鄂中南、鄂东

北和鄂东南的平原地区，非遗类型以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以及传统手工技艺居多；隋唐时期产生的非遗数较多，空间分布上鄂

东非遗有显著增长，非遗类型以民俗，传统舞蹈类为主。

2.1.4 经济文化曲折期：鄂东各项非遗出彩

经济文化曲折期主要经历了宋、元、明的三个朝代。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15 项（国家级 18 项，省级 97项），

其中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曲艺数量最多；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传统美术数量次之；传统舞蹈，传统医药，

民俗，传统音乐数量较少。该时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东及鄂中南片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片区最为集中。

该阶段内宋朝时期非遗主要分布于武汉及周边地区、鄂西北汉江流域。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非遗是宋朝时期数量最多

的非遗类型，同时此类非遗数量也在宋朝达到最高，且以武当武术类非遗为主要部分，说明此时道教对湖北非遗的产生与发展

具有显著意义；元朝非遗数量不多，仅有 4 项，均分布于黄冈与咸宁；明朝的非遗数量居历史第二，密集分布于鄂东南片区及

恩施地区，数量最突出为传统戏剧类非遗，且自元朝以来，我国戏曲发展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受此影响，传统戏剧及曲艺类非

遗成为明朝时期湖北省非遗的主要组成部分。

2.1.5 文化蓬勃发展期：鄂东南、鄂西南“传统手工技艺”丰富

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251 项（国家级 46项，省级 206 项）。此阶段是五大历史分期中非遗数量最多的时期，并

且传统戏剧类、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于该阶段内数量到达历史最高。从空间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武汉、宜昌、襄阳以及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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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内清朝非遗数量及类型表现最为突出。清朝是湖北省非遗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数量异常突出，且传统戏剧，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及传统舞蹈类非遗均在此时达到历史最大值；民国非遗主要分散于鄂东，数量不多，且类型不全，数

量最多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缺少传统音乐，民俗，传统美术类非遗；与民国时期非遗数量特征相似，新中国非遗数量也不

多，且同样类型不全，其中以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数量最多，缺少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类非遗。民国和

新中国时期的非遗数量都较少，可能与这两个时期距今都不久的原因有关。

2.2 总体演化特征

从非遗数量看，湖北省非遗在历史时期的各朝代分布不均，起伏较大，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图 3），即分别

在石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和明清时期达到高峰，而在商朝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元朝时期为

发展低谷。非遗的产生是历史沉淀的过程，朝代发展的长短、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等都是非遗产生的重要

影响因素。

原始文化时期内，石器时代是多项非遗特征的起源时间，由于当时人类文明开化程度不够，因此具有神秘、崇拜鬼神的特

点的非遗多形成于此时期；楚文化发展期内，夏商周时期非遗数量较少，春秋战国时期却达到次级高峰，这与湖北省春秋战国

时期楚国的兴盛衰亡休戚相关，受楚文化的影响，该阶段内的非遗具有尚巫、浪漫的文化烙印；宗教文化时期内，动荡的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内非遗发展低迷，但在太平的秦汉与隋唐两大发展时期内非遗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且因当时道教与佛教的兴

盛而发展出不少以宗教为文化主题的非遗；经济文化曲折发展期内，湖北的农业经济文化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态度的牵制，从而

在经济文化在鼓励和压迫的双重作用下曲折发展，因此表现为非遗数量的大起与大落；文化蓬勃发展期内，一方面是由于距今

时长较短，非遗遗存数量多，另一方面，该时期内经济、技术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造就了这一时期内各项非遗的飞跃发

展，营造百花齐放的兴盛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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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遗质心的各朝代空间演化过程看，湖北省非遗随历史发展呈现出“迂回向东”的移动趋势。首先，非遗的标准差椭圆

长轴方向呈现明显纬向分布，预示着非遗东西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次，以秦汉非遗质心为界，秦汉之前，各时期非遗质心均分

布于秦汉非遗质心西侧，秦汉之后，各时期非遗质心均分布于秦汉非遗质心东侧。其三，仔细观察各个朝代的非遗质心位置：

石器时期与夏朝时期非遗质心位于鄂西南的宜昌；商朝、周朝、春秋战国、秦汉非遗质心分布在鄂中的荆门、天门、潜江交汇

之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朝、明朝的非遗质心则相对偏东，质心分布于天门与孝感交界之间；而清朝非遗质心又重新

回到荆门、天门、潜江交汇之处；发展至民国与现代，非遗质心再次东移至孝感、天门之间；元朝非遗质心相对特殊，位于咸

宁境内。总体而言，即湖北省非遗的历史轨迹为“迂回向东”发展途径。

3 空间分布特征

3.1 类型结构特征

湖北省非遗类型数量的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为 0.28，集中化指数偏低，类型分布呈现弱不均匀结构（图 5）。湖北省十

大类型非遗的数量总体呈四级梯度阶梯分布：①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音乐的两类非遗数量比重最大，均大于 100 项；②传统戏

剧类，民间文学类的两类非遗数量次之，属于 80～90项的二级梯度区间；③传统美术类，传统舞蹈类，曲艺类和民俗类的这四

大类型非遗数量依次都属于 40～70 项的区间内；④传统医药以及传统体育类、游艺与杂技类的这两类非遗数量相对较少，均少

于 3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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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区域特征

3.2.1 省域尺度

基于省域角度，通过最近邻指数法分析，得到湖北省非遗分布的最邻近比率 R（R＝0.17）小于 1，发现非遗的空间分布类

型为凝聚型。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非遗的集中与分异情况，发现湖北省非遗呈现出“四团两带”的“人”字型空间结构（图

6），即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级团”，以宜昌为中心的“二级团”和以恩施为中心的“二级团”，以十堰—襄阳为中心的“三级

团”；“两带”中沿长江、汉江的相夹区域分布的强南部带（宜昌、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鄂州、孝感一带），共分布 338

项非遗，沿鄂西山地一带分布的弱西部带（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十堰、襄阳）则分布有 228 项非遗（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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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地理数量分布情况

类型 区域
民间文

学

传统音

乐

传统舞

蹈

传统戏

剧
曲艺

传统体

育、游艺

和杂技

传统美

术

传统手

工技艺

传统医

药
民俗

国家/省

级

总数

（项）

武汉 14 4 4 9 10 4 10 20 10 4 16/73 89

咸宁 4 3 1 4 0 0 4 5 3 0 4/20 24

鄂东南

片区
黄石 0 1 2 2 0 1 5 6 0 3 3/17 20

鄂州 0 0 1 0 1 0 2 2 0 3 2/9 11 i

总数 18 8 8 17 11 5 21 33 13 10 25/119 144

黄冈 10 5 3 12 2 6 5 9 2 5 10/49 59

鄂东北

片区

孝感 7 0 7 6 4 0 5 7 0 1 6/31 37

随州 3 1 0 3 2 0 0 5 1 2 3/14 17

总数 20 6 10 21 8 6 10 21 3 8 19/94 113

荆州 5 6 4 5 11 0 4 10 1 3 10/39 49

荆门 1 5 0 5 1 1 0 5 4 1 1/22 23

鄂中南

片区

潜江 0 4 3 4 1 1 4 3 0 1 4/17 21

天门 2 3 0 2 4 1 3 4 0 0 2/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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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 0 1 0 3 3 1 5 3 0 0 3/13 16

总数 8 19 7 19 20 4 16 25 5 5 20/108 128

恩施 3 19 21 14 10 1 6 15 1 4 17/77 94

鄂西南

片区
宜昌 15 36 8 4 5 0 1 8 1 9 26/61 87

总数 18 55 29 18 15 1 7 23 2 13 43/138 181

十堰 8 9 5 8 2 5 3 7 2 8 11/46 57

鄂西北

片区

襄阳 3 12 3 4 3 1 5 5 3 0 8/31 39

神农架 5 2 0 2 0 0 1 0 0 1 2/9 11

总数 16 23 8 14 5 6 9 12 5 9 21/86 107

3.2.2 区域尺度

从区域尺度看，湖北省非遗表现为东西密，中间疏的特点，其中又以鄂西南（181 项）及鄂东南（144 项）分布最为集中，

但是两片区域的密集特点各有不同：鄂东南片的非遗数量多，类型丰富，空间核密度大，分布密集；鄂西南片的非遗数量虽然

多于鄂东南片，但非遗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核密度小于鄂东南片区，非遗类型也不如鄂东南片区丰富，相对单一集中，多

为传统音乐及传统舞蹈类非遗。非遗的这种空间分布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原地区的促进融合作用以及山地丘陵地区的保

护作用：鄂东南片地处江汉平原地区，自古往来便利、鱼水发达的先天条件使得作为人类活动文化成果的非遗丰富多彩；而鄂

西南片地处鄂西山地，山地丘陵的屏障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之间的交流，致使非遗类型相对单一，密度也较小。

3.2.3 市域尺度

湖北省 17 个城市行政单元中，非遗以恩施自治州（94项）、武汉（89项）、宜昌（87 项）数量最多，总体呈现四级结构：

①恩施、武汉、宜昌的三个城市属一级，非遗总数均超过 85 项。②黄冈、十堰、荆州的三个城市为二级，非遗总数大致在 50～

60项的区间内。③襄阳与孝感的两个城市为三级，其非遗总数均在 30～40项的区间内。④咸宁、荆门、潜江、黄石、天门、随

州、仙桃、神农架、鄂州的 9 个城市属于四级，其非遗数量均低于 30 项。

非遗类型的集中程度上，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均是以武汉核心点的鄂

东南片区为其分布中心；传统音乐类非遗以宜昌为一级中心、传统舞蹈类非遗则以恩施为一级中心，孝感为二级中心；民间文

学、民俗类非遗各以武汉、宜昌为其分布中心；曲艺类非遗则明显具有沿长江分布的特征。

3.3 级别空间特征

湖北省国家级非遗共计 127 项，宜昌市非遗项数量最多（25 项）。国家级非遗整体呈凝聚型分布，表现为“双核”结构，

即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核心的一级核心和以宜昌为核心的二级核心（图 7），主要集中于传统音乐、传统戏剧及民间文学的

三大类型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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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级非遗共计 546 项，以恩施（78 项）、武汉（73 项）产生的非遗项数量最多。省级非遗的空间分布类型同样为凝聚

型，表现出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单核”结构，以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与民间文学的三类为主。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本文对湖北省 673 项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空间结构、时间演变及其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结果表明：

湖北省非遗类型的数量结构分布不均匀，属于集中分布，但集中化指数偏低，呈四级梯度分布：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音乐

类非遗数量比重最大，传统戏剧、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次之，传统美术、传统舞蹈、曲艺、民俗类非遗数量位居第三阶梯，传

统医药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数量最少。

第二，湖北省非遗历史发展过程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周朝时期之前，非遗集中于鄂西南片区；春秋战国时

期，非遗中心与楚文化中心的宜昌、荆州相吻合，且逐渐表现出东移的特征；发展至最为鼎盛的明清时期，襄阳及十堰、恩施

及宜昌、孝感及黄冈、武汉及咸宁均是非遗的集中地。由此在空间上形成以武汉“一级团”，宜昌、恩施、十堰—襄阳为“二

级团”，以及沿长江的强南部带和沿鄂西山地的弱西部带的“四团两带”人字型空间结构。

第三，湖北省非遗主要集中分布于鄂西南、鄂东南两片区域，但这两片区域的集中特点不尽相同：鄂东南片非遗数量多，

类型丰富，分布密集；鄂西南非遗数量不少，但类型较单一，主要为传统音乐类和传统舞蹈类非遗，空间分布相对分散，这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原地区的促进融合作用以及山地丘陵地区的保护作用。

4.2 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湖北省非遗具备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无论是非遗整体，或是各类非遗，都表现出时空分布不均的

特征。从空间视角出发，针对区域内非遗实施具有的保护措施，不仅有利于非遗的原地活化，还可避免盲从，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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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四团两带”人字形空间特征，发挥“点轴”作用，实现原地保护。研究显示湖北省非遗“点轴”空间分布特征

明显，因此整体空间保护策略可以将非遗集聚的“四团”作为发力点，“两轴”作为路线，充分利用长江的水路贯穿之便以及

鄂西山地的界面保护效应，向湖北省其他区域辐射非遗文化。

首先于武汉重点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研活化中心，集中政府、社会以及学术力量，服务整个湖北省非遗项目；其次于鄂

西南设立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包括宜昌、恩施州两大行政区，以保护具有明显少数民族特征的非遗项目；最后分别

于襄阳、荆州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所，各自在南部长江带以及西部鄂西山地带上承担恩施、宜昌与武汉之间的枢纽作用。

非遗南部长江带重发展，西部鄂西山地带重发掘。南部带可利用长江主轴贯穿武汉至荆州、宜昌、恩施一带，串联非遗文

化，形成非遗文化带，促进宣传发展；而非遗西部带可利用鄂西山地的天然阻隔，强化保护性发展，进一步发掘出尚未被列入

保护名单的非遗项目。

4.3 结语

非遗的时空分布特征是非遗研究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工作，对探索非遗的保护与开发

模式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时间—空间”为研究对象，从横向、纵向的双向维度对湖北省非遗进行特征分析。在此基

础上，有助于从整体角度认识和把握非遗，从而有利于非遗的文化特征、文化属性的归纳与分析，更有利于做好非遗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工作。另外，非遗的空间分布研究依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内容，下一步，本研究将进一步从自然因素与

人文因素两大类分析非遗时空分布与湖北省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探究非遗折射当地历史文化发展方面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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