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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南省前五批 658 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使用三维数字地球

（LocaSpace Viewer）确定经纬度与高程等基本地理信息。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层面综合分析得出：湖南省

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以聚集态为主、分散状为辅、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于湘西与湘南地区，同时沿流域呈

多带状分布，且在这两方面存在空间指向的一致性。从地形、坡向、河流、社会经济、交通等因素分析对中国传统

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程度。采用特征类型分析法综合提出湖南省传统村落的 3种保护模式：产业展示、区域聚

合与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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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以下简称“传统村落”）是指基于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活的一种人类聚居模式，其建设年代较为久远，至今

仍然延续着这一基本生活形态，并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景观，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家园，

也是我国农耕社会背景下的多元素文化活态遗产。截至 2019 年 12 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

共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湖南省共有 658 个传统村落入选该名录。从湖南省入选的传统村落来看，其空间格局具

有显著的特征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对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

探讨其保护模式。 

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研究整体来看起步较晚，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建筑层面研究，对湖南省传统村

落典型历史建筑进行测绘并对其特征进行定性描述[1]，是基于民居与祠堂等不同历史建筑类型对湖南省传统村落典型建筑案例的

研究，对其单体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数据采集与图式表达[2]。(2)传统聚落层面研究，从地理特征视角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与

自然环境、空间布局与地形地貌的研究[3]；从民族特征视角对湖南省各区域的民族传统村落类型及风貌特征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调查与分析
[4]
，也对其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

[5]
。(3)人文地理层面研究，宏观层面注重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研究

[6]
；

中观层面注重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演变与传统村落用地演化规律、大地造景、可达度等研究[7-8]；微观层面注重传统村落空间形

态[9]、人居环境[10]、保护实证[11]、脆弱性[12-13]等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从简单到综合、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从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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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析到人文社会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14]，近年来基于遥感动态监测技术和 GIS 空间分析对传统村落分布与自然因素、用地

数量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5]。 

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位于我国长江流域中游地带，东依罗霄山脉临江西，西靠云贵高原东坡与重庆、贵州接壤，南沿南岭山脉毗两广，

北隔洞庭湖相望湖北荆楚大地，其总土地面积为 21.18万 km2，辖 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从全国地形地貌的总体特

征来看，湖南省位于从西向东由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向第三阶梯江南丘陵与从南到北由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全省山

地与丘陵占总面积的 70%以上。湘西有南北走向的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湘南有东西走向的南岭山脉；湘东有南北走向的罗霄山

脉；湘中地带为隆起的衡山山脉；湘北为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汇集的洞庭湖平原，其海拔较低，河网密布，地势较为

平坦。从流域水系归集来看，湖南省全域除极少部分汇入岭南的珠江水系及江西鄱阳湖赣江水系外，其余均为湘、资、沅、澧

四水流域范围，总体趋势为顺地势由南向北与由东、西向中部汇入洞庭湖，4 条主要河流年平均径流量在 100 亿 m³以上。从人

口民族成分来看，全省拥有 55个民族，以汉、苗、土家、瑶、侗等 9个民族为主，其中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居住于湘西与湘南山

地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公布的湖南省 658个中国传统村落为基本数据，运用 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方法，基于

多源因子分析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现状，深入挖掘其影响因素与空间分布关系，为湖南省传统村落保护模式的归纳提供

依据。 

2.1数据来源 

(1)湖南省 658 个中国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公布的前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2)使用三

维数字地球（LocaSpace Viewer）进行地名检索，确定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经纬度和高程信息；(3)DEM 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地

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SRTM30 米数据信息；(4)湖南省各市（州）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 2019》与湖南省统计局相关

统计数据；(5)湖南省行政区划、地形及河流等数据来自于湖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技术系统。 

2.2研究方法 

(1)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方法是利用 ArcGIS10.5 对湖南省全域 DEM 高程数据及传统村落分布矢量化处理，得

出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与高程分布图。(2)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是使用 ArcGIS10.5 空间分析

工具提取湖南省域内河网线，坡向分布等数据，通过与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现状进行叠加分析，得出其在不同坡向及流域

的分布图；运用 ArcGIS10.5中的缓冲区分析探索湖南省域道路密度对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结合数据分析各要素对湖南省传

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程度。(3)湖南省传统村落保护模式研究方法是特征类型分析法，基于传统村落的产业、民族、历史、

功能等特征综合提出相应的保护模式。 

3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现状 

从湖南省域范围来看单个传统村落属于点状，点状分布主要有聚集、随机、均匀三种类型，本文采用临近点指数进行分析，

临近点指数 R为实际临近距离（r1）与理论临近距离（r2）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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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计算经验判断，当 R>1时，为均匀分布；当 R=1时，为随机分布；当 R<1时，为聚集分布。运用 ArcGIS10.5进行运算，

得出 r1=0.16,r2=0.24,R=0.67，据此湖南省传统村落为聚集型分布。根据湖南省 14 个市（州）在地理环境及区位方面所存在的

差异，本文将湖南省分为湘北（含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湘南（含郴市（州）、永市（州）、衡阳市）、湘中（含娄底市、

邵阳市、湘潭市）、湘东（含株洲市、长沙市）、湘西（含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等五大地理区域，运用 ArcGIS10.5

对湖南省传统村落名录数据进行空间分布现状数据处理，得出湖南省传统村落市域分布现状图（图 1）。湖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

分布上呈不均衡态，以湘西片区的湘西州与怀化及湘南片区的郴州与永州最为集中，从占比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在湘西州、怀

化、郴州、永州等 4市（州）比重占湖南省传统村落总数的 78.42%（表 1），在地理区位上形成了湘西与湘南两大高密度区和湘

东与湘北两大低密度区（图 2）。 

 

图 1湖南省各市（州）传统村落分布 

4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 

4.1地形因素 

结合地形地貌特征可以将湖南省域概括为五大地理区：湘西切割山地区、湘南延伸丘山区、湘东带状山丘区、湘中隆起丘

陵区、湘北河网平原区。运用 ArcGIS10.5将湖南省传统村落与地形高程图进行叠加得出传统村落在不同地形区域的分布图（图

3），从分布数据来看，湘西切割山地区共计 370 个，湘南延伸丘山区 203 个，湘中隆起丘陵区 57 个，湘北河网平原区 21 个、

湘东带状山丘区 7个。其中高程 200m 及以下有 114 个，200～500m有 380 个，500～1000m有 159个，1000m 及以上有 5个。如

图 3 所示可以得出，湖南省传统村落沿湘南南岭山脉向北的延伸地带与湘西雪峰山及武陵山脉切割地带呈带状聚集分布，其南

岭山脉与雪峰山脉两大主要山系海拔大都在 1000m 以上，使得湖南省域因险要的地形造成了其西部和南部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

空间单元，并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地理环境制约，也降低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从而延缓了这

些地区传统村落的消亡，也是湖南省传统村落主要集中于湘西与湘南的地理原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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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密度 

4.2坡向因素 

坡向的地理学定义为坡面法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方向，不同的坡向因日照与气流等气候因素的不同，对传统村落的自然生

态环境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其中方位决定了太阳日照时数与辐射强度。湖南省位于北半球北回归线以北，太阳辐射量南坡

最多，其次为东南坡和西南坡，再次为东坡与西坡及东北坡和西北坡，最少为北坡。运用 ArcGIS10.5分析工具结合本文对坡向

的定义为：地表面上一点的切平面的法线矢量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过该点的正北方向的夹角。通过其空间分析工具中表面分析—

坡向工具，对湖南省域地形 DEM 高程数据进行坡向分析，以正北向为起点，顺时针旋转的角度表示坡向，以 45°为方位角度区

间，以 45°为间隔进行等级制划分为北（0°～22.5°，337.5°～360°）、东偏北（22.5°～67.5°）、东（67.5°～112.5°）、

东偏南（112.5°～157.5°）、南（157.5°～202.5°）、西偏南（202.5°～247.5°）、西（247.5°～292.5°）、西偏北（292.5°～

337.5°）等 8个方位。按照这八个方位将坡向的提取结果进行分类并与湖南省传统村落地理位置分布现状进行叠加，统计出湖

南省传统村落在各类坡向地区的数量，如图 4，湖南省传统村落阳坡（90°～270°）落点 368个，阴坡（270°～360°，0°～

90°）落点 290个，阳阴坡分布比 1.27∶1，其在坡向上整体数量分布无明显的方向性。湖南省位于夏热冬冷地区，但冬季寒冷

天气总天数大约只在 30天左右，获取日照防寒不是传统村落坡向选择的主要因素，结合湖南省域地形受山脉走向的多向切割与

传统村落耕读文化背景，其选址更注重于坡面的可耕种用地容量[17]，在坡向上不局限于南向当阳。 

表 1湖南省各市（州）传统村落数据 

市（州） 
 湘西   湘南   湘中   湘北  湘东 

湘西州 怀化 张家界 郴州 永州 衡阳 娄底 邵阳 湘潭 岳阳 常德 益阳 长沙 株洲 

数量（个） 172 169 29 90 85 28 11 43 3 4 3 1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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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湖南省传统村落地形分布 

4.3流域因素 

通过 ArcGIS10.5中河网线提取工具得出湖南省域主要流域现状分布图，将其与湖南省传统村落地理空间分布现状图进行叠

合，得出湖南省传统村落流域分布图（图 5）。由图 5 可以得出，湖南省传统村落集中分布于沅江流域共计 341 个，与湘江流域

上游地带共计 203 个，占总量的 82.67%。同时湖南省传统村落沿各流域呈带状分布，其地理空间分布与流域在空间格局的指向

方面具有一致性[18]。 

 

图 4湖南省传统村落坡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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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湖南省传统村落流域分布 

4.4社会经济因素 

运用 ArcGIS10.5 将湖南省各市（州）GDP 数据与市（州）行政地理区划进行叠合处理，绘制湖南省传统村落与各市（州）

GDP 空间分布图（图 6）。湖南省域市（州）经济发展程度与该市（州）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数量在总体上表现为负相关趋势，即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密度较大的市（州），其 GDP经济指标数值均低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同时其城市化水平从全省域范围来看也

普遍偏低。 

 

图 6湖南省传统村落与 GDP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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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湖南省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多数位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形成这一显著地理分布特征的原因与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有密切联系。综观湖南省传统村落地理空间分布的历史脉络，据历史记载，明清时期湖南迎来了农业生产的大移民与大开发，

其洞庭湖平原及湘中微丘陵地带传统村落规模较大，密度较高，因耕种地容量大，有大量千人以上的村落，而湘西与湘南山地

区受耕种地容量约束，大多数传统村落人口规模在 200 人左右，因多山的复杂地形，其村落密度较低。历史上，湘北平原区与

湘中丘陵地带水土丰美，是农业生产的优势地带，具有悠久的开发历史，是传统村落的密集区，也是南方农业生产新技术革新

的发源地[19]。但从现状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湘西与湘南地区[20]。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较低

的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这些地区城镇化进程，使其传统村落得以保存。统计数据显示湖南省域城市化水平最

高的长沙市（79.12%）仅有 3 个传统村落，而湖南省域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湘西自治州（46.54%）则达到 172 个，从经济角度来

看滞后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传统村落的延存。 

4.5交通因素 

依据《湖南统计年鉴 2019》公布的 2018 年各市（州）公路里程数，经计算整理得出 2018 年湖南省各市（州）公路密度数

据，前五位为娄底（186.03km/100km2）、湘潭（158.26km/100km2）、衡阳（137.82km/100km2）、长沙（137.24km/100km2）、岳阳

（137.02km/100km
2
），其中国传统村落共计 49 个，占比 7.45%。路网密度后五位的怀化（75.41km/100km

2
）、湘西州

（84.38km/100km2）、郴州（92.48km/100km2）、张家界（93.58km/100km2）、永州（102.64km/100km2）中国传统村落共计 545个，

占比 82.83%。数据表明湖南省各地区传统村落数量与该区域公路密度数值呈负相关趋势，地区公路密度越低，其交通可达性越

弱，与外界联系受到极大的约束，从而形成了相对闭塞的乡村空间环境，其传统村落受到外界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冲击较少，

使得传统村落得以保存。如湘西与湘南等以山地为主的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汇其间，大量传统村落坐落在湘西与湘

南的大山深处，交通可达性指数低，经济发展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为主，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这种不易进入

也很难走出的客观条件，大大延缓了该地区城镇化推进的力度与广度，因外界因素的介入甚微使大量的传统村落以活态形式传

存至今。 

5 类型特征与保护模式分析 

5.1传统村落类型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其生产、民族、历史、职能等主要特征等对其进行分类

（表 2），可以分为产业型、民族型、史迹型、职能型等 4种类型。 

5.2保护模式 

5.2.1产业展示模式 

产业展示模式主要是指依托周边城乡利用产业展示条件发展传统村落经济，村民全面而有效地参与到产业展示服务中来。

通过政府主导、社会资本介入、村民参与等方式，使当地村民既能从产业展示发展中获益，又能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从

而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21]。如郴市（州）汝城县沙洲村距离县城约 3km，为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结合传统村落农业

生产特色积极向展示型农业转型，在吸引周边城乡居民开展产业展示体验进行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表 2湖南省中国传统村落分类与建议保护模式 

类型 主要特征 建议保护模式 

产业型 具有以耕居为目标的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特征的村落;一定区域内形成相对固定的具有地方产业特 产业展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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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得以传承的村落 遗产保护模式 

民族型 
真实记录并展现民族的生活轨迹与生活状态的村落;民族共生与民族跨区域迁徙并相互融合的村

落 

区域聚合模式 

遗产保护模式 

史迹型 
具有历史建筑价值与历史景观的村落;反映革命历史上某一事件或某个阶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为

其显著特色的村落;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曾经居住生活过的村落 

遗产保护模式 

区域聚合模式 

职能型 
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地方行政管理、军事等职能为主的村落;著名宗教胜地附近，依靠宗教活动形

成的村落;依托交通条件如古代驿道驿站、水运港口等形成的村落 

产业展示模式 

遗产保护模式 

 

5.2.2区域聚合模式 

通过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于湘西与湘南山地区，这一特征有利于从宏观格局来考虑湖南省

传统村落片区的发展[22]，传统村落通过加强区域内合作与协同，依托宏观的区域文化特色来构建传统村落特色区带[23]。如怀化

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其县域坪坦河流域的侗族传统村落群，沿坪坦河源头蜿蜒而下，30 余 km 的流域范围内带状分布着 20 多个

极具侗族文化特征的传统村落，其分别结合流域的局地地形地貌特征以山谷、山腰、山脊等地理环境为基础，在多样的微观地

理景观背景下展现了通道侗族特色文化的传统村落特质。 

5.2.3遗产保护模式 

传统村落遗产要素如历史建筑、文保单位等数量众多质量较好或民俗文化特色突出，通过遗产保护以此建立各保护要素之

间的有机联系，是基于传统村落遗产的整体性保护[24-25]。如湘北地区的岳阳县张谷英村，其遗存了丰富的物质遗产与传统民俗，

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村落原貌保护与民俗文化的有机融合，当前张谷英村已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的南方地区汉系文化传统村落遗

产博物馆，使得整个村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与利用。 

6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通过对湖南省 658个中国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特征类型探讨了其保护模式，主要结论有： 

(1)从宏观的省域层面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非均匀态，呈现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其主要集中于

沅江流域上游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带与湘江流域上游的湘赣民系—少数民族交汇地带，从宏观层面有利于湖南省域中国传统村落

的区域系统性保护。 

(2)从中观的市（州）层面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表现为小聚集特征。各市（州）因其多山的地形、不便的交通、

欠发达的经济等，湖南省传统村落高密度分布的市（州）依托自然地理单元如山体围合盆地、小流域、山谷通廊等相对集聚，

为成片成带的群落式保护提供了可行性，而低密度的市（州）要注重单体村落的保护。 

(3)从微观的类型特征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类型特征较为显著，产业型传统村落主要分布于汉族生活生产地区，其量大面

广；民族型传统村落相对集中分布于湘西地区，其集中成片区状；史迹型与职能型传统村落零星分布于湖南省域各处，其具有

特殊的历史价值与鲜明的职能特色。总体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类型特征较为鲜明，有利于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与手段。 

6.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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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以系统视角剖析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其目的在于从省域层面探索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特

征并探讨其保护模式。前五批湖南省传统村落总量为 658个，遍布湖南省各市（州），如何进一步保护好这些中国传统村落已成

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与目标。结合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特征提出了产业展示、区域聚合与遗产保护 3 种模式，能否取得湖南

省传统村落保护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相应的保护模式的采用，也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作用、村民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协作、跨区

域信息共享等，对湖南省传统村落的保护理念与措施、发展思路与手段等开展多维的深度合作与交流，结合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的宏观统筹、区域分类指导、多方协作等手段，均将有助于湖南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取得积极成效。 

湖南省传统村落是各地域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载体，但在当前社会变革下，其也是十分脆弱的活态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

在当代快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如何结合其空间格局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因地因时制宜来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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