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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格局 

章雄超 郑林 刘逸超 赖玉萍1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要：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部分,是一个地区弘扬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

作为历史文化大省,对其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和弘扬江西省历史文化资源,提升赣鄱文化影响力。因此以江西省

全国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平均最近邻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分析其与赣鄱文化的关系及原因,旨在为弘扬江西省历史文化,提升赣文化影响力,以及打造江西形象等工作提供参考。结果表

明:1)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九江、南昌、樟树、吉安四个集聚区构成的沿鄱阳湖和赣江的赣鄱文化轴带,并于轴带两

侧形成了安源、井冈山和瑞金 3个次级核心区,整体上呈现出“一轴多点”的格局；2)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聚集趋势与赣鄱

文化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集聚特点具有从“临水性”到“山地性”的转变；3)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类

型呈现出单一到多元再到单一的特征。其不同时期重心移动距离先增后减再增,移动方向总体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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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必须在丰富人民物质生

活的同时也给予丰富的精神食粮。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历史文化的瑰宝,挖掘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及价值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满

足人民群众需求。文物保护单位多为悠久的历史文明之下所形成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重要历史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这些文化瑰宝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研和社会文化价值并且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蕴含了我们这

个民族的思想、智慧、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所以往往会被各级文物部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
[1,2,3]

。 

江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省份,有景德镇市(首批)、南昌市(第 2批)、赣州市(第 3批)和瑞金市(2015年新增)共 4座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还有近代江西孕育出来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和中

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革命源地。因此江西的土地上保留了一大批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其类型之全、保存

之完整是别的省份甚至革命经历同样丰富的陕西、山西等省都无法比拟的。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利于江西

提升赣鄱文化影响力,推动江西建设成为文化强省。 

文物保护单位有其特殊的属性,因此从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和旅游学等
[5,7]

方面对其相关研究较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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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价值、现状、保护、规划及其利用与旅游开发
[4,5,6]

等方面。与之相比,从地理学角度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

相对较少,国内地理学者更侧重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时空分布格局、空间扩散过程等方面的研究[8,9]。国内对于文物保护

单位的地理学角度的研究主要为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基于全国的多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据,奚雪松发现我国文物保护单

位分布主要受到地势地形、文化区的划分以及不同自然区的影响较大
[1]
。朱爱琴在研究湖北省文化遗产中发现,湖北省文物保护

单位随着时间的演进集聚中心发生变化、集聚类型由多核集聚变为单核集聚
[5]
。林晓峰对于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研

究,揭示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主要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文化基础及文化流派传承 4个方面
[7]
。

此相关研究还有杨嫚、包书月关于河南和北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等都有研究出本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独有特点
[3,4]

。综上所述,

地理学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有利于探寻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与保护具有借鉴意义。但是目前

地理学者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不同地区特点不同。因此本文借助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的同时

探寻其与赣鄱文化的关系,以达到对文物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弘扬,提升江西省赣鄱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部华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南岸。全省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南部丘陵逶迤,北部平原坦荡,整个地势由

南向北,从外朝内,渐次向鄱阳湖倾斜,构成一个向北敞口的大盆地。境内河流众多,主要由鄱阳湖五大水系赣江、抚河、饶河、

信江和修水构成
[10]
。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青铜文化、瓷器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茶文化以及历史名人、近现代革命斗争

留下的遗址遗迹广布全省,颇具特色
[11]
。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1～7批(1961-2013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的 127处江西境内的文物,以及江西

省文化厅公布的 1～6 批(1957-2018 年)1 06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剔除江西省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与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重

复项,合计 1 112 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本研究主要借助百度地图拾取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属性,运用

了 ArcGIS10.2 建立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属性数据库,并绘制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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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是拿来测量空间聚集程度。核密度估计的定义为:设点集 X1,…,Xn是当作从密度函数为 g

的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 g在某点 x处的 g(x)。通常用 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计算式为[8]: 

 

式中:k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i)表示估值点 x到事件 Xi处的距离。 

1.3.2 平均最近邻指数点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分为:集聚型、均匀型和随机型 3种状态。利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可以反映

和刻画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
[12]
,平均最近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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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表示区域面积；n 为区域内的研究对象数；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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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变化特征 

2.1 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变化特征 

为了更好的研究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变化特征,并参考前人之相关研究
[13]
,本文将文物保护单位年代主要划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以来时期。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历史阶段均有分布(图 2),从旧石器时代到民国以来其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明清时期的文物

保护单位的数量增长最快,这与该时期赣鄱文化鼎盛有着密切关系。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少时期,民

国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最多,其中明清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到总数的 80.75%。从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来看(图 3),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在五大分类中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其中古建筑

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这两大类比例远高于其它 3 类占到总数的 81%,古遗址、古墓葬和石窟寺及石刻三大分类比例基

本相当,石窟寺及石刻这一分类只占全部文物保护单位的 4%,为五大分类中数量最少的一类。此外,不同分类的文物保护单位其随

时间推进数量变化的规律有所不同。表 1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结构类型单一,主要集中在古遗址类,因为距离

历史时间的远近对文物遗迹的保存影响较大,先秦时期距今遥远大多文物只能以遗址的形式存在。随时间推进其类型不断呈现出

多元化,至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又集中于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所决定,但江西省的

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中 474处有 421为红色遗迹却是受到江西丰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事件所影响。 

2.2 时代重心演变趋势 

利用 ArcGIS 中的“Mean Center 工具”得出历史阶段内各自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相关情况(如图 4 所示)。整个移动过程总

体向南,移动速度呈现出快慢快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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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变化 

 

图 3 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比例 

表 1 不同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型数量 

 古建筑 古墓葬 古遗址 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总计 

史前至 

先秦时期 

 

5 3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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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 3 9 9 3 

 

24 

隋唐五代时期 12 9 17 8  46 

宋元时期 45 18 22 21  106 

明清时期 332 28 14 15 30 419 

近代以来 2 2  1 474 479 

总计 394 71 95 48 504 1 112 

 

图 4 不同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变化图 

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其重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足迹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先秦时期江西属于百

越之地,因其远离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区域(黄河流域),人类遗迹较少,仅有 38 处被列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以来中原文

化开始向南传播,汉代设立豫章郡奠定了江西省基本行政单元对赣鄱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使得秦汉时期的江西文物

重心向政治经济中心的豫章郡方向移动。随着东晋时期中原政权衣冠南渡,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以南包括江西

在内的地区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进入隋唐时期,鄱阳湖地质构造运动基本完成,奠定了今天的格局,为江西水运地位的提升发挥了

稳定的作用。至明清时期凭借交通优势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巅峰。民国以前文物保护单位多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遗迹,与社会

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相关性,不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数量开始变多,而且趋于向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移动。民国以后

传统的赣鄱文化开始衰弱,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受到赣南的红色革命运动的影响整体上向赣南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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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利用 ArcGIS中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工具,得出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 R指数为 0.559 236<1,Z 得分为

-28.118 296,P 检验小于 0.01 这说明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在 99%以上的可信度为集聚分布。受水系格局和红色文化影

响,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九江、南昌、樟树和吉安 4个集聚区构成的沿鄱阳湖和赣江的赣鄱文化轴带,

并于轴带两侧形成了安源、井冈山和瑞金 3 个次级核心区,整体上呈现出“一轴多点”的分布格局(图 5)。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

活动的遗迹,文明的发源往往是依托江河湖泊,赣江作为江西的母亲河,为江西的赣鄱文明的孕育提供水源、交通；赣江和鄱阳湖

的河流冲击平原更为古人类的农业生产提供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的自然条件。九江、南昌、樟树和吉安作为赣江、鄱阳湖沿岸

的地区人类活动频繁。进入近代,江西省萍乡市、井冈山市、瑞金市成为江西重要的革命摇篮,打响了秋收起义的枪声、创建了

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孕育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因此遗留下大量的红色遗迹,为赣鄱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时代

内涵。 

3.1 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3.1.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呈现出来的是“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一时期全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

形成以樟树市为中心的聚集大中心和奉新县、靖安县附近形成一个次中心(图 6),全省其他地区虽有分布但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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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图 6 不同时代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先秦时期江西省属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区域。鄱阳湖在新旧石器时期也尚未形成,赣鄱文化这一时期同早先的中华文明一样,

被孕育在各分支河流的交叉之处
[14]
。例如樟树市附近的筑卫城遗址、大洋洲遗址和修水的山背文化遗址附近形成了这一时期的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聚集中心。因为先秦时期的文明主要为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河流交叉处带来的肥沃土地使得既有利于渔猎

又有利于农作物灌溉。 

3.1.2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密度分布仍然是“一花独放”的状态,分布

较先秦时期更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九江市区附近,文物类型主要以西晋和东晋时代的古墓葬与古建筑。同一时期江西其余地区主

要以古遗址与古墓葬为主,零星分布在赣西和鄱阳湖周边地区,其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因此没有形成密度核心。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传播,秦朝江西虽属九江郡,但郡治不在江西境内,至汉高祖刘邦时期,在今南昌境内

设立豫章郡,使江西第一次设立了省级行政中心,至此以后,江西全境逐渐开化
[15]
。使得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城址,诸如紫金城

遗址和枭阳城遗址等。到东晋时期,中原政权偏安长江以南,带来技术与人口,使得江西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江西的宗教文化发

达,据统计,长江之滨的庐山,从东晋到唐宋时期,寺庙最多达到 380余所
[16]
。庐山的东林寺更是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因此这一时期

江西文物保护单位大量的分布于庐山周围的九江市境内,形成集聚中心。此外,这一时期赣鄱文化深受陶渊明等文人影响,开始形

成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特点[16]。石窟寺及石刻类文物保护单位的出现是很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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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表现出为“一超多强”的状态。在赣东北景德镇、婺源附

近形成一个大的集聚中心,在铅山县、吉安县、宜丰县和九江市区附近形成若干个小的集聚中心,沿鄱阳湖、赣江的集聚轴带也

初现雏形。 

隋唐五代时期地处赣东北的景德镇瓷业开始兴起,大量的陶瓷工业作坊使得景德镇地区遗留下大量的瓷业遗址、瓷土矿和银

矿遗址,形成了一个集聚中心。瓷文化也开始成为了赣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内其余次中心,多以佛塔、寺庙和古墓葬居多。

因为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兴盛,且江西尤为繁荣,致使唐代有“做官去长安,拜佛去江西”之说
[17]
。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宗教遗迹。隋

唐之前江西的经济文化属于荆扬文化圈,但是隋唐开始,江西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随着商品经济因交通因素开始繁荣,本

地区经济文化开始独立孕育并形成富有赣鄱色彩的特点
[14]
。二是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大量人口南迁,

为江西的发展和繁荣奠定基础。 

3.1.4 宋元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在宋元时期开始向鄱阳湖、赣江一带分布,并形成九江、樟树、新干、吉安和

赣州 5 个集聚中心。聚集中心不断向赣江、鄱阳湖这条轴带移动且集聚程度继续加深。这一时期文物类型的主要特点是集中了

近 1/2 的石窟寺及石刻和 1/4的古墓葬(表 1)。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商品经济繁荣。并形成了沿长江—鄱阳湖—赣江—梅岭—珠江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江

西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地区之一,是连结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的必经之地
[18]
。江西经济开始大发展大繁荣,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带

来文化的繁荣,宋元时期程朱理学兴盛,加之书院众多,江西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家(例如:陆九渊、文天祥、王安石、黄庭坚、

辛弃疾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江西留下石窟、石刻和墓葬,成为了奠定了赣鄱文化兴盛的基石。

同时人口也是重要因素,经济与文化需要人来推动,而宋朝江西人口居全国各省之首。 

3.1.5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除了传统的赣江—鄱阳湖轴带上的九江、南昌和吉安的 3个核心之

外,抚州临川也形成聚集核心(图6),这一时期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激增,是宋元时期的4倍多,其遍布全省又集中于

赣鄱水系及其支流周围。该时期文物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古建筑比例高达 84%,且少量存有 30处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表 1)。 

该时期江西继续凭借长江—鄱阳湖—赣江—梅岭—珠江所形成的南北交通优势,带动着全省人流、物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局势一直保持至晚清[19]。最终形成了以九江为中心的浔阳文化、南昌为中心的豫章文化、吉安为中心的庐陵文化和抚

州为中心的临川文化的文化核心,与赣江上游地区的客家文化基本构成了现今赣鄱文化的格局。明清时代江西商品经济带动着赣

鄱文化走向了鼎盛时期。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使得这些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 

3.1.6 民国以来时期民国以来,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从传统的集聚中心赣江—鄱阳湖轴带之上转向了吉安青原区、

井冈山市和赣州瑞金市 3 地,全省其余地区分布较为稀疏,仅在南昌、修水和安源等地形成聚集程度较低的密度中心。文物保护

单位数量较前一时期有所增长,聚集性特点发生改变,从河流水系转向山区,民国以前集聚于赣鄱水系周围,进入民国以后转向赣

南山区。文物保护单位绝大多数为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一分类,虽然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性,但是经进一

步整理发现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474 处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中 421处为红色遗迹。 

赣鄱文化在经历明清的鼎盛时期之后,因为近代京广铁路的兴起、海运的地位超过内河水运,使得江西的交通优势丧失,赣鄱

文化一度走向低谷,但近代的江西打响了革命的枪声,扛起了红色的大旗,成为了全国革命的急先锋。凭借赣南和罗霄山区的地势

地形优势,在吉安青原区和井冈山市、萍乡安源区、赣州瑞金市等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不仅使得在上述地区遗留下大

量的红色遗迹,而且使得赣鄱文化从蛰伏又走到潮头,以红色文化的内涵继续在江西的土地上发扬,有力的提升了江西文化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成为赣鄱文化的重要名片。 

3.2 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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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样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7)。五大类文物除石窟寺及石刻的文物保护单位仅一个聚集核心

之外,其余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四大分类的文物保护单位都是拥有多个集聚核心。 

 

图 7 江西省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古建筑和古墓葬这两类文物保护单位都主要集中在赣江—鄱阳湖文化轴带之上的九江市、南昌市、吉安市以及轴带之侧的

临川、贵溪和婺源 3 个次级核心。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依托长江经赣江至珠江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九江、

南昌和吉安成为了古代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几个城市,是江西赣鄱文化的代表地区,因此会遗留下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古建

筑。吉安和抚州临川在古建筑这一类文物形成集聚,因为两地一直是江西的才子之乡,人才兴盛使得这 2 个地区书院、名人牌坊

的古建筑众多,而婺源则是形成一个徽派建筑的聚集核心。古墓葬这一文物保护单位在江西主要集中在这样三大类:名人墓葬、

宗教墓葬和墓葬群。其中江西省境内的古墓葬多为名人墓葬,因为宋元以后江西省文学家众多,例如:辛弃疾、王安石、周敦颐、

黄庭坚等,众多的名人以及文学家使得江西境内古墓葬主要以名人墓葬为主,文化的兴盛也表明宋元以后江西的经济开始繁荣。

江西境内少量的宗教墓葬主要是因为江西宗教文化繁荣,有着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林寺、青原派发源地净居寺以及道教文化的

发源地龙虎山等。 

古遗址这类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形成景德镇市、樟树市、新干县密度中心。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主要集中在井

冈山市、吉安青原区、赣州瑞金市和萍乡安源区附近。石窟寺及石刻则只集中在九江市区附近。古遗址在全省主要形成了三大

集聚中心,景德镇市地区千年不断的陶瓷文化遗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古窑址、古矿址；樟树市和新干县因为地处赣江中下游,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人类活动历史早,保存着江西省先秦时期人类生产生活遗址和城址等。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在江西

的分布状况主要和江西省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五次反围剿、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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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事件有关,因此这些地方在地理空间上就形成了密度中心。石窟寺及石刻,全省仅在九江市附近形成密度中心,数量接近石窟寺

及石刻的 1/3,这主要是因为九江地区“山多洞奇”特别出名,庐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石钟山更是因为苏轼的石钟山记闻名

天下,龙宫洞是江西最大的溶洞等原因,让九江地区拥有众多石窟寺及石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平均最近邻指数 R为 0.559 236 <1 表明其空间上为集聚分布。具体来看呈现出“一轴多点”的空间分

布格局,主要以长江—鄱阳湖—赣江为轴带形成的传统赣鄱文化下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区。和轴带两侧形成的富有红色文化内

涵的安源、井冈山、瑞金三大次级核心集聚区。 

2)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时间跨度长,集聚趋势的发展同赣鄱文化的形成脉络基本一致,早期江西经济依附于荆扬经济文化

圈,没有形成独立特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人类活动一致,主要集中在赣江与鄱阳湖的各分支河流的交叉处,尚未形成赣鄱文化轴

带；隋唐以后江西的经济地位因为赣鄱水运的影响而提升,人类活动不断向赣江与鄱阳湖沿岸集聚,从而形成富有赣鄱特点的江

西文化,至民国,又因为江西水运交通优势下降,赣鄱轴带随之消失,但是赣南的革命活动为赣鄱文化注入了革命的血液,也使得

这一时期的文物都集中在该地区。 

3)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有两大特征,以民国时期为界,民国之前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临水性”特点,主要趋于集

中在赣江和鄱阳湖及其支流周围,民国之后具有“山地性”特点,主要趋于向赣南山地集中。 

4)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同时代空间分布重心随着时间的推进,移动速度出现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移动方向总体向南。文物

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总体向南也反映出江西省人类社会活动的移动趋势。先秦

时期江西远离中华文明核心区域,至汉高祖在赣北设豫章郡,中原文化才开始向南传播,自北向南辐射全省,基本奠定了江西省文

保中心的总体移动趋势。 

5)除石窟寺及石刻这一类文物仅集聚在九江附近之外,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四大

类文物都是呈现多核集聚,尤其古建筑及古墓葬与全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相似,聚集于赣鄱轴带之上,主要受宋元

之后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较大。石窟寺及石刻这类文物因载体的特殊性分布受限,主要集中在九江山多溶洞一带。古遗址主要分

布在万年县、樟树市和新干县等地,与先秦时期江西主要人类活动范围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受到水系、土壤和地形等影响较大。

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空间分布主要与近代江西革命事件和运动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地域性

的特点,山高林密,反动势力薄弱等原因,井冈山、瑞金和安源成为革命的首先之地。 

4.2 建议 

1)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不均衡,部分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资源偏少,应对文物保护集中区进行重点保护,同时加大对

文物保护数量稀少的地区申报力度,努力挖掘江西省的历史文化资源。 

2)历史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借助文物保护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收入,还能带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使江西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新增一个发展引擎。让赣鄱文化又借助旅游业形成的产业链不断提高知名度,向全

国乃至世界传播,实现“经济借文化发展,文化借经济传播”的双赢局面。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革命运动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使江西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利用好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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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物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既是对江西深厚革命历史的尊重,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振兴苏区以及在新时代发扬革命

精神的必然选择,使江西的红色文化在全国起到传承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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