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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李 悦，张立明，顾湘云，魏舒婷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地理集中指数、最近邻指数等方法，以湖北省 86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

区为载体研究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在各地市的数量分

布不均，整体表现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其中黄石市的数量最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景观区均呈现

出“大聚集，小分散”的特点；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在鄂东南、鄂中、鄂西南区域呈团状聚集，鄂北走廊和

鄂南走廊区域呈带状聚集，总体表现为“三簇两廊”的空间集聚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分布与高程、坡度、

河流、历史古道和时空变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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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LI Yue，ZHANG Liming，GU Xiangyun，WEI Shuting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By using such methods a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metho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with a case study of 86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villages and districts in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is characterzied 
with an uneven distribution in various regions, showing an overall layout of “higher density in the south and lower 
density in the north”, among which Huangshi City ranks first in number. Different typ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shows a trend of “aggregation of the majority, dispersion of the minorit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feature, with clustered regions in the southeastern, central, and southwestern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and banded aggreg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orridors of Hubei Province, showing an overall spatial 
agglomeration feature of “three clusters plus two corridors”. More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elevation, slope, rivers, historical paths, and spatiotemporal changes.

Keywords：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patial distribution；renown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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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历史文化景观区是历史文化地理区域特征的典

型体现，它指历史时期人类为了某种需要，而“附加

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历史文化景观

的集中区域 [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

景观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史迹，体现

了特定时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

色、民族风情，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景观。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是历史文化景观的一种表现

形式，将时间变化与空间变化统一于一体，可以了解

人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不同的地理环境背

景下形成不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区，这是历史文化景观

区的不同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同时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街区的布局和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历史文化

景观的演变，挖掘区域历史文化有利于区域历史的延

续和文化的传承。本研究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为

载体，探讨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多以历史文化景

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为载体对历史文化景观区

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对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相关研究起

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主要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3 个维度展开。在研究尺度上学者们兼顾大

中小尺度进行相关研究：李渌 [2] 从大区域的视角采

用了古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清代黔西南地域

的商贸景观区，探讨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

提出了建立历史坐标保护系统；李和平等 [3] 从城镇

的视角对西南盐业历史城镇进行文化景观的“物质 -

价值”合一研究；李良 [4] 以小区域的乡村历史文化

景观区为载体对乡村风貌提出了改造方案。在研究内

容上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1）对历史文化景观区时

空演变的研究 [5-6]，多从时间脉络和空间格局两个方

面对其演变进行梳理，这其中大多数针对历史文化景

观区的空间格局进行探讨，衍生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 [7-8]、历史村镇 [9]、历史遗址 [10]、传统村落 [11] 的相

关研究。2）对历史文化景观区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

研究 [12-13]，学者们多在寻求历史文化景观的历史价

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和发展

对策，张敏等 [14] 认为静态孤立地保护都江堰水系文

化景观是片面的，以城市历史景观为方法论提出了建

议和方法，梁国昭 [15] 提出了建设一个吃住行游购娱为

一体的漱珠涌历史文化旅游区，从而重现其历史风貌。

同时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16-18]、街区 [19-21] 的研究也成

为了对历史文化景观区这一大主题下的热点。3）对

历史文化景观区规划方法类的研究，重点关注理论

框架的开放性与指导实践的具体结合，研究载体多

为历史文化名城 [22-24]、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5]。针

对历史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研究方法则多采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等数理

方法。

基于省域尺度对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进行直

接研究的学者较少，因此，笔者从地理学的视角，以

湖北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

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的发展离不开

历史底蕴的支持，摸清湖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

的家底，弄清湖北历史文化景观的分布特点，对于弘

扬传统文化，讲好湖北故事，赓续传统精神提供一定

的科学保障，也为湖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研究奠定一

定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对于本文所用的数据做出以下说明：

1）属性数据。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数据由湖北省

86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数据组成，国家级和

省级数据分别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和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北省文物局的官方

网站；其中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据统计到

2018 年公布的第七批（名镇 13 个，名村 15 个），

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统计到 2015 年公布的第一批（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统计到 2018 年公

布的第一批（名镇 7 个，名村 18 个，街区 41 个）。

一共获取国家级和省级共 95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

区的数据（包括兼备国家级省级），其中兼备国家级

和省级的名镇有 1 个，名村 8 个，合并国省兼备的数

据后有 86 个见表 1。
2）矢量数据。从国家地理基础信息系统提取到

的湖北省基础矢量数据。

3）空间数据。湖北省高程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

数据云精度为 30 m 的 SRTM 高程图。通过获取的数

据，建立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数据库内容包括各市的名镇名村街区的名字、经纬度

坐标、地市分布等。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针对湖北省 86 个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数据，

通过百度地图的坐标拾取功能确定其百度坐标位置，

将坐标转换成 WGS84 坐标，并运用 ArcGIS10.2 软

件进行点数据的处理，将坐标信息转化成点数据，与

湖北省行政图相结合后，得到全省的历史文化景观区

李 悦，等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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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数据。通过相关工具分析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

区在各地市州的数量分布及关系，并利用核密度分

析法 [26]、地理集中指数、最邻近指数 [27] 等分析方法

进行分析。

表 1 湖北省各地级市（州）历史文化景观区数量情况

Table 1 A lis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in each city in Hubei Province

城市

武汉市

襄阳市

宜昌市

荆州市

黄冈市

孝感市

荆门市

十堰市

黄石市

咸宁市

随州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潜江市

总数

名镇

  2
  3
  3
  1
  1
  1
  3
  2
  1
  1
  1
19

名镇所占比例 /%

10.53
15.79
15.79
05.26
05.26
05.26
15.79
10.53
05.26
05.26
05.26

名村

2
2

2

2
5
7

5

25

名村所占比例 /% 
8.00

0   8.00

08.00

08.00
20.00
28.00

20.00

街区

5
3
7
5
2
1
4

6
3
3
3

42

街区所占比例 /% 
11.90
  7.14 
16.67 
11.90 
  4.76 
  2.38 
  9.52

14.29 
  7.14 
  7.14 
  7.14

总数

  7
 5
  9
  8
  7
  2
  5
  3
14
12
  4
  9
  1

所占比例 /%
  8.14
  5.81
10.47
  9.30
  8.14
  2.33
  5.81
  3.49
16.28
13.95
  4.65
10.47
   1.16

2 结果与分析

2.1 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分布特征

2.1.1 空间数量分布不均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发现湖北省各地级

市（州）的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地

区分布数量差异较大，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各市（州）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总

数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从整体数量来看，

各市（州）的数量分布差异较大，其中黄石市最多，

咸宁市次之，而神龙架林区、天门市、仙桃市、鄂

州市则没有分布（表 1）。从分类看，历史文化景观

区中的历史文化名镇的数量相对较少，一共 19 个，

其中国家级 13 个，省级 6 个，黄石市、黄冈市、荆

州市均有 3 个名镇且均为国家级。名村一共 25 个，

其中国家级 15 个，省级 10 个，咸宁市有 7 个名村，

所占比例最大，黄石市和恩施市次之。历史文化街

区 42 个，武汉市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为

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其余均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总体来看，湖北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景观区较少。

2.1.2 类型分布呈“大聚集，小分散”特征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评选标准，将湖北省现有的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街区进行分类，可分建筑艺术类（33
个）、历史文化类（9 个）、贸易枢纽类（28 个）、

历史遗迹类（16 个）4 类。针对各个类型的历史文化

景观区的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2 所示。

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景观区呈现出“大聚集，小分

散”的特点。1）建筑艺术类的核密度分布大致分为

3 个集中区域，以恩施州为主的鄂西少数民族建筑聚

集圈，以荆门市钟祥为主的鄂中楚文化建筑聚集圈，

以黄石市为主的鄂东古民居建筑聚集圈。2）历史文

化类可分为传说型和事件型，传说型如淯溪镇、刘家

桥村等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具体考究的村镇；事件型

指杏花村，因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兴起，“文

赤壁”东坡赤壁历史文化街区，因苏轼的《赤壁赋》

而闻名，“武赤壁”赤壁镇则因为赤壁之战而闻名。

历史文化类主要分布在鄂东及鄂东南地区。3）贸易

枢纽类的核密度大致与古道和水系的分布相吻合，古

道交叉点多的区域核密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宜昌市

东南部、荆州市西北部以及荆门市钟祥市、襄阳市、

随州市、咸宁市西部等地。4）遗迹类主要分为工业

 注：摘录数量 1 及以上的城市。

图 1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数量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99李 悦，等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第 5 期

遗迹和革命遗迹两大类，工业遗迹主要以黄石市为中

心，革命遗迹类主要以五里村、周老嘴镇、瞿家湾镇、

七里坪镇为代表。

2.1.3 空间结构呈“三簇两廊”特征

计算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地理集中指数和

最邻近指数可以反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结

果显示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地理集中指数为

G=31.71%，假设将 86 个历史文化景观区平均分布

到 17 个地级市（州），每个地级市的历史文化景

观区的个数为 5.06 个，得出理论的地理集中指数为

G1=24.25，G ＞ G1。由此可知湖北省的历史文化景

观区分布较为集中。引入最近邻指数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总体分布仍呈现聚

集型的分布特征。历史文化名镇属于离散分布，名村、

街区属于聚集分布，街区的聚集性高于名村。

为进一步探究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的聚集度

情况，通过 ArcGIS 软件对湖北的历史文化景观区进

行核密度分析，具体分布图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呈现出“三簇两廊”的空间集

聚特征，呈团状集聚的黄石咸宁武汉组成的鄂东南

簇；宜昌市、荆门市、荆州市组成的鄂中簇；恩施州

为主的鄂西南簇；呈带状集聚的鄂市南走廊和鄂北走

廊。分别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核密度进行

分析，发现其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名镇的核密度呈

现出以荆州监利市洪湖市为核心的高密度核心区域，

宜昌市与荆门市之间、大悟县和红安县、黄石市黄冈

市的南部和咸宁市北部的 3 个带状分布的次密度区，

总体为“一核三带”的布局。名村的核密度呈现出以

黄石市为核心高密度区，两个次密度区，其余多点分

布的格局。街区的核密度呈现组团式分布，黄石市

北部武汉中部组团，宜昌市东南部、荆州市西北部、

荆门市西南部组团。

表 2 历史文化景观区最近邻指数
Table 2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类型
名镇
名村
街区
总体

最近邻比率
1.275 153
0.511 030
0.290 836
0.585 267

z 得分
-2.354 071
-5.373 662
-8.792 291
-7.357 812

P 值
0.018 569
0.000 000
0.000 000
0.000 000

聚集性
离散
聚集
聚集
聚集

图 2 湖北省不同类型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核密度图
Fig. 2 Kernel density map of different typ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ubei Province

a）建筑艺术类

b）历史文化类

c）贸易枢纽类

d）遗迹类

a）名镇



100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 年

2.2 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空间分布相关性

历史文化景观区本质是聚落特殊形式的体现 [28]，

古代聚居群落的分布受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高程和坡度的状态决定了聚落的土壤条件、水热条

件和工程建造条件 [9]，河流水渠影响着聚落的生产生

活、农业灌溉、交通运输以及军事防御等。历史文化

景观区的分布除了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相关性，社

会人文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9]，其中历史古道

作为一种文化道路是古代联通各个区域的重要纽带，

也是经济往来、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随

着历史时间的迁移也会影响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分布。 

2.2.1 与高程、坡度、河流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1）与高程的相关性。湖北省地处于第一二级阶

梯交汇处，地形种类丰富，地势起伏较大，将湖北省

高程图和行政区划图及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点数据叠

加分析得到图 4。根据我国地形划分标准，将 0~55 
m 划分为平原，>55~250 m 为台地，>250~500 m 为

丘陵，>500~1 000 m 为山地，1 000 m 以上为高原，

结合地形可将历史文化景观区划分为平原型、台地

型、丘陵型、山地型、高原型 5 类。其中平原型 25
个，所占比例为 29.07%；台地型 33 个，所占比例为

38.37%；丘陵型 19 个，所占比例为 22.09%；山地型

7 个，所占比例为 8.14%；高原型 3 个，占比 3.49%。

通过可视化高程与历史文化景观区分布的状况可知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多分布在 250 m 以下的平原

和台地，0~250 m 的分布数量随高程增加而增加，

250 m 以上则随海拔高程升高而降低。

2）与坡度的相关性。坡度代表地表单元陡缓的

程度，通过对湖北省的坡度和历史文化景观区的点数

据叠加后得到历史文化景观区坡度分布如图 5 所示。图 3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核密度分布图

Fig. 3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 in Hubei Province

b）名村

c）街区

d）总体

图 4 湖北省高程叠加名镇名村街区图

Fig. 4 Elevation superimposition map of renowned towns and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

图 5 湖北省坡度叠加名镇名村街区图

Fig.5 Slope superimposition map of renowned towns and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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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5 的 ArcGIS 采样发现，坡度在 10°以下

的历史文化名村有 53 个，所占比例为 65.12%，坡度

在 >10°~ 20°有 14 个；坡度在 >20°~ 30°有 15 个，

坡度在 30°以上的只有 3 个，分别是利川市谋道镇

鱼木村、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口村、通山县闯王镇

宝石村，其中坡度最大的是利川市谋道镇鱼木村，

为 37.59°，坡度最低的是瞿家湾镇，为 0°。坡度在

10°以下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坡度在 >10°~20°多分

布在具有小起伏的黄石市和咸宁地区。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10°是历史文化景观区分布

的分水岭，多数历史文化景观区分布在 10°以下的江

汉平原一带。历史文化名村的平均坡度和最大坡度均

大于历史文化名镇的平均坡度和最大坡度。

3）与河流水渠的相关性。选取湖北省的主要河

流和渠道，以成年人每小时行走的千米数为参考，

建立 1, 2, 5, 10, 15, 20 km 缓冲区（图 6），发现历史

文化景观区在 1 km 缓冲区内有 15 个；>1~2 km 缓

冲区内有 14 个，>2~5 km 缓冲区内有 19 个；>5~10 
km 缓冲区内有 10 个，>10~15 km 缓冲区内有 8 个，

>15~20 km 缓冲区内有 10 个。

历史文化景观区具亲水性，其中在 >2~5 km 缓

冲区内分布最多，大于 5 km 距离后趋于平稳。经分

析发现，长江沿岸只分布着 11 个历史文化景观区小

于汉江、清江等支流的分布数，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古代交通技术欠缺，人们改造自然的

能力较弱，长江天然屏障阻碍了其发展。而一些流量

稳定、流速较慢的小型支流更有利于历史文化景观区

的生存和发展。

历史文化景观区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地势的高低、坡度的陡缓、水源的远近自古

以来都是人类选取聚落的主要考虑因素。地势平坦、

坡度较低的区域给人们安营扎寨提供了便利，人们向

来临水而居，水源即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优质的交通脉

络。聚落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孕育，良好聚落吸引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聚集，也因此催生出大量优

秀的具有特色历史风貌的景观区。

2.2.2 与历史古道、时空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与历史古道的相关性。根据对相关资料的查询，

得出12条古代驿道、古道的历史道路。根据成年人每

小时行走的千米数为参考，课题组分别对古道建立1,

2, 5, 10, 15, 20 km 缓冲区（图 7），结果发现历史文化

景观区在 1 km 范围内有 11 个；>1~2 km 范围内有 15 
个； >2~5 km 范围内有 26 个；>5~10 km 范围内有 10 
个； >10~15 km 范围内有 4 个；>15~20 km 范围内有 3 
个，80.23% 的历史文化景观区处于历史古道沿线。

>2~5 km 以内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数量与距离的远近成

正比，并在 5 km 处达峰值，随后分布的个数与距离

古道的远近成反比例，这一特征与河流缓冲区的结论

趋于一致。

将古道分布图和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核密度图叠

加后发现（图 8）古道的形态大致趋于“三簇两廊”

的分布特征，古道交叉点多的区域与鄂西聚集圈、鄂

中聚集圈、鄂东聚集圈 3 个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核心区

域重合。

与时空分布的相关性。本研究从湖北省的最西

端 108°E，每隔 0.5 个经度统计各个历史时期的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数量并将其二维可视化得到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时空关系图如图 9 所示。由

图 9 可见东西方向上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景观区的

空间集聚及分布特征。朝代从开始有历史文化景观

区的周朝计算，历史文化景观区逐渐向东偏移，春

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

化景观区的数量较少，到了宋朝，出现出两个中心，

112°E~113°E（荆州市荆门市），114°E~115°E（咸

图 6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与主要河流的关系图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and main rivers in Hubei Province

图 7 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与历史古道分布图

Fig. 7 Distribution map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reas and historical ancient paths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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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市武汉市），到了明清时期全省两侧出现大量的

历史文化景观区，从西到东分别是恩施市、宜昌市、

随州市、荆州市、黄石市咸宁所在经度，民国时期的

重点则在武汉市所在经度，历史文化景观区的时空迁

移和发展的趋势大致与历史发展格局、变迁过程相契

合。即从周朝至明清时期，湖北省的历史文化景观区

的集聚中心随历史经济文化中心逐步呈现东移的扩

散过程。

历史文化景观区与社会人文因素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地理环境影响历史文化景观区的分布位置，社

会人文因素则影响其发展的兴衰。历史古道是古代

商业往来人口迁徙的重要途经，古道的繁荣进一步

催生了历史文化景观的繁荣，并使其保存延续至今。

历史发展格局的演变代表了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

重心的演变，历史文化景观深受时事影响呈现出与历

史文化中心同步的迁移扩散过程。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湖北省历史文化景观区空间分布不

均，各类型均存在“大聚集小分散”特征，总体空间

结构呈“三簇两廊”的多核聚集型分布。历史文化景

观区的分布与高程、坡度、河流、历史古道、时空分

布等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表明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

社会环境对历史文化景观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基于此

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对历史文化景观

区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结合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分

片区、有针对的集中保护，历史文化景观三大聚集

区也是古往今来文化资源的重要聚集区，应依据“景

观信息链”理论将历史文化景观区外观风貌的“形”

和文化内涵的“魂”相结合，对历史文化景观区内的

单体建筑和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依据不同的历史

文化景观区类型，分别保护景观区的“原真性”“地

方性”。将优先保护作为历史文化景观区发展的前提，

做到科学规划，严格执行，以确保地方历史文化基因

的传承。2）加强历史文化景观区的资源利用。个性

化旅游带动历史文化景观区旅游发展，依据历史文化

景观区“三簇两廊”的空间结构特征，构建湖北省

历史文化景观区旅游发展格局，重点发展以武汉市、

宜昌市、恩施州为中心的鄂东南、鄂中、鄂西南集中

区，进而建立鄂北、鄂南历史文化景观区旅游廊道。

以现有的历史文化景区景点为依托，整合周边历史文

化旅游资源，联动生态、康养等其他类型旅游资源，

形成多层次的丰富旅游产品，提高历史文化景观区的

吸引力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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