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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经历了长期的体系构建和理论积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发展

动向，现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方法 论文以 CNKI 数据库中 2003 年至 2019 年间有关非遗研究的

2553 篇期刊为对象，使用 CiteSpace 的数据分析功能，展现出关键词（Keywords）、作者（Author），机

构（Institution）等结构谱图，挖掘国内非遗研究的热点、高被引文献、非遗领域研究领头人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等信息。结论 研究表明，非遗的研究范围涉及旅游经济、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且经历缓慢

起步、快速增长及稳态发展三个阶段。“大分散，小汇集”是如今国内非遗发展的现状，机构间的联系

较小，学术交流有待加强。非遗研究者之间受地域因素和学缘影响，合作关系较弱。非遗热点关键词概

括为概念界定类、可持续发展类和开发管理类。研究方向可归纳为维持发展与延续创新、民族非遗文化

产业管理、开发与利用。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研究者对国内非遗领域的发展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这能为针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切实科学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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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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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collate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grasp its development trends, as the said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long-ter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With 2,553 journal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3 to 1919 as research objects, CiteSpace’s data analysis function was used to display the structural spectra of Key-
word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etc. Dome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hotspots,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re-
search leaders in the fiel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were min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scop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volves many fields such as tourism economy, fine arts and music, 
and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slow start, rapid growth and steady development. “Great dispersion and small collec-
tion”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There is little conne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weak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academic relationship. The keywords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hotspots are summarized into concept defini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maintaining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de-
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Based on the visual analysis of CiteSpace 
software, the researchers have a more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whi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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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

蕴含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是文化延续的有效证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非遗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目前，

针对国内非遗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分析与前景预判

的文献相对较少。知识图谱可以把杂乱无章的数据通

过可视化技术手法生成有迹可循的知识图谱，为相关

研究提供合理充分的依据。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领域的主要现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选取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的重点期刊，通过可视化软件

对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机构、热点、发文作者

图谱进行梳理与总结，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热门要点

及未来趋向。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生成的知识

图谱，整理和分析非遗的动态发展规律，为未来的发

展提供参考和方向。 

1  研究方法与文献数据采集 

1.1  CiteSpace 工具简介及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是以某一知识领域为研究对

象，以这一领域涉及的文献作为研究数据，将数据导

入可视化软件，绘制出该学科发展趋势与结构关联的

图谱，呈现出关系分布和演变[1]。该研究方法属于科

学计量学范畴，于 2005 年被引入国内，目前广泛应

用于医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六十多个领域[2]。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CiteSpace 作为最常使用的

知识图谱绘制软件之一，深受各领域学者的青睐，版

本至今仍处于更新状态。以 CNKI 中的文献为数据来

源，搜索和筛选出所需期刊，点击“Refworks”格式，

并导出，再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 中，把生成的文献

格式转化成 CiteSpace 软件可识别的格式。设置文献

的时间跨度及单个时间分区的相关参数，在网络裁剪

方法（Pruning）中勾选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模式，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 Keywords
（关键词）、Author（作者）、Institution（发文机构），

依次生成知识图谱。最后根据 CiteSpace 软件生成的

图谱，结合高被引期刊，分析其研究方向与热点变化。 

1.2  文献数据采集 

本文分析的文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为了解决

CNKI 中收录文献类型众多且等级差别较大的问题，

确保能够更有效地呈现出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趋势，

以 CNKI 数据库中的 CSSCI 来源期刊为数据。为了

更加精确地把握其发展动态，提高文献分析质量，通

过检索词检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含“非遗”），

得到文献 2608 篇，除去不相关文献，最终将 2553 篇

文献作为最终样本。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分析 

检 索 结 果 发 现 ， 该 研 究 涉 及 的 领 域 有 文 化 类 

 
 

图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Fig.1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literature 
 
（54.59%）、法学类（5.31%）、旅游经济类（4.57%）、

美术类（4.33%）、音乐类（4.33%）、图书情报档案类

（4.23%）、体育类（4.20%）、戏剧类（3.38%）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发文量情况见图 1，可以

看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文献呈现出缓慢起

步、迅速增长、稳态发展三个阶段。 
2003 年至 2006 年间研究非遗文献的数量较少，

且处于逐渐增长状态。在这一阶段，由于相关研究尚

未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的发文量较少，平均每年的发

文量仅十八篇，且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

发展和实践研究不充分。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进程发

现，由于 2001 年中国昆曲入选第一批非遗资源代表

作品，对非遗的探究进入了国人和学界的视野，政府

管理和相关组织开始逐步关注与重视其的发展，该研

究进入起始阶段[3]。2007 年至 2013 年间研究非遗的

成果大量涌现，且增长迅速。梳理相关历史进程发现，

在 2007 年，我国非遗以满怀信心的步伐走向了国际，

各国专家及学者交流文化，并对国外非遗进行探究，

由此掀起了非遗热。学者们更深化、更专业化、更多

元化地对非遗进行剖析，精湛专业的学术探讨会开始

日渐增多。2014 年至 2019 年对非遗的研究呈现稳态

增长阶段，平均每年的发文量为 135 篇。在这一时期，

由于学术会议和论坛的增加，非遗的研究成果持续增

长，相关体系不断完善且逐渐趋向成熟，从理论研究

逐步向实践应用靠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在非

遗资源的保护和活化上更加注重对各种技术手法的

运用。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发文作者与团队分析 

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相互合作，可以促使研究视

角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具多样性，提高作者的科研

成果影响力。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知识图谱见图 2，节点的大小正比于作者发表文

章的数量，节点与节点间线条的粗细程度正比于各作

者间的合作密度。许鑫、宋俊华、谭宏、陈炜、李昕

等发文作者的节点较大，部分节点之间有连线，作者

合作程度较低。目前研究团队集中于许鑫（华东师范

大学）—翟姗姗（华中师范大学）、谈国新（华中师

范大学）—庄文杰（华中师范大学）—侯西龙（武汉

大学）、牛爱军（广州体育学院）—虞定海（上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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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知识图谱 
Fig.2  Knowledge map of auth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图 3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文机构知识图谱 
Fig.3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institutio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2003 to 2019 

 
育学院）、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王伟杰（湖北

省经济团体联合会）。研究发现，常见的合作作者通

常来源于同一个机构，且作者及群体间的合作程度较

弱。正如牛爱军与虞定海同样来自于体育学院，涉及

的研究领域关系密切。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

积极开拓不同的领域，加强各研究群体及机构的合作

与交流。 
排名前五的高频次核心引作者中，许鑫为华东师

范大学的博导；宋俊华为中山大学的硕士生导师；谭

宏为重庆文理学院副校长；陈炜为南宁师范大学旅游

与文化学院院长；李昕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作为

非遗领域的影响者和带领者，他们的文章是研究者必

须精读和深入研究的重中之重。通过研读这些作者的

文献发现，前四位作者近几年都有新的学术成果出

现，李昕近几年无最新研究成果产出。谭宏和高小康

主要集中于非遗的保护发展与传承路径研究[4]。宋俊

华和许鑫更多地集中于多重价值与可持续路径的研

究，并从数字化保护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提出有效

的指导方向。陈炜从旅游开发和开发适宜性的视角提 
倡稳态维持与变动共同发展。李昕从产业化和全球化

的方向进行研究，坚持以人为本和原生态保护[5]。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发文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非物质文化领域发文机

构的图谱，见图 3，节点数为 207，连接数为 60，网

路的密度为 0.0028，图中节点为研究机构。图中节点

的大小正比于机构发表文章的数量，节点与节点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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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4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of dome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from 2003 to 2019 

 
条的粗细程度正比于各机构的合作密度。从合作密度

的角度分析，各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说明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机构间的联系不紧密，学术交流有

待加强。梳理发文量数据可知，发文机构多数为大学

院系以及研究所；从地理位置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被引次数较多的机构多分布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

市，由此可以说明研究领域的发展与一个地区发展水

平之间呈正相关。 

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点分析 

5.1  热点关键词解析 

基于 CiteSpace 中 keywords 分析功能对关键词进
行分析，绘制聚类图谱和时区图谱，分析某学科在某
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6]。被引频率越高的关
键词越能代表该领域的前沿及路径的演变。将 2003
年至 2019 年间该领域的文献导入 Citespace 中生成图
谱，见图 4。每个圆环型节点属于一个热点关键词，
且圆圈的直径正比于其被引的频率。节点与节点之间
线条的粗细正比于共现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出
现的频次最高，是该研究领域关注度最高的关键词。
圆圈的直径的长度正比于关键词频次。通过线条的冷
暖对比可以判断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例如，图 4 中
线条的连接呈暖色调，且颜色都呈红色，可以得出这
些热点关联性是当下研究中的主要内容。 

排名前五的高频关键词的最高频次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1654 次、“保护”233 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188 次、“传承”126 次、“传承人”111 次。

通过梳理总结检索的 2553 篇文献发现，从微观上，

该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从宏观上，该研究主要

集中在保护与开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归纳为概

念界定、可持续发展及开发管理三大类型。 

1）概念界定类。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非

遗”、“戏曲”、“传统表演艺术”等关键词。民间代代

相传的传统文化以造型、声音、技术和艺术为主要表

现形式[7]。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基础，包含了其独有

的特点及属性。 
2）可持续发展类。包含“保护”、“法律保护”、

“非遗保护”、“数据库”等关键词。随着历史的推进，

许多宝贵的文化，风俗都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如今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存显得至关重要。在科学技术

发达的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为保护提供了新方式

和新思路，先进科技的运用使得数字化保护更加立体

和多元化。 
3）开发管理类。包含“旅游开发”、“文化产业”、

“产业化”、“文化多样性”等关键词。该领域的开发

与管理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管理，更取决于继承者

及社会群众的参与。基于文旅的视角提出保护方式，

充分考虑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通过打造特殊的产业文化吸引游憩者，将市场开

拓与传承活化完美融合。 

5.2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解析 

基于 CiteSpace 中以 Time zone（时区）的方式绘

制图谱并加以解析，梳理出该研究领域的阶段性热点

及方向（见图 5）。节点以不同的色调呈现，其中紫

色外圈的标记表示中心度较高、是该领域的重要发展

方向[8]。节点间的连线颜色，不仅可以反映节点间的

共现关系，而且可以作为衡量研究动向的标准，暖红

色的线条连接是当下研究中的热点内容和趋势。图 5
中呈现出八个标有“#”符号的聚类知识群体，这些

群体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方向，是学者

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领域。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

质文化遗产主题词文献量见图 6。结合图 5 和图 6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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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Fig.5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time zone of dome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2003 to 2019 

 

 
 

图 6  2003 年至 2019 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词文献量 
Fig.6  Number of documents on subject ter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以分为三个探析方面，即维持发展与延续创新、民族

非遗文化产业管理、开发与利用。 
1）维持发展与延续创新。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该领域中关注度最高的关

键词，并且冷色调占据面积较大，随着颜色的逐渐回

暖，年轮的厚度也稳步增加，这说明该研究在早期已

经受到关注。“传承人”节点以暖色调为主，这说明

虽然在早期受到过关注，但研究并不充分。将经济发

展与文化活化传承相结合，经济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

的转型相辅相成，非遗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传承非遗文化。该研究方向受到学界密切关注，研究

重点主要集中在继承的主体与对象、权利与保障及活

态传承的制度与方式。同时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以科学技术作为行动指南，以创新的思维活化延续，从

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和剖析该领域的发展。 
2）民族非遗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多样性”、“产

业化”、“文化生态”、“民间文学”等该研究方向的关

键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逐渐影

响该领域的研究，如今学者们强调延续更多的是对

“文化的多样性”的保护与活化，需要将传统与现代、

民族与世界的对撞、融合与再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

探究[9]。以期找寻出该领域独有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路

径，并提出相关的策略和模式。 
3）开发与利用。非遗资源具备了强有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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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特征，区域的差异使其形态、特征和形式都存在

差异性。旅游开发对非遗资源的形式加以转换和利

用，在提升当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社

会影响力。游憩者在旅游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当地

文化风土人情的感知与体验。将发展旅游业作为非遗

保护的主要路径，针对文化气息浓厚的旅游地区，通

过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处理好政府、旅游企业、游憩

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和可持续发展。 

5.3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点变化解析 

结合图 1 和图 5，时区热点可被划分为三个时间

段。2003 年至 2009 年是第一阶段。此阶段处于缓慢

发展时期，研究热点是界定相关概念、挖掘内涵及其

特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等是这

个阶段的热点关键词。彭兆荣和龚坚从文化延续的独

特角度，阐述了“畲族小说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与现实意义，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意见和解决措施，

对民族口头遗产保护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10]。虞定海

和牛爱军通过对太极拳申遗背景的阐述，以及分析太

极拳的定义与特点，基于太极拳申遗的前期准备和国

际形势，提出了太极拳申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其申

遗的具体步骤与方案[11]。 
第二阶段为 2010 年至 2015 年，处于快速增长时

期。对该领域的研究不再限制于对相关概念进行说明

解释，也有针对具体问题深入剖析。“权利主体”、“文

化产业”、“文化机构”等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梳理总

结发现，该时段对于该领域的管理和开发进行了详细

的剖析。黄益军和吕庆华提出了非遗与新型文化业态

的融合，这既是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又是非遗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他们基于系统论和产业链视

角，以泉州为例，提出非遗与新型文化业态融合、转

型及提升的具体方式[12]。詹一虹和龙婷通过对荆楚地

区非遗资源及其现状维护进行阐述，提出了荆楚非遗

资源的生产性保护意义，希望为荆楚地区的维护开辟

出新的方式[13]。胡妍妍通过对该研究领域产业化的概

念进行阐述，梳理出河南地区非遗产业化面临的现状

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14]。 
第三阶段为 2016 年至 2019 年。此时，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处于稳态发展阶段。“活态传承”、“数字

化保护”、“非遗档案”、“社区参与”等是这个阶段的

热点关键词。学者们在该阶段对非遗资源的未来发展

趋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希望将传统的非遗资源

与现代化技术手段相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新可持续发展。崔家宝等人基于扎根理论探讨影响体

育非遗资源活态化延续的潜在因子，构建了体育非遗

资源活态化延续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并针对活态传

承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分析[15]。侯西龙等人梳理出非

遗资源知识的要素与语义关系，构建了非遗资源知识

结构模型，并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研究非遗知识组织

与关联数据集构建的过程，打造了数据集合与知识服

务处理平台。关联数据技术在非遗资源知识组织与知

识管理领域的应用，能够促进非遗资源知识规范化和

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对该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

的影响[16]。孙传明等人运用科学技术的前沿手段，对

广西地区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整理分析

了现状难题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解

决方式，推动了该领域的持续更新与再生[17]。 

6  结语 

以 2003 年至 2019 年 CNKI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文献为样本数据，利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国内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发文量、发文作者群，研究机构、

热点关键词等图谱，并对其进行剖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非遗的研究逐渐趋向于多元化，多种视廓下的

研究使得对该领域的剖析更透彻，可以为该领域的研

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给

学者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需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梳

理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发展模式。第二，非遗研究经

历了一个从逐步认识到启动发展的过程，分为缓慢起

步（2003 年至 2009 年）、快速增进（2010 年至 2015
年）、稳态发展（2016 年至 2019 年）这三个阶段。

第三，从核心作者和团队来看，许鑫、宋俊华、谭宏、

陈炜、李昕等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引领者。同

时，在外在与内在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学者们的合作

程度较弱。第四，国内该领域机构间的联系较小，学

术交流有待加强，且该领域的发展与地区发展水平呈

正比。第五，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分为概念界定类、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类和非遗开发

管理类。该领域研究方向可归类为维持发展与延续创

新、民族非遗文化产业管理、开发与利用。第六，非

遗领域的热点呈现出缓慢发展、快速增长和稳态发展

三个阶段。通过学者们的潜心科研，使得该领域研究

层面更加广泛，研究方向与热点也更具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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