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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对我国中部地区５１４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可视化处理，并探究其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呈簇

状聚集分布，并形成了４个高密度聚集区，分别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江西赣州市、抚州

市、吉安市、宜春市；山西临汾市、晋中市和河南焦作市。此外，还形成了３个次密度聚集区，分别

是山西运城市、晋城市；河南濮阳市、周口市；安徽宣城市、黄山市。研究认为：中部地区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分布，主要受地理因素、民族文化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呈现出傍河聚集、平原较

多、少数民族聚集区较多、经济发达地区较多的特点。旨在为中部乃至全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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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一个地区在社会变迁中遗留下来的文化事

象，集中反映了当地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

仰、审美心理和道德标准等精神形态，也成为当

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全民族最宝贵的文化

遗产。２１世纪以来，《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各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 “非遗”）保护工

作指明了道路。我国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历

史文化悠久且特色鲜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和中华文明的核心传承区，孕育了丰富的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体育强国和坚定文化自

信的时代背景下，对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分

布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摸底和分析，就具有格外

重要的意义。

２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

２．１　研究区概况

中部地区是贯穿南北、承东启西的关键地

带 （图１）。该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湖南、

湖北、河南、江西６省，共８１个地级以上城

市。２０１７ 年 数 据 显 示，中 部 地 区 面 积 共

１０２．８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３．６８亿。本研

究将中部地区８１个地级以上城市做为研究单

元，分析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



第３期 杨　琦：我国中部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

!"#$%&'()

!$#

!*#+

图１　研究区域

２．２　研究方法

ＧＩＳ空间分析法是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的常用

方法，该方法以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和形态特征

为基础，以空间数据运算、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

的综合运算为特征，提取和产生新的空间信

息［１］，适用于本研究的需要。本研究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３软件对我国中部地区的国家级和省级体

育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进行描述，对其类型及项

目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测算体育非遗项目核密

度，从中部地区的地域环境、民族文化、经济特

征等方面的差异性来分析该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空

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２．２．１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ＤＡ）是一种利用统计学原理

和图形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识别空间信息的本质属

性，并对其性质进行鉴别和分析的研究方法。该

方法用以引导确定性模型的结构和解法，包括趋

势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２］。

（１）趋势分析。即根据所提供的空间抽样数

据拟合成数学曲面，反映各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

情况和变化趋势。设Ｓｉ （ｘｉ，ｙｉ）为第ｉ个城市

的体育非遗项目的数量，ｘｉ，ｙｉ为城市平面空间

坐标。则根据趋势面定义可得：

Ｓｉ （ｘｉ，ｙｉ）＝Ｚｉ （ｘｉ，ｙｉ）＋εｉ

式中Ｚｉ （ｘｉ，ｙｉ）为趋势函数，εｉ为自相关随机

误差。

（２）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该方法的处理结

果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相关程度，常用 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犕狅狉犪狀’狊犐＝
狀∑

狀

犻＝１∑
狀

犼＝１
犠（犻，犼）（狓犻－狔）

狊０∑
狀

犻＝１
犠（狓犻－狔）

式中ｎ为研究对象的数目；ｘｉ为第ｉ个空间位置

上的观测值；ｙ为ｘｉ的平均值；Ｗ （ｉ，ｊ）是空

间权重矩阵 Ｗ；Ｓ０ 是空间权重矩阵 Ｗ 的所有元

素之和。Ｍｏｒａｎ’ｓＩ的取值范围为 （－１，１），

若０＜Ｉ＜１，则表示正的空间自相关；若Ｉ＝０，

则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若－１＜Ｉ＜０，则表

示负的空间自相关。

２．２．２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用于描述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的非参数估计方法［３］。该方法利用连续的密度曲

线勾画出随机变量的分布状态，并且能够较好地

捕捉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４］。简单来说，就是认

为一个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空间的任何位置上，

但是发生在不同位置上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在点

密集分布的区域里发生概率较高，点稀疏分布的

区域发生概率较低［５］。即在研究范围 Ｒ内所分

布的狀个事件｜犛１，…，犛犻，…，犛狀｜，犛处的

点密度值为λ （犛），其估计值记为λ
－

（犛），则τ

处的点密度的估计用公式表示为：

λ
－

（犛）＝∑
狀

犻＝１

１

τ
２犓

犛－犛犻（ ）τ

式中犓 表示的是核的权重函数，τ＞０，称作宽

带，即以犛为原点的曲面在空间上延展的宽度，

τ值的选取会影响到地理事件分布密度估计的光

滑程度；犛－犛犻 表示的是密度估值点犛 和犛犻 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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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距离［６］。本研究对中部地区的体育非遗项目

进行核密度运算，目的在于观察中部地区的体育

非遗项目是否存在密集区，进而通过对密集区的

分析得到影响其密集分布的因素。

２．３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２．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先后公布的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包含扩展名录），以及中部６省文化部门公布

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包含扩展名

录）。

２．３．２　数据处理

鉴于学界对于体育非遗的概念还未达成共

识，笔者参照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

据库建设”阶段成果汇报中 “我国的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分别涉及体育竞技与杂技、民间舞

蹈和民俗３个门类”的表述
［７］，选取中部６省国

家级、省级非遗名录 （含扩展名录）中的体育竞

技与杂技、民间舞蹈、民俗项目，并对收集到的

项目统一作如下处理：①剔除 “杂技” “马戏”

“魔术”“训猴”类项目；②剔除 “游艺”等体育

属性不明晰的项目；③剔除 “节庆”类项目；④

剔除省级项目中与国家级重复的项目；⑤对于多

个地区联合申报的项目，进行属地拆分。最终得

到体育非遗项目５１４项，其中国家级７９项，省

级４３５项 （表１）。

表１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各省分布数量

省份 国家级 省级 总计

湖北省 １０ ５９ ６９

安徽省 １１ ７３ ８４

河南省 １５ １００ １１５

湖南省 １４ ３２ ４６

江西省 １０ ９１ １０１

山西省 １９ ８０ ９９

总计 ７９ ４３５ ５１４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类型结构

依据２０１４年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数据库建设”阶段成果汇报和首届非物质文化

遗产论坛上的讨论成果，笔者将中部地区的体育

非遗项目分类如下：杂舞类、武艺武术、田径活

动、棋类、角力、球类、冰雪活动、御术马术、

射箭、练力与举重、保健养身、水上活动、舞龙

舞狮、综合类竞赛 （表２）。

表２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分类表

类别 安徽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江西省 山西省 合计

杂舞类 ４９ ６９ ３８ １８ ７０ ５９ ３０３

武艺武术 １４ ２９ １５ ８ ７ ２６ ９９

棋类 ３ １ ０ ０ ０ １ ５

角力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球类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御术马术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射箭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练力与举重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保健养身 ２ １ １ １ ２ ０ ７

田径活动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３

水上活动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４

冰雪活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舞龙舞狮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６ １８ ７ ７８

综合类竞赛 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１１

合计 ８４ １１５ ６９ ４６ １０１ ９９ ５１４

　　由表２可知：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中杂舞

类数 量 最 多 （５８．９％），其 次 是 武 艺 武 术

（１９．３％）和舞龙舞狮类 （１５．１％），而没有球

类、射箭和冰雪活动。

３．２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软件的Ｓｐａｔｉａｌ工具对中

部地区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运算得到其空间分布

图 （图２）。结合表１和图２可知：中部地区体

育非遗项目的分布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主要表

现为整个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呈簇状分布，湖

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江西赣州市、抚州

市、吉安市、宜春市，山西临汾市、晋中市和河

南焦作市体育非遗项目数量较多，而中南部大部

分城市体育非遗项目分布稀疏且数量少，甚至很

多地区没有体育非遗项目。

图２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图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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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体育非遗项目ＥＳＤＡ数据分析

３．３．１　总体趋势分析

本文将中部８１个市的体育非遗项目数据投

影到一个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正交平面上，模

拟出一个三维透视图 （图３）。由图３得知：中

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

变化特征基本相似 （即两端高中间低）。也就是

说，整个中部地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城市中的体

育非遗项目较多，而中间地区数量较少。具体来

看，东西方向城市体育非遗项目数量差异相对较

小，而南北方向上表现为更明显的 “Ｕ”形特

征，且北边高于南边。

图３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分布三维透视图

３．３．２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ＧｅｏＤａ软件计算出中部地区体育非遗

项目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并选择９９９次空间

排列次数判断其显著水平。计算结果 （表３）显

示：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犕狅狉犪狀’狊犐指数为

０．１９０１４，所对应的犣值为２．５５９３，大于置信

水平为０．０５时的临界犣值 （１．９６），说明中部

地区体育非遗项目表现为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

关，也就是说体育非遗项目数量较多的城市较为

聚集，数量较少城市也较为聚集。所以，中部地

区的体育非遗项目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即体育非

遗项目呈现多—多集聚或者少—少集聚。

表３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样本点 犕狅狉犪狀’狊犐 犣值 聚离状态

５１４ ０．１９０１４ ２．５５９３ 聚集

３．４　核密度分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软件当中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ｔ中集成的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ｓｔ工具对中部地区体

育非遗项目进行核密度运算，在经过多次的试验

之后，选择１．３ｋｍ为搜索半径，最后生成中部

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核密度分布图 （图４）。由

图４可知，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的分布呈现出

４个高密度聚集区和３个次密度聚集区，高密度

聚集区分别是山西临汾市、晋中市一带，湖北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河南焦作市一带，江

西赣州市、抚州市、吉安市、宜春市一带。次密

度聚集区分别是山西运城市、晋城市；河南濮阳

市、周口市；安徽宣城市、黄山市。

图４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核密度分布图

４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部地区的体育非遗项目

分布形成了若干高密度聚集区和次密度聚集区。

对这些聚集区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体育非遗项目的产生发展

问题。

４．１　地理环境

文化生态学理论是非遗区域性保护的重要理

论依据之一［８］。该理论指出：“‘文化生态’是由

自然、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次所构成的 ‘自然

—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９］。不同

区域之间由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性，

形成了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进而影响区域

非遗的分布。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影响巨

大，体育文化对空间依赖性强，决定了其受地理

环境的影响更大，如河流、地形等［１０］。

４．１．１　河流

河流水系具有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它为

人类孕育了生命延续的肥沃土地，也为人类文化

的形成和互动提供了场所，同时加快了人类不同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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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文化之间的竞争与融合［１１］。梁启超在 《中

国古代思潮》一文中曾经提到：“凡人群第一期

之文化，必依河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基于

河流水系一系列特性，自古以来人们都会傍水而

居，因此河流就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也是

人类文明产生交流与融合的场所［１２］。河流同样

对体育非遗项目的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

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软件进行多次运算，选取３０ｋｍ

为缓冲半径，为中部地区１—３级河流建立了一

个缓冲区 （图５），再通过相交分析计算出中部

地区河流缓冲区内体育非遗项目总数。结果显

示，中部地区河流缓冲区内有体育非遗项目３９３

项，占整个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总数的

７６．４％，充分显示了体育非遗项目傍水聚集的

特性。

图５　中部地区河流缓冲区的体育非遗项目分布情况

４．１．２　地形

一般而言，那些地形平坦开阔、交通便利的

地方会形成人口的大量集聚，促进人类文化的交

流融合与发展进步。中部地区处于长江黄河中下

游平原地带，地域广阔，从而孕育了包括众多体

育非遗项目在内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

本文以中部地区地形图及８１个市分别拥有

的体育非遗项目为基础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

进行运算得出中部地区体育非遗分布地形图 （图

６）。从图６可知，除地势较高且地形较为复杂的

山西省和河南西部局部地区以及湖北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一带外，其余大部分地区较为平坦，

这些地区所拥有的体育非遗项目相对较多，约占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总数的８０％。

图６　中部地区体育非遗项目分布地形图

４．２　民族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特征都会塑造文化独

特的地域性、历史性与民族性。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受多元民族文化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多展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１３］。民族性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即便在传承过程中受

外来文化影响与改造，依然能够鲜明地展现民族

文化的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从深层次

上来讲是指该文化事象体现着本民族的价值观与

世界观，同时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突出其审美意

识与情感表达［１４］。农业文明的相对封闭性，成

就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色彩；而各民族的集聚

进一步影响着非遗项目的分布，体育非遗项目也

不例外。

我国中部地区是由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多元

文化区域，其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差异明显。一般

而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体育非遗项目也相对

丰富。如湖北恩施的土家族撒叶儿嗬和龙舞等，

这都是当地独具民族风情的体育非遗项目，且少

数民族体育非遗项目占了很大的比重。

４．３　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必然受其他社会因

素的影响而发展演变，其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之一。我国幅员辽阔且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明显，总览全国非遗项目的分布情况可以

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非遗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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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总体来讲，经济的

发展不仅能够促进人们对于体育文化与精神生活

的需求，还可以为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充足

的资金支持和物质保障。换言之，经济发展会提

升政府和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投入

程度与保护效果，从而影响当地非遗项目数量。

为细致探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非

遗项目的关系，本文以８１个市体育非遗项目数

量为横坐标、各市ＧＤＰ为纵坐标生成中部地区

各市体育非遗项目数量与ＧＤＰ矩阵图 （图７）。

从图７可知，从总体来看，体育非遗项目数量与

ＧＤＰ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不乏反例，如恩施、

湘西、张家界等地区，虽然ＧＤＰ水平不高但体

育非遗较多，主要是由前文所述的民族多元文化

所致；而长沙市和合肥市，虽然经济较发达，但

受历史、区位及非遗申报制度等因素影响，体育

非遗项目数量较少。但以上均为个别现象，不影

响二者之间总体上的正相关关系。

图７　中部各市体育非遗数量与ＧＤＰ矩阵图

５　结论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

精粹，在人类历史变迁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象征

意义。中部地区的体育非遗项目分布广泛，从空

间层面探究发现，其所呈现的是簇状聚集分布，

主要集中在江西省南部城市群 （赣州、抚州、吉

安、宜春）、山西中部城市群 （临汾、晋中）、河

南焦作和湖北恩施；从类型结构上来看，中部地

区体育非遗项目中杂舞、武艺武术等占据优势，

但球类、射箭、冰雪活动还为空白。受自然环

境、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部地区

体育非遗项目分布呈现出傍水聚集、平原地区较

多、少数民族聚居区较多、经济发达地区较多的

特性，此外，也发现人为因素 （如评审制度等）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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