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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交叉热点问题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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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热点问题是多元化和跨学科的，反映了多种学科和领域的交叉融合。因此，研究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视野

和知识，才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问题紧密与社会、科技、全球和地区问题相关。研究者需要对这些领域

的发展趋势有深入的理解，才能把握研究的方向。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理论研究提供了问题的

深度理解，而实践研究提供了问题解决的实证证据。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涉及到历史和现代的关系。本文运用可视化图谱

软件对 1990-2020 的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交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建立知识图谱，揭示研究发展过程，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发展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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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三五规划以来，伴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

提出，将给城市总体规划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目前，国内

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其中的文化氛围却日益减少，城乡结合度

也不断缩减。故此，我们通过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热点研究讨论来

探究一下框架：文化地理与建筑形态、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文化地理与可持续建筑方面来揭示建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便于我

们更好的维护城市文化氛围，提高文化城市浓度，保护和改建更多

的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化城市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

和发扬历史文化，是一个长期并且重要的研究主题。因此，对于研

究者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研究热点问题，需要不断拓宽知识领域，

更新知识结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具有全球视野和历史视野，

才能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1990-2020 的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热点问题研究讨归纳分析，建立知识图谱，对

我国城市文化建设做出相应分析，揭示存在问题，并对今后发展提

出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通过中国知网了解众多学者带来的文献知识，利用 CtieSpace

软件有具体分析整理文献的优势，用关键词、作者等分类对文献经

行分类并分析，方便可以清晰的看出不同的时间节点和相关性，在

这过程中找到并建立联系。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在高级检索中录入“关键词=建筑文化

地理”进行检索，通过删选后选取文献期刊共 200 篇作为文章的数

据分析样本，将数据转录后导入 cite space 后获得相关知识分析图

谱。 

2 文献计量分析 

2.1 文献收录时间分析 

建筑与文化地理相联系并交叉，其中文化地理这一词提出于

2007 年，当时对于地理文化的研究还不是很具体，直到 2013 年，

对于文化地理的研究来到了爆发点，众多学者更加关注文化地理的

研究，一直持续到 2020 年，其影响里相对较小；文化地理作为生

态环境的衍生，自然在生态环境之后才开始爆发，生态环境在 2001

年的时候开始进入研究，知道 2006 年达到了研究热点的位置，直

到持续到 2009 年才逐渐削弱，想要了解建筑与文化地理的关系，

那就必须了解到各地居民以及村落的关系，早在 1998 年就开始了

对传统居民的研究和探讨，在 2014 年迎来了它研究火热阶段，持

续到 2017 年；传统村落则是从 2013 年开始，热于 2016 年，持续

到 2020 年。结合图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文化地理与传统村落及

传统村民的热点年份相差不大，这也证明了文化地理与建筑之间的

联系密不可分。 

2.2 关键字聚类分析 

 

综合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热点问题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在分析图中可得出在文化地理（人们开发利用

景观、改变生态环境、区域文化继承、文化活动空间变化）方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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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热点性，其次在生态环境、地域文化、地理环境、传统民居方面

的聚性也较为突出。从中可分析出这些变量在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

中的交融性与影响程度。更方便我们研究建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到关键词聚类里的热点来分析文化城市需要承

载的是什么，把这些元素融入进城市里来提高城市的文化性与文化

程度。我们也可以研究这些关键词，进一步深化其文化元素，打造

文化元素分支与其副产品，可以作为其中的打造城市的地标文化。 

2.3 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分析 

 

从 1995 年开始，建筑地理文化并没有总体来进行研究，而是

拆分为各个小类别进行研究，研究持续时间较长，持续到 2020 年

以后，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还是以相关联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每

个时间段研究，让研究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时间流线。可以得到，近

年来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热点问题不被关注，而如今十三五规划以

来，城市矛盾问题愈演愈烈，文化承载力降低。现如今，这正是一

个机遇与挑战，我们开创对他的发掘，来为城市创造文化活力，站

在时代的风浪口，把握时代机遇。 

2.4 文献作者及机构计量分析 

基于 CtieSpace 软件分析的作者与机构的分析得出在中国，着

众多学者虽然都对建筑文化地理进行了研究，但他们直接的联系并

不大，比如更投入与研究的曾艳虽与陶金肖大威等人有着一定的联

系，但对徐辉曹婷婷等人并无关联。对这些研究的机构也多数来源

于各大高校，比如华南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

根据统计看出，华南理工大学对于建筑文化地理的研究更为出众。

我们可以通过对机构的发掘，来探究热点问题，可以从中的篇幅中

得到更多的发掘与深度理解。 

①研究聚焦在社会变迁驱动：社会变迁和发展是驱动建筑学和

文化地理学研究热点问题变化的主要力量。例如，随着环保意识的

提升，"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城市"等主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②技

术革新影响：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新的研究热点。例如，数字化、智

能化的发展为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提出了新的

研究问题。③多学科交叉融合：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热点问题往

往出现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例如，城市规划需要结合社会学、经

济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而文化地理学则需要结合历史、

艺术、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筑学和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通常会关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研究可以提

供对问题的深入理解，而实践研究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实证证据。 

反应全球和地区问题：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热点问题通常会

反应全球和地区的重要问题。⑤例如，气候变化对建筑和城市规划

的影响、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等。历史与现代相结合：这两个

领域的研究会关注历史和现代的结合。例如，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融入历史文化元素，或者如何在现代城市中保护历史地区。总的

来说，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热点问题研究的规律主要受社会、科技、

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全球和地区问题以及历史与现代的影响。 

3“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交叉热点问题研究”结论与展望 

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许多研究问题直接关联到实际世界中

的挑战和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讨

论可以帮助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知识拓展：讨论研究热点问

题可以推动这两个领域的知识边界扩展。通过研究和讨论，我们可

以对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现象有更深入的理

解和认识。社会影响：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对政策制定、城市规划、

社区发展等有重大影响。因此，研究讨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最大

限度地利用研究成果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交叉学科合作：建筑学和

文化地理学有许多交叉的研究主题，如城市规划、历史建筑的保护

等。研究讨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交叉学科的合作，以解决更复杂

的问题。培养未来研究人员：研究讨论还可以帮助培养新一代的研

究人员。通过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高

他们的研究能力，并引导他们进入这个领域。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

讨论热点问题也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建筑学和文化地

理学重要性的理解的好机会。 

未来希望可以通过本研究打造可以延续文化长河的历史城市，

增强文化流动性，传承性，让建筑赋有文化灵魂。我们的研究成果

将用于十三五规划下的城市文化建设，营造城市文化活力，通过古

往今来的热点问题剖析城市文化问题，争取打造赋有文化活力，历

史感的文化城市，并延续其文化与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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