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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空间关系及其人文特征研究
黄 颖，佘美萱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西京古道是 1958 年以前中原与岭南地区文书传递、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是南粤古驿道中历史最悠久、保存完整路

段较多的古道之一。为理清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的空间相关性及人文特征，运用基于渐变尺度的空间计量方法、GIS 空间分析法

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指出沿线聚落趋近于古道本体与古道遗产点分布，在古道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具有多元的文化内涵特征，得

出古道与沿线聚落之间紧密联系，同步互进，最后构建古道与聚落整体保护格局。线 性文化遗产与沿线聚落的整体保护思想有助

于其古道活化利用与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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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古道是 1958 年以前中原与岭南地区文书传递、人员

往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作为“上通二湖，下达百粤”的

道路，是南粤古驿道中历史最悠久、保存完整路段较多的古道

之一。

本文运用基于渐变尺度的空间计量方法、GIS 空间分析法、

历史考察法等方法，以西京古道为研究对象，梳理历史发展脉

络及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的分布现状，分别从古道本体、古

道遗产点、古道文化交流三个方面验证古道与沿线聚落的相关

性，并构建古道与聚落整体保护格局，促进乡村保护与发展。

一、研究方法
（一）缓冲区分析与基于渐变尺度的空间计量方法

古道本体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

的空间关系均运用了多环缓冲区分析法，前者缓冲区最小半径

和最大半径分别为 100 米和 1500 米，构建 15 环古道缓冲区；

后者则分别以 1000 米、2000 米、3000 米、4000 米、5000 米、

6000 米为半径构建遗产点多环缓冲区。通过分析不同缓冲区内

聚落数目与缓冲区半径变化关系，获得古道对沿线聚落的影响。
（二）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工具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领域中的密度，以

图示化的方式表示区域的空间分布状况，核密度值越大要素分

布越集中。

点的核密度运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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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1，…，n 是输入点，popi是 i 点的 population 字段值，disti是点 i和（x,y）

位置之间的距离。

本研究运用核密度分析研究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及不同文化类型在研究

区域的分布状况。前者以 4500 米为半径，对沿线聚落进行核密度分析，通过对比聚落核密

度值的变化情况与遗产点的分布情况，获得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后者对邮驿、宗教、军事、

宦游、商贸五种文化类型的遗产点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每种类型的集聚区域。

二、研究对象与数据库建立

（一）研究对象概况

西京古道南起英德浛洸，北上经过曲江、乳源、乐昌等地，最终可达古都西京长安，故

其中 i=1，…，n 是输入点，popi 是 i 点的 population 字段值，

disti 是点 i 和（x，y）位置之间的距离。

本研究运用核密度分析研究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的空间

关系及不同文化类型在研究区域的分布状况。前者以 4500 米

为半径，对沿线聚落进行核密度分析，通过对比聚落核密度值

的变化情况与遗产点的分布情况，获得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

后者对邮驿、宗教、军事、宦游、商贸五种文化类型的遗产点

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每种类型的集聚区域。

二、研究对象与数据库建立
（一）研究对象概况

西京古道南起英德浛洸，北上经过曲江、乳源、乐昌等地，

最终可达古都西京长安，故称“西京古道”。其起源于东汉，

由桂阳郡太守卫飒组织开凿，主要作为入朝进贡、文书传递、

官员往来的通道。自梅关古道开通后，西京古道逐渐向商业经

济功能转化，此时沿线聚落商贸繁荣、圩市兴盛，人员的交流

为村落带来多元的文化内涵。而自 1958 年坪乳公路建成后西

京古道废止，沿线村落也随之衰落。

本次选取西京古道及其沿线作为研究区域，即西京古道经

过的英德市、韶关市曲江区、韶关市武江区、乳源瑶族自治县

和乐昌市。研究对象包括西京古道本体、古道物质文化遗产点

以及古道沿线聚落。
（二）基础数据库建立

基于 ArcGIS 空间分析平台，对所有数据空间位置与相关

属性信息进行关联，构建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研究基础数据库。

数据库中包含古道长约 225.8 千米、遗产点 106 个、沿线聚落

528 个（图 1、图 2）。

图 1 遗产点分布图           图 2 沿线聚落分布图

三、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
（一）古道本体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

通过 VCM 和多环缓冲区分析法研究古道本体与沿线聚落

的相关性。从图 3 可以看出，曲线从 200 米半径开始上升，到

800 米半径时增加的聚集聚落增加数目达到顶峰，占总数量的

14.42%。此后聚集聚落增加占比持续下降，到半径为 2000 米

后基本再无增加。当缓冲区半径为 3000 米时，缓冲区基本全

部叠合，只有一个聚落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而未纳入叠合的

缓冲区中。而从图 4 可以看出，从半径为 400 米时起，聚落开

始快速聚集，到半径为 1500 米时聚集聚落数目已达到总数目

的 95.64%，而后进入缓慢增加状态，1500 米至 3000 米半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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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聚集聚落所占百分比仅为 5.49%。总的来说，沿线聚落

在缓冲区半径较小时已经发生大量聚集，说明研究区域内的聚

落分布较为集中。

通过对西京古道进行多环缓冲区分析，得到聚落沿古道的

分布趋势图。从图 5（a）中可以看出，当半径为 0~100 米时，

位于缓冲区内的聚落数量急剧增加，达到总数量的 20%。之后

增加的聚落数量呈波动式下降，当缓冲区半径为 700 米时达到

最低值，仅占总数的 1.12%。随后聚落数目稍有回升，但仍处

于低值状态，在 2%~7% 之间波动。总体来说，古道缓冲区内

增加的聚落百分比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通过观察图 5（b）可知，

随着半径的增加，缓冲区内聚落增加的速度而呈现出减慢的趋

势。当半径为 1~400 米时，聚落数目累积速度相对较快，在

400 米半径时已达到 51.69%，之后缓慢增加，在半径为 1500

米时全部聚落包含在缓冲区内。综合上述分析可得，聚落沿古

道分布较为明显，与古道距离越近，聚落增加的数量越大，增

加速度越快。反之，与古道距离越远，增加的聚落数目越少，

增加速度越慢。

图 3 沿线聚落 VCM 曲线图          图 4 沿线聚落聚集比例图

（a）                                                          （b）

图 5 聚落沿古道的分布趋势图
（二）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

古道遗产点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分析主要采用核密度分

析法与多环缓冲区分析法。从古道沿线聚落核密度分析图可以

看出，0.295~0.532 个 / 平方千米的高核密度值区域仅出现在乳

源瑶族自治县西北部的大桥镇，说明大桥镇镇域内聚落呈高度

集中分布（图 6）。而次高核密度值则分别出现在乐昌市西南部、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南部以及英德市中部偏西北方向，除此之外

的其他区域内聚落分布较为分散。将古道遗产点分布图与沿线

聚落核密度分析图相叠加可以发现，遗产点分布最为集中的区

域分别为乳源瑶族自治县的西北面和东南面，这两个区域恰好

是高密度聚落分布范围（图 7）。其次为乐昌市的次高密度聚落

区域。核密度值为 0.00~0.059 个 / 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基本无遗

产点。说明沿线聚落核密度值与遗产点的集散程度基本呈正比，

遗产点越集中的地方，聚落越密集。而英德市域内的聚落核密

度值较高的区域遗产点却很少，其原因可能是英德市域内西京

古道遗产点存留较少或尚未发掘。

对古道遗产点进行多环缓冲区分析后（图 8），统计不同半

径的缓冲区内的聚落数目变化，得到图 9。从图 9 中可知，沿

线聚落数目从半径 1000~2000 米处增加，半径 2000 米时增加

到顶峰，占聚落总数的 22.47%，随后增加的聚落数量逐渐下降，

到半径 6000 米时仅占总数的 11.99%。说明随着与遗产点距离

的增加，聚落数目先增加后减少，体现沿线聚落向遗产点集聚

的趋势。

 

图 6 沿线聚落核密度分析图        图 7 遗产点叠加聚落核密度

分析图

 

  图 8 遗产点多环缓冲区分析图    图 9 聚落沿遗产点的分布

趋势图

四、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的人文特征

 西京古道起源于秦军南征的军道，之后发展成上朝进贡、

文书传递的官道，而后成为商贸运输、民众交流的商道，军事

文化、邮驿文化和商贸文化较为突出。同时，西京古道作为宗

教传播之线和士人贬徙之路，还拥有宗教文化、宦游文化等文

化内涵。而沿线聚落大多数是在古道兴盛时建造的，期间不断

吸收由古道文化传播带来的新鲜血液，发展成具有明显文化特

色的村落。本文将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作为整体，研究其人文

特征。

以邮驿、宗教、军事、宦游和商贸五大主题梳理古道遗

产点的文化属性（表 1），最终得到邮驿文化遗产 42 个、宗

教文化遗产 20 个、军事文化遗产 12 个、宦游文化遗产 8 个、

商贸文化遗产 6 个。同时对五个主题的文化遗产进行核密度

分析得到图 10（a）-（e）。将文化遗产核密度分析图与前文

中聚落点核密度分析图相对比发现，文化遗产核密度值较高

的区域，其聚落点的核密度值也处于研究区域的前列，说明

文化的兴盛可推动聚落的发展。而从分布特征来看，邮政文

化和军事文化分布较广，基本涵盖西京古道乐昌段和乳源段

沿线乡镇，但仍有较为集中的区域，其中大桥镇邮政文化丰富，

梅花镇军事文化较为突出。与沿线其他区域相比，乳源瑶族

自治县大桥镇的聚落的文化多元化程度较高，除邮政文化与

军事文化外，还拥有宗教文化、宦游文化、商贸文化等文化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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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线性遗产文化属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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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文化遗产核密度分析图

五、古道与聚落整体保护格局构建

从研究中发现，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相互作用、互为一体，

并且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因此本文从古道与沿线聚落出

发，构建古道与聚落整体保护格局，以实现遗产廊道的整体性

保护和文化传承。

古道与聚落整体保护格局以古道本体、古道遗产点和沿线

聚落三大要素为基础，通过分级分类的方式建立三级保护区和

三类文化区。其中保护区包括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环境

协调区，文化区包含军事文化区、邮驿 + 宦游文化区、宗教 +

商贸文化区。在对沿线聚落进行聚集程度分析时发现，大多数

聚落与最邻近聚落点之间的聚落在 1500 米以内，因此选择古

道缓冲区半径 1500 米范围作为核心保护区，该区域内的聚落

数量较大且与古道空间相关性较高。同时根据图 7 将古道遗产

点和沿线聚落分布均较为集中的区域纳入核心保护区。将古道

1500~6000 米半径缓冲区区域作为重点保护区，该范围内的聚

落数目占总数目的 38.64%。并且将聚落和遗产点的次高密集

区归为重点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则为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

以外，古道 15000 米半径缓冲区以内的区域。军事文化区、邮

驿 + 宦游文化区、宗教 + 商贸文化区分别分布在乐昌市梅花镇、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和乳城镇。

六、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西京古道与沿线聚落的空间关系及其人文特征

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西京古道本体对沿线聚落具有一

定的引力作用，在距离古道 400 米范围内影响效果最强，随着

距离的增大，引力作用减小，增加的聚落的数量也减少；沿线

聚落有趋近于遗产点分布的趋势，其空间集聚性与遗产点成正

比，且随着与遗产点距离减小，沿线聚落数量增多；西京古道

与沿线聚落的人文特征丰富多元，其中邮驿文化尤为突出，文

化的兴盛是推动聚落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充分理解古道与沿线

聚落的空间相关性及其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古道与聚落整体

保护格局，有助于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并促进沿线乡

村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欠缺之处，

如在分析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时未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纳

入其中，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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