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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林是人们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

保存的林木 [1]，是特定区域内森林资源的发展以及植物

起源、演化和分布的重要实物 [2~3]，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和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内容之一。

因此，风水林研究对乡村景观规划、区域林木文化、地

域生态系统平衡和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4]。

面对目前传统文化观念日趋淡薄和森林群落深受人

为干扰的双重压力 [1,5]，鉴于国内外风水林研究进展综述

几为空白的状况，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风水

林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梳理，分析及总结该领域的研究

历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风水林研究提供参考，

引导学者从文化、生态、建设等角度，开展脉络传承、

科学措施、全面性指导意见等方面的研究，使风水林相

关理论与实践得到更好的发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国内外数据分别来自中文文献收录数据

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即 CNKI）
和全球先进学术信息收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检索期刊时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文献

类型排除非研究型内容。其中，CNKI 以“风水林”或“文

化林”或“林盘”为检索主题词，选取学术期刊、学位论文、

图书为检索对象，得到 858篇中文文献，去重后共 805篇；
WOS 以包含“fengshui”“forest”“culture”“wood”
两两词距在 5 以内的词汇为检索主题词，选取核心数据

库中期刊、综述、书籍为检索对象，得到 1 044 篇外文文

献，去重后共 1 028 篇。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5.7.R2 SE 64bit）软件对相关

文献的发表时间、作者、科研机构、关键词进行分析，

借助 SPSS26 软件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在绘制可视化图谱中，固定参数为“Slice Leng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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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ning=Pathfinder”；词频节点的大

小和深浅代表其学术影响力；连线

的粗细代表词频之间的联系强度；

Density（网络密度）代表提示词频

间的相互关系；Modularity 代表网络

聚类情况，数值越大，聚类效果越

明显，当 Q>0.3 即网络结构显著；

Silhouette 代表网络同质性情况，数

值越大，聚类结果越可行，当 S>0.7
即聚类结果具有高信度，同时剔除

S 值为 1 的不合理聚类 [6]。此外，运

用普莱斯定律（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Price Law）检验核心作者和核

心机构群的高产词频数，M≥50% 即

表示已形成核心群 [7]，公式如下：

                     （1）
M=（Nm/N）×100%             （2）
其中，m 代表普莱斯定律数值，

nmax 代表最高词频数值，M 代表普莱

斯指数结果占比，Nm 代表高于普莱

斯定律数值频数，N代表总词频数值。

2 结果分析

2.1 中文文献计量分析

2.1.1 发表时间

在 CNKI 数据库中，风水林研究

的年度发文量（图 1）在 1959—2020
年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大致分为 5
个段阶：1）萌芽阶段（1959—1981
年），文献最早发表于 1959 年，随

后呈空白期，经人工勘误不具备研

究价值；2）初探阶段（1982—2004
年），年度发文量极少，但均有“林

盘”等重要关键词提出，视为国内风

水林研究开端；3）发展阶段（2005—
2011 年），文献数量呈类正比增长；

4）低潮阶段（2012—2016 年），文

献篇数波动明显，年发文量均较低；

5）繁盛阶段（2017—2020 年），文

献篇数波动回升，年发文量均高于前

期最高年发文量，在 2019 年达到最

高年发文量 84 篇。目前，国内风水

林研究已进入繁盛阶段，每年预计至

少有 70 篇相关文章产出。

2.1.2 作者及发文机构

统计风水林领域的发文作者及

图 1    CNKI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年度发文量变化（1959—2020）

图 2    CNKI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分布

图 3    CNKI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分布

其科研机构，得到发文作者可视化

图谱（图 2）和发文机构可视化图谱

（图 3）。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

作者共 53 位，发表 220 篇文献，占

论文总数的 27.33%；核心机构共 28
个，发表 193 篇文献，占论文总数

的 23.98%。因此，国内高影响力的

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尚未形成 [7]，

但核心作者的发文占比要明显高于核

心机构的占比，故国内风水林方向

核心作者群可能要快于核心机构群

形成。

2.1.3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

通过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图 4）
和关键词时间线图可视化图谱（图5），
分析国内风水林领域的前沿热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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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五的关键词依次为风水林（文章

总数 78 篇）、植物景观（55 篇）、

乡村景观（41 篇）、林盘（30 篇）、

规划设计（28 篇）。由此可知，国内

主要围绕以传统风水林和林盘为代表

的风水林地域内的乡村生态与景观规

划，进行定义、形成、开发与保护的

措施研究。其中，风水林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生态产物，对于植物景观和

乡村景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8]，

因此学者围绕这三者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

2.2 外文文献计量分析

2.2.1 发表时间

在 WOS 数据库中，风水林研究

的年度发文量（图 6）在 1994—2020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大致分为以下 4
个阶段：1）初探阶段（1994—2008
年），文献最早发表于 1994 年，并

未提及林木文化的内涵，共产出 2 篇

文献；2）发展阶段（2009—2012年），
年度发文量呈类正比增长；3）平稳

阶段（2013—2016 年），篇数有明

显回落，每年的发文量在 60 篇以上；

4）繁盛阶段（2017—2020 年），篇

数平稳上升，年发文量均在 100 篇

以上，在 2020 年达到发文数量顶峰

127 篇。目前，国外风水林研究已进

入繁盛阶段，年发文量加速增长，预

计每年至少有 100 篇文章产出。

2.2.2 作者及发文机构

统计风水林领域的发文作者及

其科研机构，得到发文作者可视化

图谱（图 7）和发文机构可视化图谱

（图 8）。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

者共 105 位，发表 221 篇文献，占

论文总数的 21.50%；核心机构共 34
个，发表 262 篇文献，占论文总数的

25.49%。因此，国外高影响力的核心

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也尚未形成 [7]，

但核心作者的发文占比要明显低于

核心机构的占比，故国外风水林方

向核心机构群可能快于核心作者群

形成。

2.2.3 关键词共线与聚类

通过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图9）和关

键词时间线图可视化图谱（图 10），分

图 4    CNKI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关键词网络分布（1959—2020）

图 5    CNKI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关键词时间线（1959—2020）

图 6    WOS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年度发文量变化（1994—2020）

析国外风水林领域的前沿热点，排序前

五的关键词依次为 habitat fragmentation
（文章总数93篇）、micropropagation（62
篇）、manganese peroxidase（59 篇）、

recreation（39篇）、systematics（36篇）。
由此可知，国外风水林领域主要围绕

已界定的风水林和文化林地域，尤其

是以古老的夏威夷原始公社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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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景观格局中的生境情况或微观

生物繁殖培育机理展开研究 [9]。

3 研究总结

兼具文化和生态特性的风水林

逐渐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致力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目

前，国内外的风水林理论基础正在逐

渐成熟，相关研究也致力于改善乡村

与城市的人居环境。由于本文所应用

的软件本身处在优化和更新中，综合

性研究也日趋普遍，故由该分析方法

产生的结果不能达到完全精确，会有

部分偏差 [6]，但不影响整体结果。

3.1 研究历程

对上述文献发展阶段进行对比，

发现国内外发展情况趋势类似。国内

风水林研究开端要比国外早十余年，

初期以理论研究方向为主。国内最早

一批关注本土景观的设计师以风水

林地域内涵和生态平衡为主要研究对

象，其中俞孔坚等 [10] 就风水林生态

景观的规划合理性开展研究先例。之

后，随着风水林的定义、分类及风

水理论溯源的逐渐完善，国内风水

林理论受到国外学者的一致认可和

关注 [11]。国内外均从景观生态学和

规划设计角度开展风水林植物研究，

而国外通过生物学的选材突破和计算

机科学领域上的技术优势，缩短各研

究历程时间差距，并开拓新的风水林微

生物领域及生态学领域，与国内研究

于同年进入繁盛阶段。

3.2 研究合作

在各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背景

下，学术合作成为国际科学研究过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6]。在研究作者

方面，国内外都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但国内核心作者的发文占比高于国

外，国内可能先于国外形成核心作

者群，尤其是以关传友等为代表的

理论研究者，和以陈红跃、庄雪影

等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者。在

研究机构方面，国内核心研究机构

数量与发文占比均略小于国外，这

由于国外研究机构包括排名较高的

图 7    WOS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分布

中科院和北京林业大学等，分流了

国内研究机构的部分发文量。总之，

在本领域国内外核心机构数量几乎

近似，已初步建成跨学科、跨区域

的学术合作研究平台。

3.3 研究热点

3.3.1 以风水林内涵为文化研究基础

风水林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

川西平原兴起。宙明 [12] 于 1991 年第

一次正式提出“风水林”概念。此后，

国内主要关注风水观念、风水理论、

风水树种等问题，国外前期对于理论

并未进行溯源性调查。目前，风水林

的定义主要建立在关传友的研究基础

上，普遍认可包括坟园墓地风水林、

寺观庙宇风水林、宅基林的 3 种风水

林分布类型情况 [1,13]。

近年也有专家从区域角度讨论小

尺度的地域风水林理论特征，Chen 

Bixia 等 [11] 通过分析案例，总结东南

亚风水林分布格局；李萃玲等 [2] 提

出以平原型、高山型、海岸型为主的

海南风水林空间分布形态。风水林内

涵奠定了当今基础理论 [3]，建立了基

于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区域风水林生

态系统 [14]，使风水林研究的文化意

义不断提升和完善。

3.3.2 以景观规划为研究设计手段

风水林是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

主要部分，其植物种类和空间形态特

征对于新农村人居环境的改造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也对本土风水林的城市

异地应用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乡村景

观研究设计着重关注本土植物，常将

风水林作为一种景观类型进行调查，

如黎建力等 [15] 引入样方调查风水林

树种及生长情况，得到以乡土树种为

主，生长结构稳定的本土风水林群落

图 8    WOS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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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WOS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关键词网络分布（1994—2020）

图 10     WOS 数据库风水林研究关键词时间线（1994—2020）

特征；俞孔坚等 [10] 以村庄规划为风

水林规划设计目标，形成以景观安全

为骨架的设计框架，构成乡村国土生

态安全设计体系。

风水林景观规划往往通过总结空

间形态分布 [16]，结合问卷调查，形

成传统的图制模式。目前，随着主观

赋值法、层次分析法、美景度评价等

量化评估方式的出现，原有局限性

被突破，景观规划新策略如根据量

化结果分段分类型设计等被提出，

在为新农村环境景观建设和乡村旅游

开展提供参考 [17] 的同时，也引导应

用学科往不同景观方向发展。

3.3.3 以生态系统指标为量化研究方法

风水林生态价值方向的研究通过

不断整合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科的评估

体系，论述其生态意义的宏观表征、

林木成分及生态效果等 [18]，从而逐

渐完善生态系统价值量化。国内的风

水林生态学研究尤以模型评估生态系

统价值为标准，但各研究者在重要值、

Margalef 丰富度、Shannon-Winner 指
数、Simpson 指数等群落特征指标的

选取方面会略有偏好。国外的风水

林生态系统指标则以宏观的景观格局

生境破碎化和微观的微体繁殖为主，

揭示以风水林为代表的森林景观和

人类活动的关系，如 Lei Ma 等 [19]

通过碳循环模型分析风水林斑块，

提出受边缘效应影响的生态系统碳

库格局。

随着对树木组成及物种多样性等

林木研究指标的深入挖掘，关于生态

系统的量化指标的应用愈加普遍，

尤其是随着参与式制图、Maxent、

ArcGIS 等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从

宏观角度的风水林生态学研究也愈渐

成熟，以低碳为目标的风水林碳排放

模型评估优化大有可为。

3.3.4 以可持续发展为管理应用方向

国内外风水林研究自进入繁盛阶

段以来，视角不囿于理论的系统完整

性，而是紧扣“人与林共生”的核心

内涵，探讨可持续发展和特色发展的

有效途径。王璐等 [20] 分析川西灾后

村落风水林文化，提出融入生态文明

建设的传承与发展对策。

在生物学研究方面，有的研究

取材于风水林中部分特殊物种，如

微生物真菌、细菌类和本土树种，

用于鉴别和列出特定区域的物种种

类，突出其独特环境的生长结论。

目前也有研究通过大数据动态观察

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在某一特定位

置的动态流情况。Rijal 等 [21] 讨论了

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方案，和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土地利用分析监

测系统，为可持续环境规划和政策

制定提供必要条件。

4 存在问题与建议

4.1 存在问题

在风水林研究主体方面，高影响

力作者及机构较少，现阶段国内外核

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均未形成，且

彼此间普遍缺乏科研合作，这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在风水林研究方向方面，学科关

键词较多，但新兴技术的应用较少。

目前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关键词半

衰期较长，如植物多样性、公共空间、

乡村振兴等，相关领域研究广泛而

深入，能够形成对实践具有一定指

导意义的研究。但是近年很难出现

影响力较大的关键词，从而使得研

究领域相对狭窄，创新性不足 [22]。

此外，该领域研究内容与政策热点

结合不够紧密。风水林保护与利用

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的途径之

一 [4]，但目前国内暂未有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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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特别是缺乏有关这一乡村林木资源的“双碳”作

用的研究。

4.2 建议

首先，研究团队间应加强交流，尤其是国内外不同

作者和机构间的合作，以凝练风水林领域的核心引导

力，推动人才交流，加快风水林这一综合性研究课题

的创新与发展，形成相对成熟且集中的国内外核心作

者群和核心机构群。其次，相关领域作者应把握住多

学科融合的机遇，注重多元化和独创性，把握研究热

点，特别是“双碳”背景下风水林在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能力方面的应用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23]，弥补现有创

新性不足情况。此外，国内学者应学习国外的科技手

段，以摆脱新兴技术受到桎梏现状，应用创新手段、

思维深化风水林研究。最后，国内研究者应充分发挥

我国作为风水理论发源地而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历史和

地理优势，深入开展风水林历史溯源研究和实地调查，

结合政策优势及前沿热点，建立完整的中国特色风水

林理论体系，尤其是重视以汉族为主的传统风水林，

关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风水文化林，结合林盘等特色

地域风水林，进行多目标、多功能的综合性探索，让风

水林为实现我国“双碳”目标贡献乡村力量。

致谢：感谢日本琉球大学农学院陈碧霞教授提供的资料以

及修改意见。

注： 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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