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灌溉排水学报                                   第 42 卷 增刊 1 

Dec. 2023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upp.1  Vol.42 

223 

文章编号：1672 - 3317（2023）Supp.1 - 0223 - 06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水文化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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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 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水文化相关研究。分析水文化研究热点，把握研究趋势，能够对我

国水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指导作用。为此，基于 CiteSpace 文献分析软件，利用词频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及突现

词分析方法,对知网数据库中的水文化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地域性水文化是水文化文献的主要研究类

别；文化遗产、生态文明、文化产业和水利工程是水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水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内容

紧跟“黄河文化”、“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热点；水文化研究机构主要分为水利系统和海洋系统。未来有必

要扩大研究规模，完善研究体系建设，丰富研究内容，以促使水文化研究工作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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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快，水问题成为了人类

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面对的主要挑战。由于水科学和水

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除技术

手段外，文化也成为了人类面对水问题的一种视角，

新时代中国给予了水文化高度的重视。国内学者开展

了大量水文化研究。分析水文化研究热点，把握研究

趋势能够对水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一定指导作用。文献

计量分析是通过文献信息掌握研究领域热点的主要

方法，贾兵强[1]以及田德新等[2]分别对水文化研究进

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对水文化的研究势态和研究热点

作了一定总结。然而已有研究对泛水文化文献的收集

不足，需要重新对已有水文化文献进行梳理。本文使

用 CiteSpace 文献分析软件对国内水文化相关文献进

行定量分析，总结水文化研究方向，挖掘相关研究热

点，分析国内水文化发展趋势。 

1  水文化及其研究对象 

1.1  水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水与人类文化的联系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研究

领域的水文化直到近几十年来才受到国内外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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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水在被人类利用的过程中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文化这一概念又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的内容，因此水文化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研究领域。国

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不同专家学者对水文化概念有

着不同的理解。 

国内水文化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88

年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对水文化的研究”的观点，

1989 年发表文章《应该开展对水文化的研究》[3]，其

中将水文化理解为：人们在从事水事活动中必须共同

遵循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行为取向等一系列共有

观念的总和。2002 年李宗新[4]重新界定了水文化的概

念，认为其是人们在从事水务活动中创造的以水为载

体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轴心

的文化集合体。广义的水文化是人们在水事活动中创

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成果的总合；狭义的

水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包括与水有密切关

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成果等[5]。葛剑雄[6]

认为水文化是指人类以水为基础所产生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思想观念，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和制度文化。郑晓云[7]将水文化定义为：存在于

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中关于水的相关文化，是人类

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相关文化，可通过认同、

宗教、文学艺术、制度、社会行为、物质建设等方式

表现。 

国际上对水文化的系统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始，主要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

化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8-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灌溉排水学报 http://www.ggpsxb.com 

224 

社会中的每个团体及个体都与水存在文化上的联系，

这种人水交互以水文化的形式体现，内容包括知识、

传统习俗、水的管理及相关伦理以及管理和维护水资

源的政治组织等[10]。Bijker
[11]从文化社会和研究方法

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水是任何社会的关键组成，因此

可以将研究的所有社会对象视为“水文化”，以关注

水的视角作为社会研究的前提之一。Rogers
[12]从古代

历史的角度提出了水文化的定义，认为水文化是与水

有关的实践的集合，表达并塑造了一个区域对其自然

秩序、邻国关系和人员组成的社会性看法。 

国内外学者对水文化的解释各有所侧重，不同领

域专家也对水文化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国内水利学者

强调水事活动在水文化中的作用，社会科学学者强调

水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国内注

重水的文化产物，国外注重水的政策和管理。但不管

按照哪种理解，表现出来的都是水文化是一种以人类

活动为主体的反映人水关系的文化。 

1.2  水文化研究的对象 

根据水文化的定义，水文化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多

种表现形式，其研究对象包含丰富的类型。根据文化

层次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水文化划分为

物态水文化、行为水文化、精神水文化、地域水文化、

时代水文化五类[5]，涵盖了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和分

析维度。本文也采用这种方式对水文化及其研究进行

归类，具体而言，物态水文化是指以物质形态形成的

水文化，包括水景观、水利工程和水利遗产等；行为

水文化是人们在人与水的实践中形成的行为或制度

文化，包括日常用水、水治理、水管理、水权、水伦

理和水崇拜等；精神水文化是人与水的实践中形成的

心理积淀，包括水哲学、水精神、水艺术和“水”文

学等；地域水文化是不同空间上的水文化，可以将各

地依托于江河湖海的各色文化都归于这个类别，包括

江河文化、水乡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水相关的民族文

化等，具体例子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三峡文化、

运河文化、江南文化、傣族文化和各地港口文化；时

代水文化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水文化，具体可包括水

环境史和水利社会史等。然而这些分类并不是相互独

立的，地域文化间具有包含和交叉的关系，且含有历

史要素，时代文化也必然具有空间属性，这些文化下

又同样有物质、行为和精神之分。此处列举的类别示

例仅是为了便于划分水文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视角，

为水文化文献的收集做准备，供读者参考。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获取 

本文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为文献数据源，

检索相关的中文文献，每条文献记录包含标题、作者、

关键词、期刊和作者机构等信息。检索方式采用主题

词检索，并剔除结果中的报道、人物介绍等不具研究

性质的文献，具体检索主题及对应文献数量见表 1。

由于“水管理”、“水权”等关键词的搜索会得到大量

严肃的技术或法律研究，因此不对这些关键词进行直

接搜索，待从其他搜索词中发掘这些方向的有关研究。

从检索结果可初步看出学界对于不同研究主题的关

注程度。剔除其中的重复文献后，共得到 9 395 条有

效文献记录。 

表 1 文献检索式及文献数量 

Table 1  Literature retrieval style and literature quantity 

检索主题 文献数量/篇 

水文化 2 874 

黄河文化 1 143 

长江文化 233 

三峡文化 299 

江南文化 688 

运河文化 819 

海洋文化 2 925 

港口文化 57 

水利遗产 99 

水伦理 39 

水崇拜 72 

水历史 或 水利史 320 

水哲学 28 

水艺术 78 

水利文学或水意象 317 

2.2  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 CiteSpace 文献分析软件[13]对水文化相

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主要从关键词和机构两方

面对国内水文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关键词是文章内

容经作者高度凝练后得到的主题词，可精确概括文章

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关键词分

析可用于挖掘领域的研究热点。机构分析则用于发现

水文化研究的主力机构及彼此的合作强度。 

具体的分析方法采用词频分析、共现分析、聚类

分析及突现词分析。词频分析通过目标词的出现频率，

判断该领域的热门研究内容或热门机构。共现分析是

对成对出现的词句进行数量统计，能够突显研究的核

心热点。聚类分析通过对关键词的分组，归纳出该领

域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快速了解到相关研究的重心。

突现词分析通过检测在一定时间内突发出现的高频

词，以说明该邻域研究在该时间段内的主要关注点或

者主要参与机构。 

3  结果分析 

3.1  发文量趋势 

图 1 显示了发文量的变化趋势。2000—2012 年，

水文化研究发文量呈逐年加速上升，2012 年水文化

发文量较前一年有较大提升。2014 年后发文量有所

下降，后又逐年回升。2017 年水文化研究发文量开



蔡季宏 等：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水文化研究文献分析 

225 

始高速上升。2020 年年发文量至 1 000 篇左右。总体

上看，自本世纪初开始水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

界的重视。 

图 1 水文化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Fig.1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water culture research 

3.2  关键词分析 

表 2为水文化研究出现频次最高的 25个关键词。

频次最高的是研究主题“海洋文化”和“水文化”，

分别出现了 1 037 次和 1 019 次。之后是“黄河文化”、

“江南文化”、“运河文化”和“黄河流域”。这些都

属于水文化研究的主要分支。“文化产业”、“水利工

程”、“文旅融合”和“海洋经济”等词的高频出现，

说明了水文化研究与产业、水利工程、旅游和经济等

领域有较强的联系。国内对水文化遗产尤其是大运河

遗产较为重视，“大运河”和“文化遗产”两个关键

词的出现频率也较高。“人水和谐”和“水资源”的

出现则意味着国内水文化研究关注与水相关的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表 2 水文化文献关键词词频 

Table 2  Water culture literature key word frequency 

关键词 出现频次/次 首次出现年份/年 

海洋文化 1 037 1993 

水文化 1 019 1994 

黄河文化 473 1993 

江南文化 316 1999 

运河文化 198 2004 

黄河流域 195 1993 

水意象 162 1996 

大运河 157 2002 

文化 156 1997 

长江文化 108 1994 

三峡文化 105 1993 

水利史 101 1993 

地域文化 97 1998 

文化遗产 88 2003 

保护 84 2005 

文化产业 84 2004 

海洋强国 81 2013 

海洋意识 81 1997 

人水和谐 80 2004 

建设 79 2003 

水利工程 79 1995 

水资源 79 2003 

文旅融合 78 2018 

中华民族 75 1994 

海洋经济 75 2008 

图 2—图 4 分别为 1993—2023 年中 3 个时间段

（1993—2002 年、2003—2012 年、2013—2023 年）

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及聚类结果，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

出现频率，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共现关系，不同颜色代

表不同的聚类结果。1993—2002 年主要分成了水文

化、海洋文化和水利史 3 个大类，这三类的关键词之

间几乎不存在联系，说明水文化、海洋文化和水利史

3 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鲜有交集。同时，这 3 个方

向是由不同领域的学者独立开展研究的，其中水文化

研究主要由水利系统的专家开展、海洋文化由海事领

域的专家开展，而水利史则由史学界专家负责。水文

化大类下还分有“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和“三峡

文化”，都属于水文化的地域形式，长江、黄河和三

峡也都与国内的水利系统关系密切。这也说明了地域

文化是这时水文化研究的重点，但不同地域文化下的

研究内容则较为分散。 

图 2  1993—2002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Fig.2  Results of key word clustering from 1993 to 2002 

图 3  2003—2012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Fig.3  Results of key word clustering from 2003 to 2012 

图 4  2013—2023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Fig.4  Results of key word clustering from 2013 to 2023 

2003—2012 年水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数量急剧增

加，不同关键词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水文化、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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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海洋文化仍旧是重点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出现

了江南文化、水利行业、水意象、运河文化和京杭运

河等新兴的研究方向。运河文化和京杭运河的研究主

要与“水利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和“旅游资

源”等关键词相联系，说明这个时期国内学界重视运

河遗产的保护，也开始挖掘水利遗产的经济和旅游价

值[14-15]。水利行业的相关研究与水文化类较为紧密，

主要关键词包括“人水和谐”、“治水实践”和“水利

工程”等，这表示水文化的相关思想开始广泛用于水

利行业工作的指导，包括人水和谐格局的建设、水利

景观的建设和治水思想的学习等。 

2013—2023 年，水文化、海洋文化、黄河文化、

江南文化和运河文化仍旧是水文化文献的主要研究

方向。“文化产业”、“内涵”、“传承”和“建议”也

成为了这个时期主要的研究议题。文化产业在上个十

年已经是重要的研究关键词之一，在这个时期更是成

为了一个与多个地域水文化类型密切相关的研究重

点[16-18]，这也响应了我国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打造

文化产业的号召。同时期，国内学界也开始注重文化

内涵的探索，水文化研究的门类纷繁复杂，不同地域

的水文化也带有不同的地域特色，找出不同水文化类

型的内涵、发掘出新时代水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水文

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表 3为 3个时间段内的水文化文献突现关键词及

其突现时间。1993—2002 年的十年里，仅在 1993—

1995 年有“水利史”一个突现关键词，该时期正处

于史学界对于魏特夫“治水社会”理论的批判时期，

大量水利史研究开始涌现[19]。在第二个时间段中，“长

江文化”和“三峡文化”是主要的突现关键词，突现

时间都在 2003 年后的几年中。2003 年正是三峡大坝

第二期工程的结束时间，这年三峡大坝蓄水成功，开

始正式通航并发电，同一时期有关长江和三峡的文化

研究也开始涌现，其中涵盖了旅游文化开发和文化遗

产保护等内容。同时“水利工程”也成为了这个时间

段水文化研究的突现关键词之一。“都江堰”和“京

杭运河”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开始突现，学界在

这个时期开始集中关注水利遗产的研究。 

在 2013—2023 时间段，“黄河文化”和“黄河流

域”是最主要的两个突现关键词，突现强度达 60 和

34，远超其他突现词。2019 年 9 月习总书记在郑州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其

中强调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次年，有关黄河文化的研究出现

井喷，并且研究势头持续至今，研究内容包含文化内

涵、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等内容。2018 年文化部和

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文旅融合这一概念

开始受到大量关注，在 2020 年后“文旅融合”和“文

旅产业”先后成为了水文化研究的突现关键词，对文

旅融合发展路径的探讨是这部分研究的重点[20]。结合

图 4 的关键词共现图，“文旅融合”与黄河文化研究

关系密切，说明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是黄河文化研究的

重要一环，也符合“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倡议。

2021 年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在这年起也开始与水文化研究结合，这部分研究注重

水文化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21]。以上突现词也说明

了水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生态文明也是这

个时期的水文化研究热点，部分研究将水文化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体系[22]，“生态保护”，“人水和谐”和“海

绵城市”的相关文献也集中出现。“海洋经济”、“海

洋”、“海洋文化”和“妈祖文化”在这个时间段先后

成为突现关键词，说明对于海洋文化研究，国内学界

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 

表 3 水文化研究突现关键词 

Table 3  The key words of water culture research appear suddenly 
时间段 关键词 突现时间/年 强度 

1993—2002 年 水利史 1993—1995 3.68 

2003—2012 年 

长江文化 2003—2005 8.33 

三峡文化 2003—2006 5.43 

水利史 2003—2004 3.59 

《诗经》 2003—2007 3.57 

黄河 2003—2004 3.06 

水利工程 2003—2005 2.86 

都江堰 2004—2005 2.99 

京杭运河 2005—2007 2.63 

江南文化 2005—2006 2.45 

城市发展 2008—2010 3.40 

现代水利 2008—2010 3.38 

海洋意识 2010—2012 2.61 

文化品牌 2010—2012 2.57 

2013—2023 年 

海洋经济 2013—2014 8.58 

海洋 2013—2018 7.78 

建设 2013—2016 6.75 

水资源 2013—2016 6.75 

文化 2013—2014 6.29 

水利行业 2013—2014 5.93 

实践 2013—2016 5.52 

教育 2013—2016 5.52 

对策 2013—2014 5.20 

人水和谐 2014—2015 8.39 

水文化 2014—2015 7.69 

海洋文化 2016—2018 10.10 

妈祖文化 2017—2020 8.04 

海绵城市 2018—2019 6.00 

文创产品 2019—2021 5.81 

黄河文化 2020—2023 60.50 

黄河流域 2020—2023 34.24 

文旅融合 2020—2023 13.33 

生态保护 2020—2023 8.70 

保护传承 2020—2021 5.74 

路径 2021—2023 7.41 

乡村振兴 2021—2023 6.33 

文旅产业 2021—2023 6.21 

时代价值 2021—2023 6.06 

长江文化 2021—202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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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构分析 

表4展示了水文化文献发文量前20的机构，这些

机构主要分为海洋系统和水利系统，分别对应了海洋

文化研究和其他水文化研究。发文量最高的2个机构

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广东海洋大学。重庆、

四川、江苏、浙江、河南和江西的水利院校及研究机

构也发表了较多水文化相关研究，而华南地区的水文

化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海洋院校，水利系统的贡献则

稍显不足。 

表 4 水文化文献主要发文机构 

Table 4  The main publishing institution of  

water culture literature 

机构 
出现 

频次/次 

首次出现 

年份/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9 2003 

广东海洋大学 39 2008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37 2009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3 2013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4 2014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23 2010 

中国海洋大学 21 2011 

中国水利博物馆 20 2013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20 2013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 2010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2014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18 2013 

钦州学院 18 2013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18 2009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8 2015 

浙江海洋学院 17 2010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16 2008 

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16 2013 

钦州学院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15 2015 

浙江海洋大学 15 2017 

表 5分 2个时间段展示了水文化研究的突现机构

及突现年份。1993—2002 年不存在水文化研究的突

现机构。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最早自 2005 年开始对

水文化进行了集中的研究。2013 年后，浙江、河南、

广西、广东、福建、江西、重庆和江苏等地方研究机

构陆续开始水文化的集中研究。突现机构中，出现了

文学院、媒体与设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法政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等多领域的研究机构，

再次说明水文化是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表 5 水文化研究突现研究机构 

Table 5  Water culture research emerg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时间段 研究机构 突现时间/年 强度 

2003—2012 年 

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 2005—2006 4.05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008—2009 2.83 

苏州大学文学院 2009—2010 3.19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2009—2010 2.69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0—2012 2.98 

2013—2023 年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3—2014 5.63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2013—2017 3.92 

浙江海洋学院 2013—2015 3.59 

河南省水利厅 2013—2014 3.14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13—2014 3.14 

大连海洋大学 2014—2017 3.47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4—2016 2.99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014—2016 2.99 

钦州学院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2015—2018 4.91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5—2016 3.82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文化研究中心 2015—2016 3.75 

大连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2015—2016 3.0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6—2017 4.07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 3.0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6—2018 2.96 

钦州学院 2016—2018 2.88 

浙江海洋大学 2017—2019 5.75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2017—2019 3.46 

广东海洋大学 2018—2021 3.94 

北部湾大学 2019—2021 5.0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19—2021 4.63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2019—2020 2.97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2020—2021 3.24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1—2023 4.90 

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2021—2023 3.11 

4  结 论 

1）海洋文化是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三峡文化和江南文化等地域性

水文化也是水文化研究的主要类型。 

2）文化遗产、生态文明、文化产业和水利工程

是水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 

3）水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能够紧跟

时政热点，关注国家建设和民生问题。 

4）水文化研究机构主要分为水利和海洋两个系

统，包含许多地方机构。其中华西、华东和华北的研

究机构以水利系统为主，华南和东北的研究机构以海

洋系统为主。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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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on water culture. 

Examining hot topics and current research trends in water culture studies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field’s 

construction in China. To this end, based on CiteSpace literature analysis softwar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outburst analysis are used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water 

cultur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he CNki.com databas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es were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those literatures. Cul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industry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were the main topics of water cul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water culture had a strong 

policy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 closely followed the hot topics such as ‘Yellow River cultur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ater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mainly divided in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marine system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research scale,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system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water cul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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