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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Most researches

are based on the literary works themselves or individual litterateu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lack of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about ancient litterateurs' behavior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created by the group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ancient literati's behaviors potentially influenced and determined the distributions and transitions

of ancient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paper proposed a method of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literati's locations and aggregations of literati movements, and demonstrated the changes of the cultural-center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the literati's footprint dat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opinions about

three transi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al center in cultural geography are basically built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on the inference of three historical battles, which is short of valid ancient cultural data to validate.

This paper tried to examine and demonstrate the opinions based on data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GIS

analysis techniques. Records about 110 000 footprint data of more than 300 important literat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relatedcultural works and literatures, and the paper used location-linked

technology in GIS field to form trajectories, and constructed the literati migration network map. The spatialized

PageRank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calculate the Chinese cities'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their ranks, which

visualized the literati aggregation center in different eras and plotted the cultural-center citie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sing heat maps. At the same time,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cities'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and changes of different cit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illustrated by maps and

tables in this paper. To demonstrate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center,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cities' cultural attraction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the interval of 20 years, and reshaped the change

curve to visualize the comparisons and changes of culture weights about south and north in historical china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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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n,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ed the two latter times of the three cultural movement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science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graphic visualiz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was completed as early as the NanSong

Dynasty.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central city and analyzed the possible factors of

the cultural-center southward mov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Cultural geography;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terati's footprints; cultural- center city; location-

based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Page Rank Algorithm; Data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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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文学作品本身或文人个体特征进行，缺乏大数据

的支持；历史的发展是大量个体共同驱动的结果，文化地理中众多文人的行为潜在影响着古代文化分布和变迁。本文提出基

于文人群体运动行为的位置关联和聚合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根据唐宋时期文人的移动足迹数据来论证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中

心城市的变迁。文化地理领域中的3次文化中心转移的观点，是基于3次历史事件驱动的定性推理分析，缺乏有效的古代文

化方面的数据支撑。本文力图从数据科学、信息科学和GIS分析角度来审视这一结论。从人文领域已经出版的学术研究著

作中采集唐宋时期具有代表性作家的11万条足迹数据，利用GIS的位置关联技术形成足迹图，构建了文人迁徙网络图；并采

用空间化的PageRank算法计算出唐宋时期各城市的文化吸引力，直观地呈现出了不同时期文人聚集的中心城市，重塑唐宋

文化中心变迁。同时，从定量、地理位置变化和时序角度剖析了中国不同时期城市的文化吸引力的分布和变化。为论证中国

文化中心的南北变迁，对唐宋时期的城市文化吸引力聚合，以20年间隔来科学计算出南北文化中心的对比和演变，科学表现

文化中心的南北随时间的变化，论证了中国文化中心 3次南移的后 2次，发现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时间早在北宋时期就已

完成。

关键词：文化地理；唐宋时期；文人足迹；文化中心城市；位置关联；聚集性；PageRank算法；数据科学

1 引言

中国的文化地理知识受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

理环境和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1]，文化地理

学一直受到关注，运用GIS技术能方便有效地对历

史、文化方向的地理空间数据实现管理分析[2]。中

国的古代文人经常会通过其诗词等文学作品中的

空间位置情况来表现自己对于美的喜爱特征与判

断能力，同时他们的创作追求与人生抱负也会通过

文学作品的地理位置进行表达[3]。已有的对文人、

文学作品的研究单独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分析较

多，同时从时空维度研究较少；忽视了文人们群体

的移动迁徙情况、空间聚集情况等；而这些方面的

研究恰恰对于深入理解文人、分析文学作品和社会

文化有更重要的意义[4]，利用GIS的位置关联和聚

合技术研究文化地理是一个新的视角。

群体与个人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区域中的交互

行为活动能体现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对人类群

体和个体的移动足迹活动特点是众多学科的关注

重点，包括流行病学、社会学、交通规划学、地理科

学等[5]。通过长时间的跟踪某个人的移动足迹，能

够研究总结这个人在空间中的运动移动特点[6]。利

用GIS的空间分析能力，对人类个体的移动行为数

据建立个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与群体之间

的特征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共性，大数据分析能

够进一步分析人类的行为模式、运动规律、以及不

同个体间的相似性与背后所暗藏的意义。

现有的历史文化变迁研究大都是基于推理的定

性分析，但是也需要利用定量的分析来论证定性分

析的正确并发掘一些统计学规律[7]。目前，国内只有

少数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文人及其作品的空

间分布与变化特点，如利用文人的地域分布探索陕

西地区的文风分化规律和地域差异[8]、探索古诗词的

空间模式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地[9]、对李白诗词的创

作地点和诗中描述地点进行空间分析，展现出李白

的创作空间和诗词文本空间分布格局[10]、对宋词进

行量化处理分析宋代词人的情感特征在时空上的变

化，并挖掘其变化的成因[11]。计量分析和统计缺少

地理空间的分析模型，只能辅助与补充历史文化，而

无法成为主流的研究文学、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这就

说明必须要使用空间分析的理论与方法[12]。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文化中心南移理论指出，东

晋的永嘉之乱、唐朝时的安史之乱和宋代的靖康之

乱是3次文化中心南移的关键点[13-14]，这是基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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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驱动的定性推断方式。文化中心的转移，是一

种非常复杂的文化运动方向[13-14]，其评估角度可以从

多个方面进行，本文力图从大数据、信息科学和GIS

分析角度来审视这一结论，通过历史文人的足迹大

数据分析，从科学数据角度证明城市文化中心的变

迁。唐宋文人的时空轨迹与行为能够反映出随朝代

更迭的分布演变规律。通过文人群体在城市间的流

动交互量能表现出不同时期城市之间的互相联系强

度，而对文人的移动集聚性进行分析研究能够计算

出文人的集聚中心，从而找到对文人而言吸引力最

大的地方。同时，朝代更迭交替，每个城市的集聚性

也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各个时期的文人轨迹重现，

能够展示各个文化中心的转移与变迁。

2 唐宋文人足迹的数据与分析方法

2.1 数据采集

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唐、五代和宋 3个时期

（618—1279年）的重要文人足迹。文人足迹数据由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上水平的师生，按照预

设的足迹描述结构（如后）逐条采录。数据来源包

括《全唐诗》[15]、《全唐诗补编》[16]、《中国文学家大辞

典·唐五代卷》[17]、《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18]、、

《两宋词人丛考》[19]和《全宋诗》[20]等古籍，以及人文

领域业已出版的作家年谱、年表、作品编年笺注类

著作或论文，部分大家、名家不止一谱或独笺，则由

采录人员对比选择后酌情采之，并对年谱年表中缺

失的地名信息做出适当补充考证。最后整理出唐

宋时期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一生活动信息、轨

迹信息、作品信息、社交信息以及写作过程等信息，

构建基本的唐宋文人足迹和作品数据记录。

对整理的文人轨迹活动数据，利用中国古今地

名对照表[21]，找出数据中对应时间段古代地名所对

应的现代行政单位以便用于空间定位。文人活动

与足迹数据处理中，考虑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性，

采用以“年”为时间分辨率和以“县/市”为空间分辨

率，通过地理位置数据的关联构建人、写作行为、时

间、地点的复合结构来描述基本数据，如：
{

"作家": "李白",

"朝代" : "唐",

"年份" : 718,

"年岁" : 17,

"活动分期" : "少年时期",

"起始点" : "江油市",

"起点经度" : 104.92,

"起点纬度" : 31.95,

"地点名胜" : "",

"目的地省" : "四川",

"目的地市县" : "平武县",

"目的地经度" : 104.39,

"目的地纬度" : 32.44,

"任职官名" : "",

"活动内容或创作缘起" : "往来旁郡，游江油，有诗赠友

人",

"交游者姓名" : ""

}

每条文人足迹数据都从历史时刻上描述某个

文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行为，以及相应的

文学创作和关联的亲朋好友。经过位置关联构建

的唐宋文人的位置关联数据110 623条，其中文人、

时间、地点均可确定的记录为94 295条，包括328位

唐宋文人，涉足市县900余个，从中提取出文人的足

迹数据11 470条。

2.2 文人聚集的城市PageRank空间化计算

PageRank（PR）最初是一个网页排序和衡量网

站重要性的方法，该算法在网络节点定量计算和排

序上应用突出，如衡量街区的连通性[22]。GIS空间

分析可有效地支持空间网络分析，对网络比较关注

各个边上所代表的属性信息，例如城市之间的经济

活动、不同城市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23]。人口

流动的空间网络模型与PR算法所针对的网页链接

模型存在有共性同时又有细节上的差别。可以把

地理空间中从一个城市指向另一个城市的流量类

比成网页间的超链接模式，就可利用 PR算法分析

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与集聚特性，把文人在

不同城市之间移动看作对城市的“投票”。通过计

算各个城市的分数大小，分析各个城市在所有城市

中对文人吸引力的强弱。地理空间环境下的城市

网络模型要比网页链接模型更加复杂，需要弥补

PR算法中不具备空间分析能力，才能将PR算法运

用到地理空间下的网络模型进行分析[24-27]。本文引

入文人移动流量和城市距离融入到 PR 算法中：

①文人流量。城市网络模型中 2个城市的文人流

动具有量的大小，即从A城市到B城市有多少文人

进行了空间迁移。原始PR算法中根据出链来均分

上一次计算的PR值。在该模型则根据流出节点的

文人数量按比例配给相应的PR值。②城市距离。

城市网络空间中距离直接构成对于流动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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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阻力，这也符合古代交通的特征。为了便于

计算分析，直接将 2个城市的距离作为权重因子加

入算法。利用文人流量与城市距离进行空间化之

后的PR算法公式为：

PR( )i = 1 - σ
n

+ σ∑
j = 1

n

PR( )j × Flow( )j - i × D( )j - i
k

（1）

式中：PR(i)为城市 i 的 PR 值；PR(j)为城市 j 的 PR

值；Flow(j-i)为城市 j向城市 i的文人流量比例；D(j-

i)为城市 i与城市 j的空间距离；k是空间距离的影响

参数；σ为阻尼系数，指在某时刻文人到达某城市后

并继续向其他城市移动的概率；n为城市总数量。

根据式（1）可知：城市 i被其他城市指向的数量

越多，指向 i城市的城市影响力越大，并且 i城市的

文人流量越大；文人流动的出发城市 j与目的城市 i

的距离越远时，认为该城市对文人的吸引力越大。

每个城市PR值的确定是一个逐步迭代的过程，经

过不断的重复计算，每个城市的PR值都会趋于正

常和稳定，其收敛性可经过数学证明。

3 基于唐宋文人足迹聚集性的城市
文化中心

3.1 唐宋时期城市对文人的吸引力

将唐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328位文人移动足迹

按照朝代的更迭变化，划分 618—770年、771—907

年、960—1127年、1128—1279年为 4组数据（908—

959年为五代时期，数据较少，未做分析），唐朝以安

史之乱为节点划为唐前期、唐后期，宋朝分为南宋、

北宋，各时期的文人轨迹图如图 1所示。本文的研

注：地图底图来自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服务。

图1 唐宋各时期328位文人移动轨迹

Fig. 1 Origin-destination diagrams of literati' move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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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时期为唐朝和宋朝，时间跨度较大，并且内部疆

域与行政区划变化频繁，同时当代文学地理中关

于三次文化中心转移是基于目前中国范围作为参

考进行描述的，这样可以避免古今行政区划的差

异造成的地理区域偏差。因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

地图来绘制相关结果，保持与当前相关研究中地图

的一致性。

通过文人轨迹的叠加图虽然可以直观地呈现

唐宋不同时期各地区的文人活动量，该方式只能静

态的展现唐宋文人的足迹和遍历的城市，虽然叠加

文人足迹可以展现可能的城市关联关系，但是不具

备定量的对比分析能力，并没有考虑城市之间的联

系。本文利用空间化PR算法计算不同时期的城市

PR值，不单单是按照“文人流量”来给城市赋予权

值的，还引入不同城市在网络空间里地理位置的影

响力，即不仅考虑到出发城市的数量，还考虑到出

发城市的影响因素，包括出发城市吸引力、城市间

距离和城市间流通人数，二者相结合获得了更科学

的城市文化吸引力评价，可更好地评估随着朝代更

迭不同城市文化吸引力的大小变化。表1给出基于

文人足迹聚集的城市吸引力排名和量化值，图 2给

出了各时期城市吸引力的图式化对比。

从图2不同城市文化吸引力热力图对比和表1

的定量化描述，可知在唐朝前期，西安与洛阳依靠

政治因素成为文人集聚性最高的城市，二者的吸引

力为 0.1381。从唐国公李渊在群雄并起的隋末起

兵称帝，到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励

精图治，开创了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唐朝辉煌强

大的帝国统治力激励了文人们的政治情怀，西安与

洛阳瞬间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梦想之地，到天子脚下

实现政治抱负与人生价值。唐前期在西北边塞有

一个小的聚集中心吉木萨尔，这是其他几个时期所

不存在的现象，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

王翰等杰出的边塞文人都活跃于该时期。由图

2（a）可知，中国该时期城市吸引力明显处于北强南

弱的态势。

唐朝后期，虽然安史之乱的发生对当时的政局

造成了一定的动荡，却无法撼动西安洛阳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霸主地位，他们的吸引力依然高达

表1 唐宋4个时期文人吸引力前二十的城市排名和PR值

Tab. 1 Attraction ranks and values of the top-twenty cit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朝前期

城市

西安市

洛阳市

襄阳市

扬州市

登封市

南京市

开封市

九江市

吉木萨尔县

华阴市

成都市

绍兴市

武汉市

商丘市

镇江市

苏州市

岳阳市

济宁市

灵宝市

武威市

PR值

0.0959

0.0422

0.0135

0.0103

0.0091

0.0081

0.0078

0.0076

0.0072

0.0069

0.0067

0.0066

0.0065

0.0064

0.0061

0.0061

0.0061

0.0059

0.0057

0.0055

唐朝后期

城市

西安市

洛阳市

扬州市

镇江市

开封市

杭州市

苏州市

九江市

南京市

宜春市

成都市

岳阳市

襄阳市

武汉市

永济市

荆州市

绍兴市

长沙市

华阴市

衡阳市

PR值

0.1036

0.0363

0.0165

0.0120

0.0114

0.0108

0.0107

0.0097

0.0095

0.0087

0.0087

0.0076

0.0075

0.0071

0.0070

0.0068

0.0067

0.0066

0.0064

0.0058

北宋时期

城市

开封市

洛阳市

杭州市

扬州市

商丘市

西安市

镇江市

苏州市

南京市

九江市

成都市

长沙市

大名县

许昌市

常州市

湖州市

徐州市

盱眙县

南昌市

淮安市

PR值

0.1172

0.0130

0.0122

0.0117

0.0110

0.0093

0.0087

0.0087

0.0083

0.0073

0.0071

0.0063

0.0062

0.0059

0.0055

0.0054

0.0053

0.0050

0.0050

0.0047

南宋时期

城市

杭州市

南京市

福州市

吉安市

苏州市

绍兴市

长沙市

南昌市

九江市

成都市

温州市

衢州市

扬州市

湖州市

武夷山市

开封市

镇江市

荆州市

莆田市

建瓯市

PR值

0.0779

0.0145

0.0142

0.0135

0.0119

0.0114

0.0109

0.0097

0.0088

0.0086

0.0070

0.0068

0.0066

0.0066

0.0064

0.0060

0.0060

0.0058

0.0053

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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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9。“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读书人向来是以治

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西安与洛阳的文化吸引力造就

文人的向往和聚集。但是同时这段时间中，大量南

方城市例如扬州、镇江、杭州、苏州等文化氛围兴

起，如扬州，《旧唐书》[28]曾称“广陵（今扬州）大镇，

富甲天下”，《新唐书》[29]则称“扬州雄富冠天下”。

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

汇点，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使

其一举成为唐代后期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对文人

们而言不仅有着春风十里的烟花美景，更是繁华

富庶的从政的好地方，不少文人们都选择扬州作

为实施政治梦想的地方，正所谓“十年一觉扬州

梦”，扬州逐渐成为了最吸引文人墨客的地方之

一。由图 2（b）的图示效果就可判断南方总体吸引

力已和北方持平。

历史风云变化莫测，西安、洛阳自宋朝一落千

丈，退去了都城的光环，开封成为新帝都，其文化中

心地位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其吸引力为0.117，比

唐朝时期西安对文人的吸引力还要大，从《清明上

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中的城市繁荣程度就可见一

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

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0]，开封是当时著名

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

以企及。北宋时对外交易开展，杭州经济繁荣，是

全国四大商港，交通便利，再加上秀美的景色，文人

们自然是纷至沓来。由图2（c）可知，开封文化吸引

力强势聚集，但是南方组团活跃，南方文化吸引力

总体上不弱于北方。

注：地图底图来自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服务。

图2 各时期城市文化吸引力热力分布

Fig. 2 Attraction heat maps of c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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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d）可知，南宋时期城市吸引力的核心已

经完全移到江南，且文化中心城市已连为一体，多

核心趋势愈加明显，吸引力大于0.01的城市有7个，

并且城市间的差异也不断缩小。南宋的疆域由于

北方蛮族南侵，北界大大南移到了秦岭淮河一线，

所以文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以南方为主。政治地位

的改变，促使城市的吸引力的升高。随着南宋定都

杭州，杭州依靠着文化、经济、政治、地理位置、交

通、自然环境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最具吸引力城

市，而当时南京由江宁府改为建康府，成为“东都”，

成为文人聚集城市的前两名。

3.2 基于文人足迹论证中国文化中心南移

根据不同时期的文人轨迹计算出来文人集聚

性分析，能够反映唐宋文化中心的分布与变迁。从

数据可视化效果来看，唐宋文人集聚的中心的整体

格局是：唐代文人的集聚中心在北方，北宋开始向

南方变迁，为了探究具体南移的细节，本文将中国

以秦岭淮河为界将省份分为南方和北方，然后将所

有文人足迹按照20年分辨率进行归类，计算每个时

期各个城市文化吸引力的PR值，统计南北方城市

的PR值总和，以北方PR值减去南方PR值的差量

绘制成定量的南北吸引力变化曲线（图 3）（618—

658年和五代十国的数据量不足，本文不作分析）。

从南北吸引力变化曲线，可清晰发现：唐朝初期基

本上北方城市文人吸引力大于南方，在开元盛世

（713—741 年）北方与南方吸引力差值达到峰值

0.43；而紧随其后的安史之乱（755—763 年），战争

与动乱直接导致北方的吸引力跌到一个低谷，北方

吸引力要低于南方 0.29；但是不同于以往的认知，

北方并未因此次动乱而一蹶不振，战乱平息之后一

段时期里，吸引力迅速恢复到北方稍微强于南方的

状态；直到唐朝晚期（836—907年），北方吸引力才

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南方吸引力，这一时期北方吸

引力约低于南方0.2。

北宋初期到北宋中期（960—1058年）整体上处

于南方城市吸引力强于北方，但是由于新的统一王

朝的建立并定都于开封，所以该时期北方文人吸引

力有所回升，北方吸引力约低于南方0.1，南北的吸

引力差异并不明显；北宋中后期（1058—1127年），

北方吸引力一直匀速下降，南方持续增强，到 1127

年北宋灭亡时，南北吸引力差值已经高达0.6；到南

宋时期，南方处于绝对的中心，南北吸引力差值稳

定在0.66。

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我

国文化的中心。到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中国文化

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并南方逐渐增强。至南宋

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移到了南方[31]。唐宋时期文化

中心的南移，始于晚唐五代，完成于北宋，而不是如

前人所认为的始于安史之乱、成于靖康之乱[32]。

通过唐宋文人足迹大数据分析，从文人吸引力

的角度可以有力地来评估文化中心南移的进程。

文人吸引力的南移始于晚唐五代，北宋初期处于稳

定状态，发展于北宋后期，彻底完成于北宋末、南宋

初。安史之乱对于文人吸引力南移的影响是暂时

性的，战乱时北方吸引力急剧下降，但是战乱之后

南北文人吸引力又恢复到了北方强于南方的状

态。而到靖康之乱时，文人吸引力南移已经完成，

南北文人吸引力的格局已经基本稳定。

图3 唐宋时期南北方文化吸引力变化曲线

Fig. 3 The changing curve of the cultural attraction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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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城市文化中心的变迁是大量个体文人共同驱

动的时空变换，本文将GIS的位置数据关联和分析

技术应用到人文领域分析中，利用唐宋文人的足迹

大数据，科学定量重塑唐宋时期文化中心的分布格

局与变迁过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在唐朝前期文人聚集中心为西安和洛阳，

北方整体吸引力大于南方；唐朝后期，依旧是西安

和洛阳两中心，但是环太湖流域的文人聚集性逐渐

初现，整体上南北文化吸引力均衡；北宋时期，开封

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成为文化中心，同时环太湖

流域和长江流域整体的文人聚集性迅速增强，南方

吸引力已经大于北方；南宋由于社会和疆域变化，

江苏南部的城市群、江西的城市群、浙江的城市群

文化吸引力上升并占据主导，同时福州和成都的文

人聚集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城市文化吸引力的南移过程：通过 20年时

间粒度的演变进行统计，曲线展现唐朝初期城市文

化吸引力北方强于南方，开元盛世唐王朝达到鼎

盛，北方文人吸引力也达到了顶峰 0.71；随后安史

之乱，北方吸引力跌到极小值 0.36，战乱结束恢复

到北方略强于南方的稳定状态，直到唐朝晚期，文

人吸引力开始南移，由北方强于南方转入北方弱于

南方；北宋初期处于稳定状态，南方吸引力强于北

方吸引力0.1左右，到北宋后期，文人吸引力南移进

一步巩固，南移过程彻底完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南

宋时期文人吸引力已经南移完成，南北吸引力差值

稳定在0.66。

本文基于数据科学思维，利用文人足迹大数

据，从定量、地理位置变化和时序角度分析文化聚

集中心的指数及其变化，并基于“南北”的划分，以

20年间隔来科学计算出唐宋时期南北文化中心的

对比和演变，验证城市文化中心的南北随时间的变

化，为文化地理中的理论提供有力支撑和证明。空

间化PR算法可扩展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空间

网络流动等问题分析（如人物关系网、城市网等），

定量计算和描述其空间特征并进行知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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