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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cademic research situation analysis on the uniqu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ong Haozi” in Zigo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Through two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tools,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315 relevant articles and their references in the CNKI database as of 2023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re author groups, leading institutions and key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Yangong Haozi”, and sorts ou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cademic evolution trajectory through in-depth citation and co-occurrence analysis. The author also further identified key nod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rough time series analysis, explored changes in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and predicte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angong Haozi”, a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scholars, 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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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四川省自贡市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盐工号子”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研究态势分析。通
过VOSviewer和CiteSpace两种科学可视化工具，综合分析了知网数据库中截至2023年的315篇相关文章及其参考文献。本研
究揭示了“盐工号子”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主导机构和关键出版物，并通过深入的引用和共现分析，梳理了知识结
构和学术演变轨迹。作者还通过时序分析进一步识别了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探索了研究主题和方法的转变，预测了未来
的研究趋势。本研究成果为“盐工号子”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学者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实践指南，同时也为制
定文化传承策略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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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介绍

文献计量学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初，它在 1969 年形成

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成熟且高效的文献分析工

具，并在文献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为

审查和调查特定领域的现存文献提供了一种量化的方法，它

能够从定量和客观的角度检验从电子数据库中获得的二手

数据，并通过一条系统性的检验过程，来保证数据的质量和

可靠性。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纳了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借助

VOSviewer 与 CiteSpace 这两个可视化工具对“盐工号子”

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VOSviewer 是一

款用于科学文献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它被广泛用于创

建基于文献数据的网络图谱，包括共现网络、引用网络和合

作网络等。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其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并通过

直观的图形显示复杂的科学关系，这使得研究者能够轻松地

识别出领域内的关键词、研究主题，以及作者或机构间的合

作关系。VOSviewer 工具在本研究中，为我们建立了关键词

的共现网络，通过这些网络映射，我们不仅追踪到了“盐工

号子”研究的核心主题，还揭示了学术讨论的演变趋势。通

过对知网数据库中的文献元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我们构建了

一个多维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它展现了学术研究的结构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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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迁。CiteSpace 是另一种专注于科学文献引用分析的工

具。它主要被用来识别和分析科研领域的演进路径、关键文

献，以及领域内的趋势和模式。CiteSpace 擅长于揭示学术

领域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和关键转折点，如研究焦点的漂移和

学术论文的突破性成果，它还能提供时间线视图，使研究者

能够直观地观察和分析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知识基础的

演变。CiteSpace 工具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研究演

进的理解，特别是在揭示时间序列上研究焦点的漂移和发展

趋势方面。论文梳理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研究热点，准确地指

出了领域内的关键文章、主要研究人员，以及最具影响力的

出版机构 [1,2]。

在数据准备阶段，我们从知网中提取了关于“盐工号

子”“劳动号子”的相关文献，并对这些论文的引用记录进

行了精心筛选和分类。我们采用了严格的数据清洗标准，确

保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无误，从而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这种深层次的分析手段，不仅让我们得以掌握“盐

工号子”研究的整体态势，而且还帮助我们识别了研究中的

细微联系和潜在合作网络。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框架，以理解“盐工号子”在学术研

究中的演化轨迹，以及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供建议 [3]。

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关键词、研究机构和作者这三个方面进

行了可视化分析。

对于关键词的部分，如图 1 所示。从图 1 的可视化网

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号子”“川江号子”“盐工

号子”和“号子”作为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它们在网络图

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这表明在“盐工号子”及相关领域的学

术研究中，这些词汇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可能代表了该

领域的传统研究主题或已经确立的研究方向。它们之间的连

接线显示了不同主题间的密切关联，反映了研究者们在探讨

“盐工号子”时，往往会将其与“劳动号子”“川江号子”

等其他相关主题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个多元互联的研究网

络。而“民歌”“音乐”和“民间歌唱”这三个关键词在图

中位于边缘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在这一相关领域是相对

较新的研究概念、主题或时兴研究点，在“盐工号子”领域

的文献中提及较少。这种边缘位置可能指出这些主题是新兴

的研究方向，尚未在现有文献中形成大量的讨论，但这并不

减少它们的潜在研究价值。这些目前边缘的主题可能指引了

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提示研究者关注新的趋势和机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预计“民歌”“音乐”

和“民间歌唱”等关键词也许会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得到更广

泛的关注，并在未来的研究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对于图 1 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盐工号子”领域内的研

究热点和核心概念，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洞见，让我们了解

到哪些新兴主题可能会在未来形成新的研究热潮。这一发现

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帮助他们在未来的研

究规划中做出更有针对性的选择。另外，研究者们还可以考

察这些关键词的历史演变，以此作为切入点来揭示学术趋势

的变化。可以研究它们是如何从早期的简单提及逐渐演化为

研究的中心议题，以及这种演变如何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和

学术兴趣的转移 [4]。

图 1 关键词检索

站在研究机构的角度分析，如图 2 所示。图 2 揭示了在

“劳动号子”领域中，中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术发表情况，

其中四川文理学院、四川民族学院、四川理工学院以及山东

大学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些机构共计发表了 26 篇研究论文，

这一数量在所有参与机构中位居前列，显著地表明了这些机

构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活跃度和影响力。这里不仅表明了这

些机构在“盐工号子”领域的学术活跃度和影响力，还反映

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地区性差异和学术发展趋势，

为研究者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可以揭示学

术合作网络的结构和动态 [5]。他们可以探索这些机构是否存

在跨地区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如何促进了“盐工号子”领

域研究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虽然相比之下在论文数量上看

上去不占优势，但其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均被引量高达 70 次，

这一引用率反映了该研究在学术圈内的重要性和质量的认可

度，从研究质量上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体现了它的可借鉴性

和研究的价值。图 2 中还展示出，除了四川地区的高校外，

山东和江苏的研究机构亦在这一领域展现了他们的研究实力。

尤其是中国地质大学（江苏）和扬州大学以及山东音乐学院，

在“劳动号子”研究中也有着显著的贡献，共发表了12篇论文，

篇均被引量达到了 46.32 次，这进一步证实了这些高校在“劳

动号子”研究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和研究质量。这一数据不

仅展现了不同高校在“劳动号子”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而

且还反映了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地区性差异和

学术发展趋势，也提示了未来研究方向的可能转移，即可能

会有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研究机构加大投入，推动该研究领

域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数据和分析为理解中国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方面的学术格局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并为各研究机

构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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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机构检索

对于作者层面的分析，如图 3 所示。图 3 的网络分析

精确勾勒出了“劳动号子”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和代

表性学者的学术轮廓。著名学者 Price 指出，在同一主题中

有半数以上论文为一群高生产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

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按照 Price 的法则，

那些高产出的学者群体贡献了研究领域内半数以上的论文，

这些作者的数量通常与全体作者数的平方根相当。基于这

一规律，我们可以定量地界定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m = 

0.749×≈2.1，即当一个作者的发文量达到 2 篇或以上时，

可以视为核心作者。在我们的分析中，这样的核心作者共有

18 位，他们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到 315 篇，占据了总发文量

的 60.3%，明显超越了 Price 提出的至少 50% 的核心比例，

这表明“劳动号子”以及相关的“号子”和“盐工号子”领

域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学术合作网络。

如图 3 所示，宫修建、王大庆、韦俊云、张俊等学者

的成果在该领域中十分突出。这些核心作者不仅在数量上

有着显著的贡献，更在学术质量上得到广泛认可。这其中，

宫修建的学术成就尤为显著，他在搜索期间的被引量位居首

位，表明他对“盐工号子”领域的贡献不仅在数量上卓著，

而且他对此领域的深刻理解和全面分析显著地推动了对该

领域的学术认识在学术质量上得到的认可。他发表的四篇相

关论文，涵盖了“盐工号子”在川南地区的社会艺术功能、

音乐文化中的阶级属性、历史价值，以及音乐特征和生态现

状的全面分析，突出了“盐工号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传承

价值，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图 3 中的数据还向

我们揭示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暗示了可能的新兴主题

和新参与者的出现。随着更多的研究成果被发布，我们可以

预期该领域的研究边界将不断扩大，新的研究问题、理论框

架和方法论将继续涌现，推动“盐工号子”及相关主题的学

术探索前进 [8,9]。这些核心作者的集体智慧和努力，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观察和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的学术动态和未来趋势。根据这个图谱，研究者们可以进一

步深入分析这些核心作者的研究领域、方法和成就，可以为

理解“盐工号子”领域的学术演进提供更丰富的视角 [10]。

图 3 作者检索

3 结语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文献计量学和先进的可视化工

具对“盐工号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领域进行

了全面审视。通过深入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研究机构和

核心研究者的识别，不仅揭示了研究领域的当前状态，还突

显了像宫修建等高引用学者的学术贡献，其研究成果凸显了

“盐工号子”在文化和艺术层面的深远影响。本研究的成果

对于理解“盐工号子”的学术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我们

的分析不仅提供了对该领域现状的定量视角，还揭示了其学

术演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键词的演变和新兴主题的出现

指出了“盐工号子”研究的新方向，暗示着跨领域研究和创

新方法论的潜力。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网络，也为

推动学术合作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根据论文的研究，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注重

跨领域合作和新兴主题的深度挖掘。例如，将“盐工号子”

的研究与音乐学、民俗学甚至是社会学相结合，可以为理解

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演变提供新的视角。而对于边

缘主题的进一步探索，如将“盐工号子”与现代音乐或数字

艺术相结合，可能会揭示其在当代文化中的新角色和意义。

总之，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对“盐工号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

实际意义，而且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和拓展的

新视角。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继续

探索，为保护和发展这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加全

面和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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