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什么是中国历史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具有久远历史的研究领域，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书•地理

志》，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传承。进入 20 世纪后的 100 多年

内是中国历史地理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但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成功地实现了与现

代科学接轨，从沿革地理走向当代历史地理，而且直接将研究成果与国计民生结合，走上了

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服务当代的道路。 

20 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从传统历史地理学

向当代历史地理迈进，与顾颉刚先生的倡导以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等学者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一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 

北洋政府至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具动荡性的时期，在内忧外患交相压迫的政治与

社会环境下，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开始从纯学术的考据转向与国家、民

族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乃至于整个学术界，都应该重重

提起的是“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创办。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正值 9.18 事变之后，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忧外患日益

严重，不少历史学家与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力求从学术研究中为振兴中华民族尽些力量，

并形成研究边陲民族史、历史地理、民族演进史和地方史的社会风气。在这一风气的推动下，

1933 年顾颉刚先生联合北大、燕大、辅仁三校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的同学，组织成立

了“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 

“禹贡学会”的命名寄托着会员全体在民族危难之下，“华夏不可辱，国土不可裂”的

深念。为了实现会员们学术救国，唤起民众的热望，学会成立后，提出的工作计划为：①整

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② 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③ 编成一部精

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词典。④ 整理历代地理志。⑤ 辑录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

史、移民史等，作专题研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国家正处于“强邻狂施压迫，

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的时候 
1
，学会会员认为应将中国民族史、边疆问题的研究

列为学会的首要研究任务，为此学会还辑印了边疆丛书，用以激发国人对边事的认识。配合

边疆研究，《禹贡》半月刊陆续出版了《东北研究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

绥专号》等，在顾颉刚先生的支持下，“禹贡”学会还拟订了边疆考察计划，在这一计划下

进行的“河套水利考察”以及《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尤其为后人称颂，当时形成的考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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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禹贡》半月刊于 1934 年 3 月创刊，至 1937 年“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了 7

卷，82 期，发表文章 700 多篇。文章内容分类可见下表：                                              

      受前清学风的影响，最初几期《禹贡》杂志，较注重文字考据，其后内容逐渐扩大，

涉及人文、自然、社会各个方面。沿革地理是清代学者用力最深的研究，“禹贡”学会在继

承前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将中国沿革地理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仅在国家疆域、

政区等方面《禹贡》半月刊就发表了关于秦代郡县、两汉侯国、东晋侨州郡县、十六国都邑、

北魏六镇、唐代折冲府、宋路、元省、明代都司卫所、明清土司等各类专题研究文章。除传

统的沿革地理，《禹贡》半月刊还登载了各类历史人文地理的文章，如《汉末至唐户口变迁

的考察》、《自战国至汉末中国户口之增减》、《晋惠帝时汉族大迁移》、《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

迁考》、《后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东三省京旗屯垦始末》、《论古水道与交通》等。“禹

贡”学会的成员虽然多为致力于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青年学者，但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有

许多涉及到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如郭敬辉《大清河流域之地理考察》、侯仁之《论本年湘鄂

赣皖四省水灾》、蒙文通《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无疑这些文章都成为后来研究历史

自然地理的先声。 

   “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不但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而且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 “禹贡”学会的研究方向将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偏于地理沿革，推向包括历史人文

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边疆地理、民族地理等各个研究方向，建立并完善了近代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2 “禹贡”学会提出的研究目标，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却为后来中国

历史地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禹贡”学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乃至于历史学、民族史、方志学等学科培养了一批人

才，当年“禹贡”学会的创立与组织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学会成员冯家升、吴晗、童书

业、齐斯和、白寿彝、史念海、朱士嘉、周一良、侯仁之、张维华、杨向奎、韩儒林等都是

为后代瞩目的著名学者。 

二   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学者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新的社会、全新的观念，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谈到建国以后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学者的贡献是分不



开的。 

(一)谭其骧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是“禹贡”学会的组织者之一，早在 30 年代就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主

编了《禹贡》半月刊，为中国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在谭先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

60 余年中，除了主持编篡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大型的专业地图外，几乎在中国历史

地理的各个领域都率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在学术界形成巨大影响的精湛见解。特别在建国

后的数十年之内，谭先生以宏博的学问、严谨的学风、精湛的见解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

地理学，而且也为整个学术界敬仰。 

谭先生涉及的许多研究领域与问题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第一篇，因此这些研究不但

是他本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大多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后辈学生不断探索的

领域。 

早在 30 年代谭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湖南人由来考》、《晋永嘉丧

乱之后民族迁徙》、《论两汉西晋户口》等有关人口地理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为后来历史人口

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样谭先生在 30 年代发表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新莽职方

考》等文章对于后世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60 年代以后谭先生就历史

自然地理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的影响尤其大，其中《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

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云梦与云梦泽》、《鄱阳湖演变的历

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意义，而且直接成为国家决策部

门指导建设的依据。 

（二）侯仁之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侯仁之先生自青年时代即追随顾颉刚先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是“禹贡”学会的成员

之一，60 多年来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基本

理论方法、沙漠变迁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创建尤为卓著。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已经成

为这些领域的奠基之作。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而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现代

历史地理学的转折，是在侯仁之先生和其他一些前辈学者的倡导下实现的。1950 年 6 月，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侯先生就率先公开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

学的历史地理学。在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中 
2
，侯先生以北京城为例，

阐述了新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沿革地理的区别和联系，文中不但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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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问题，而且也提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 

历史城市地理是侯先生致力最深的研究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侯先生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

的领域。侯先生在建构历史城市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先后对北京、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

进行了系列研究，通过研究、实践，进一步充实了和完善了理论，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城市地

理研究主要应包括：① 城址的起源和演变。② 城市职能的形成与演变。③ 城市面貌的形

成及特征。④ 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⑤ 城市开发与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 
3
。侯先生提

出的这一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内容，对于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

用，纵观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之外。 

在研究方法上，侯先生也提出新型的城市历史地理学不同于传统的都邑沿革之学的方

法，即从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与其它问题的研究一样，都要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史料，这种

分析方法首先是复原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然后对复原后的地理面貌进行深入分析，而

这样的分析没有现代地理学的训练是难以胜任的。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须同时兼备现代地理

学与历史学基础，这在今天已成为常识，但这种观点能够为当今学术界所共识，溯流求源，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侯先生倡导之功。 

《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历史地理四论》（中国科技

出版社，1994 年）、《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 年）等学术著作系统体现了侯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将历史地

理研究带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史念海先生也是“禹贡”学会的成员，为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之一。

在史先生 6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宏博的学识、丰厚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由沿革地理迈向现代历史地理，由学术研究转向为国家建设服务是史先生学术生涯中的

最大探求。 

史先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正值 30 年代，和当时大多治舆地之学的学者一样，最初都是

承乾嘉余绪，专治疆域政区沿革考证，史先生早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并形成了

《西汉侯国考》、《秦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5 年）等一系列著述。抗

战爆发后，面对国难当头，史先生开始思索如何说明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变迁问题，并将自

己的研究转向历史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连续发表《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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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等文章。 

建国后，史先生的研究基本走出了沿革地理的范畴，其研究领域不但涉及历史经济地理、

历史军事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多方面，而且研究方法也从书斋走向田野。

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史先生极为强调的研究方法，即使在已经花甲之年，他也仍然

坚持跋涉于山川田野之间。今天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已经在学术

界蔚然成风，这种可喜局面的形成与史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积极倡导与身体力行是分不开

的。 

结合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史先生形成一批成果，如《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

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等历史

军事地理论著，以及《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等与黄河、

黄土高原环境有关的论著，这些论著不但在学术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尤其有关黄土高原的研究直接成为人们进行开发利用的决策依据。 

史念海先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60 余年，不但为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而且形成众多学术成果，其中《河山集》1—7 集（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中国的运

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唐代历史地

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都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老先生不但将历史地理的

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领袖与学术组织者，他们在从事学

术研究与组织的同时，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术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在继承老一辈

学者传统的同时，又将历史地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三老之外，陈桥驿先生、黄盛璋先生、石泉先生也同样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与中青年

学者的培养作了重大贡献，其中陈桥驿先生《水经注研究》一、二、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等），《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 年），黄盛璋先生的《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882 年），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年）、《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都在国内外学

术界形成重大影响。 

三  20 世纪后 50 年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 

本世纪后 50 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发展最快的时期，这 50 年内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中



国历史地理学全面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 

20 世纪后 50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这样几方面进行概括： 

1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具有承前启后，多学科相融的特点。历史地理学是一个归属

于地理学，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却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

数学等学科，因此这一时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特别中青年学者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

方法，多方位、多视角去看待问题已经蔚然成风。 

2  强调经世致用，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一辈学者

提倡，中青年学者共同认同的原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无论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

化，都是由古至今继承发展下来的，因此研究过去是了解今天的前提，从这一原则出发，中

国历史地理学界在与国家建设、国家领土完整有关的重大问题上都作过重大贡献，这样的贡

献可以包括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河流水道的走向、人类活动方式、灾害类型与时空特征、政

区的形成与划分、人口发展与人口政策、民族的形成与分布、边疆问题、边界走向等方面。 

    3  在研究领域上与现代地理学接轨，形成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大研究领域，

以及从属于两大领域之下的历史环境变迁、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研究方向。 

    20 世纪后 50 年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在形成上述特征时，又以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而在

地理学界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完成了“禹贡“学会提出的各项研究目标 

“禹贡”学会创立的时期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学会的成员虽然饱含爱国热情与民族责

任，但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他们将研究计划实行下去。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

家各级领导都对历史地理研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使当年“禹贡”学会未能完成的计划

在这一时期完成了。 

1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其它历史地图集的编篡 

⑴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篡 

编篡《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毛泽东主席交给历史地理学界的任务。1955 年毛泽东主席

将重新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任务交给历史地理学界，从此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持，谭其骧先生任主编的历史地图编绘工作就开始了。 

    由于地图编篡中增加的内容远远超过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于是自 1960 年之后，地图

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篡之初，曾设想用杨守敬的底图《大清一

统舆图》为底图，但谭先生发现《大清一统舆图》的山川框架是根据 18 世纪测绘的《内府



舆图》编制的，政区却是晚清的建制，若将建国后新的市、县治所以及省界搬到 18 世纪测

绘的山川框架上，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决定用今图作底图，并采取古今地名对照。编篡《中

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量浩大，不但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史功力，还需要科学见解与

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由于“文革”的干扰，整个工作从开始至出版历时 30 余年，谭其骧

先生任主编，参加图组工作的包括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近百名

学者，此外参加地图设计的还有百余名技术人员。 

    《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无疑这是建国后中国学术界

最优秀的成果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篇幅和内容已远远超过了杨守敬绘制的《历代舆

地图》，而采取的底图与应用的制图技术也是杨图不能比的，整个地图集不但反映了 80 年代

的地图制作技术，而且也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这项成果既是中国历史

地理学界，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的一大贡献。 

⑵《中国史稿地图集》的编篡 

建国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编篡《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同时，还编篡了另一部重要的历

史地图集，这就是《中国史稿地图集》。 

《中国史稿地图集》的主编为郭沫若先生，实际负责与参加图组工作的研究人员包括以

陈可畏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数十名学者。最初编

篡这部地图是作为《中国史稿》的配套成果，原定内容较少，但地图一进入工作，马上根据

需要增加了很多图幅，形成一部包括疆域政区、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现象的综合

性历史地图集。无疑这部历史地图集是目前最成功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它不但直观地展现

了《中国史稿》的文字内容，而且弥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未绘制的社会、经济等内容。 

2 各类中国历史地理辞典的出版 

建国后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辞典有《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大辞典·历

史地理分册》以及《中国地名辞典》。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均在谭其骧先生的主持

下进行的，1959 年谭先生主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中

国历史大辞典》，仍请谭先生为副主委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这两部中国历史地理辞典代表

本世纪最高的学术水平。其中《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共收词目 5700 多条，包括中国历史

地理与古代中西交通两大类。《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共收词目 9600 多条，内容

包括古国、部落、都邑、军镇、各级政区、地区名称、山川、泽薮、关隘、城镇、居邑、道



路、水利工程、长城边堡、农民起义地、古战场、名人生卒地、文学名著中地名、历史地理

学家和著作、有关历代行政制度、职官和一般名词。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复旦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等单位的学者。 

《中国地名大辞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为乐、邓自欣、朱玲玲等主编，

历时近 20 年的大型地名辞典，这部辞典无论在内容、词目数量，还是编篡学术水平，都是

目前各类有关辞典中最好的。 

3  各类中国历史地理教材的出版 

建国后，一些主要高校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所用教材都没有正式

出版。80 年代后，随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队伍的壮大，在各高校教学的基础上，相继出版

了一系列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主要有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

中师大出版社，1996 年），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李孝聪《中

国历史区域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等，另外还有王恢《中国历史地理》（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6 年），这些专业教材的出版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4  各类中国历史地理刊物 

专业期刊的诞生是一个学科发展壮大的标志，80 年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相继创刊，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做出重要贡献。90 年

代唐晓峰等创办《九州》，成为继《禹贡》之后又一由个人出资创办的专业学术刊物。 

（二）为国家建设服务 

     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为国家建设服务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各代学者的共识，

为此在近 50 年的学术道路中，来自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成果是丰厚的，先后在历史自然

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研究领域形成重要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

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

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

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如果说“中国历史地理”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研究，那么侯仁之先生的论述指出了其中的精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