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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历史人口地理

历史军事地理

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政治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聚落地理

历史商业地理

历史社会地理

历史气候、河流、
湖泊、海岸、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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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历史地理
学到两汉时期趋于
成熟，其标志性著
述为司马迁《史记》
中的《河渠书》和
《货殖列传》以及
班固《汉书》中的
《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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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

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

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

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

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

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

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

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等。

http://www.imagesite.cn/html/shiliang/zhiwu/20051127183847(12).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5%C5%CF%E0%CE%C4&in=1&cl=2&cm=1&sc=0&lm=-1&pn=0&rn=1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

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

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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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

4.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

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

来，作各种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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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enart.cn/
http://www.imagesite.cn/html/shiliang/zhiwu/20051113124227(34).htm




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

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
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

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

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

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

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

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

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

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

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

史》、《史林杂识》等等。

http://house.online.sh.cn/gb/content/2002-07/10/content_3893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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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教授，生于1911年2月
25日，卒于1992年8月28日。浙江

嘉兴人。1923—1926年肄业于秀

州中学。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

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

大学研究生院。新中国成立前，先

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

浙江、暨南等大学。1954年起任复

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

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

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

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著作还

有《长水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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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先生

侯仁之（1911～ ）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1911年12月6日生于山东恩县

（今武城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

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
该校又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教

授、清华大学兼任教授。1952年以后，历任北

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学系及地质学系主任、教

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

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沙漠历史

地理的考察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开辟了

新途径、新领域，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

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为沙漠

治理和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基础知识，特别是对

于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和城

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著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等。



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1912年生。山西平陆

人。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

系，1936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同年任禹贡学会编辑。1940年到

西安任西北文化学社编辑。1941
年到四川北碚任国立编译馆副编

审，1946年兼任北碚复旦大学副

教授。1947年任兰州大学历史系

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西北大

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任西北大

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4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

授兼系主任。1960年起，多年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

任、副校长。

史念海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的运河》、《河山集》1－7集，《中国历史人

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黄土高原森

林与草原的变迁》 、《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 等。



本课程教材：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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