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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5年底，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应召赴京，承担“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
。
当时，无论是主其事的吴晗和范文澜（“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负责人），还是先
师本人，都以为花一二年时间、最多三四年就能完成这项由毛泽东亲自交下的任务。
但开始不久，先师就发现，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是无法轻易重编改绘的。
原因之一，就是《杨图》只画了历代中原王朝，甚至连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也没有画全。
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只有中原王朝的疆域而缺少
边疆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历史地图。
　　但要弥补这个缺陷却相当艰难，因为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记载，而这些边疆的或少数
民族的政权大多没有自己的原始文献，不少民族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往往只在汉文史料中留下间
接的、零星的记录。
有的虽然还有其他文字的记载，但离开最低限度的史料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
史料显然是无法编绘成稍为精确一点的历史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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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夏学肇兴于黑水城历史文物的发现，历经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聂斯克等中外几代学人的辛勤
耕耘，她虽不能与“敦煌学”、“丝路学”等国际显学相媲美，但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众所周知，由于受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元朝修史者独摒西夏于“正史”之外的做法使得西夏建国
近二百年，文献无征，西夏因此被蒙上了“丝绸路上的神秘王国”、“被遗忘的王朝”等称誉，故西
夏学有“绝学”之称谓，足以看出文献缺略给西夏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困难。
  　西夏地理研究是西夏学中基础性的课题，地理不明，往往会给其他问题的探讨和解释带来诸多不
便。
以《西夏地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虽然从宋代到现在
均有学者涉足于西夏地理的研究，但由于著作失传、资料匮乏等原因，西夏地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
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将在学术史回顾中详细阐明。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公布的黑水城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西夏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如本文利
用出土文献对西夏自然地理的考述。
因此，《西夏地理研究》是一个既“老”义“新”的题目。
主观方面，笔者曾经学习过一点西夏文字的知识，对西夏故地的自然地理、文物遗存等状况比较熟悉
，也有一些西夏学方面的基础，初步具备研究西夏地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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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疆域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一节　定难军的五州之地　　西夏政权实际上是唐定难军节
度使的继续和发展，诚如钱穆所言：西夏乃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此言极是。
实际上西夏疆土就是在定难军的地盘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讨论西夏疆域的形成时有必要对定难军的
五州之地略做交代。
　　拓跋党项因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授予其首领拓跋思恭“夏州节度使”称号，即为历史上的
“定难军”，所领夏、银、绥、宥、静五州。
前四州的地望均有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证实：夏州为今统万城遗址；银州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党岔乡境内
；绥州为今陕西省绥德县城；宥州应该为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城川占城。
学界对此基本上无疑义。
然而静州的治所及其有无却是一团迷雾。
首先是文献记载有出入：《宋史》卷485《西夏传》载：“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
、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
”《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亦载：“唐末共恭者镇夏州，计黄巢有世，赐姓李氏，世有夏、银、
绥、宥、静五州之地。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亦载：“至道二年复授以定难节度使割夏绥银宥静五州与之。
”并认为静州这五代烃抽有州。
然而在另一此文献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乙酉条却记载
：“夏州留后李继捧来朝，献其银、夏、绥、宥四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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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夏地理研究》是关于研究“西夏地理”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西夏人朴素的环保和生态
意识、西夏境内的野生动物、经济区形成的诸因素分析、党项内附以及宋夏双方对沿边人口的争夺、
气象灾害与西夏社会、唐宋时期中国气候变迁的相关讨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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