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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编著者张轲风。

本书研究立足于区域地理学，以民国时期的地域格局、地理分区为基础，探讨当时对“西南”空间范
围的存在状态、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地理区划研究为基础方法，探讨大区形成的地理基础、地理分区观念、各省
区之间的地缘关系、交通网络、地域政治格局、地域经济格局等内容，倚重区域地理学、政治地理学
、交通史、区划史、地图学等研究方法，引入文化史视角与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综
合考察，并紧密结合大区实体的演进与区域观两个层面，综合反映地域格局与“西南”范围演变的密
切关系，从而弥补传统上仅从单一层面进行探讨的不足。

本书关于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范围演变及其与地域格局的关系研究，是目前很少有人注意的冷门领域
。
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对构建这一研究的完整体系，对方兴未艾的开发大西南战略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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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区政治的形成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起义“响应”模式有很大关系，起义“响应”模式的特点是以
一省为基础发起，然后谋求或敦促其他省份响应，共同达到某种政治利益，体现为省际或区域的政治
联合与协作。
这与传统农民起义、叛乱等采用的路线型发展有较大区别。
前者的最大弊端是基本上不会触动每个地域政治单元内部的原有统治秩序，这成为各种地方势力长期
存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大区政治模式仍旧是一个社会表现，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有很多，例如传统的地方主义意识
，近代的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兴起等等。
近代最早能够体现“响应”模式的运动是针对义和团运动的“东南互保”。
这种模式成为清末革命党人较为倚重的一种革命形式。
例如黄兴就曾提出：“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
”60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运动就是“响应”模式的体现。
　　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种模式，例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联省自治运
动等等。
各种地方势力均没有受到实质触动，成为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
直到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后，以肃清各省军阀势力为要义，路线型
地发动北伐，才基本解决了全国统一问题。
但由于孙中山的早逝，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新军阀力量过度膨胀，对部分地区的军阀达成妥协，
这种路线型发展的革命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使得西南、西北等地的军阀势力仍旧保留下来，并曾
于1932-1936年间形成以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主体的“西南政府”，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和平对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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