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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
演变而来。
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
张星煨、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
耘。
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
，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才华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
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
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
大成果一等奖。
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
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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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来，作者从传统的西北水利（含畿辅水利），进而研究元明清时期西北水利思想史，研究越深入
，思路越开阔，从关注国家的治水活动，发展到关注区域水利发展和水利思想；从关注水利建设，发
展到研究水利纠纷和水资源分配制度；从重视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向重视水利的环境效应转变等等
，并且体现了作者宏观视野的扩展，和勇于创新的紫术精神，这项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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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培华：山东文登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地兼职教授。
兼任全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理事。
主持国家、北京市和教育部课题4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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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校尉渠案镇番县大河的另一河源石羊河，发源于武威城西北清水河。
雍正三年，武威县校尉沟民筑木堤数丈，壅清水河尾泉沟。
镇番县民数千人呼吁。
经凉州监督府同知张批：凉州卫王星、镇番卫洪涣会勘审详。
“蒙批拆毁木堤，严饬霸党，照旧顺流镇番，令校尉沟无得拦阻”。
羊下坝案石羊河上游在武威，下流至镇番。
雍正五年，武威县金羊下坝民人谋于石羊河东岸开渠，讨照加垦，拦截石羊河水流，镇番民申诉经武
威县郑松龄、镇番县杜振宜会查。
“府宪批：石羊河既系镇番水利，何金羊下坝民人谋欲侵夺，又滋事端，本应惩究，姑念意虽萌而事
未举，暂为宽宥。
仰武威县严加禁止，速销前案，仍行申饬”。
校尉渠案、羊下坝案两案处理经过结果：“俱载碑记，同时立碑于郡城北门外龙王庙”。
以上三水案都是发生于石羊河上下游各县之间的争水矛盾。
一县各渠坝间，不仅会发生用水争端，而且对早先的分水方案也易发生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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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研究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至今已有10多个年头了。
我出自史学史专业，而研究的课题多为历史地理与环境变化领域，如粮食供应、气候变化、农史水利
史等。
最近几年，总有师友和学生问我，我为什么研究历史地理和环境变化，为什么研究元明清北京建都与
粮食供应，为什么研究荒政史和农史水利史？
一时之间，我说不清楚。
想一想，可能源自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源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重视历史地理的学术渊源，源自
我对水利乃国家大政和当今全球变化中水危机的深切理解.记得在中学时代，语文教师曾把我的作文张
贴在教室墙壁上层示。
其实，我更喜欢地理和历史这两门课。
地理课教师常把我的考卷向全班展示，历史课教师则讲我对历史的知识过耳不忘。
这是任课教师对其他同学采取的激励法，我哪有那么好的写作、理解和记忆力？
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倒是经常带着袖珍本中国地图，随时查阅河山和地名，总觉得填
报错了入学志愿，但后来得知地理系不招文科生。
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元明清时期的“西北水利议”》。
1997年导师瞿林东教授告诉我，为筹办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他拟议了一个名单，邀请一些
专家学者撰写论文，白先生看了名单后，加上了几个名字，其中有王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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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是王培华编著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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