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地理学的视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地理学的视野>>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9492

10位ISBN编号：7108029499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侯仁之

页数：4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地理学的视野>>

内容概要

　　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本书精选了他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三十八篇作品，反映了作者在躬亲践行中的深思卓识。
　　　　　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精选了他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三十八篇作品，反映了作者在躬亲践行中的深思卓识。
全书主要分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环境变迁、地理学史、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这四个部分，收
录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历史
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等众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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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山东恩县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地理学的视野>>

书籍目录

序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
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环境变迁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
东沙区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从红柳河上的
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
初步考察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榆林城：从万里长城上的军事重
镇到“绿色长城”上的治沙前哨沙行小记沙行续记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地理学史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序言郦道元与《水经注》《中国古代地
理学简史》序言徐霞客——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纪念作为时代先驱的地理学家徐霞客顾炎武——把
地理研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
历史地理》创刊号发刊词关于在新修地方志中增加“地理变化”的一点意见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历史
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历史上海河流域的灌溉情况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承德
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建议我政
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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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　　在最近（1950年春）教育部所规定
的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目中，有一门“中国沿革地理”，这不是一门新课程，但是对于这一门课程的
内容，我认为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
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
地理有关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姑且拿北京作例子来说，照传统的讲法，北京的沿革地理应该和《顺天府志。
地理志》的沿革表没有什么大分别，首先要讲到北京最初叫作蓟，在东周是燕国的都城。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改为广阳郡治。
汉初复为燕国治，后又改为广阳郡治。
三国以后，或为郡治，或为国制，都以燕为名，一直到隋，所属改称幽州，仍为治所，唐初亦然。
其后幽州尝改范阳郡，治所如故。
至辽始建陪都于此，曰南京，又称燕京。
宋曰燕山。
金初复称燕京，．及建都，乃称中都。
元筑新城，命名大都。
明初建都南京，此称北平，后改北京，正式迁都后，乃称京师，清朝相因不变。
以上所举这一连串的改变，就是“沿革”两字的意思。
除此之外顶多再讲到历代的城址各有什么改变，最古的北京城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的北京城是什么
时候才开始建造的，到现今又曾有过什么样的改变。
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对于“北京沿草地理”这样一个题目，大约就可以圆满交卷了。
　　但是现在要问的是：这一套“沿革地理”的知识对我们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郑重考虑的。
　　我以为假如我们要真正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必须先问下列几个问题：（1）北京最初的
聚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上出现？
（2）这个聚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
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3）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至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
（4）在它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之后，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展？
这都是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传统的以行政区划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的研
究所能答复的。
要答复这些问题，必须充分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它的地理情况是如何的。
因为地理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不同了，地理情况也就跟着改变了。
例如今天的北京的地理情况，已经不是三千年以前的原始聚落在这里开始发展时的情况了，我们要了
解三千年以前北京的原始聚落何以会在这里植根萌芽，我们就必须了解那时这块地方的地形大体如何
？
河流湖沼与今日有何不同，农田和聚落的散布大约是怎么一个状况？
特别重要的是那时这块地方的交通情况如何？
它和其他相互毗连的地理区域的关系又如何？
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这些地理情况早已不存在了，这和研究今天的地理是
大不相同的。
研究今天的地理主要的是靠直接观察，但是研究三千年以前的地理，就无法靠直接观察了。
所以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人，不仅要受地理学的训练，同时还须受历史学的训练，他的工作是属于地
理范围的，但是他主要的材料却是从历史上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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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作的目标，不外借助地图和文字把三千年以前的地理情况重新构造起来，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它
原来的面目。
这种地理上“复原”的工作，在今日地理学的研究上已经独树一帜，我们称之为过去时代的地理研究
，或简称之曰“历史地理”的研究。
　　　　其实说起来，“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
“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不
应当再让这样的错误因循下去了。
同时在大学历史系中所列为选修课的“中国沿革地理”，也应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
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史前
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
、自然界动植物的生灭移徙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
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目前我们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还做得很少，要想立时开一门合乎理想的“中国历史地理”，也还不很容
易，但是我们必须即刻开始向这方面努力，而非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圈子里跳不
出来；而且我相信，到了我们真正在大学里能够开设一门比较合乎理想的“中国历史地理”的时候，
不但历史系的学生就连地理系的学生也将视之为必要的课程了。
因为对于专修历史的学生来说，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的历史，也不能不了解那一个时代的地理。
地理决定论的说法我们是不承认的，但是若把历史的研究与地理环境完全孤立起来，也是不对的。
至于对专修地理的学生来说，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
展演变而来的，今天的地理上的每一个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凭空而生或是静止不变的地理现
象从来就不存在，因此要真正了解今天的地理，也必须了解过去的地理，这期间也自有其发展规律的
存在，这又是我们在学过了辩证唯物论之后所不能否认的。
再进二步说：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但使我们对某一个时期的地理有所认识，而且还使我们对不同时期中
同一区域在地理上的改变也可得到一个比较的观察，在这样的观察中，我们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出地理
环境如何影响了人的活动，同时也更容易看出人的活动又如何改造了地理环境，因为自从人类历史时
期开始以来，自然地理上的变迁究竟有限，而人文地理上的变迁则是无穷的。
原始的森林被砍伐了，沼泽的积水被排除了，洪荒的原野化作了万里田园，原始的聚落发展成了大大
小小的城镇，道路如蛛网般时刻在地面上蔓延生长，地上地下的资源也都逐日被开发起来⋯⋯劳动人
民的血汗把原始的地理景观完全改变了！
这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铁一般的事实，在我们弄清楚了这样的事实之后，我们能不承
认历史——真正的历史，包括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么？
如此说来，“历史地理”不但在学术研究上有其独立的地位，就是在贯彻政治思想的教育上也是非常
重要的。
所以，根据以上各方面的讨论，我认为旧日大学里被称做“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
史地理”，这不应该单单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上的更改，而必须是从根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
课程彻底地改造过来。
　　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7月　　本次自《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杜
，1994 年）选出　　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年间，这门学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它第一次
明确了自己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动下，沿着新的方向迅速前进。
　　一、历史地理学的新方向　　解放以前，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地理就是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而历史地理则被认为仅仅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新名词。
这种把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等同起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历史地理就其研究对象来说，无可争辩地属于地理学的范围。
称之为历史地理，是因为它所研究的不是今天的地理，而是过去的地理——历史时期的地理。
至于沿革地理则主要研究的是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以及地名的演变，这不过是历史地理研
究的初步工作，而不是它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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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解放以前有些地理学家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例如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主要
看作是研究“历史文化发展之地理背景”的科学；有人认为“历史事件的空间性的叙述或研究便是历
史地理学”；还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历史地理学乃是“用地理的眼光，解释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所有这些看法，无论其措辞如何，实际上都是把历史地理看作是研究历史现象和了解历史问题的一个
方面，并且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企图从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现象，这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理解
对历史地理来说，也是完全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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