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

13位ISBN编号：9787203060581

10位ISBN编号：720306058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安介生

页数：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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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

前言

　　20年前（1987年），介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6年前（1991年），考取了我们中国历史地理
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由我指导。
两年后（1993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获准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6年春天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经过增补，成为专著《山西移民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午后的今天，介生已是我们研究所的教授。
当我收到他最近结集的一部论文集目录时，更感到欣慰，不由得要写一些话。
　　介生的论文中差不多有一半与山西有关，他的书名也定为《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这固
然是因为他出生于山西，桑梓情深，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于父老乡亲；但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
熟悉山西的山水和风土人情的条件，充分运用实地考察的手段，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加深对史
料的理解和发掘。
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途径自然离不开文献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实地考察。
实际上，即使在当地已经找不到任何遗址或遗迹，过去的文化往往依然植根于当地民众之中。
而大致不变的山川形胜，更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对特定的地理景观产生深刻的印象。
不了解或理解一个地方今天的地理状况，就难以了解或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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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汇集了自1996年作者博士毕业以来在各种刊物发表的论文与学术
性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这十余年来作者个人在学术方面所做的工作与进展。
其中论文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古代史；另一个方向则是山西地方史。
　　介生的论文中差不多有一半与山西有关，他的书名也定为《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这固
然是因为他出生于山西，桑梓情深，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于父老乡亲；但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
熟悉山西的山水和风土人情的条件，充分运用实地考察的手段，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加深对史
料的理解和发掘。
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途径自然离不开文献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实地考察。
实际上，即使在当地已经找不到任何遗址或遗迹，过去的文化往往依然植根于当地民众之中。
而大致不变的山川形胜，更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对特定的地理景观产生深刻的印象。
不了解或理解一个地方今天的地理状况，就难以了解或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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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
理学“华夷”五方格局论之历史渊源与蜕变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代郡武川”辨析北魏代都
人口迁出考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
孔毅先生商榷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
讨Some of Migration Laws of in Ancient China灾荒与移民——明代北方灾荒性移民运动的特征解析河流与
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泽国水界——民国时期嘉兴地区县界形态及成因分析历
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山西”源流新探——
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洪洞大槐树与明朝初年山西向外大移民明代山西流民问
题述论自然灾害、制度缺失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田地陷阱”问题——基于明代山西地区灾害与人口
变动状况的探讨”论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论明代山西藩府势力膨胀与侵占民地问题从
山西宗藩看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宗禄困境”清代山西境内“客民”刍议清代山西口外蒙古地区政区建
置述论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清代山西
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山西高原人口承载量的历史考察——以明代流民运动为主要论证依据移民
与山西区域文化之变迁晋学研究之“三部论”探颐索隐融会贯通——谭其骧民族史地论著解析黄土高
原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强化立党立国之本彻底摆脱生存危机的“梦魇”历史研究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认识及保护读书漫笔（三则）1.史家的“陷阱”——再析北朝两大史书案2.“老翁”高欢3.
享受姓氏文化的醇厚与温馨——读《中国人的姓·吾祖吾宗》丛书古书画鉴赏（四则）1.《颜鲁公三
表真迹》拓本在山西发现2.旷世遗珍惊艳现世3.书画双绝艺林瑰宝——元王振鹏《历代圣母贤妃图》赏
析4.惊世钜制功力卓绝——傅山草书十二屏《谢灵运诗五首》赏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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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在实际中的效果颇为可疑。
韩麒麟所云“不田者多”的问题，并不是北魏代都所独有的情况，古今大都会中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较
多，完全是正常现象，大多数“游食之口”并不是不耕的农夫，而是为北魏朝廷及官僚服务的工巧和
奴仆，真正需要国家赋税供养的是皇室、大批官吏及其家眷。
当时的专制政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队伍臃肿及经费巨大的问题，因而，这种建议显然是不现
实的。
至于《魏书·食货志》所载官员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是利用行政权力来加强粮食的储备与生产，缓解
一下粮食严重不足的矛盾，但也不可能从本质上扭转频繁饥旱造成的困难以及众多百姓的粮食短缺问
题。
记载中自此水旱不为灾的描述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而言，有两点客观事实必须承认。
一是这一带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农业生产，而且十年九旱，粮食生产相当落后，无法自给自足；二是代
都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交通运输极为不便。
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曾对大臣成淹吐露真情：“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
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②所以，代都人口的大量迁出，正是适应当时当地土地承载能力的
结果，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北魏迁都洛阳是必然的，不啻为顺应客观时势的明智之举。
　　在太和十一年大灾荒之后，孝文帝的日子并不好过。
如太和十三年（489年），“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
”十五年（491年）四月，“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癸酉。
”孝文帝特下诏“考躬责己”。
十七年（493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⑧孝文帝正是在太和十七年以南伐的名义威迫群臣同意迁都的。
可见，尽管太和十一年代都人口大迁出使平城地区平民流失大半，但北魏朝野还是无法摆脱频繁灾害
造成的困境，’这也有助于证明，从太和十一年迁出到太和十七年决定迁都，迁出的大批人口不可能
回归故地。
如此看来，促使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原因很多，而代都地区由频繁灾害而导致的粮食供给短缺问题是
其中较为关键的。
在这样的境况下，孝文帝甚至不敢接纳归降之人，他曾对穆亮明确承认：“徐州表给归化人禀。
王者人之父母，诚宜许之。
但今荆扬不宾，书轨未一，方欲亲御六师，问罪江介。
计万户投化，岁食百万，若听其给也，则蕃储虚竭。
虽得户千万，犹未成一同。
且欲随贫赈恤，卿意如何？
”穆亮对日：“所存远大，实如圣旨”。
①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北魏君臣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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