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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确的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区划史中，同一层级的行政区域之间逐
渐从模糊的区分过渡到相对明确的界限，但却未曾划定精确的界线。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加强法制化建设，制定并颁布了Ⅸ省市县勘界条例》，逐步对全国范围内各级行
政区进行勘界。
本著作主要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省级行政区域界线为基础，复原民国时期安
徽省界变动的过程，归纳变动的类型，探究在省界变动中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的影响。
本书将安徽省界变迁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整县改隶，展现了县级政区变动过程中自然、行政、
文化、经济等各类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二类为模糊界限向精确界线的转变过程，这其中包括两种形式，其一为两省之间共有的湖泊如何划
分界线；其二为两省之间以山为界，如何进行具体的界线划分。
第三类为两省之间划出一定的相邻地域所设置的新县，应该归属哪一省以及依省界而设的新县对省界
区域政治控制的影响。
第四类为整理长江沿岸的插花飞地，对以长江为省界的沿江提防建设及管理所带来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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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县级政区隶属关系调整过程中的背景因素——以婺源、英山政区隶属关系变动为例　　
就民国时期省界地域变迁的幅度来说，县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的调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省界调整，政
府的初衷是为了调整区域，这是中尺度的调整，当然民国时期大尺度的调整有新的省一级政区的设置
，例如西康建省等，这种状况一般是相邻几省各自划出一定数量的县级政区组成一个新的省，但是这
样的情况毕竟很少，更多的则是中小尺度的县级以及县以下级别的调整，县一级中尺度的可以称之为
区域调整，县以下小尺度的调整可以称之为省界调整。
本章选取县级政区隶属关系的变更，以婺源改隶江西、英山改隶湖北为例，从中尺度的视角来考察区
域变动的过程，从中央的政治措施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民众的应对互动关系中探求政治过程对于行政
区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政治、自然、文化和经济等各类区域因素的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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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安徽省省界的变迁过程，将
其归纳为四种类型，即相邻两省之间的区域调整、界线从模糊向精确地转变、两省共同划出某一区域
组成新县、长江沿岸插花飞地的整理，并以此探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三者之间在省界的
争端及处理问题上的多重复杂、互动关系，分析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的影响，从而以历史地理学的角
度了解和认识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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