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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前田正名博士1921年生于日本和歌山县。
1950年毕业于东
京文理科大学东洋史学科。
1960年在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大学院文
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业期满后任教于该校文学部。
1963年任立正
大学文学部副教授。
1974年任驹泽大学文学部教授。
1977年以后
在驹泽大学文学部开设东洋史课程。
1959年至1962年前田博士
参加了十卷本《亚洲历史事典》的编写工作，该书由平凡社出版。

1960年发表《东洋历史地理研究》，该书由东京社出版。
1962年发
表《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该书由教育书籍社出版。
1964年
发表《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因此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该书由
弘文馆出版。
1977年参加立正大学《宗教社会史研究》的编写工
作，撰写其中的《平城都市景观的发展》等章。
同年，还发表了《东亚
史概论》，该书自中国的石器时代一直论述至中国的现代，由博文
社出版。
1979年发表了《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该书由风间书房
出版。
前田博士以其辛勤的耕耘成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
他还是东方学会会员。

前田博士不仅著述丰富，而且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他在对历
史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除了从大量的文字资料中汲取精华外，还
常常进行实地考察，以验证他从书本中归纳出来的结论。
万分不幸
的是，十年前，前田博士到中国的河西走廊考察后归国不久，因遭
遇交通事故而与世长逝。
前田正名博士的逝世不仅是历史地理学
研究事业的巨大损失，而且是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巨大损失。

哲人远行，辛勤治学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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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序
第一章 北魏时代桑干河流域的自然地理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按桑干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区分的地域
第三节 北魏时代的大同附近
第四节 北魏时代的桑干河流域
第五节 北魏时代的壶流河流域
第六节 结语
第二章 居民结构
第一节 平城和桑干河流域居民结构的变化
第二节 一至四世纪桑干河流域的居民结构
一、汉人――对雁门郡的分析
二、匈奴
三、乌桓
四、鲜卑――拓跋部的发展
五、小结
第三节 四世纪后半期至五世纪末平城及桑干河流域的居民结构――
各族杂处的桑干河上游地区
一、四世纪后半期
二、太祖时期
1.登国年间高车族的徙来
2.四世纪末年的大规模徙民
3.五世纪初叶
三、太宗时期
四、世祖时期
1.蠕蠕、高车的降附与来自鄂尔多斯沙漠地区的徙民
2.来自龙城方面的徙民
3.来自姑臧方面的徙民
五、五世纪后半期――平齐郡的设置与齐地的俘虏
六、小结
第三章 平城都市景观的发展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太祖时期――迁都平城后立即上马的营造工程与渤水南岸
的新城建设
第三节 太宗时期――平城都市景观的划时代发展
第四节 世祖时期――平城东部的营造
第五节 高宗时期以后――复杂化的平城市区景观
第六节 结语
第四章 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网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自平城赴漠北的交通路线――长川、牛川、白道
一、经由长川的路线
二、经由牛川的路线
三、白道的重要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

四、小结
第三节 平城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
一、西域诸国的朝贡路
二、在北魏军进击路线中浮现出来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
三、赫连定的顽抗与秦州路一带的紧张局势
四、西域诸国朝贡的波动
1.讨灭白龙和西域诸国朝贡的开始
2.压制河西走廊――消灭北凉
3.平定盖吴、白广平、曹仆浑的叛乱与西域诸国的朝贡
五、小结
第四节 自平城南下的交通路线――雁门关路
一、入塞三道中的中道
二、穆王西征路与雁门关
三、三世纪后半期盛乐与洛阳间频繁的交通往来
四、浊漳水路、井陉路、汾河路与雁门关
五、小结
第五节 平城至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
一、桑干河上游地区与河北平原间的交通路线
1.桑干河上游地区与中山城
2.经由上谷的路线
3.古代的飞狐道
4.天兴元年修筑的直道
5.莎泉道
6.中山城一带与桑干河上游的地区相关性
二、中山城的地区特性
1.位于太行山脉东麓路上的中山城
2.北魏时代定州的疆界与中山城的位置――偏处州界以西的
中山城
3.中山城附近的商业贸易
（1）荟萃于中山城附近的珍宝类
（2）中山城周围流通的各种物资
（3）定州刺史的贪秽
（4）小结
三、北魏对中山城的经营――作为河北和山东经略据点的中山城
第六节 平城至东北一带的交通路线
一、东北诸国的朝贡
二、经由赤城、濡源的路线
三、经由龙城（和龙）的路线
四、小结
第五章 平城周围地区的家畜类、畜产品、兽类
第一节 平城地区畜牧、狩猎经济的残余
第二节 太祖和太宗时期
第三节 世祖时期
一、自漠北经云中大量流入平城的家畜类和畜产品
二、自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地区经河西大量流入平城的家畜类和
畜产品
1.世祖对河西地区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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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杂类与杂胡聚居的河西
3.富饶的畜牧生产地区
三、与太祖及太宗时期相比走向衰落的狩猎和畜牧
第四节 高宗时期以后
第五节 结语
第六章 平城的商业贸易
第一节 太祖及太宗时期
第二节 自西域方面流入平城的珍宝类
第三节 同江南汉人王朝的贸易往来
第四节 府库的积聚与平城的交易
第五节 结语
第七章 平城与河北平原的经济关系
第一节 神瑞二年的饥荒
第二节 输租平城
第三节 太和十一年的平城饥荒
第四节 结语
附篇一 平城附近与桑干河流域及其邻接地域人口流动一览表
附篇二 四至五世纪的太行山脉东麓路
一、前言
二、从石勒和王浚的军事行动看四世纪的交通情况
三、四世纪中期前燕军南下路线
四、四世纪末的战斗
1.慕容垂与苻丕之战
2.慕容宝在北魏军攻陷中山城前后的行动
五、五世纪中北魏诸帝对太行山脉东麓路的巡视
六、结语
附篇三 关于三至五世纪太行山脉东麓地区结构的考证
――从分析居民结构出发
一、前言
二、四世纪初期以前
三、四世纪前半期
1.四世纪初叶――分散在太行山脉东麓的乌桓与鲜卑
2.石勒的徙民政策
3.石虎的徙民政策
4.四世纪中期的邺城与襄国附近
――各族杂居的人口过密地区
四、四世纪后半期
1.前燕的南下与慕容部的散布
2.四世纪末慕容部的活动――徒河
3.四世纪末各族聚居的邺城附近及中山城附近
五、五世纪――太行山脉东麓的核心中山城附近
六、结语
图表目录
英文目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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