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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
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
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
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
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
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
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
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
，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
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
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
“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
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
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
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
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
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
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
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
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
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
远的丰碑。
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
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
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
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
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
们的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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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明、传承文明。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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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分三十八节，约19万字，有50幅老照片。
内容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到20年代后期，哈尔滨从封闭的、不许外人涉足的满洲龙兴之地，演变成国
际都市的过程。
它的封面提示语是“居游哈尔滨者之唯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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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三十年前之哈尔滨 哈尔滨于俄人筑路前，距今约三十年，固一片荒凉野场也。
至命名之来源，于汉义绝无讲解，哈尔滨三字，原系满洲之语，有谓为“晒渔网”之义，有谓为“打
渔泡”之义，惜不佞不谙满语，不敢率然决定，但敢证其确为满语也。
至滨江之名，则设治后之称也。
 初辖于阿城副都统，副都统者，清官名之一也。
先是清朝对于东三省，以为王气所钟，向持闭关主义，不许汉民前往。
沃野千里，荒弃尽多。
盖不仅松花江畔之哈尔滨一隅为然也。
因之东三省治法，亦别于内地。
奉天因系陪都，设府尹等官职。
外此有盛京将军，专治军事。
吉林与黑龙江，则有将军与副都统。
光绪初年，以盛京将军，行总督事。
奉天府尹，行巡抚事。
 迨日俄战后始改行省，以昭一律，渐准许汉民前往。
另设置东三省总督驻奉天，节制三省军民诸政。
是以北满地广人稀，有由然也。
松花江畔，不过少许渔家，历历可数。
虽凄凉况味，寂寞寒村，然渔罢归来，得意洋洋，亦自有乐趣存焉。
迨光绪二十二年，俄得铁路建筑权，即筑横贯吉黑之东清铁道。
又要求清廷，划地若干，以备建筑总车站。
时俄势方张，清廷迫于威力，不敢不允，因划地五百万方尺，为俄租界。
俄遂大兴土木，建房舍，辟街市，并藉故扩张用地，侵吞无已，清政府亦惟听之而已。
时今道外区域，有傅姓小店，以供渔人之惠顾，因名傅家店。
迨设治之后，当地行政官，因店字之意义窄狭，遂改为傅家甸，今沿称之。
 第三节铁路建筑后之变迁情形 东清铁路，于一九○三年，即光绪二十九年竣工。
本埠之车站，即建于香房，今称老哈尔滨。
一面派工程师，测勘租界地址，即今道里一带，辟街市、建房舍，时人烟渐集。
投机者，更争领地基，以着先鞭。
于是荒凉原野，渐变为人烟聚处。
旋俄人以香房车站，距商市区较远，又建总车站于秦家岗。
光绪三十一年竣工，遂迁车站于秦家岗，今名哈尔滨总站。
秦家岗者，非衡宇相连，间阎扑地之市镇，不过茅舍三五，风尘满面之贫窭者居焉。
中有秦姓者，因沿其名。
 以车站之关系，秦家岗遂逐行建筑。
但长数千里之大铁路，轮轨飞驶，一旦需修理之时，又将何以济焉，于是建总工厂于三十六棚。
初其地有板棚三十六座，故名。
凡工人家属，均住其附近，工厂占地甚多，院内深邃，局外人不得入焉。
后租界内俄人渐设机关，一切军警行政，皆属之。
三十六棚工人，时有作奸犯科之举，藉此地为逃薮，倚俄人为护符。
彼时俄人诸政，实不堪闻问，言之曷胜浩叹。
同时傅家甸一隅，虽未划入租界区域，但亦人口目聚，街市渐具雏形，屋宇次第建筑。
宣统元年，置理事同知，专治傅家甸一隅。
旋析双城东北境隶之，后于民国二年设县治。
彼时虽人烟日集，要不过一乡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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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租界区之东偏，与傅家甸之间，有地名粮台，时尚一片荒凉，荆棘纵横。
粮台者，即今之八站是也。
目俄交战时，俄曾设粮台于此，故名。
旋内地各著名都会、各大商店，皆思拓植营业，企图发展，渐次向斯地集聚，分设支店；投机商人，
亦趋之若鹜。
曰多一目，租界区之西大部，与傅家甸，渐有人满之患。
东清铁路公司，遂将八站划成街基，按号拍卖。
我国商民，争先购领。
俄人乘机居奇，每沙绳竟售至二百元羌洋之多，当时羌洋与国币价值相仿，俄人遂得大批巨款，此实
堪痛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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