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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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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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年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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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作者考察内外蒙古的日记。
往返九个月，行地万余里，对内蒙之王公政治，外蒙之共和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种族、宗教、交
通等等，做了详细记载。
这部日记在民国时代享有“蒙古文化宝鉴”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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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十一月一日 骑驼日行二百里蒙人用具全汉人制 昨晚大风，清晨依然不止。
两马放牧，竞自行渡河而东，早起数人往追，河水冰结，步行尚便，至十一时回家，河冰消解，人人
鞋袜尽湿，烤干始行。
寒暑表在帐内降至华氏四十度以下。
 十二时行，下午经过一蒙古包，下驼参观。
门外拴一骆驼，栽绒鞍鞯、铜镫，很是华美。
据说：这是“骑驼”，每日可行二百余里，价洋一百二十元。
周围羊粪满地，足知养羊很多。
我和赵君入包内，见有床枕，颇美洁。
且系二枕，并有～帐，据说系新婚时物，新婚不过数日。
可知内蒙风俗，和内地有相同者。
此外铁箱、漆木箱、铜器等物不少。
据说，铁木箱，由库伦买的，铜壶等，由西宁买的，木碗等由包头买的，可知内蒙古毫无工艺，一切
用具，都由他处购买。
有一老妇，年七十余岁，红衣秃头，在佛前换水，劳动不休，知为尼，男子亦持串珠，屋内藏文经卷
不少，可知蒙人迷信之深。
竟日北行，晚十时宿，约行七十里。
 二日 大市当道茂草塞途想见上古时代的景况 早起四望，周围全是树林，深密无际，遍地干柴，可以
燃烧。
距河岸仅数百步，岸旁有水滩，可以取饮。
于是拾柴架火，提水煮肉，想见古代生活之简单。
 十二时行，一路在密林茂草中穿过，且忽而大木当道，绕之始通，忽而茂草塞途，拔之始过，真所谓
荆棘当道，欲便利交通，非披荆棘不可。
一直数十里，依然草木畅茂，胡桐、柽柳等，或则大数围抱，或则高五六丈，或则一丛方丈，甚至数
丈，想见上古洪荒时代之景况。
 再行，遇一蒙古人，据说：前面河水干涸，仅土屋处有一井，须驮水。
但行至其地，天已昏黑，不知井在何处，幸遇一汉商，始得井所。
据说：他是归化县人，途中已走了一个多月，经过地名，惟知有一博尔钻。
按地图索阅，我们似亦应经过其地，至井所，水浅而有木槽，令各驼——饱饮。
并驮水两桶，准备晚间人吃。
又行十余里，宿，本日共行约六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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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第2辑):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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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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