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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
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
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
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
地方"。
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
"②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
"③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总之，中外文献中，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
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
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
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
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甘肃等省
都视为陆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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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她世代繁衍生息在广袤的欧亚大陆的东部，浩瀚的太平洋
的西岸。
今天中国的版图，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有18000公里海岸线、6500余个岛屿与14000公里的岛
岸线，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按照现代国际海洋制度，还有应归中国管辖的近300万平
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既孕育了中华民族辉煌的陆地文明，也同样孕育了深厚
的海洋文明。
中国海疆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又是世界海洋文明史的一部分，客观地展示这一历史画卷，是
研究中国海疆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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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文献通考·兵考》记载：“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阅蹶张财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
⋯⋯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又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发动统一东南沿海战争时，“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
肄，修武备”。
这两项记载说明，楼船军在屯骑(骑兵)、步兵等七校之外，是根据沿江海的地理条件和防务需要而设
立的，属汉代郡国军兵制。
郡圉军是地方常备军，但兵权属于朝廷，郡守只可行使管辖权，但不能发兵，发兵须凭皇帝的虎符和
行使符。
如汉武帝曾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但欲调发水师，则“须诏书到”
，才能“军与俱进”①。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楼船将军严助持汉武帝令发兵，由会稽驰援东瓯，而“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
，助乃斩一司马”，并“晓谕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发兵浮海”②。
这种有常设水军，但无专职水军将领的体制，显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正所谓，“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
汉代水军既属郡国军，自然不设常任指挥官，所以在《汉书·百官表》中没有载列楼船官吏。
统帅楼船军作战的指挥官，是在征伐时临时拜封的。
散见于《史记》、《汉书》各传记中，有楼船将军、楼船校尉、楼船士、楼船卒等水军官兵的各种称
谓，具体如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楼船将军杨仆、段志，戈船将军归义越侯严，下濑将军归义越侯
甲，横海将军韩说，横海校尉刘福等人。
这些将军的等级和职务大小，史书中未见有明确划分。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汉光武帝发兵征交趾郡，楼船将军段志由伏波将军马援节制，由此判
断可能伏波将军的职务最高。
汉兵制规定“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因事立称，事毕撤官，兵归防地。
所以汉代只有常备的水军部队，而无常设的水军将领。
平时楼船的管理和训练，由没有指挥权的官员负责。
例如《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楼船官，大概就是这类官员。
而楼船军士兵称“楼船士”、“楫濯士”或“棹卒”，多由渔民、水家子弟充任。
汉代兵制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入伍后，“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
“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免为民。
”其服役年龄为23岁到56岁。
由于水军水战不同于陆战，因此需要“岁时讲肄，修武备”的专门训练。
《文献通考·兵考》记载，“郡举五人教习战射”，“常以秋后讲肄课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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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北疆通史》的编写工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
究员主持下，由七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
赵云田拟出编写提纲，并负责统稿。
各编执笔如下： 前言，赵云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一、二编，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第三编，白翠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第四编，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第五编，蔡家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第六编，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第七编，杨绍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第八编，赵云田。
 大事记，赵云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志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林荣贵研究员审阅了书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
感谢。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本书序言中提出了北疆"五个发展时期"的观点，而在正文内，基本上仍以朝代分
时期，完全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本书的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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