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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是由南京大学胡阿祥组织编写的。
全书凡二十三讲，前五讲为总论，概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若干重大问题；后十八讲是分论，分析中
国各区域的历史军事地理形势。
各讲具体分工如下：胡阿祥：第一讲至第七讲，第九讲；彭安玉(江苏省行政学院)：第八讲，第十讲
至第十三讲，第十五讲至第二十三讲；郭黎安(江苏省社科院)：第十四讲。
全书由胡阿祥统稿。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充分；然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强化全民的国防意
识，有益于指导现今的国防与战争，因而显得十分必要。
这里不妨从正反两方面各举一例以明之。
    本世纪70年代初，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发出指示，要对陕甘两省的历史军事地理进行研究。
如何研究?预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承担此项任务的史念海等人曾向皮将军请教，得到的答复是：“
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布置，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
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
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
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这许多的问题与重点，为久经戎行的将军所关心，并不奇怪，盖
“料敌制胜，计险远近，上将之道也”；同时，它也说明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
学术价值(填补中国军事史、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空白)，还有着确切的现实意义，诚如孙子所说：“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实在是亘古迄今、无
所更易的一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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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阿祥，1963年出生，安徽桐城人。
自幼喜好历史、地理与文学。
15岁前，先后在复旦大学读历史本科与历史地理研究生，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发
展部部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副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南京六朝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
1986年至今，出版专著及各类大小册子十多种,发表论文与长短消闲文字己5口余篇，主编丛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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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广东、广西（附海南）历史军事地理第二十二讲  云南、贵州历史军事地理第二十三讲  青海、西藏
历史军事地理后记修订版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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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阿祥、彭安玉、郭黎安等同志有志于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军事地理融会贯通，对中国历史上
的军事地理规律加以探讨和研究，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撰写了《兵家必争
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一书。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但填补了我国军事史上一项空白，而且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非常
有价值的贡献。
　　——施和金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影响军事与战争的例证不
胜枚举。
从大处着眼，比如中原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长城为什么要沿阴山、燕山等山脉而筑7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时，双方为什么常常会守秦岭、
淮河为界？
明以前历代实现统一都是自北往南用兵，为什么明朝取代元朝却是自南而北？
为什么山西高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江南一带、福建区域、岭南地区经常出现军事割据？
再从小处看，为什么山海关、嘉峪关、蒲津渡、采石矶、剑阁道等得失，总是关系到战争的大局7为
什么南京、徐州、洛阳、西安、寿县、太原、合肥、襄樊、南阳、成都等地区发生的战争特别多？
　　诸如此类的“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罗列出成百上千。
而这些问题，又无不和地理条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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