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6214404

10位ISBN编号：7806214402

出版时间：2001-8

出版时间：黄河水利出版社

作者：史念海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前言

我国有两大高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这就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这两大高原都是当今世界上地学科学研究的热点地区。
但两大高原成为热点地区的时间有很大不同。
青藏高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成为我国和世界地学科学家们研究的热点，而黄土高原在此之前的
很长时期里，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科学家们研究的热点。
在黄土高原的研究中，出现了几个成为热点的争论问题，这是青藏高原研究中所没有的。
这样的对比，可以说明黄土高原研究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感兴趣的。
在黄土高原研究中，有两大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
一个是关于黄土高原的成因，另一个就是关于黄土高原的原始自然植被和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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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变迁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专
著，汇集了作者近30年考察研究黄土高原的主要收获和最新成果。
阐明了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山川、原野、森林、草原以及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治
理、改善的意见和建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黄河的开与
治理，特别是对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可供历史、地理、经济、环境生态等学科的师生与专家学者、以及农林、水利、环保等部门的管理人
员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作者简介

史念海教授,1912年生。
山西平陆人。
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同年任禹贡学会编辑。
1940年到西安任西北文化学社编辑。
1941年到四川北碚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1946年兼任北碚复旦大学副教授。
1947年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8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0年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4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年起，多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
著有《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店1944年，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河山集》(三联书
店1962年)，《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河山集》四
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
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店1990年)、《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与谭其骧、陈桥驿共同主编
，科学出版社1982年)等。
1990年获陕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荣誉奖，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
1990年被国家教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2年任中央电大历史地理课程主讲教师，并编写教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王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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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河阴县城的沦没这里黄河只是夺占了汴河的河道，还没有超过汴河故道而冲向广武山。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河决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①。
河阴县本来在汴河北岸，黄河夺占汴河河道，河阴就成了黄河北岸的地方。
这一次河决，对于广武山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元代河阴县徙治大峪口，当系这次河决以后的事。
这说明广武山下还有广大的地方。
河阴县城的再迁徙乃在明代初年。
迁城的原因也是由于黄河的灾害②。
这次灾害不论是河溢或者河决，都说明黄河由此遂向南到了广武山下，加速对广武山北坡的侧蚀③。
当然黄河大溜的摆动有时也是有变化的，不一定就是一直摆向一边。
不过由于广武山突向河边，也就不完全像他处的河岸一样，大溜离开时问题就较少一点。
直至清代初期，每当大溜南趋时，广武山就更加“土崩汕刷”。
由于官庄峪的位置是在广武山最西北一隅，最显得突出。
当官庄峪以北的几里山坡未被侧蚀时，黄河流到这里，不会骤然转弯向东，循广武山麓东流，而是继
续冲向东北，直向获嘉、原武之间流去。
就是官庄峪以北的几里山坡已被侧蚀之后，其东北对岸的姚旗营（今武陟县东南10公里），秦厂（京
广铁路老田庵车站西南约2.5公里处）就往往成为顶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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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是我近30年来有关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汇集，其中文章最早
者写于20世纪70年代，最晚者写于1997年，历时较久。
此次应黄河水利出版社盛约，付梓印行。
由于文章早已发表，且发表时期不一，虽内容相互关联，但在一些问题上，如地名、县市制变迁等，
仍不宜按现时要求进行统一。
因此，本次付印前，只对原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技术处理，修订了一些谬误之处，有些问题依然保留
了写稿时的原貌，以便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和时代背景。
好在每篇文章后都附有出版日期和出处，供读者检索、查阅。
承王守春先生宠赐序文，黄河水利出版社总编和责任编辑为本书花费大量心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张西平女士又为本书补绘了若干幅地图，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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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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