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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集子的缘起，应当说是我承担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过程中一个新的想
法，或者说是附带性的科研成果。
根据我所服务的中央民族大学公布的教育部下发的文件精神，我于2004年下半年提出申请，2005年上
半年承蒙不弃得到批准，于是就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课题一步一步地实现。
我当初拟订的课题大致有两个：一是“唐朝对河北边地的经营与蕃族的互动”，二是“唐后期北方的
边地与民族问题”；成果的形式也分成两种类型，即论文和论文集。
先是一篇一篇地完成论文，适当的时候再将有关的论文结成集子。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感觉到每篇论文都应当有新意，再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专
题式的文集，学术质量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过去老一代史学家大多采用这种形式，他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的论文里，所以我总有一个想
法：论文因为篇幅较小，不容易说套话，新意应当比著作更多。
著作固然也是很好的写作方式，但需要长期研磨，方可有较高的学术质量，短期之内出来的成果，我
直观感觉，学术含量是要打一定折扣的。
所以自己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要想出版高质量的专著，难度比较大，而论文和论文集，在给定的时
间内，学术性效果要比专著似乎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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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196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暨中古民族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并及长城学研究。
出版个人专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等，主
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0多篇；先后担任《长城百科全书》
（长城区域历史、人物、关隘等分卷）、《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国改革通史·隋唐五
代卷》、《民族史研究》第4辑和《史事探微》等著作的主编或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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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环境开发的形式与时间古代社会环境破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农业耕作地区的扩大，特别是对非农
业地区的浸染。
在中国，主要表现在农耕地区对游牧地区的浸透，通常的手法是在邻接农业地区的草原进行耕作，将
草地变成耕地。
历史上，这种情况从西汉中期开始，以后持续不断。
开发的形式一是组织军队开荒，二是招募百姓开垦，目的是在边区形成稳固的保护防线，让戍边的人
员有充足的粮食供应。
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疆北部的生产建设和黑龙江北大荒的开垦，都可以与历史上的同类事件
相提并论。
三、开发的原因开荒和耕地的扩大，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因。
简单说，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农耕地区为保护自己，就要组织军队进行防守，而军队的粮草
供应直接影响防守的稳固。
一般说，粮草由内地供应，交通是个大问题，比如秦始皇曾派军队北上进攻匈奴，辟地千里，在河套
地区以黄河为界，与匈奴对峙。
为了保护边地，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睡、琅邪负海之郡，
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①。
但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而言，从远方调剂粮草，成本过大。
所以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等率领汉军夺得河南地（即河套地区）之后，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
议，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构筑朔方城，随即迁徙10万口民众充实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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