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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7两年，历史地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清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学术进
步也令人欣喜。“清史地理”是笔者提出的概念，它是研究有清一代各种地理状况的专
门学问，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断代地理研究，指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的部分；二是
指历史地理研究牵涉到清朝的内容。前者是清史地理的核心内容，后者也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近两年之内，清史地理领域出版专著近十部、专题论文七八十篇，在历史地
理学五大板块的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成绩，
在学术研究的古为今用方面也有所建树。 

一一一一、、、、历历历历史人文地理史人文地理史人文地理史人文地理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十来个分支领域，该两年在疆域、政区、历史聚落地理、历史
文化地理诸分支均有出色成果问世。  

    疆域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认识。于逢春于逢春于逢春于逢春认为[①],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一统
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
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是中国疆域最
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
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
的时间坐标。以往的《大清一统志》研究都着重于该书本身的编纂、比较，或者仅仅当
作史料看待，这篇论文从疆域理论的角度来发掘其价值，具有新意。  

    政区是传统舆地学核心，至今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强项，新的论题层出不穷。许鹏许鹏许鹏许鹏
首次全面研究了清代政区治所迁徙问题，揭示省会迁徙五例、府治迁徙九例、厅治迁徙
二十例、州治迁徙十二例、县治迁徙五十八例，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区治所迁徙的时、空
分布状况，详细探究这些政区治所的发生迁徙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治所废圮、政治
需要、交通不便等原因，研究了清朝政区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对于
今天也有借鉴意义[②]。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政区，傅林祥傅林祥傅林祥傅林祥总结了区别作为政区的抚民
厅与作为府级派出机构的厅的三项标准：必要条件是一定的地域范围、一定数量的人
口、一个行政机构，充分条件是长官名称与职责、层级、等第等，并通过对《清实
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
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③]。这
就为解释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与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著录厅数的较大差
距提供了可靠依据。张张张张珊珊珊珊珊珊珊珊提出了省级核心区的概念，以清代湖北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核
心区的形成为例证，认为“一个稳定有效的核心区及其维系的边缘区往往能形成一个相
对稳定的高层政区”[④]。  

    其实，历史政区的研究可为今日政区改革直接提供参考。华华华华林甫林甫林甫林甫提出要打破政区研
究古今界限、进行无缝对接[⑤]，所以华华华华林甫林甫林甫林甫等将包括清朝在内的历史上的分省模式归
纳为省内分家式、邻壤切块式、边疆开发成熟式三类，指出元代以来所有分省实例的经
验与教训表明,在今后省区划小的工作中应以省内分家模式为主,而对于由相邻两省或两
省以上接壤地区析出新省的模式则需持谨慎的态度,要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历史传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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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明清三朝为基础的“分省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三种分省模式的归纳，学术界还是第
一次。  

    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是本学科最成熟的分支。最近的历史城市地理探索以研究天
津、上海等沿海城市者居多。樊如森樊如森樊如森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⑦]
是该领域一部重要专著，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860年开埠后天津和受
其辐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双方的经济互动作用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提取
数类主要商品的流通方式、渠道和范围，以外向型经济归纳和总结天津进出口贸易与腹
地发展的相关性，论证了天津作为经济中心对北方地区现代化所起的巨大辐射作用，探
讨了天津与北方现代商业体系的形成、交通网络的构建、农牧业的外向化、工业现代化
的转型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将天津定位为北方城市化的样板和代表、北方经济
现代化的中心，明确提出以天津为中心，以大连和青岛为两翼，才是北方经济现代化的
正确选择。这样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功能。吴吴吴吴俊范俊范俊范俊范以极具典型性的美
租界两大主干道——百老汇路和熙华德路的形成过程为个案，考察了上海早期城市空间
生长的特点和驱动因素[⑧]；陈陈陈陈琍琍琍琍以晚清道路建设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
变化，论述了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⑨]；唐巧天唐巧天唐巧天唐巧天利用系统的海关数据及文字报告,阐
述了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上海的外贸转运网络及其特点,以此为视角反
映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⑩]。在市镇、村落研究方面，吴滔、熊梅、
黄忠怀分别以苏州地区[11]、山西南部[12]、华北[13]为研究对象，均有力作问世。  

    历史文化地理是九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学科增长点，所包内容甚广，近年分别有人
才、书院、宗教信仰等研究。王志明王志明王志明王志明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为统计对象，借用政
区为参照系，认为雍正朝引见官员有三大分布特点：南北对等的哑铃型人材聚集地，北
方南方分别以顺天府、直隶省和江南地区为中心；江河湖海地带为政治人材集中地；以
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不少独立的政治人材区,特别是省城周围都有较稠密的人材带[14]。论
文统计表格很丰富，若能绘制多幅历史地图，则将会锦上添花。一般而言，人才研究多
聚焦于男性，任泉香任泉香任泉香任泉香等利用人才数量、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1840—1949年期间
的中国著名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
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西北地区较少；湖南、广东、浙江、江
苏四省女性人才尤为突出[15]。刘刘刘刘景景景景纯纯纯纯专门研究了黄土高原地区的书院分布，以西安、
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和选址来反映三个省会城市间的文化差异[16]，又以府州、县、
市镇三个级别城镇的书院发展和分布为考察对象，详细揭示了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时空
分布特征及其差异，认为书院多分布于城内，空间上偏重于东部和东南部[17]。在历史
宗教信仰地理方面，张晓张晓张晓张晓虹虹虹虹通过晚清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各差会进驻陕西的历史进程的把
握，认为各宣教区的分布实与文化地域、差会权力有关，各宣教区内部的空间结构则与
交通网络关系密切[18]。滕滕滕滕兰兰兰兰花花花花对清代广西天后宫（妈祖庙）的地理分布作了细致梳
理，指出其空间分布多与广东会馆相重合，呈现桂东地区多、桂西地区少的格局，实际
上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势力分布东强西弱的折射[19]。笔者设想：若以张桂林的论文
[20]为总纲，对清代各省的妈祖庙都做类似研究，则一部清代妈祖信仰地理分布的著作
当指日可待。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史农业地理理应成为核心选题，尤其是养活着四亿人口的清
朝农业，但近年缺乏像萧正洪著《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那样的力作
[21]。人口地理的静态分布与动态迁徙研究，近年成果不多[22]。在历史人文地理的其
他领域如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地理研究等方面，近年仅有零星成果发表[23]，而清史军
事地理研究付阙，断代的清史地图编绘更无从谈起。  

二二二二、、、、历历历历史自然地理史自然地理史自然地理史自然地理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河道变迁、水利与水害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话题。与往年关注七大江河不同的
是，近两年间关注的重点是其他的重要河流。石超石超石超石超艺艺艺艺对明清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漳河变迁
作了尽可能具体、详细的河道复原，划分了漳河变迁的四个阶段，总结了六点规律：迁
徙频繁，与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有密切关系；改道的范围“北不过滏,南不过卫”；
主要流向是否南流与“引漳济运”工程的兴废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漳河活动的大方向和
路线的大范围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漳患频率与主流经行时间长短成正比；漳行南路
与行北路时决口易发地点与河道改决顶点有所不同[24]。李李李李嘎嘎嘎嘎在考察了康雍乾百余年对
山东小清河实施的四次大的治理工程及其成效后，认为政区地理因素导致的官场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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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完备而有效益的管理体制、人地关系的紧张及鲁北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河患严
重的四大导因[25]。当然，关于大江大河的论题也没有放弃，尹玲玲尹玲玲尹玲玲尹玲玲论述了明清时期今
长江武汉段江面上近武昌江岸和近汉阳江岸的沙洲演变,认为江中的沙洲变迁在东、西两
岸大致经历了鹦鹉洲(偏东岸)、刘公洲(偏西岸)、金沙洲(偏东岸)、新刘公洲(偏西
岸)、白沙洲(偏东岸)、新鹦鹉洲(偏西岸)、新白沙洲(偏东岸)这一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
岸的过程，并指出沙洲演变与港口变迁及商业市集贸易、南北两岸岸线及城垣堤防之间
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西两岸在经济利益和城垣堤防上的矛盾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
[26]。  

    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以杨杨杨杨煜煜煜煜达达达达的云南研究最为突出[27] [28]。杨杨杨杨煜煜煜煜达达达达著《清代云
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对清代官私档案中上万条
有关云南天气史料收集、考订的基础上，讨论了档案中天气资料的系统偏差问题，重建
了1711—1911年期间云南雨季开始期、昆明雨季降水等级及冬季平均气温三个气候要素
序列，对1815-1817年云南大饥荒和1905—1907年云南大灾两次典型天气灾害的成因作了
深入分析，指出云南历史气候演变有其特殊性，总体以冷湿—暖干为主，变化常表现为
突变的形式，并且存在气候超常不稳定时期。该书不仅建立起迄今最为完备的云南历史
气候资料数据库，而且总结了历史气候资料系统偏差的校验方法，探索了科学可行的利
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序列的基本方法和步骤，进一步拓展了历史气候的研究领域。
满满满满志敏志敏志敏志敏等利用《王文韶日记》重建了1867~1872年夏季武汉和长沙的降水序列，并确定其
梅雨期的入梅和出梅时间，提出天气日记是用来复原梅雨等较长尺度天气过程的极好材
料[29]。这些都是对竺可桢那篇著名论文[30]的绝好补充。  

    今天，我们都习惯了“生态环境”一词，其实这个词是不科学的，侯甬坚认为正确
的表达应该是“生态与环境”[31]。这种观点自成一家之言。生态史研究纯属自然科学
范畴；而环境史学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新潮，上世纪末传播到中国，高国
荣考察了“环境史”产生的历史进程，指出环境史研究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32]。
新修清史设有《生态环境志》，主持人朱士光对清代生态环境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了
简要回顾，提出今后应当在农业、森林、水、海滨、草原与沙漠、城镇与工矿区六个生
态环境类型与学科理论有关的问题上着重致力[33]。具体环境变迁研究的论文不少，论
题多集中于边疆地区如天山北麓[34]、云南潞江流域[35]、贵州[36]、台湾[37]等，聚
焦内地的不多[38]。  

    如何利用传统文献从事环境演变研究？方修琦提出了四点看法：从地球系统科学与
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中寻找研究的主题，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构建历史文
献信息共享的环境演变研究平台，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39]。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推出一组文章，就“人类活动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进行专题讨论，葛葛葛葛剑剑剑剑雄雄雄雄《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很有见地，
认为不应夸大西北地区环境的优越性，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应作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
认为环境变化就是人类破坏的结果；中国五千年的气候观测资料足以质疑被视为定论的
“全球变暖”预测和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罪魁祸首的结论。李李李李并并并并成成成成《西北干旱地区今天
河流的水量较古代河流水量大大减少了吗？——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探讨》认为西北地
区河流水量总的来看并没有变化，只是由于今日人口和耕地的增加，需水量数倍于前，
才导致我们感觉到水源短缺。笔者相信，客观的视角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
的环境问题。  

三三三三、、、、历历历历史地理文史地理文史地理文史地理文献献献献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清代地理文献包括地理志书、传统舆图两大内容，没有出土文献。  

    关于清代地理总志研究，以前曾有不少关于《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的
成果，但均未及晚清的《皇朝地理志》。华华华华林甫林甫林甫林甫初步揭开了它深藏台北故宫的面纱，列
表说明甲、乙、丁本《皇朝地理志》和丙本《大清国史地理志》各书的分省府州内容，
分析各书所反映的年份，指出甲本即进呈本反映的最晚年份是光绪三十四年，当定稿于
光绪末、宣统；乙本成书当在道光之前；丙本反映的是乾隆初期；丁本定稿反映的则是
光绪末年的政区沿革；重点讨论甲本与丁本的关系，认为“丁本是甲本的母本，丁是
源，甲是流”，指出《皇朝地理志》在学术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并以直隶省为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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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该书五个方面的价值，认为：即使国力走向衰落的清朝末世，也编纂了篇幅宏大、内
容丰富的《皇朝地理志》，我们现有地理学史著作中有关清朝的部分应该修正、甚至重
写[40]。  

    关于清代舆图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姚伯岳姚伯岳姚伯岳姚伯岳总结了清代彩绘地图的四大特点：鸟瞰
式的移点透视法；不拘一格的图画比例尺；独特的距离量度法和坐标体系：计里画方；
图画式地图：图文并茂，象形图例，浮签图注，并进而指出，即使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
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彩绘地图仍然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绘制方式和特点，这既是中
国的传统观念所致，也与清代保守的社会状况有关，对清代彩绘地图的价值不仅要用科
学的标准来衡量，也应该用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来评判[41]。孙孙孙孙喆喆喆喆从《黑龙江
流域图》和《皇舆全览图》入手，还原了18世纪初期黑龙江流域的自然、人文面貌，反
映了清朝政府的疆域观念和边疆开发意识[42]。华林甫曾撰文介绍过英国国家档案馆庋
藏近代中文舆图的学术价值[43]，故熟稔天地会研究的郑郑郑郑永永永永华华华华对华林甫从英档携归的五
幅两广洪兵起事舆图F.O.931/1079、F.O.931/1892、F.O.931/1898、F.O.931/1911、
F.O.931/1954不仅进行了细致考订，而且指出“对传统舆图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

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档案资料,从而促进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44]、[45]。 
 

 

[①]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②]许鹏《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  

[③]傅林祥《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④]张珊珊《行政区划调整与省级核心区——以清代湖北为例》，《历史地理》第21
辑。  

[⑤]华林甫《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新华文
摘》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⑥]华林甫、成崇德《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⑦]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⑧]吴俊范《从英、美租界道路网的形成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早期拓展》，《历史地
理》第21辑。  

[⑨]陈琍《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以晚清上海道路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2007年第3辑。  

[⑩]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
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11]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
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2]熊梅《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
2007年第10期。  

[13]黄忠怀《庙宇与华北平原明清村落社区的发展》，《历史地理》第21辑。  

[14]王志明《雍正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试析》，《历史档案》2007年第3期。  

[15]任泉香、朱竑、李鹏《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地理学
报》2007年第2期。  

Page 4 of 6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

2009-12-8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45



[16]刘景纯《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3辑。  

[17]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2007年第1辑。  

[18]张晓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
第4辑。  

[19]滕兰花《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7年第3
期。  

[20]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21]近两年的论文，主要有：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
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张萍《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及棉花产销
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吕卓民《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李玉尚、陈亮《清代黄渤海鲜鱼资源数
量的变动——兼论气候查迁与海洋渔业的关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吴朋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
2007年第3期等。萧正洪的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22]近两年论文有：郝文军《1650—1850年伊克昭盟人口复原研究———以蒙古人为研
究对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
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阚耀平《清代伊犁地区人口迁
移研究》，《干旱区地理》2006年第2期等。  

[23]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杨伟兵《制度变迁与
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历史地理》第21辑。  

[24]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25]李嘎《河患与官方应对:康雍乾时期的山东小清河治理及启示》，《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2007年第3辑。  

[26]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
辑。  

[27]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清代云南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夏季风变迁》，《地理
学报》2007年第7期。  

[28]杨煜达《清代昆明地区(1721-1900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29]满志敏等《<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古地
理学报》2007年第4期。  

[3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辑。  

[31]侯甬坚《“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第1辑。  

[32]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33]朱士光《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age 5 of 6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

2009-12-8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45



 

2007年第1期。  

[34]张莉《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理景观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5]周琼著《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周
琼《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2
期。  

[37]刘正刚、孟超《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2006年第1辑。  

[38]高升荣《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以乾隆朝为例》，《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颜廷真、白梅、田文祝《清代西辽河流域
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39]方修琦《关于利用历史文献信息进行环境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2007年第2辑。  

[40]华林甫《关于<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春季
（第24卷第3期）。  

[41]姚伯岳《论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42]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6期。  

[43]载《地图》2005年第1期。  

[44]郑永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初考——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
图考释之一》，《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5]郑永华《最后的鏖战——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学
术研究》2007年第7期。  

                                             

� 上一篇文章： 汪信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  

� 下一篇文章： 陈星灿：新中国考古发现及其对认识中国历史的贡献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青年汉学家…[100] 

� 美报：中国崛起，美国人很焦虑…[98] 

� 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287]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87] 

� 新科学家杂志：中国人挑战“非…[112]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81]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

Page 6 of 6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

2009-12-8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