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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谋发展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当前，我

国的历史地理学正在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学科特色，努力谋求学科的自身发展。本报记

者就历史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当下研究热点以及未来学科建设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

家学者。

　　学科建设逐步完善

　　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介绍，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

学。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要

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

史地理学不断接受新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研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历史地

理学的学科建设在继承与创新中渐趋完善，并最终形成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边

疆史地和历史地图学等学科体系齐头并进的局面。进入21世纪，历史地理学充分汲取其他

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研究范式由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研究精度

大幅度提高。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主

要任务是通过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复原，讨论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

地理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解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当

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我国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模型分析的运

用等反映了新的时代特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正由过去的历史地理学知识描述、历史

时期地理环境复原研究和空间格局分异研究，向空间演化过程机制研究、复杂人地系统模

拟研究转变。

　　王社教表示，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热点众多，一是因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而形成

的研究热点，包括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二是因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经济文化建设需要而形成的研究热点，包括“一带一路”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历

史地理研究等；三是因以上两者共同推动而形成的研究热点，包括区域建构和区域空间扩

展过程研究、土地利用和环境变迁研究、环境史研究等。

　　发挥“经世致用”的学科特色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认为，历史地理学者更注重人

类历史经验、历史遗产的价值，在参与当代建设事业时，会成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有力

提倡者。历史地理学代表着一种新的地理观，即人地关系史的地理观。它把直观的地理环

境解构为不同单元的历史积淀过程，我们今天所有的地理类事业，都是在这个历史积淀的

结果中展开的。人地关系史的地理观使历史地理学贴近当下问题，为历史地理学的“经世

致用”提供了机会与需求。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成一农表示，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应属于“地理

学”，这使得历史地理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此外，中国古代的史学包含“经世致

用”的思想，诞生于这样学术背景中的历史地理学的学者们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这

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研究中。

　　王社教提到，历史地理学研究通过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复原，为现实的经济文化建

设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和决策依据。历史地理学通过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相

互作用规律的研究，增进国民对人地关系的理解，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例

如，针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和下游的泥沙堆积问题，学者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地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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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导致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引起水土流失加重，这为国家黄

河治理和在黄土高原地区实施水土保持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紧扣学科发展核心问题

　　在成一农看来，受学科分类的影响，目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史学背景居多，在地理

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方面有所欠缺。因此，今后历史地理学者应有意识地强化地理学

的训练，积极与地理学者合作。同时，历史地理学者应关注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加

强与历史学的对话。

　　张晓虹表示，历史地理学研究在重视历史文献分析和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之外，还必

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紧扣历史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区域性、历时性和综合性。作为

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与地理学一致，即研究要围绕区域性与综合性

展开。作为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地理学还需再加入时间维度，将历时性这一重

要学科品格作为研究特色。二是要注重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处理与转换问题。未来历史地理

学的研究应在积累大量小区域短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不同空间尺度的人地关系。

三是在研究中要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历史地理学学科价值的体现，

历史地理学者应注重对与国家战略有关的海疆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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