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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由中国地理学会

气候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陆地表层系统研究室承办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学术研讨会于

2003年10月10～12日在杭州举行。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理研究》编辑部，以及特邀单位中国文

物学会、天津营宸古建筑研究所、浙江省古韵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的50多位领导、

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邹逸麟教授、中国地理学

会气候专业委员会主任张丕远研究员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葛全胜研究员联合主

持。  

    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吴传钧院士、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陈桥驿教授、中国文物学会理事

长罗哲文先生、中国地理学会原秘书长瞿宁淑研究员、天津营宸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李瑞森先生应

邀到会讲演。浙江大学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翟国庆教授、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常务副主任沈晓华教

授、中国文物学会张晓雨秘书长到会致辞祝贺。本次会议资助单位浙江省古韵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徐亦于董事长和倪焕真总经理也到会致辞祝贺。  

    研讨会就“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与华夏故土数字化”和“两浙地区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典

型历史人文景观复原”两大主题开展热烈讨论，内容涉及“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建设”、“历史气候重建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历

史时期土地利用与屯垦”、“两浙人地关系与南宋皇城的变迁”和“都城历史地理与人文景观复

原”等方面。 一、关注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得

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葛全胜研究员在会上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的学

术报告，他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渊源与近5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

上，结合当今地球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

提出了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分析历史上人地

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

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

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并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可

以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作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

统（CHGIS）的建设     会议认为：在“数字化”信息科学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给历史地理

学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学科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将地理信息系统引入历史地理学已势在必

   



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满志敏教授分别介绍并展示了他们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进展及阶段性成果，并对资料、技术及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自已的看法。会议还认为：开展“华夏故土数字化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数十年来历

史地理等学科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资料，为此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

础，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费的来源与落实。 三、关注历史气候重建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历

史气候重建、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邵雪梅研究员、郑景云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北京大学韩茂莉教

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刘健等分别就相关问题作了专题报告。郑景云通过对过去

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研究，提出20世纪暖期的最可能相似型是隋唐暖期（570’s-770’

sAD），而不是中世纪暖期。进而提出应加强“隋唐暖期的气候时空分布特征、不同冷暖阶段的

干湿气候特征、区域差异的比较、现代变化过程与历史变化过程”的研究，得到与会学者的肯

定。 四、探讨两浙南宋历史地理与人文景观复原问题     “经世致用”是历史地理学的优良传

统，与会专家、学者对此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两浙南宋历史地理与人文景观复原问题

的热烈讨论，正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应主办、承办单位的邀请，吴传钧院士、陈桥驿教授分

别就南宋皇城的形成与发展、保护与复原、以及古城建设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

已的看法。与会者普遍认为，南宋皇城的复原不仅是研究层面的事，同时还牵涉到政策层面和操

作层面。因此，需要相关学科和部门的密切协作，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本次研讨会

得到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浙江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和中国文物学会的协助，得到浙江省

古韵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两个专业委员会精诚合作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之初一

次重要的学术活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启迪思路、促进创

新、拓宽领域、增强信心，这是与会者形成的基本共识。 

                                        

                                                                      中国地理学会气

候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历

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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