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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以降，随着西方列强插手中国边疆

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自觉

以筹边谋防、开边治疆为目的对边疆史地问题展

开研究，导致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

地学的兴起。①尔后，中国边疆史地学又兴起两次

研究高潮：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

得以提出与展开以及有关边疆史地研究会纷纷成

立；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边疆史、

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与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重点的

研究格局形成，以及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进行研究。②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掀起过程

中，除边疆史地之科学实证研究外，学界在关注中

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③更加关注中国

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④这无疑是非常有意

义的学术价值取向与旨归。李国强指出：中国边

疆学的学科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我国边

疆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更好地阐

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

性提供理论基石；二是探寻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

脉络，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

史根源、阐释时代表征、破解现实难题，从而为我

国边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

支持；三是探寻我国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当

代进程、未来方向，从而为边疆长治久安和可持续

发展、为实现边疆人民的福祉愿景提供理论支

撑”。⑤面对如此纷繁庞杂、内涵深邃、旨归明晰的

中国边疆学学科目标，“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应

该如何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

研究，就成为边疆学人必须直面且必须回应的问

题。尽管前贤已做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探索出若干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然就古

代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取径而言，“边疆研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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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与思考。无论是中

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确立，还是中国边疆

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均应着力于两个层面思

考：一是形上之道，着力中国边疆学内容与体系的

系统构建与研究；二是形下之器，着重探讨具有指

导意义且有可操作性的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路径与

方法。本文拟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体实践路

径与方法略述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碎片化：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

研究

古代中国边疆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正确了解中国边疆区域的嬗变过程，就

无法准确展开中国古史的论述，就难以讲好中国

故事，而古代中国的边疆区域相当辽阔，地貌复

杂，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

理环境、历史文化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往

往有相当大的地域差异性。⑥古语云“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

化、经济背景，会塑造出迥异的政治体制、经济类

型、风俗习惯、军制构造、生活时尚等族群特征。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千

差万别，从热带、亚热带自然景观至温带、寒带自

然景观，从季风气候自然景观到大陆性气候自然

景观，不一而足。⑦邓辉说：“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地

理，才能真正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重建了过去的

地理舞台，才能够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在这个

舞台上生活和活动的。”⑧故此，对于中国古代边疆

区域的族群而言，深入分析与揭示边疆区域内部

自然的、人文的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内在

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

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由于人地关系的

相互作用以及区域间的互动与交融，进而导致繁

衍生息于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的不同族群，在其

生存繁衍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区域间的差异性之面

貌，既有共时性的区域差异，也有历时性的时段特

征，纷纷繁繁，殊异杂芜。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区

域，大部分地处太平洋西岸的温带、亚寒带季风气

候区，夏季湿热多雨，土质肥沃，雨热同季。自然

地理环境的独特之处就是北部分布大片高原，南

部山水环绕，中间贯穿大平原，西接中国北部边疆

的辽阔草原，东达太平洋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

从而造就聚居于山林、草原的渔猎、游牧族群向中

间地带的平原、农耕区域聚拢之势。⑨在这种自然

地理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上各具特色的族群体系。东北史研究的开山鼻

祖金毓黻总结说：“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

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

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余族，居于北

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⑩古代中国

北部边疆区域，位于欧亚大草原的东部，与黄土高

原、华北平原相毗邻，地处北温带、寒带，深居内

陆，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温和而短促，降雨量稀

少，植被以温带干草原和森林草原为主。从东向

西，大陆性气候逐渐增强，植被也出现规律性的变

化，依次出现森林草原、典型草原与荒漠草原等地

带。蒙古高原东部主要为干性草原和沙漠半沙

漠植物区，一般在间歇河道、山麓和地下水位较高

地区生长丰盛牧草。阿尔泰地区，地势较低，积雪

少，森林少，草原丰茂。杭爱山和肯特山，主要为

山地草原和森林。中部则以沙漠戈壁为主。漠北

地区，气候较南稍湿，并有河流分布，草原旺盛。

古代中国北部边疆的沙漠草原景观，成为游牧民

族匈奴、东胡、丁令、鲜卑、柔然、契丹、突厥、薛延

陀、蒙古等族群兴衰嬗替的天堂。何天明在研究

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时说：“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

文化区中，畜牧业自古以来基本呈现出比例不断

加重、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各族互有传

承的历史态势。”在与内地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

中形成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农

耕族群的碰撞与交融。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

自然地理环境更为复杂，总体说来，高原、山地、盆

地占据优势。因其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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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等高大山脉影

响，形成强烈的大陆性气候，降水少，多风沙，干燥

寒冷，适于农牧业的区域较少。甘肃、宁夏以及陕

西的西部以森林草原和干草原居多，其次为荒漠

草原和山地草原。新疆多以山前冲积平原为主，

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形成巨大荒漠区，唯其

边缘区域依靠高山雪水补给，形成绿洲地带。天

山是广大荒漠中的巨型“湿岛”，植被覆盖率高，适

于游牧。这样的自然地理孕育出具有农牧特色

兼具的西戎、氐、羌、党项、月氏、乌孙等族群，尤其

是新疆天山南北与中亚—带因气候、水土条件的

局限形成了典型的“居国”(农耕族群)和“行国”(游
牧族群)的样貌。陈连开总结说：“西域自古是多

民族分布、交汇之区，也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交

通要道。西域—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内容丰富，族

称及民族交汇演化，较之其他地区尤为突出。”

“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族

群繁衍嬗变的主旋律。古代中国青藏边疆区域，

地域辽阔，地势高峻，由一系列巨大的山系、高原、

宽谷与湖盆等地貌类型构成，是世界上最高大的

高原，具有明显的高原气候特征。藏北高原介于

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

脉之间，以高寒草原为主，草场主要分布于高原湖

泊周围和河源地区，形成主要牧区。藏南谷地地

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雅鲁藏布江

穿流其中，形成以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河谷

平原为主的农耕区。藏东高山峡谷由横断山脉、

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构成，为藏东农牧混合区，

农耕占比较大。青海位于西藏之北，以高寒草甸

和高寒草原为主，次为荒漠和山地草原，湟水谷

地、黄河谷地以及柴达木盆地边缘地区，适于农

耕。青藏高原的地势特点为西南高、东北低的地

势，使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族群在地理上与中原

族群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先后有氐、羌、吐蕃、

吐谷浑、党项等族群在这里繁衍生息。古代中国

西南边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以云贵高

原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云南南部属热带，

川滇西部的高原山地为青藏高原向东延伸部分，

具有高山气候特征。云南地处青藏高原的延伸部

分，西北部、东部地势崎岖不平，畜牧业发达，西南

部地势趋缓，怒江、澜沧江、元江等河谷平原适于

稻作。广西西部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地势为西北

高东南低，红水河、右江、左江等河谷平原适于稻

作。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地势为西部高、中

部稍低，从中部向北、东、南均逐渐降低，河谷盆地

形成大、小“坝子”，为人烟稠密的稻作区。云贵

高原是世界上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先秦至两汉

时期，繁衍生息在西南边疆区域的土著居民称为

“西南夷”。唐宋时期，逐渐演化为“白蛮”、“乌蛮”

等族群，并建立起南诏、大理等政权，促进西南诸

族群的整合，密切了西南边疆和中原间的关系。

古代中国岭南边疆区域，介于山海之间，北枕五

岭，南濒南海，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温暖湿

热，四季不明显，降水量充沛。北部为山地丘陵，

民以耕山为主，梯田为伴。中部多为河网密布的

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适于稻作。南部沿海平原

台地，间有少量山地丘陵，人多以舟楫为食，粤东

滨海区域，耕三渔七。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山地丘陵众多，大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相当有利

于岭南与内地的沟通，中原、荆楚、巴蜀、吴越文化

与岭南土著文化交融整合，加强了岭南边疆区域

与中原区域的联系。先秦到两汉时期，在岭南繁

衍生息的土著居民南越、西瓯、骆越、闽越等越人

统称为“百越”。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

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

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

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自

然地理环境与繁衍生息族群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对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族群之趋异性特征，先

秦时期的智者早已意识之，且给予准确解读，《礼

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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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

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

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

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

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

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

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

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

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尔后《汉书·地理志》亦

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

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

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

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

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由

此观之，古代智者对居于“中国”(天下)边缘(边疆)
区域的族群有自身传统的划分标准，更强调自然

地理环境对不同边疆区域族群繁衍嬗变的影响及

其风俗习惯的养成，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语言等文化特征成为古代中国智者区分边疆区域

族群的主要标志，这种区分明显不同于源自西方

的“民族国家”理论之“民族”界定。“中国戎夷，

五方之民”所构成的古代中国社会之内地与边疆

的二元结构，成为古代中国史家编纂史书之“内

地”与“边疆”的书写对象，致蛮戎夷狄构筑起中国

正史之“四夷传”的基石，成为描述古代中国边疆

区域发展实态及其嬗变过程的缩影。

在古代中国“五方之民”的“你生我亡、你来我

往”的变奏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在区域

史的视阈下展开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的“碎片

化”研究就值得深入思考。《隋书·经籍志》说：“夫

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

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

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古代

史家清楚地意识到，古代史官只有博闻强识、疏通

知远的才学，掌握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载记

等诸多“碎片化”的学识，才能胜任史官，尤其是繁

衍与消亡并存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非有“碎

片化”的学识难于将其准确地付诸笔端。清代史

家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

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

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

贯也。”章氏亦在强调整体史的认知是将“碎片

化”的史识疏而通之，才可形成对史事的宏阔认

知，不辨章学术，难以考镜源流。故此，在关注整

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嬗变历程的同时，

必须对碎片化了的不同区域边疆历史(族群样貌)
及其嬗变历程给予充分关注，条别原委，探幽析

微，弄清碎片化了的历史面相，尔后据此再将碎片

化之研究与整体化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

宏阔浩瀚，纲举目张。唯有此之学术取径，才能充

分认知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的“真正”实态及其

发展演变规律，达到“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所欲

达到的理想愿景。谭其骧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

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

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

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

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

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谭氏的论断对古代中国

边疆区域之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边疆研究

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时，必须重

视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实态及其嬗变历程的研

究，正视古代中国不同边疆区域因地质地貌、山川

湖海、植被气候等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所造成的地

域差异、经济形态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所孕

育出的族群之语言、民族特性、社会结构之分隔所

导致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政治体制、经济类型、

文化习性、军制构造等的趋异性特征。只有做好

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碎片化”的微观实证研究、只

有充分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趋异性特征，才

能更加清楚地认知由边疆区域的趋异性向同一性

转变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才能更好地完成“在

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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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

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整体史的编纂。

二、层累化：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

研究

古代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

化璀璨，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学界已达成共

识。然而，有关古代中国的叙述却成为当今学界

讨论的焦点，其根源就是学界仍在追溯古代中国

的“边”在哪里，如何去认知古代中国的“边”，进而

追问怎样展开古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本来看似不

是问题的问题，于今确实成为学界不断追问的问

题。作为“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给予当今学

界以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阐释与解答，便成为一项

迫切、紧要的课题。葛兆光说：“从历史角度说，

‘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

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

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

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

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

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

葛氏亦解释说：“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

(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

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

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

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

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

定、层层积累的传统。”李大龙亦议论说：“多民族

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上

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是生活在中

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分布在中原地

区的农耕族群(人们一般认为的汉人或汉族)起到

了奠基作用，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

‘夷狄’族群则起到了发展和定型作用。尽管多民

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时

期，但其形成时期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凝

聚’。”王柯在谈及古代中国之内涵时亦说：“‘中

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

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

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可见，古代中国

疆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渐进与曲折的“自然凝

聚”过程，是几千年中国“五方之民”互动、交融之

不断积淀、发展与延续过程，是在自我肯定、自我

否定状态下的往复扬弃的层累化过程。故此，深

入分析与揭示在自然、人文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

作用下某一时段(短时段)的古代中国疆域发生发

展的内在机制、某一时段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

互动与交融而产生的同一性与特殊性，以及时段

与时段之间的承继性与连续性之基本内涵、本质

特征及其规律，才能准确评价某一时段古代中国

疆域的管辖与治理在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嬗变过程

中之历史地位。换言之，清晰认知在断代史视阈

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层累化特征，应是“边疆

研究学术共同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的嬗变历程，层累化特征

十分显著，而且不同时段的古代中国边疆之层累

又有所不同，“自然凝聚”的方式与程度差别较大，

难于一言以蔽之。夏商周应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

凝聚的肇始期。从“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

则，贻厥子孙”，“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等记载分析，夏人应有边疆的初步认知。商

时，商人已有较强烈的边疆意识，“邦畿千里，维民

所止，肇域彼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等描述就是最好的例证。周时，

周人明确提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

也。”周人的边疆意识相当明晰，且有准确的地理

方位与区域，这为后来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

奠定了相当重要的根基。

秦统一六国，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重

要时期。秦对统治域内的地方管辖与治理最显著

的特征就是废除先秦以来所推行的分封诸侯、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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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天子的制度，而是以郡县制度为核心，加强中央

集权，有意识地着力整合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密切

度，注重内地农耕族群与边疆区域族群的碰撞与

交融。秦朝北击匈奴，西逐西戎，南奠闽越，设置

郡县、属邦，目的就是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

西戎、西南夷、百越等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以

实际效果观之，秦朝确实达成了古代中国边疆与

内地的初步整合，比之周代，“自然凝聚”的地理单

元进一步扩大，但比之清代又显得相对狭小许

多。对此，费孝通曾评论说：“秦代的统一还只是

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因为当

时秦所统一的只是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

空间里只占一小部分，在三级地形中只是海拔最

低的一级，而且还不是全部。中原的周围还有许

多不同的族团也正在逐步分区域地向由分而合的

统一路上迈进。”尽管秦朝远未将“西起帕米尔高

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

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之地理单元(即
天下、四海之内)自然凝聚到一体化之内，但秦对

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却具有相当

非凡意义，为汉朝中国疆域更大范围的自然凝聚

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汉统一后，尤其是汉武帝统治以降，采用

“外事四夷，内兴功力”的战略方针，主张“《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谊也”，诏谕公卿

大夫“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开地斥

境，教化边民，致力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开发与

治理，持续不断地推进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之间

“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北击匈奴，实践着汉

匈杂居，欲达成文帝时提出的汉匈“两国之民若一

家子”的愿景；“凿空”西域，试图实现“思汉威德，

咸乐内属”的局面；融合诸羌，略定闽粤，实现汉

羌、汉越之居民杂处；经略东北，灭卫满一统半岛，

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原王朝的直辖统治之下。西汉

为了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西域诸族、乌桓、

鲜卑、夫余、氐、羌、西南夷、百越等族群的互动与

交融，还设置郡县、属国、都护、中郎将、校尉等行

政区划与官吏，达成自然凝聚的目的。经过有汉

一代之强力经营，将东起大海，西跨葱岭、巴尔喀

什湖，北扼大漠直抵贝加尔湖，南迄南海之地理单

元自然凝聚到一体化的整合之中，比之秦代，古代

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地理单元进一步扩大与加

强，层累化特征相当凸显。汉代中国疆域的自然

凝聚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对于秦

汉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间的自然凝聚之成

就，王宗维评论说：“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

边疆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秦、汉王朝

的统一和致力于边疆的开拓，是对商、周时期疆域

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版图的奠定和边疆的形成

起了关键作用。”

隋唐统一，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秦汉以来古

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唐朝，经

略东北，北伐突厥，平定回鹘，开通西域，和亲吐

蕃，绥靖南诏，加强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

交融，以至于“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

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

及而西过之”。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单元中，唐代

君臣坚持不懈地践行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

之内，皆朕赤子”，“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

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

乐”的天下一统之愿景，其成就即是“绝域君长，

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四夷大小君长

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

人”，“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

阙廷”。对于唐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

群的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李大龙评论说：“在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唐代是一

个重要时期，其重要性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在唐

王朝在汉朝基础上有了更辽阔的疆域，更重要的

是唐王朝对边疆的认识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

发展，将‘中国’(中原地区)和‘四夷’(边疆地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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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而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制

度也更加完善，尤其是将羁縻府州制度广泛应用

于边疆地区，突破了前代形成的对边疆地区‘统而

不治’的思想，为边疆地区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

成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蒙古为核心建立的元朝入主中原后，统治

者秉持以“天下一家”之治国理念，“建元表岁，示

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

《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是古代中国疆

域自然凝聚的重要转折期。元朝兴起于朔漠，灭

亡女真，再并西域，实现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的

强力整合，西平西夏，臣服高丽，南定大理，加强内

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在“北逾阴山，

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空前广阔的地

理单元内实现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元史·地理志

一》曰：“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

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

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

对于元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自然

凝聚之成就，罗贤佑评论说：“在我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

期。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

据局面，实现了新的大一统，推行了巩固全国统治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赵永春亦评论说：“元朝结

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建立了空前

的大统一王朝。元代不仅继承了汉唐时期的中国

版图，而且更大规模地发展和开创了中国的疆

域。”杨绍猷说：“元朝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统一，

拥有辽阔的领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发展，对边疆的开拓，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

献。”元代中国疆域之层累化贡献不仅在于扩大

了汉唐中国疆域之族群整合的地理单元，更为重

要的是，古代中国边疆族群也具有自然凝聚“西起

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

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即天

下、四海之内“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整合能力，

为清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鼎盛奠定了坚实

基础。

经过明清两代的努力，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

聚达到鼎盛期。明朝建立后，统治者秉持“朕既为

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华

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

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何有彼此之间”的治国理念，在“东起朝鲜，西据

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的地理单元内依次建

立起较元朝更具特色的军政管理体系，强化内地

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清朝建立后，在

维护“满洲，乃国家根本”的前提下，将“遐迩同

仁，无分中外”的治国理念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

度。雍正皇帝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

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

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

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帝王之承天

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

天，尊亲忠孝之情根于性，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

体同心，犹可以丝毫形迹相岐视者也。”清朝崛起

东北，经太祖、太宗奋力经营，奄有东土。世祖入

关，定鼎燕都，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

土开疆，又有喀尔喀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而

辑附。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纳收准噶尔、回部，

天山南北，使之树颔蛾服，倚汉如天。在“东极三

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

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空前辽阔的地理

单元内实现了“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汉、唐

以来未之有也”的大一统，使内地族群与边疆族

群的互动与交融空前繁荣，成就了清朝中国疆域

自然凝聚的鼎盛。

考察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历程，无论是汉唐

统一王朝，还是元明清统一王朝，均是其在特定的

“地理单元”之内即统治域内，由“中国戎夷，五方

之民”，即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所引起的，

“五方之民”交融的过程也就是古代中国疆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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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的层累化过程。在自然凝聚的层累化过程

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需重点关注内地族群

与边疆族群自然凝聚的内在机制与嬗变规律。笔

者在讨论古代中国王朝边疆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时

曾指出：“统治者针对不同区域所施行的治理举措

大不相同，有的设置行政机构直接治理，有的设置

道、属国、属郡、羁縻府州等间接治理，有的册封王

号、汗号等顺俗而治，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边疆民

族区域为何会出现歧异的治理模式，恐怕是缘于

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所产生的政治结构、经济类

型、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故

在探寻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就

必须关照区域的差异性。”马大正在思考如何研

究边疆问题时也说：“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

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

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在对历史上的边疆进

行研究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

问题，既要有重点地对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中

国边疆进行研究，也要兼顾以边疆的某个单一视

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研究。”马氏虽然给出

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径与范式，但更

应该引起“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注意的是，在古

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自

然凝聚取径与效果确确实实各具特色，虽然共通

性的特征相当显著，但差异性的区隔更加凸显，尤

其是大统一与大分裂的变奏过程中“顺向性”的继

承或“逆向性”的继承，也就是古代中国边疆自然

凝聚的层累化的成就，更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

体”重点关注的对象。故此，在讨论古代中国疆域

嬗变历程时，在断代史视阈下给予深入研究就显

得十分必要，只有对“层累化”过程中的每一断代

史时段给予精准的阐幽发微，更加清楚地认清每

一断代史上的疆域形成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

充分阐明每一断代史上的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

在古代中国疆域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与所处的地

位，才能更好地完成基础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

变的整体史的编纂，才能讲好古代中国疆域的

故事。

三、一体化：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

研究

无论是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

究，还是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其

对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任何史实之科学实证都是碎

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无论是对区域史

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长时段的规律、

特征之抽象，还是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

史研究之一朝一代(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

群的互动与交融的特色之归纳，也都是碎片化了

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正是此类碎片化了的古

代中国疆域史之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

实证，才使得“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能够有条件

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普遍性、规律性之认知的

可能性——古代中国疆域史之整体史研究的实

现。戴维斯曾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

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

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

联”，史学家“理想的状况是，单个的历史学家应该

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这样就可

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

之间的联系”。罗志田亦说：“史料本有断裂和片

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

问。”“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

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

的形态和意义。”故此，“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应

充分意识到，碎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并

非是为碎片而碎片化，碎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完成长时段的“整体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

究，只有从微细的古代中国边疆问题入手，才能清

晰地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的整体时段的嬗变历程。

不清楚碎片化了的细节，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不可

能融会贯通。只有会通，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碎

片化研究才变得更有意义，才真正实现了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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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疆域史的宗旨与价值。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疆

域史的碎片化研究是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一体化

(整体史)研究的基础，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一体化

(整体史)研究是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碎片化研究的

终极目标。严耕望说：“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

后有连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

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

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

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既然中国古代史

如此，那么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需要

一个全视野、长时段的考察，求得古代中国疆域史

的上下联结，认知古代中国疆域史的来龙去脉，才

更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

纵观古代中国疆域的嬗变历程，尽管存在显

著的趋异性特征、层累化特征，但并非一贯地以族

群“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的扩大化为轴心，也常

常伴随较大地理单元的分解化，出现若干个较小

地理单元的族群之自然凝聚，出现统一、分裂、再

统一的变奏。如前所述，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

一统王朝，均秉持推进内地核心区域族群与边疆

区域较大地理单元的族群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

之理念，致使清朝层累出古代中国疆域之族群自

然凝聚的鼎盛。但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也

不能忽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等古代

中国地理单元内之分裂时期诸政权对古代中国疆

域层累化之贡献。以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的实

态析之，每一次的古代中国大分裂，都会导致诸族

群的大迁徙、大融合，都会使下一个王朝获得更大

的统一地理单元，将更多的族群整合到一体化之

中。李大龙说：“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并非汉

人一族之功，而是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包括已经消

失的众多族群共同努力的结果，汉人聚居的中原

地区可以称之为‘中国’，其他族群分布的边疆地

区也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视为

‘中国’的代表。”故此，分裂时期非以内地族群为

核心的诸政权统治域内的相对狭小的地理单元内

的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的自然凝聚，亦是古代

中国疆域层累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

些以非内地族群为核心的族群自然凝聚成就了清

朝中国疆域的鼎盛。

东汉之后，虽然出现曹魏、刘蜀、孙吴三足鼎

立局面，但统治者在重要政治活动中均以体现“华

夏正统”为要务，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加强核心族群

与非核心族群的互动与交融，采用各种举措自然

凝聚诸族群向一体化迈进。魏王曹丕举行登基仪

式时，令“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

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

渎”。刘备登坛则作文曰：“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

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

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

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

主’……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

绥四海！”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即位时曾诏

曰：“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

教。”南朝梁武帝即皇帝位时亦告于天曰：“咸以

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

宇……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

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北朝前秦君主

苻坚秉承“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

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

之，勿怀耿介”的治国理念，当将军吕光征讨西域

时，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

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

穷兵，过深残掠。”北魏孝文帝曾诏曰：“比闻缘边

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

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

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

勿有侵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

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北周文帝诏

曰：“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

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北周

武帝则诏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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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帝王诏告天下的表述不难看出，统治者均

有谋求大一统的强烈愿望，试图完成核心族群与

非核心族群间的互动与交融的宏愿，但因其政权

实力过于有限，诸多政权难于实现。正如郝时远

所言：“自秦汉统一国家建立以后，中国的历史从

总体上或大趋势来看是不断走向国家大一统和多

民族共建国家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群雄分立、

封建割据的现象虽然比比皆是，但是其基本目标

是谋求全国的统一，这一点无论是中原汉族的分

立政权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具有共同

性，只是哪一个政权或统治势力有能力实现这种

目标的区别。”

以契丹、女真为核心建立的辽金王朝，虽然仅

占据古代中国的北部半壁江山，与两宋对峙，但辽

金王朝秉持推进内地核心区域族群与边疆区域族

群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之理念，只不过辽金王

朝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相对较小，主要局限于

古代中国的北部与东北部之区域。就辽朝而言，

太祖耶律阿保机西降阻卜等西北诸族，东灭渤海，

“颇有窥中国之志”。建国伊始，便推行以儒家思

想为核心的治国安邦的政策与措施，至道宗时竟

发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儒家文化认同

的“华夷同风”之惊呼。故此，辽朝对统治域内族

群之整合，对古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具有划时

代之意义，辽朝彻底改变了汉唐以来的东亚秩序，

使中国古史谱系之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对

此，笔者在讨论辽朝对古代中国疆域贡献时曾给

出评论：“将辽朝置于中国古史谱系的长时段之

中，在中国北疆民族区域视阈下从统治模式的更

新与改化、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东亚秩

序的改造与重建之角度考察辽朝历史，可发现辽

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

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

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金

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以后，仍以“天下一家”为己

任，提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

致一”，“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等“以一天

下”的治国理念，不断地整合周边族群，先后灭亡

辽朝、北宋，迫使西夏“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

藩”，迫使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迫使南

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俨然成为继

辽之后的东北亚新秩序的重建者，为古代中国北

部与东北部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做出了重要

贡献。

考察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历程，无论是像秦

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还是南北朝之宋齐

梁陈与北魏的对峙、辽金与两宋的抗衡，均是在特

定的“地理单元”之内(统治域内)，由“中国戎夷，五

方之民”，即核心区族群与非核心族群(内地族群

与边疆族群)互动所引起的，“五方之民”交融的过

程也就是古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在自然

凝聚的过程中，既有较大地理单元内的族群整合，

也有较小地理单元内的族群整合；“边疆研究学术

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时，既要关

照大统一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自然凝聚的

内在机制，也要注重大分裂时段的不同地理单元

内的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之间自然凝聚的内在

机制。林荣贵说：“中国疆域的发展，经历了政治

局势的分立、统一和再一统的进程。在元、明、清

大一统以前，中国疆域格局往往表现为多类型和

一定的层次结构。这反映了分与合政治局势的演

化和管理对策的施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

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不是实质性的分裂；中国传

统文明的发展，是历史上支撑和维系整个疆域的

脊梁。”马曼丽说：“历史上不同时期代表中国的

各大一统王朝，他们管辖到的疆域都与整个中国

的疆域不完全一致，即未能包括整个中国的疆域，

因为往往有分裂割据政权和未凝聚于中央政权的

中国先民政权存在。而清代在汉代疆域的基础

上，有明显的扩大，主要是纳入了和巩固了台湾及

元以后归入元代中央政权版图的西藏等大块中国

先民开发的领土。它是中国疆域由汉代的奠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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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历史发展演变的最终结果。”故此，“边疆研究

学术共同体”在关注古代中国边疆嬗变历程时，不

仅要关注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古代

中国边疆的层累化过程，而且也要关注魏晋南北

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之分裂时期诸政权的古代

中国边疆的“层累化”过程。只有这样，“边疆研究

学术共同体”才能在古代中国边疆嬗变的跌宕起

伏之中明晰古代中国疆域史的本质内涵与发展规

律，给出言之凿凿、掷地有声的分层次、分阶段的

宏阔叙述，抽象出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古

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等具有时代特征并可指导

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疆域理论概念，建立起“边

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中国话语体系，唱响中国气

派。王学典说：“未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从

实践上，创造一个克服自由主义缺陷或高于自由

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

式；从学术上，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历史，

又汲取自由主义合理内核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

学派；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框架。而所有这些工作的

总目标，就是把中国‘中国化’，即创造一种从中国

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

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

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

学社会科学的崭新范式，以逐步改变一百多年来

把中国‘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与现状！”将古代

中国疆域史研究“中国化”正是“边疆研究学术共

同体”所追求与努力的方向。

四、余论

在以往的“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成就

中，无论是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还是整体

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均取得斐然之

成就。区域史观(包含地方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

疆域史研究方面，以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

史》、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

刘信君主编《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马大正主编

《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方铁《方略与施政：历朝对

西南边疆的经营》等为代表。断代史观视阈下古

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方面，以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

史》、李大龙《唐代边疆史》为代表。整体史观视

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方面，以刘宏煊《中国疆

域史》、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林荣贵

主编《中国古代边疆史》、赵永春《从复数“中国”

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马大正

主编《中国边疆治理通论》、厉声等著《中国历代

边事边政通论》、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

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代表。上述绝大部分

研究成果，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
2014)》之第十六章“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

趋势”多有精彩评述，可谓阶段性的总括，足以使

得“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为之自豪。

虽然“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

疆域上做出卓越的贡献，取得巨大成就，但还有诸

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古代中国边疆研

究的具体实践路径与方法更需要给予充分关注。

赵轶峰在谈及中国古代史的历史书写问题时指

出：“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多彩，磅礴宏阔，任何首尾

通贯的分期体系实际都是从特定视角出发的，都

会忽略一些线索，强调一些线索，这时历史学家需

要做到和能够做到的是选择出最能够表现历史主

流的问题线索加以清晰的叙述，并尽量将其他相

关的趋势和线索结合主流叙述反映出来。”那么，

“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区域史观视阈、断代史

观视阈以及整体史观视阈三个维度下进行碎片化

的科学实证与一体化的宏阔叙述内地族群与边疆

族群的互动与交融的“自然凝聚”过程就可以弥补

时常被忽略的一些线索，达到共时性与历时性、趋

异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使古代中国疆域史的

研究更加臻于至善至美。陈建樾说：“多民族国家

内部诸民族的族际关系，由于关系到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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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死存亡，因而一向是当代政治现象中最敏感

的事项之一，而对国内诸民族在政治或文化层面

的整合，则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殊为关切和致力达

成的重要议题。”吕一燃说：“今天的中国边疆是

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继承，探索历代中国边

事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剖析不同时期统治者边

疆施政的动因与成败得失，总结历代王朝治理边

疆的经验和教训，进而探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

凝聚力的历史渊源，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内涵，而且在今天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及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弘扬爱国

主义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陈氏、吕

氏所言，大概就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研究古

代中国疆域史的旨归吧！

注释：

①参见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
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②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90页。

③参见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

观”》，《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

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 2期；赵

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

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李大龙：《从“天下”到“中

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林文

勋：《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
期；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

《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 3期；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

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 3期；张云：《中国

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

3期；等等。

④参见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

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郑汕：《中国边

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马大正：《新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

学》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周伟洲：《关于构

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
期；孙勇等：《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2016年第2期；邢广程：《开拓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新局

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李鸿宾：《对“中国边

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

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 3期；崔明德：《关于中国

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

3期；王欣：《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

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 3期；苗威：《建构中国特

色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
期；等等。

⑤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⑥参见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

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⑦自然地理环境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地质地貌、河流湖

泊、植被气候等诸多自然地理要素均会发生改变，竺可桢在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
第2 期)已给出明确答案，但一般来说，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是

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且古代中国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变化

具有同步性。故此，本文在讨论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的差异

时，因篇幅限制，对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现代的自然地理环

境之差异，未作过于细致的差异性区分，敬请谅解。

⑧邓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

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第12页。

⑨参见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9页。

⑩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
年翻印，第19-20页。

参见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4-5页。

何天明：《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82页。

参见韩宾娜、王兆明：《中国历史地理》，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365页。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年版，第373-374页。

参见陈庆英、高淑芳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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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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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

华书局2011年版，第35、26页。

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

读》，《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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