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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史念海尝云：“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

又年轻的科学”。①它脱胎于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

(沿革地理)，作为一门学科则是在现代地理学理论传

入中国以后形成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融学

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属于“又古又今之学”②，自从

诞生之初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在20世纪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蒸

蒸日上，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显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

特色，是十分活跃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③，其

弟子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都是本学科的主要奠

基者和开创者④，共同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贡献了智

慧和汗水，他们培养的人才广布于各大高校、科研院

所，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关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四

个发展阶段。如果说1949年以前是从萌芽到幼苗阶

段、1949-1977年是茁壮成长阶段、1978-2000年是

学科确立与成熟阶段，那么 2001年以来至今的新世

纪则处于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学科发展具有连续

性、稳定性的特征，每个阶段都承前启后，学术队伍

逐渐扩大、学术机构不断设立、学术成果越来越丰

富，学术影响也越来越大，故四个阶段只是为便于表

述而做的相对划分。

二、回顾：从萌芽、确立到成熟

(一)从萌芽到幼苗(1949年之前)
历史地理学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地理学

结合的产物。沿革地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分

支，关注政区与疆域、地名及水道的变迁等，肇始于

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古代长期传承，

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沿革地理只是依附于史学的一门学问。1909年
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和 1934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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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渐趋成熟。

“历史地理”作为学科名称早在1901-1904年间随日

本近代学制在中国的传播便已传入我国⑤，但这一名

称开始为学界所认知，以及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

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

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筹备成立的禹贡学会(1935
年 2月正式成立)，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

端。但学会成立之初，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

为宗旨，这从《禹贡》半月刊初创刊时的英文名称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便可以看出；至

1935年3月出版的第3卷第1期，方改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

文名称。《禹贡》半月刊自创刊至抗战爆发后停刊，共

计出版7卷82期，发表论文达685篇之多。以学会和

刊物为纽带，网罗作者376人⑥，由此也形成了学术史

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体。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推动了传统沿革地

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为我国开始建立历

史地理学这一门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第一批历

史地理学研究人才。⑦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代学人

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诸位前辈，正是在这一时

期崭露头角，开始走上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路。史

念海后来回忆道：“颉刚先生之所以创办禹贡学会，

发刊《禹贡》半月刊，本来是为了研究古代地理，绍述

乾嘉诸老的旧规，重张沿革地理学的声势，可是实际

上却超迈乾嘉诸老，使沿革地理学逐渐向历史地理

学发展，沿革地理学因而也就降而为历史地理学的

组成部分。这样的演变是相当巨大的”。⑧

(二)茁壮成长(1949-197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地理学迎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学界首先对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

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

性，尤以侯仁之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历史地理学

刍议》⑨一文中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

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

景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

而产生的；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⑩中建议将

当时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尽早

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论断，谭其骧、史念海均

表同意。通过这一讨论，学界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

属性的认识得以规范，并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

共识。

这一时期学界最重要的工作有两个：一是由重

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演化而来的《中国

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的编纂出版。

1954年，毛泽东采纳吴晗的建议，指示成立“重

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由谭其骧任主

编，最初立意在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保
密代号：54号图)，但随着学科认识的深入，最终转化

成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经过 20年的集体工

作，《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73年完成编稿，随后以中

华地图学社名义分8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引起学

界高度关注。

同时，50-70年代的地理学界以《中国自然地理》

丛书为核心，引导相关学者投身到黄河、黄土高原、

西北沙漠改造的研究潮流中。在这一潮流中，涌现

出一系列经典成果，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

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谭

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

局面》刷新了学界对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认知，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

迁》开拓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等，史念海《黄河在中

游的下切》结合实地考察揭示了黄河中游的历史变

迁，令学界瞩目。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10所高等学

校和科研机构的23位学者的集体著作(即《中国自然

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1978年定稿)。”

这种“任务带学科”的组织方式，在培养学术人

才的同时，也使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得以丰

富，学科地位得到彰显。这一时期，复旦大学、北京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地理

研究所等单位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组等，

学科规模初步形成。尽管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许

多研究工作受到冲击，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受到

不少限制，但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在知识体系、研究

方法与技术标准等方面，相对以往有了质的飞跃。正

如谭其骧所总结的那样：“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

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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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此后谭其骧、侯仁

之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既是对他们此前杰出成就的表彰，也说明中国历史地

理学获得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三)学科确立与成熟(1978-2000年)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历史地理学带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学科建设方面成果斐然，这一

时期学界先后创办了《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两份刊物，成为重要的学术园地。1979年 6月，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了首次全国

性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此后形成了定期研讨的学

术机制，历史地理研究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

了上海、北京、西安等学术重镇。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当属谭其骧主编的《中

国历史地图集》(8册)；该图集经修订后自 1982年开

始正式出版，至 1987年出齐(以下简称“谭图”)。谭

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历史地图集，其内容

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光绪年间，共分18个图组，

大小地图308幅，收录各类历史地名约7万个，系统

反映了历史时期中国疆域政区的变化情况，具有科

学、全面、准确、精细、严谨等一系列学术创新特

征。该图“集中反映了我国中国历史地理学、测绘

制图学和其它相关学科至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成

就”，也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海

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谭图为学科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涌现出

一大批历史地图研究与编绘成果，迄今已出版专题

性历史地图集24部、涉及14个省域的20部区域性历

史地图集，显示出积极强劲的“谭图效应”。如全国

性综合图集有《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

图集》等，地方性图集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广东历

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上海历史地图集》

等，历史自然地理方面主要有《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

布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等。最重要的是

1982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项

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任总编纂，

学者们开始编绘包括约20个图组、1000多幅地图的

三巨册综合历史地图集。

这一时期学科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历史人文地

理的兴起与迅猛发展。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恢复，历

史人文地理研究也蓬勃发展。1990年，谭其骧因势

利导地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

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此后的学术发展，

完全验证了这一预言。

这一时期相关分支领域的重要成果如下：

历史疆域变迁：谭图是以地图形式表现中国历

史疆域政区的权威成果。根据多年编绘历史地图集

的经验总结，谭其骧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上的中

国”理论，即“以 18世纪 50年代到 19世纪 40年代鸦

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

的中国的范围”的著名论断，逐步成为学界的共

识。同时，方国瑜对西南边疆、马大正等对新疆及刘

远图等对东北边疆的研究，均有不少成果。

历史政区与地名：这是沿革地理研究的新发展，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是第一部断代政区地理研

究成果，此后胡阿祥对六朝疆域与政区、李晓杰对东

汉政区、靳润成对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的研究也有较

大影响。历史地名与政区研究密不可分，主要成果

有孙冬虎等《中国地名学史》、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

流》等，另有历史地名工具书数部。

历史城市地理：侯仁之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其

博士论文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1949年，

英国利物浦大学)即为典范之作。中国历史城市地

理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集中于古都，学界的研究和

讨论经历了由五大古都到六大古都再到七大古都的

发展历程。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与《中国古都

概说》等，奠定了这一研究的基石。1983年成立了以

史念海为首任会长的中国古都学会，不断组织学术

活动，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经济地理：史念海的《河山集》开创了中国

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先河，较为系统地对先秦至隋

唐黄河流域的农牧业经济展开研究，并注重人类活

动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关系问题。自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他创立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团队成果丰富，其

成果有断代农业地理研究与区域农业地理研究两种

形式，前者以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为先，后者以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为代表。人口是重要

的经济要素，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是国内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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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人口地理著作，此后断代人口地理中以唐代研

究为最盛。移民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谭其骧、周

振鹤等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

移民事件，综合性研究以葛剑雄主编6卷本《中国移

民史》影响最大。

历史文化地理：其兴起与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

密切相关，周振鹤、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

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是第一

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综论性的研究以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

研究》为代表，同时诞生了一批区域性的历史文化

地理专著。

此外，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含
古地图)等研究方向也有不少成果，为历史地理学拓

展了更多的研究空间。

相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繁荣，这一时期历

史自然地理研究稍显冷落。除前述相关地图集外，

此前编著完成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于

1982年正式出版，此外的主要成果有文焕然与何业

恒等对历史时期动植物变迁的研究，以及曾昭璇等

对历史地貌学的研究等。

综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学在各个分

支具体领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已经成长起来，所以谭其骧1989年下结论说：

“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

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

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现状：蓬勃发展

(一)学科总览

历史地理学初步成长起来以后，学术组织持续

性的学术活动、学术单位创新争先的学术氛围以及

学术园地为专业工作者提供的大显身手的舞台，进

一步推动了学术发展和学科壮大。学界陆续推出了

多套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

文，出版了多部学科高等教材，历史地理文献也得到

了很好的整理，学科发展突飞猛进。

1979年 6月在西安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

地理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核心学术

组织。第一任主任是侯仁之，先后继任者有陈桥驿、

邹逸麟、葛剑雄、吴松弟，现任主任是张伟然。史念

海、钮仲勋、张修桂、朱士光、唐晓峰等曾担任过副主

任。在专业委员会的统一组织安排之下，40多年来

在 15个城市主办了 20次学术年会。首次学术年会

是史念海1979年组织的，开启了举办年会的先河，这

个优良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地理学术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主，

有“老五家”“新十家”之说(大致以研究力量形成于

“文革”之前或之后来区分)。“老五家”是复旦大学中

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

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地

理研究所(今“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古地理与历

史地理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今
“古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其中，复旦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两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名称分别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西北历史

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而“新十家”的“十”

是“多”的意思，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

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中山

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师范

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等高

校(依民政部历年《行政区划简册》排序)，呈现出遍地

开花的兴盛局面。

学术园地，1949年之前有《禹贡》半月刊等，改革

开放以来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复旦大学与中国地理

学会合办的《历史地理研究》(季刊，前身为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历史地理》集刊)，陕西师范大学

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历次学术年会论

文集(以书代刊)。《历史地理》集刊出版了38辑，从第

39辑开始以《历史地理研究》为名改为季刊，截至

2021年底已出版了48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起初

也是以书代刊，从1987年第1辑(即总第4辑)起改为

季刊，截至2021年底已出版了141辑；学术年会论文

集，第 1部出版于 1998年，迄今已出版了 10部。此

外，学界的同仁刊物有唐晓峰主编的《九州》等。

(二)标志性成果与纪念性出版物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

史地图集》等经典历史地图集，为本学科奠定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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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时间迈入21世纪，学界迎来了一批具有标志

性的重大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国家层面

的巨大学术工程，全面反映中国从史前时期到 1949
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设

计有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

自然灾害、史前遗址、传说时代夏商周、工矿、动植

物、宗教、疆域政区、农业、交通、古代战争、近代战

争、水道、沙漠、文化、植被等20个图组、1300多幅地

图，计划分 3册出版，2012年已出版了第 1册(四开

本，内容为前六个图组)。
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与《中国历

史自然地理》是两项集大成的总体性成果。《中国历

史人文地理》共分10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时期

的人文地理概况，包括民族与疆域、行政区划及其变

迁、政治中心的分布与变化、人口分布与变迁、农业

开发与地域特征、工矿业分布与发展、城市与交通、

商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

理与历史背景等，是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

代表性著作。

邹逸麟与张修桂共同主编、王守春副主编《中国

历史自然地理》在1982年版《历史自然地理》的基础

上，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掘的大量历史文献资

料，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以6编20章106万字的篇

幅全面反映历史时期中国各自然地理要素的演变和

发展的概貌，并论述了中国气候、植被、珍稀动物、主

要河流、湖泊、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

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时期自

然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成就了一部传承与创

新完美结合的作品。

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下册)》

则是一部大型的权威工具书。全书6万余词条，包括

古国、都邑、各级政区、山川、泽薮、津梁、关隘、城镇、

堡寨、交通道路、水利工程及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

有关的地名。全书引征有据，尽可能使用最早文献

出处，并注明版本、卷次，对地名的由来和含义也尽

可能根据史源作了解释。本书注意吸收学术界最新

研究成果，纠正了以往同类工具书中的许多错讹，无

论规模和质量，都达到当代之最。此书增订本的出

版，完成了《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提出的“编成一部可

用、够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的

学术任务。

关于纪念性出版物，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分

别出版了纪念谭其骧、史念海百年诞辰的文集，浙

江大学出版了庆祝陈桥驿九十华诞的论文集，收录

三位前辈的弟子、好友和晚辈的学术论文与回忆文

字。作为“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丛刊，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的全集。侯仁之院士

文集则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些文集

都是四位前辈的学术精华。文津出版社2020年出版

了侯馥兴、唐晓峰主持整理的《侯仁之手稿笔记·留

英期间手稿笔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影印

了王双怀整理的《史念海遗稿·论著》与《史念海读史

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影印了谭其骧《中国

移民史要》手稿。这些纪念性著作的出版，在把学术

研究推向高潮的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热议，产生了

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三)学术研究丛书与个人专著

笔者目之所及，各单位组织的学术研究丛书有8
套，学者个人组织的专题研究丛书 5套，蔚为壮观。

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
国边疆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

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已出版著作

124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丛书》，已出版10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文库》，已出版10部。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已出版15部。《复旦

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丛书》，已出版7部。暨南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丛

书》，已出版6部。

学者个人组织的 5套专题研究丛书，即：邹逸麟

主编《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5册，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年出版。葛剑雄主编《中国历史地

理学丛书》，已出版 4部 5册，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
2009年出版。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

书》，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017年出版。

尹钧科主编《北京城市史丛书》7册，北京出版社2016
年出版。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一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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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巨著，13卷18册，201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个人论文集或专著收录了高质量论文，

1949年之前出生学者的相关著作有：石泉《古代荆楚

地理新探》及其《续集》，钮仲勋《黄河变迁与水利开

发》，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邹逸麟《椿庐史

地论稿》及其《续编》，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

图研究》，赵永复《鹤和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理

及地名文集》，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

尹钧科《随师问学》，周振鹤《长水声闻》《中国历史

政治地理十六讲》《看山是山》，葛剑雄《葛剑雄文

集》，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燕园史地随笔》，

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唐晓峰《从混沌到

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等。1950年以后

出生的学者出版的论文集则更是不胜枚举，展示了

繁盛的学术景象。

(四)教材与通论性著作

薪火相传，培养后继者，需要教学、需要好教

材。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是一部出

版较早、篇幅详细、内容精湛的教材。此后有十多种

教材问世，详略不一，其中以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

地理概述》(先后出版过五版)应用较广。通论性著

作，有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出版)、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这些著作有两大特征，一

是全面、系统，二是严肃、严谨，受众面比学术专著要

广，影响范围也更广泛。

(五)文献整理

在地理总志的整理方面，继 20世纪贺次君等点

校《元和郡县图志》、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中

华书局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舆地纪胜》之后，

2006年出版了王文楚点校的《太平寰宇记》(9册)、
2005年出版了贺次君与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

要》(12册)这样篇幅较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出版者均

为中华书局。施和金点校的《方舆胜览》(上中下三

册)，也于 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勇先等校注、

校点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分别于2003年、2005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生前主编的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是《禹

贡》半月刊发刊词里提出的学术任务。截至目前，16

部正史地理志已整理了9部，已出版8书，即：周振鹤

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

汇释》，邹逸麟与孟刚编著《晋书地理志汇释》，胡阿

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与薛亚玲

编著《隋书地理志汇释》，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

汇释》，郭黎安编著《宋史地理志汇释》，张修桂与赖

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还有7部“地理志汇释”

待出版。

在正史地理志的补志方面，施和金撰《北齐地理

志》的问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使古代每一个朝

代都有了“地理志”，标志着从清初以来的地理补志

工作暂告一段落。为此，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及其续集内，收录了不少关于正史地理志、地理

总志的学术论文。

与此同时，对于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也是热门，

郭声波点校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曹婉如等编3卷
本《中国古代地图集》、汪前进等编《清廷三大实测

全图集》均为学术精品，成就卓著。由于中国大陆

的收藏单位开放受限，李孝聪、华林甫、林天人、马保

春将视野移向海外，针对欧美四国六家馆藏古地图

资料先后出版了8部著作，为学界提供了便利。近

年来，《南京古旧地图集》《安徽省历史地图集·古旧

地图卷》《西北城市变迁古旧地图集粹》《巴蜀古旧

地图集》《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等书也相继问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延续文脉、传承文化的意识

日益增强，未来区域性的古旧地图整理工作将持续

发展。

四、展望：广阔前景

“研究过去在于创造未来”。通过回首中国现

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过程，总结发展现状，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未来历史地理学将继承学术传统、积极

关怀现实、注重学科交叉、更新技术思维，不断焕发

出新的活力。

(一)传统学术将继续发扬光大

作为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历代疆域与政区

研究将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下寻求新

的突破，继续发扬光大。在顾颉刚与史念海合著《中

国疆域沿革史》、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

疆域》等经典的引领下，历史疆域和边疆史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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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已经奠定，循此路径，以地域论，新疆、蒙古、

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

的诸多研究空白已初步填补；以时代论，夏商到明

清、民国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已有研究，吐蕃、西夏、

南诏国等冷门薄弱环节已有初步探索，甚至像南越

国边界、河曲16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

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都已有专门论著问世。未

来，分裂朝代的疆域、历代海疆管理、近代以来的国

界划定等方面仍有细化和拓展的空间，历代疆域研

究将对增强各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提供

更充分的学理支持。历史政区方面，在谭图、《中国

行政区划通史》丛书的引领下，学界愈发重视断代政

区地理研究；同时，以历代州、郡、道、路、省、府、厅、

县、市等政区通名为线索的系统研究，也开辟了政区

研究的新思路。未来，历史政区研究将不断细化对

政区地理要素、政区调整机制、政区治理成效等方面

的探索，并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融入现实，力求

古为今用。

传统学术中，历代地理文献的整理以及历史地

图编绘也是成果丰硕的重要领域，包含历代地理总

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旧地图等在内的传

世地理文献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立足的根本。其中，

以陈桥驿对《水经注》的研究最为突出，并初步开创

了“郦学”。随着GIS、遥感等现代技术的运用，相关

研究的精度日益提高，如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

释》系列、黄学超著《〈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

释》等高质量著作，在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

注图》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历史地图的编绘与研究领域，既是目前历史地

理学科最重要成果的诞生园地，也是近年来历史地

理研究中的新兴分支，学术活动日益频繁、研究成果

层出不穷，未来将有更大发展。在谭图等经典著作

的带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 1
册)已经出版，北京、四川、广东、上海、山西、福建、山

东、长江三峡、重庆、陕西、广西、内蒙古等地的历史

地图集业已问世，西藏、安徽等省级的历史地图集亦

正在研制。地域性成果之外，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

集《清史地图集》已经完工。不过，对照国际学术现

状，目前中国编绘历史地图集的状况非常不平衡，仍

有许多学术空白应该填补，省级历史地图集和断代

历史地图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必将大有可为。

(二)基础研究与“有用于世”并重

现代历史地理学渊源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术

土壤深厚，基础研究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基石。《中国

历史地图集》等大型集体项目以及谭其骧、侯仁之、

史念海等前辈的经典论著，经历了时代检验，对学界

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影响，其影响范围早已不仅限

于历史地理学领域。在前辈的引领下，像陈桥驿对

《水经注》、石泉对古代荆楚地理、周振鹤对历史政区

地理、葛剑雄对移民史、满志敏对历史气候变迁等问

题的经典研究，尽管大多仍是书斋式的传统学问，很

多也还在传统沿革地理的问题框架内，但其巨大成

就具有永恒价值。这些基础研究已经将历史地理学

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许这些基础研

究在短期内的应用价值有限，但从学科发展的长远

角度看，基础研究能够真正体现学科的学术含量，可

以决定一个学科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未来历史

地理学的书斋式学问和纯理论探讨仍然极为重要。

当然，基础研究和学科的实用性并不矛盾。历

史地理学的价值取向很丰富，既可以做书斋式的学

问，也可以做实用性研究；既可以纯粹个人探索，也

可以团队合作。鉴于学界以往研究过于偏重古代前

期的状况，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

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

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

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

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近年来，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工作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的从沿革地理中总结经验、

寻求启发，以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因此，学科

能否发挥现实功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基础研究的

深度和精度。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倡导和实

践中，现代历史地理学一直积极主动地投身现实，知

行并重，他们的一系列文章与言论对当代的国家疆

域、民族关系、行政区划、河道治理、灾害防范等重大

现实问题都有指导性意义。史念海在《发挥中国历

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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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一门可以有用于世的学科。这门学科能够

见重于当世，就是由于它具有有用于世的作用。”

进入 21世纪以来，诸多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历史

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研究领域，也更好地平衡

了基础研究和应用价值的关系。例如，邹逸麟对我

国历史时期灾害时空变化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

关系的揭示，吴松弟提出的“港口—腹地”模式及其

对近代经济地理的探索，蓝勇对长江三峡历史地理

与环境的长时段研究，华林甫提倡行政区划研究要

实现古今无缝对接，龚胜生对历史时期疫灾地理的

系统性分析等，都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和现实关

怀。未来，随着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新领域的拓

展，新时代环境治理、灾害防范、政区改革、文化建设

等现实领域，历史地理学界将完全有能力贡献更多

智慧。

(三)GIS新技术的引领

侯仁之在30年前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

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

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

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计算机

的普及尤其是GIS新技术的推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的建设方兴未艾。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实验室

以响应历史地理学对新技术的需求，如复旦大学历

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

GIS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清史”实验室、云南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数字人文”实验室等。进入21
世纪以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历史资料的整理与

保存提供了新途径，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便

利。而历史地理学领域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人

文”注入了巨大活力，历史地理信息化已经成为数字

人文研究的主力军。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可谓

进步迅速、成绩斐然。

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在资料存储、数据处理、空间

分析和成果表达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历史

地理信息平台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历史

地理综合信息库，可为研究者提供基础数据、时间统

计、查询工具和模型等。最著名的当属复旦大学与

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

统”(CHGIS)，初步建立起了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政区

变动连续的基础地理信息库，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

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台湾学界对历史地理信息

化的探索也卓有成效，“中研院”开发的“中华文明时

空基础架构”平台(CCTS)，包含基本空间数据、Web⁃
GIS整合应用环境以及主题化的属性数据三大部分，

整合了大量历史文献、古地图、遥感影像和田野考察

数据等；2021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开发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基于CHGIS以
及各类历史GIS数据资源，构建了统一时空框架数据

信息平台，包括五大模块——CHGIS、古旧地图、时

空框架、数据库以及资源中心。第二类是以发布地

图、地理信息资料为主要功能的资源性平台，如澳门

大学的清地图等。第三类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可视化

平台，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开放

平台、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民国时期北京都市文化

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等。

历史气候、地貌与水文研究中，竺可桢、谭其骧、

侯仁之、史念海、邹逸麟、张修桂等前辈学者几乎将

历史文献资料的利用发挥到极致，为历史气候变迁

以及黄河、沙漠、黄土高原、海岸线的复原打下了基

础。这方面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放缓，但随着

GIS、RS技术的引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又取得了一

系列新突破。如满志敏、潘威等人利用GIS方法构建

相关数据库，系统研究了黄河流域、永定河区域、黄

土高原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河流径流量变化等地

表环境变动及其与夏季风运行的关系；满志敏利用

传世文献的同时，辅以地面高程影像数据与GIS手

段，重建了新的北宋时期的黄河京东故道，大大提高

了历史河流地貌研究的精度；邓辉等人针对明清以

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进程进行了空间模拟，利用

GIS将明清以来毛乌素沙地垦殖过程与土地利用方

式落实到地图上，指出明代毛乌素沙漠南缘军垦并

没有造成沙漠的南移，其界线与今天大体相当。而

历史人文地理方面，政区调整、聚落演变、人口迁移、

城市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尝试引入GIS技术，

使更多的长时段、大尺度、高精度研究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历史地理学对GIS
的运用大部分仍停留在数据提取和定性描述阶段，

在数据精度与运用的广泛度上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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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相比还有差距，相关学术平台的操作性与适用性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何充分凸显和发挥GIS的定

量统计、空间分析功能，实现与相邻学科的交叉与衔

接，发挥历史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应该是未来历史地

理信息化前进的方向。随着GIS技术的发展，许多技

术性制约问题将得到解决，更多的大规模研究工作

将具备开展的条件。张萍指出，GIS技术引入中国史

学研究，至少会带来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分析方式、

研究理念四个方面的变革。未来，GIS新技术将成

为历史地理学焕发生机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学科壁

垒的逐渐打破和技术运用的推广，历史地理学研究

成果的表达形式、科学价值、应用指向以及综合影响

都有望迈上更高台阶。

(四)学科交叉与学术思维的更新

历史地理学的独特魅力在于其高度综合、横跨

文理的交叉性，其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十

分多元。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历史

学、地理学、考古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已逐渐融汇

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关历史重大气候事件、自然

灾害的社会响应、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还可能与社

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历史

悠久，文明连续不断，传世历史文献中的地理典籍

十分丰富，加上学科目录划分的影响，中国的历史

地理学与历史学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

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时间

尺度，终究要解决的是空间上的科学问题，故谭其

骧、侯仁之、史念海都十分重视地理学的思维方法，

与地理学界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未来，历史地理

学需要找准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学科定位，

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紧紧跟上地理学

的发展步伐。

随着多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化，研究的问题导向

将更加明确，各学科的前沿思维皆可为历史地理学

所用。传统的完全定性研究已经开始引入社会经济

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传统的地理文献和舆图收集整

理逐渐迈向信息科学支持下的电子数据库和云端存

储；传统的本土化研究已经扩展至邻国，未来将会走

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甚至更多国家；史念海《中国

历史地理纲要》俄文译本问世、华林甫等著英文《本

草纲目词典·舆地释名》在美国出版、丁雁南等著英

文《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在英国出版，中国历史地理

学界正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更好地融入全球学术

共同体。

随着学科建设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地方文化建设

需求的增加，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愈发为社会所认

可，如近年来央视《中国地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

等文化节目的社会影响广泛，深受好评。未来历史

地理学可以抓住契机，面向公众，发挥学术科普的作

用，在重拾乡土记忆、建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彰显出独

特价值。

总之，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诞

生、在新中国前30年逐步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取

得了显著成就，在21世纪20年的进展则可以用“蓬勃

发展”来描述，如今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既古老又崭新的学

科。从筚路蓝缕到初具规模，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开

拓进取，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地理学

的融合创新，也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特

点。后继者当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开拓前进!

注释：

①史念海：《河山集·第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页。按：正文省略“教授”“先生”“女士”“老师”等称

呼或头衔(引文原有的除外)。
②侯仁之：《晚晴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101页。

④葛剑雄：《长水粹编·前言》，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尹钧科：《随师问学》，北京出版

社2012年版，第7页；王双怀：《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

的杰出贡献》，《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

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

2000年第4期。

⑥陈桥驿：《从〈禹贡〉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

研究》1990年第3期。

⑦刘起 ：《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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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2018年第4期。

谭其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肖黎主编：《中

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4、555页。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

版。按：此处数字，逐一细数谭图，实为 18图组、508幅地图，

详见华林甫：《110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成就与未来展

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辑。

华林甫：《110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成就与未

来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辑。

谭其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进展》，《地理

学报》1990年第2期。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 1988年

版；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广东历史地图集编辑委员会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

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
年版。

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

分布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

研究所主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6-
1990年版。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1991年第1辑。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版。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

社1997年版。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

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

版社1996年版。

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李大海、林创杰：《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成立时间刍议》，张生主编：《史地》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1年版，第108-120页。

华林甫、胡存璐、谢长龙：《积跬步以至千里——十部年

会论文集评议》，《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4期。

第1辑于1997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第2辑、

第 3辑、第 4辑、第 5辑分别于 1999年、2003年、2007年、201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一种，2001年由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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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的一种，2013年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下册)，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2017年增订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

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学术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罗卫东、范今朝主编：《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

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谭其骧：《谭其骧全集》(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史

念海：《史念海全集》(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陈桥驿：《陈

桥驿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侯仁之文集》有 4本，前 3本《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北

京城的生命印记》《我从燕京大学来》于2009年出版，《唯有书

香留岁痕》则出版于2019年。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版；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钮仲勋：《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9年版。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6年版。

赵永复：《鹤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理及地名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8年版。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8年版。

尹钧科：《随师问学》，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

周振鹤：《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周振鹤：《看山是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葛剑雄：《葛剑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韩

光辉：《燕园史地随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9年版。

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中华书局2010年版。

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续集)》，中华书局

2009年版。

郭声波：《四川历史地理与宋代蜀人地图研究》，西安地

图出版社2014年版。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全 3册)，文物出版社

1990-1997年版。

汪前进等编：《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
年版。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1996年版；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

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

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林天人：《皇

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台湾“中研院”数位

文化中心 2013年版；林天人：《方舆搜览：大英图书馆所藏中

文历史地图》，台湾“中研院”台史所2015年版；华林甫、李诚、

周磊：《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

整理与研究》，齐鲁书社 2015年版；谢国兴、陈宗仁：《地舆纵

览：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台湾“中研院”台史所

2018年版；马保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藏中国古地

图的整理与研究》，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

胡阿祥、范毅军、陈刚主编：《南京古旧地图集》，凤凰出

版社2018年版。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编：《安徽省历史地图集·古旧地图

卷》，中国地图出版社2021年版。

张萍主编：《西北城市变迁古旧地图集粹》，西安地图出

版社2021年版。

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古旧地图集》第 1卷，巴蜀

书社2021年版。

戴龙基、杨迅凌等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 1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3卷，澳门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韩光辉：《侯仁之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韩光辉：《历史

地理学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1页。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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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杜建录：《西夏政区划分及其相关问题》，《宁夏社会科

学》2020年第9期。

李宇舟：《南诏国大理国政区设置与城镇发展史》，云南

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高茂兵：《府的沿革地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此书系华林甫主编《中国政区通名研究丛书》之第

一种。

陈桥驿先生研究《水经注》，论文集有3部，其他论著十

分丰富。所有论著已汇集为《陈桥驿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汾水

涑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李晓杰主编：《水经注

校笺图释·洛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1年版。

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

用》，《求是》1993年第7期。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0年第6期；邹逸麟：《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

和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9卷本，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5年版。

蓝勇：《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华林甫：《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

2005年第1期。

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

2003年第6期；龚胜生、李孜沫等：《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

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参见陈刚：《“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

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 3期；王开队：《数字人文与区域史研

究：以徽学为例》，《江汉论坛》2017年第11期。

潘威、庄宏忠、李卓仑：《1766-1911年黄河上中游5-10
月降雨量重建》，《地球环境学报》2011年第1期；潘威、满志敏

等：《清代黄河中游、沁河和永定河入汛时间与夏季风强度》，

《水科学进展》2012年第 5期；潘威、萧凌波、闫芳芳：《1766年
以来永定河汛期径流量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2013年第1辑；刘欢、潘威：《黄土高原地区1766-1950
年雨季开始时间及其对夏季风的响应》，《地球环境学报》2014
年第6期。

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

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邓辉、舒时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

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 21期；吴承忠、邓辉、舒时光：

《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地理研究》2014年第

8期；舒时光、邓辉、吴承忠：《明后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的时

空分布特征》，《地理研究》2016年第4期。

例如范毅军：《由两份〈村图〉管窥清末华北基层社会的

一些断面》，《新史学》2008年第1期；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

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复旦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路伟东：《GIS支持下的小人口基数小

概率历史事件研究——以清代回族进士规模与空间分布为例》，

《回族研究》2014年第2期；江伟涛：《基于地形图资料与GIS的
民国江南城市人口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

论研究》2018年第2期。

张伟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年第1辑。

Hua Linfu, Paul-David Buell, Paul U. Unshuld, Diction⁃
ary of the BEN CAO GANG MU Ge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Design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Yannan Ding, Maurizio Marinelli, Xiaohong Zhang, China: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rba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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