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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大学时代，我对八旗驻防的好奇和兴趣就已经产生了。
1999年至2002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选择了城市历史地理学为主
要研究方向，在学习期间，对清代八旗驻防满城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02年，我有幸在以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为重心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
在提升理论素养、丰富研究方法的同时，在导师韩光辉教授的指引下，最终完成了“清代驻防城时空
结构研究”博士论文。
2005年博士毕业至今，不敢懈怠，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清代驻防城的相关问题，尽力地补遗修改博士论
文。
　　在为论文搜集资料、实地踏察的阶段，我步行在西安、潼关、太原的大街小巷，苦苦寻觅旧有的
驻防城遗迹；当我从芜杂繁复的史书文献、褪色发黄的古地图中穿越时空的迷雾，一次次回到几百年
前伟丽壮观的驻防城时，我开始真正懂得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刻意义，明白了它既是饱含艰辛的无涯
之海，又是充满欢乐的探究之旅，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殊不知天下没有没有趣味的学问，端视吾
人如何发掘其趣味（学问与趣味：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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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七章，主要对驻防城的概念内涵、等级序列和军事实力、时空结构、形制状况、设施和分布
、内部结构、典型个案进行论述，着重探讨驻防城的宏观时空发展结构和形制、设施及内部结构。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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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按照《大清会典》所记，可以初步确定驻防城指由将军、副都统、城守尉或参赞、办事、
领队大臣所率领的驻防空间，或具有一定级别，主要位于省城、府厅县或者吉林、黑龙江、西北两路
以及绥远城、乍浦、庄浪、采育里、凤凰城等地。
在上面论述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对驻防城概念作出分析。
前述表明，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带领的驻防官兵居处的地方一般建有驻防
专城，因此只要是上述官员直接管理下的驻防城都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会典描述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和各大臣率领的驻防都建有驻防之城是概括性的说法
，只是指出了大部分驻防城的基本特点。
但不能据此认定，驻防城全部是指省府厅县、吉林、黑龙江和绥远城、乍浦、庄浪、采育里、凤凰城
城守尉以上官员和西北由将军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等级别的官员率驻的城池。
因为，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驻防城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根据清代驻防的发展变化，驻防城的概念内涵实际更广，建造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
　　首先，西藏、青海遣派大臣的地方没有建立驻防城，仅新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设立大臣的
地方存在①。
其中，新疆地区天山南路的一些驻防城内八旗官兵很少，有的甚至是由绿营专驻的城池②。
之所以如此，与新疆地区的军府制有关。
军府制是以伊犁将军为核心的军民政合一的制度，全新疆各处的军政、民政两类事务合而为一，统由
一套体制进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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