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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依据各种政府公报、全国行政区划表、内政年鉴等官方资料及各省年鉴、新旧方志、地图、文集
等对中华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全卷分为三编，注重全面掌握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并充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
    绪编简述民国时期对行政区划变化产生过影响的各个政权从产生至消亡的过程。
    上编阐述民国时期各种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
    下编分述各个行政区划个体，包括由国民政府划定的各省、直辖市、地区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具体
变迁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日本扶持的伪政权统治地区的政区变化。
本卷对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的行政区划改革与变动，民国初年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自治”对
当地行政区划的破坏，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县佐设置过程，以及民国三十八年以海南岛及南海诸
岛区域置海南特别行政区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订，首次复原了事实真相；另外，对各政区置废过程的
记载，在时间精度上也有相当提高。
附录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了民国时期省级政区的变迁沿革，便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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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宪，1947年10月生，江苏南京人。
198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宋代政治制度史、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寻本溯源，旁及唐、五代等领域，近年来对辽、西夏
、金史也有所涉猎。
在治学方法上，推崇朴学的学术传统，重视官制、历史地理和史源学的研究与运用。
著有《宋代安抚使考》、《司马光评传》等，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历史地理》、《国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宋代行政区划的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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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编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权  第一章 中华民国政权更迭    第一节 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    
第二节 北京政府    第三节 南京政府  第二章 人民革命政权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权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  第三章 日伪政权演变    第一
节 伪满洲国    第二节 华北、华中、华南伪政权及汪伪政府      一、伪临时政府      二、伪维新政府      三
、汪伪国民政府    第三节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上编 中华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  第一章 辛亥革
命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变化趋势    第
二节 辛亥首义后各地军政府的设立与行政区划的变化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  第
二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省、道、县三级制与行政区划变迁    第一节 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行政制度改革措
施    第二节 《划一令》的颁布与省、道、县三级制的实施    第三节 省级行政区划的变化与特别区域的
设立      一、京兆地方      二、热河、绥远、察哈尔特别区域      三、西康(川边)特别区域      四、阿尔泰
区域      五、东省特别行政区      六、胶澳商埠   第四节 道的分布与变迁      一、各省道数及辖县数      二
、道的等级      三、道区及道尹驻地      四、道制的废除   第五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变化      一、县级政区
的整理      二、《县佐官制》与县佐置废过程    第六节 自治市制与城市型政区的萌芽  第三章 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的省、县二级制    第一节 省级行政制度与区划的变迁      一、省级政区的置废      二、省界调
整 ⋯⋯下编 中华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的沿革附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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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京东路　　京东路设立于开宝元年（968）。
《太平寰宇记》卷13广济军条言，“皇朝干德元年（963），东疏菏水，漕转兵食于（定陶）镇，置发
运务。
开宝元年，寻改为转运司。
太平兴国二年（977），转运使何（和）岘奏请升定陶镇为广济军”云云可证。
又《宋史》卷439《和岘传》亦明言和岘时为京东转运使。
其传言，岘“太平兴国二年，知兖州，改京东转运使。
岘性苛刻鄙吝，好殖财，复轻侮人，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
初为判官郑同度论奏，既而彰信军节度刘遇亦上言，按得实，坐削籍，配隶汝州”。
《元丰九域志》卷10广济军条言，置转运司在开宝九年，恐是“元”、“九”两字形近而误。
京东路转运司恐不至于迟至太祖末年方置。
太平兴国六、七年间，有石熙载为京东西路转运使，恐时京东路分为东、西两路。
　　至道三年（997），划一制度。
“以应天，兖、徐、曹、青、郓、密、齐、济、沂、登、莱、单、濮、潍、淄，淮阳军、广济军、清
平军、宣化军，莱芜监、利国监为京东路。
”熙宁七年（1074）四月甲午，京东路再分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
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己卯，又诏京东东、西路转运司，“并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其钱谷
并听移用”，而提刑、提举司仍旧分路。
五月己丑，对京东东、西两路的辖区加以调整，“割齐州属东路，徐州属西路”。
元佑元年（1086），从司马光之议，废提举常平司，而提点刑狱司不分路。
但元佑二年提刑司依旧分路，而绍圣以后复设的提举司亦仍分为两路。
　　京东路确立后，所辖区域变动不大。
首次变动，见于真宗初年。
咸平四年（1001）二月甲寅，诏“以宋州隶京东路”。
这意味着在至道三年至咸平四年的五年间，宋州必定一度改隶他路。
其次，见于徽宗朝。
崇宁三年（1104），设立京畿路，割南京应天府之宁陵、楚丘、柘城三县与开封府之三县组建拱州。
大观四年（1110），废京畿路及拱州，宁陵等三县复隶南京应天府。
政和四年（1114），再建，三县复隶拱州。
宣和二年（1120），废四辅，拱州划归京东西路，它以原开封府之襄邑、太康与应天府之宁陵县为属
邑。
而将楚丘、柘城划归应天府。
因此，宣和二年，京东西路增拱州一州，襄邑、太康二县。
六年，以太康归开封府，宁陵归应天府，而割柘城复隶拱州。
因此，宣和六年时，京东西路仅增襄邑一县。
　　京东路转运司之治所，据上引《太平寰宇记》等言，开宝初年，转运司二员并在广济军。
“京东转运使副廨皆在广济军”的状况一直保持到景德初年。
景德二年（1005）三月，始“诏以青州被海复远，符牒或致淹缓，徙一人廨于青州”。
然据《龙学文集》卷7《京东路转运使厅名记》所言，康定二年（1041）前郓州已成为京东路转运司治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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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卷依据《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太平寰宇记》、《元
丰九域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书及大量的地方志、文集、笔记等资料，从学术上首次全面、深
入地论述了宋代地方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的变迁以及西夏的地方行政体制，填补丁宋代及西夏政区地
理研究的空白。
全卷共分六编，兼具理论性与工具性。
第一编对宋代地方行政体制进行考证，论述宋代地方行政制度为三级制，及其兵财分治的原則和以转
运司为主体的复式合议制。
宋代路制分为以安抚司为主体的军事路与以转运司为主体的民政路两大系统，元丰以后则为十八路（
转运司路）与二十三路（提刑司、提举常平司路）复合并行的路制。
宋代州县制则呈现由隋唐州县制向明清府县制的过渡形态。
第二编设置十个断代年限，条列各路所辖州府军监及其治所、今地和所领之县，极便于读者检索。
第三、四、五编对两宋各路州县及省废州军沿革进行考证，并探讨了宋朝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羁縻
州县制、羁縻部族制以及各特殊建制的地方民族政权的存在时间和控制地域。
第六编考证西夏的地方行政体制，首次指出并详尽论证了西夏的地方行政体制存在着经略司路与转运
司路两个系统。
前者综治军民，后者仅负责赋税的征管。
本卷中宋朝省地政区沿革表，一目了然地呈现宋朝二百余年州郡的废置分合。
宋朝疆域图、西夏疆域图和宋朝各路各断代年限的分幅图，较以往的图集更多层次地展观了宋及西夏
疆域、政区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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