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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
这一研究不仅是传统的关于历时政区沿革的考证（纵向），而且对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
原（横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的复原以详细至逐年为尺度。
全书分为12卷，包括总论、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五代卷，
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中华民国卷。
   在掌握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最大可能地反映历史真
实。
全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
，在正式政区以外又有准政区的形式存在，加之政区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不一，
因此各卷又独立成书，其考证过程和编写结构有各自的侧重点。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
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全书的写作也倾注了十余年之功，希望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
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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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
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院院长。
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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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元代政区的层级与统属关系　二、元代行省政区建置概况　三、元代宣慰使司政区建置概
况　四、元代路府州县政区建置概况第一章 中书省直辖区“腹里”所辖路府州　第一节 腹里政区建
置概况　第二节 大都路、上都路及兴和路沿革　　一、大都路　　二、上都路　　三、兴和路　第三
节 保定路、河间路与永平路沿革　　一、保定路　　二、河间路　　三、永平路　第四节 德宁、净
州等七路、一府沿革　　一、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与砂井总管府　　二、应昌路与全宁路　　三
、宁昌路与泰宁路　第五节 真定路、顺德路与广平路沿革　　一、真定路　　二、顺德路　　三、广
平路　第六节 彰德路、大名路、怀庆路与卫辉路沿革　　一、彰德路　　二、大名路　　三、怀庆路
　　四、卫辉路　第七节 东平等三路、七州沿革　　一、东平路　　二、东昌路　　三、济宁路　　
四、曹州　　五、濮州　　六、高唐州　　七、泰安州　　八、德州　　九、恩州　　十、冠州　第
八节 山东东西道所属益都等三路、一州沿革　　一、益都路　　二、济南路　　三、般阳府路　　四
、宁海州　第九节 河东山西道所属大同等三路沿革　　一、大同路　　二、太原路　　三、平阳路第
二章 岭北行省的建置及其所辖行政机构第三章 辽阳行省所辖路府州　第一节 辽阳行省建置沿革概况
　第二节 辽阳路与广宁路　　一、辽阳路　　二、广宁路　第三节 大宁路、东宁府、沈阳路　　一
、大宁路　　二、东宁府　　三、沈阳路　第四节 开元路与水达达路　　一、开元路　　二、水达达
路　　三、附录：元代开元路建置新考　　四、附录： 元代的双城总管府第四章 河南行省所辖路府
州第五章 陕西行省所辖路府州第六章 四川行省所辖路府州第七章 甘肃行省所辖路府州第八章 云南行
省所辖路府州第九章 江浙行省所辖路府州第十章 江西行省所辖路府州第十一章 湖广行省所辖路府州
第十二章 宣政院辖下的吐蕃三道宣慰司第十三章 元代政区地理变迁轨迹和特色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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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书省直辖区&ldquo;腹里&rdquo;所辖路府州　　第一节　腹里政区建置概况　　元《
经世大典序录&middot;都邑》篇云：&ldquo;惟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土，而大业既定。
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统始一。
舆地之广，古所未有。
遂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
&rdquo;元代中书省直接管辖的河北、山西、山东之地，特称为&ldquo;腹里&rdquo;。
该地区含有路二十九个、直隶省部之州八个、散府三个、属州九十一个、县三百四十六个。
在其东、西两翼，还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和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的建置。
这与诸行省辖区边远处另设宣慰使司的情况，大体类似。
由于是上都、大都之所在，&ldquo;腹里&rdquo;地区又构成了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区域。
其重要性自然超出十个行省。
　　汉语&ldquo;腹里&rdquo;一词，意指内地，大体肇始于两宋。
有元一代，由山东、山西、河北组成的&ldquo;腹里&rdquo;，既是古老的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又是
空间上距蒙古本土较近和部分接壤的区域。
就整个汉地而言，&ldquo;腹里&rdquo;还是蒙古贵族最早用兵征服和占领，并由此出发进一步征服和
统一全国的&ldquo;基地&rdquo;。
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将国都由和林迁至漠南，设置上都、大都之后，&ldquo;腹里&rdquo;又成为蒙元
帝国新的政治中心区域。
于是，相对于十行省管辖的边地，&ldquo;腹里&rdquo;又自然成了内地。
这就是元代中书省直辖的山东、山西、河北特称为&ldquo;腹里&rdquo;（内地）的缘由。
　　与元代的行省特大政区类似，&ldquo;腹里&rdquo;地区的幅员范围，远远超过了历代汉地王朝
的&ldquo;三辅&rdquo;、&ldquo;京畿&rdquo;和&ldquo;直隶&rdquo;等京师直辖区。
这显然是受蒙古草原大帝国的传统影响所致。
元代&ldquo;腹里&rdquo;，曾经是金朝统治的中心地域，又是大批蒙古人及色目人南下定居、留驻、
屯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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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在详细梳理各种史书、地方志、文集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系统
地论述了元代地方行政体制与政区的变迁过程，尤其在路、府、州、县的建置演变方面考述颇详，填
补了很多学术空白。
　　本卷首先阐述了元代政区设置的概况，然后依次论述了腹里政区、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行
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宣政院辖下吐蕃
三道宣慰司的建置以及所辖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情况，并总结了元代政区地理变迁的轨迹和特
色。
　　本卷指出，地方政区层级趋多、行省制的问世、边疆直接治理型官司取代羁縻州，这三者是元代
政区建置方面最显著的变动与特色，也是与前朝迥然不同之所在。
在元代政区建置的变动过程中，北方汉地和江南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政区层级趋多和实施行省制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但是，北方汉地的此类变化主要是借&ldquo;画境之
制&rdquo;和投下食邑置路州来完成的，江南则是通过宣慰司接管南宋诸路和州县依户口数升格改造而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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