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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各领域卓有名望的专家撰写，内容厚积而薄发，行文严谨而鲜活。
面向的读者群体也极为广泛，既可以是国内读者，也可以是海外华人；既可以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通
俗读物，也可以作为中华青少年追溯与了解祖国文化之源的可靠读本。
本书每册约10万字，插图约80幅，图文并茂，制作精美，具有表述准确、尊重历史、极具可读性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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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移民史》第一第二卷、《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后传》、《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
间》、《历史学是什么》等及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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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13亿中国人的母亲！
是您无比宽阔的胸怀，哺育了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中国人。
　　当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后，逐渐结成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并最终形成政治实
体，建立起早期的国家。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证实，在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已经统治了黄河中下游大片土地。
历经商、周，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以后的朝代名称各异，它们的疆域也时有盈缩，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更加稳定，终于在18世纪中
叶的清朝形成中国的极盛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基础。
　　至迟在3 000年前，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
起初，中国只是指众多国中接近都城的那些国，即商、周的中心地区及重要的诸侯国。
秦、汉时代，已逐渐扩大到指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或华夏诸族（汉族的前身）聚居的地区。
历代中原王朝无不以中国自居，边疆或少数民族的政权，甚至藩属国也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为荣。
明、清时，中国已成为朝代或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正式成为国家的名称和国号的简称，今天也是我们国家的名称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简称。
　　我们讲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就是指在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政治实体、早期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国
家以后，相互延续的各个朝代的疆域的变化，因此也包括那些先后加入中国的、中原王朝以外的或非
华夏（汉族）政权或地区在内。
简单地说，即如何从一个个范围不大的城、邦、国发展到一度拥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清中期）
的国家。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了解我们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片土地。
要了解祖国的历史，就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祖先在创造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的场所—中国的疆域及其演
变的过程。
　　疆域的变化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历史进程。
在现代国际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时，疆域的大小和巩固程度集中体现了一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发达的水平和国力的盛衰。
像清朝前期，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又执行了现实的民族政策，在18世纪
中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中国的疆域臻于极盛。
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次丧失了局部领土。
这当然是外部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但也是中国国力衰弱、政权腐败的具体表现。
　　只有了解中国今天全部领土的来历，包括如何逐步形成和稳定的历史，以及近代如何被帝国主义
宰割的历史，才能增强我们珍惜国土的爱国热情，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鼓舞我们振兴中华的决心
。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但中国及其疆域在世界史上却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比中国更悠久。
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埃
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就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公元
前3500—前3299年形成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
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立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前2680年）开
始建造金字塔。
而中国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的前后。
我们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5 000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见第一乌尔王
朝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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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当年法老的后代。
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
人、土耳其人等，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
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已成为消亡的语言。
不仅埃及，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也无不如此。
而中国在约公元前21世纪已经建立夏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家。
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诸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
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其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18世纪中
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解体前的苏联拥有2 240万平方公里领土，是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多。
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迁的历史与中国相比，就与面积间的差距大不相同。
直到10世纪后半期，相当于中国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
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 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领，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俄
罗斯王公虽还被保留，但只是汗国的下属。
14世纪以后，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伊凡三世（1462 —1505年在位
）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
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
所承认。
俄国于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
17世纪后期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通过与德国的交易占据了波罗的海三国，到二战结束才形成了苏联最大
的领土范围，但不到半个世纪苏联就解体了。
　　领土面积略大于中国的加拿大和略小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
定型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四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一、中国疆域的类型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权形式、行政制度、管理办
法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很大，疆域的定义很难确定，也不
能一概而论。
但对疆域的主要类型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正式行政区　　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地区性的、边疆的、非汉族的政权，这都是构成中国疆域
的主要的、基本的部分，一般设置于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由正式的、分级的行政机构加以管理。
这些机构都有固定的或经常性的驻地和明确的管辖范围，对辖区内的人民登记户籍、征集赋役和税收
、执行法律。
最高统治者拥有对内对外的全部权力。
从秦朝（前221年—前206年）以降历代设置的郡、县（邑、道、侯国等），或州、道、路、府、行省
（布政使司、省）、厅、设治局的地区，除少数名实不符的以外，都属正式行政区。
　　特殊行政区　　在边远地区、新控制的或新开发的地区、非汉族或非本民族的聚居区所设置的行
政机构，统治者给予一定的优待，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如减免部分或全部赋税，不进行经常性的户
籍登记。
这些单位名称与正式行政区相同，长官也由中央或上一级政府任命。
但这种机构往往是一种过渡形式，等条件成熟后就会改为正式行政区，如西汉时在西南和南方新占领
区设置的“初郡”、历代在边远地区新设置的行政单位等。
　　军事驻防区、屯垦区　　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军事机构，以控制、监护、管理当地的政权或一部分
行政事务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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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以后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代大部分的都护府，明代缘边的卫、所，清代的将军等。
这些单位都固定或经常性地驻扎军队，实行屯垦，有明确的防区或辖区，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对
辖境内的行政和民事部分行使权力的方式则很不同：有的保留着当地的自治政区，而不干预它们的内
部事务；有的完全不负行政责任，而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来管理；有的同时兼管民政，
因而与上述行政区没有什么区别。
　　民族或地方自治地区　　在少数民族、非汉族聚居区或新控制的地方政权范围内设置的行政区域
，有的保持了原有的机构和名称，有的作了一些改变。
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是：长官实行世袭，或者按照当地原有习惯产生，但必须得到中央或上级政府的
批准或确认；长官可以保留原来的称号，但必须承认臣属地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对外的军事行
动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接受上级政府的调遣。
它们对内有自治权，但自治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完全保持原来的民政系统，实行原来的行政制度，对
中央不承担赋税和劳役，中央不派驻官员，或者只派起顾问和监督作用的官员；有的必须接受上级政
府的派员担任副职，并承担一定的赋税劳役；有的只能管辖境内的本民族人口，或者只能保持本民族
的习惯治理，而对非本民族人口和新实施的法令则不能干预。
至于那些只保留了原来的首领名义和经济特权，而不再给予任何行政权力的单位，或者仅仅接受中央
政府的名义，而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单位，就不属于这一类型。
　　实际统治区　　一个政权或政治实体实际上控制的、得到相邻政权实际承认或没有受到干预的区
域。
由于特殊的生产方式、经济落后或范围有限，这类区域内部一般没有设置行政区划或机构，治理的手
段也很原始、简单，甚至根本不加管理。
有的还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界限，如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南方的部族统治区、边远地区的
民族政权等。
出现这种区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人口太少、太分散时不得不考虑管理成本，二是在对内对
外都不存在安全威胁时没有必要花费这样的成本。
　　名义与实质——“称臣纳贡”与羁縻政区　　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政权的疆域，不能仅
看名义，而应该看实质；不能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而应该站在今天整个中华民
族的立场，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
　　所谓“称臣纳贡”，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藩属国与宗主国、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如明
、清时的朝鲜，多数年代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继位也要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
但实际上朝鲜有自己完整　　的国家机构，它的内政不受中国干涉。
它对中国称臣既是出于藩属国的地位，也是对大国的敬畏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至少也是相等的。
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处于从属地位。
但中原王朝由于国防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的考虑，宁可保持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愿接纳为
自己的疆域，如西汉后期与匈奴的关系。
至于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完全失去主权，成了王朝统治下的自治地区，那就是另一种性
质了。
　　第二种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
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商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资或增加贸易量，往往会以进贡为手段，换取中
原王朝的赏赐、免税特权或进出口的　　特许。
这是由于正常的贸易经常被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
心理，而且有厚利可图。
因此，并不是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更不说明这些国家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属国。
　　第三种纯粹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证明专制统
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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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前来中国的西方使者在中国史料中几乎没有不被称为“进贡”、“朝贡”、“请封”的
，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等国就是中国疆域的一部
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羁縻政区，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即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要“縻”，即
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
这是中原王朝在新征服区或非汉族聚居区设置的特殊政区，虽然也用与正式政区同样的名称，但一般
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也不征收赋税徭役。
　　由于羁縻程度、时间长短、周围形势和历史背景等都不相同，有些羁縻政区实际已成为民族自治
地区和特殊行政区，有的则仅仅处于称臣纳贡的阶段，有的只是偶然发生过联系，不能作为疆域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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