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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先哲有意识地思索历史演变和地理环境之间奖系的这么一种思考，至少是从古希腊先哲和中
国的诸子百家那=就开始了。
如今定稻为历史地理学这⋯范畴的学术研究，已经历了百年的历史。
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地图学等知识类型，加之采用区域和断代两种方法，突出人（人
群、人物）之作用的技术路线进行王作，历史地理学的作品自然会更加丰富多彩，动人心弦。
较为专业的知识势必要划归于一些专门的学科，但学科的发展和变动又是时常遭受着学术思潮的推动
，其背后的力量则来自于时代的独特内容。
《历史地理学探索（第2集）》自历史地理学专业出发，在理论探索、环境史审视、人类家园营造、
长安城初探、统万城考察、环境变迁研究、纪念和怀念七个专题下对所论述的题目有所探讨和追思，
属于一种专业思想的如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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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第六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主编、
《历史地理》集刊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环境史领域的研究工作。
著有《朝宗——黄河与中华文化》(1991年)、《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1995年)、《历史地理
学探索》(2004年)，主编或编辑有《统万城遗址的综合研究》(2004年)、《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
—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长安史学》(第1-3辑，2007年)、《人类社会经
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2007年)、《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2008年)、《中日文
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2008年)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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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理论探索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述评
      [附录1]历史地理学：拓展新的分支学科
      [附录2]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及其延展
  2. 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
  3. 关照现实：历史环境研究的出发点
  4. 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
  5. 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
环境史审视
  6. 历史地理、环境史学科之异同
      [附录]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
  7.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8. 人类社会需求导致动物减少和灭绝：以象为例
      [附录]从猎取到饲养：人类对付猛兽方式之演变
人类家园营造
  9. 人类家园营造的历史：初探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形成史
      [附录]寻找东方人类家园的营造经验
  10. 梯田的诞生为何属于过去的南方山地？

  11. 一方水土如何养一方人？
——以渭河流域人民生计为例的尝试
长安城初探
  12. 长安城——人类史和自然史研究之胜地
  13. 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
统万城考察
  14. 统万城遗址：行政建置和人类居住的历史
  15. 统万城遗址：环境变迁实例研究
  16. 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
  17. 现阶段保护、研究统万城遗址的意义
  18. 近年统万城遗址的发掘调查研究及其保
环境变迁研究
  19.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20. “人造沙漠”到“沙漠化”概念的实践过程
  21. 历史上面向新疆地区的制度和技术移入过程——以引起环境效应的层面为中心
  22. 西昆仑出山径流尼雅河与尼雅聚落
纪念和怀念
  23. 史念海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
  24. 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
——怀念石泉先生
  25. 批改作业：石泉先生指导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实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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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量的工作，对此，谭其骧认为，“我国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也在积极重建这门学科。
最近几年地理学界的人文地理队伍已日益壮大，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地理学方面，也相应把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历史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
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还是很迟缓的，还远远不足以阐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
国家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
这就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健全创立和发展，因为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都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人
文地理现象，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讲不清楚当代人文地理。
所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说来十分必要，对整个地理学界说也具有重大
意义。
”①论述的落脚点，落在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问题上。
　　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不断呈现兴盛局面，其突出特点是成果众多，数量远在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之上，不少论著都是别开生面，所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分支学科或研究区域、专
题）不断增多，学界新人辈出，不少学者已成当世名家，进入新世纪整个研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
势头。
以笔者所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国家重点学科为例，2007年确定的5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历史环境
变迁、历史农业地理学、城市历史地理与中国古都学、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其中历史
人文地理研究占有大头。
从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来，各高校的历史地理学位授权点所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选做的学位
论文题目，绝大多数属于历史人文地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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