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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田正名编著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精)》为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前田正名先生在中国历史
地理方面研究和北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
全书正篇共分七章，分别从北魏桑干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居民结构、都市景观的发展情况，以及平城
周围的交通路线、商业贸易等方面入手研究；另附三篇论文作为附篇，以表格的形式梳理了北魏建国
以前的拓跋部历史及建国后至迁都洛阳为止的北魏历史，并揭示了沿太行山脉东麓的交通路是东亚极
为重要的一条南北交通线。

此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及日本东洋史研究学者的必读之书，许多观点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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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自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地区经河西大量流入平城的家畜类和畜产品 1.世祖对
河西地区的经营 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地区由无定河、窟野河以及其他许多河川的流域构成，形成为
该沙漠缘边地区中最大的绿洲。
因这块地方位于南流黄河的西侧，所以在北魏时代通称为河西。
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的这一地区，是北魏时代绝好的畜牧基地，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是当时无与伦
比的畜牧产区，大批的牲畜、畜产品从这里源源流入平城。
河西是自世祖西征时期开始才出现在北魏历史上的，下面主要围绕它同平城的地区联系加以仔细探讨
。
首先来看世祖对河西的经营。
 世祖于始光三年向统万城发动攻击，次年继续进行攻击。
始光四年（427年）六月，世祖率领北魏军攻下了赫连昌据守的统万城。
赫连昌之弟赫连定向北逃走，据守上邦。
赫连昌则于次年即神麝元年三月被北魏军擒获。
赫连定后于神麝四年春正月攻灭乞伏慕末。
当乞伏慕末遭受赫连定的攻击时，曾受世祖准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作为他的驻地。
不久乞伏慕末逃到南安，但在该地受到赫连定麾下北平公韦伐的攻击，只好出城投降，此后被送到上
邦。
赫连定于该年六月渡过黄河攻击据守姑臧的沮渠蒙逊，但被吐谷浑慕璝捉住送到平城。
神麝三年（430年）十一月前后，北魏军的声势已经扩及渭水上源地区。
赫连定被活捉以后，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及秦州路便一并落人北魏军的控制之下。
在此前后，世祖对河西地区的出巡也频繁起来。
 早在神麝元年（428年）夏四月世祖就曾在河西狩猎，同年十一月又在河西举行大规模校猎活动，次
年十一月再次前往河西狩猎。
此后，神麔四年七月世祖出巡河西，着手兴建承华宫，并于延和二年（433年）二月、三年三月和四月
多次前往河西，太延元年（435年）八月再次在河西进行校猎。
该年八月，北魏遣使六辈前往西域。
太延三年（437年），世祖又一次前往河西。
如上所述，世祖出巡河西次数频繁，除倾注全力以讨伐平凉的神麝三年和为讨伐和龙而奔忙的延和元
年（432年）而外，自神麔三年至太延三年期间，世祖曾连年前往河西。
 而且，在北魏攻下姑臧，继而平定河西走廊，使其军事威力远播敦煌以西地区之后，北魏皇帝仍然多
次前往河西。
据史籍记载，太平真君十年（449年）三月蒐于河西，翌年八月田于河西，太安元年（455年）七月出
巡河西，翌八月又畋于河西。
而且，在延兴三年（473年）以前，北魏皇帝曾不止一次地前往河西。
特别是自和平元年（460年）至和平五年（464年）期间，北魏皇帝每年都要前往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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