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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谭其骧教授序
自序
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一、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其战略地位的变化
二、陕西省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时期的战略地位
三、全国政治中心东移后陕西的战略地位
地图
西安附近古代都城及周秦先世居地图
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
一、陕西北部黄土高原的战略意义
二、横山山脉控制权的争夺
三、子午岭、黄龙山东西两方面的军事行动
四、宋明时期陕西北部黄河两侧的设防
地图
横山山脉形势图
子午岭形势图
黄龙山形势图
战国秦汉时期肤施与高奴形势图
唐代中叶吐蕃进攻鄜州及夏州图
北宋与西夏永乐城之战图
明与鞑靼定边之战图
北宋时西夏越子午岭进攻庆阳图
清代中叶董志原回民军通过子午岭进攻陕北和关中图
明代中叶鞑靼小王子进攻朔应二州图
李自成农民军进攻陕北及北京图
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
一、群山环绕的关中平原
二、函谷关和潼关及其南北各关与关中的防卫
三、关中西北的门户：长武彬县地区和陇县千阳地区
四、关中平原的防卫战
地图
曹操与马超潼关之战图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取长安之战图
金娄室进攻陕西图
东晋刘裕与后秦姚泓潼关长安之战图
南北朝后期高欢进攻关中图
唐初突厥进攻关中图
东晋时期赫连勃勃进攻后秦图
唐初薛举薛仁杲父子进攻关中图
唐代吐蕃进攻关中及长安图
魏蜀五丈原之战图
东晋时期桓温与前秦白鹿原之战图
清代后期西捻军与清军西安十里铺之战图
宋金富平之战图
长安附近形势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山集 四集>>

唐代郭子仪军与安禄山军香积寺之战图
1926年西安围城之战图
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
一、秦巴山地和秦岭巴山间诸盆地
二、汉水上游的富庶和粮庶的供应
三、秦巴山地的防守
四、从陕南向四周各地的进攻
地图
东晋时期前秦进攻魏兴襄阳图
宋初王全斌灭后蜀图
汉水上游农田水利图
南宋与金仙人关之战图
刘备夏侯渊定军山之战图
南宋初年金国取道福津进攻兴州图
南北朝时期北魏元英进攻汉中图
清初吴三桂与清军在巴山南北战争图
刘宋时期萧思话与杨难当汉中之战图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攻关中图
东晋时期司马勋进攻关中图
五代时期后蜀进攻关中图
南宋时期任天锡由金州进攻河南府图
论战国时期称雄诸侯各国间的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一、地处四塞之间的秦国与其远交近攻的策略
二、为黄河阻隔南北而土地又复瘠薄的韩国
三、魏惠王的迁都与大梁所在地的河外的形势
四、位于太行山东西的赵国
五、保守色彩较浓的楚国
六、海滨富庶的齐国
七、崎岖一隅的燕国
娄敬和汉朝的建都
函谷关和断函谷关
一、弘农河畔的函谷关遗址
二、函谷与函谷关
三、战国秦权时期函谷关的作用
四、复原函谷关的地理形势
五、新函谷关及其军事意义
地图
函谷关遗址形势图
新函谷关地形图一
新函谷关地形图二
插图
弘农河西的函谷大道图
新函谷关遗址图
论雁门关
一、雁门关的形势
二、雁门关名称的溯源
三、雁门郡的南移和雁门关的始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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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隆关和东陉关
五、西陉、壶峪和雁门
地图
雁门关形势图一
雁门关形势图二
插图
雁门关关城南门图
雁门关外的雁门村图
雁门关外新广武镇长城一角图
雁门关西原西径关口的碉堡图
雁门关外发现的防御敌人骑兵的宋代铁蒺藜图
古代东陉关——现代胡峪沟南口图
雁门关外古战场远处为烽火台
与代县友人论雁门关书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一、直道修筑的战略意义
二、直道的起点
三、子午岭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四、子午岭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五、鄂尔多斯草原的直道及其遗迹
六、直道的修成及所起的作用
地图
秦直道图
秦林光宫遗址及甘泉山图
子午岭上秦直道图
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
一、直道是否南北笔直
二、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大道是秦始皇以前的旧道也是秦始皇全国驰道的组成部分与直道无关
三、经过今富县、志丹、安塞等县的圣人道为赫连勃勃所修筑并非秦始皇的直道
四、汉文帝和汉武帝由甘泉的出巡并非完全遵循直道
五、直路县和除道县
六、沮源关北沿子午岭西北行的道路不是秦通向西北的故道也不是宋代的古道
七、乾县南孔头村的宫殿遗迹并非甘泉宫的旧址
八、结论
九、余论
地图
直道歧义图
与王北展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
一、走马水与桥门
二、阳周县故城
三、驰道和直道
四、蒙恬的驻地和直道的关系
五、汉武帝的北巡和直道的走向
六、圣人道和直道
再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直道书
壶口杂考
一、论今吉县西南的壶口和今临汾县西南的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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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今长治市东南的壶口和今黎城县东的壶口
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
一、绪言
二、秦时之驰道及始皇巡狩之路线
三、秦汉之际刘项兵争之路线
四、吴楚七国构兵时行军之路线
五、汉武帝巡狩之路线
七、两汉时河西之交通路线
六、秦汉两代对于闽越之用兵及岭南之交通路线
八、两汉时东北诸郡及朝鲜之交通路线
九、太史公之游踪
十、东汉初年光武战乱之路线
十一、东汉初年诸帝巡狩之路线
十二、秦汉时期国内经济都会之分布及其交通之路线
地图
秦代交通道路图
吴楚七国构兵时行军路线图
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
一、沙苑的自然形势与长城的修筑
二、魏西长城并非由沙苑分成南北两段洛阴城亦不在今大荔县霸城村
三、今大荔县党川村以东及旧朝邑县的洛河左岸为魏西长城经过的地方
四、郑县及阴晋间的长城
五、秦简公的堑洛”有的地方只铲陡了洛河岸边有的地方却也修筑了长城
地图
沙苑形势图
槐远村沙层剖面图
仁义村沙层剖面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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