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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青藏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共3册)》由郭声波主编，努力探讨在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藏文化特别是
藏传佛教文化起源、发展和成型的空间机理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探讨藏彝走廊的历史空间环
境与民族流动的关系，以较为清晰完整的边疆地区历史地理发展全景，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教育，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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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青海地区位于我国西北，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
平均3000米以上的海拔，使这里的气候干燥少雨、空气稀薄、生态环境脆弱。
73.7%的土地在海拔3000米以上，积雪覆盖，成为我国的“固体水库”，其生态环境之变化对我国的生
态环境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青海先民羌人已在这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活动，人类生产和生活实际上是
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建设的过程。
自有人类开展经济活动以来，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舞台与载体的生态环境必然要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
。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层次的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在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回顾以往人类经济活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必
要的。
 青海地区先民的经济活动主要在农耕、畜牧、城市建设与商贸活动等方面。
农耕生产活动早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开始了，到汉代随着汉军在青海东部地区的屯田
，农耕生产便在青海东部地区持续发展起来。
已有的研究多关注青海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而对农耕区的地理分布、农耕区的拓展过程及其与生
态环境关系的很少关注，没有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大跨度时段的分析与研究。
 青海地区畜牧业的生产活动早在距令三千年左右的辛店、卡约文化时期就开始了，先前在马家窑文化
时期发展下来的农耕文化已不占优势，畜牧业文化成为主导，并由青海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伸展。
至汉代军屯的出现才再一次使青海东部地区成为农耕地区，此后的畜牧业生产活动主要在日月山以西
地区。
畜牧业的生产活动持续不断，但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的主人却不断地发生变化，有羌人、吐谷浑人、
唃厮啰人、蒙古人等。
学术界对各民族的源流、兴起与发展、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研究甚多，而对各民族的活动地域、畜牧业
的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则不足。
 青海地区的城镇与城镇建设是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点，青海地区的城镇起源、发展历史、城镇结构、
空间特征等，都很少有人涉及。
在青海地域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唃厮啰政权都城的研究更显不足，与其他都城的研究相比，仍处于
起步阶段。
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也无人问津。
 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关系，需要有一个探讨的起点，即最初始的生态环境状况。
已有的研究仅涉及明清时期的一些环境情况，缺少深入的研究，尚没有对青海地区初始的生态环境状
况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复原青海地区最初始的生态环境状况，为今后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青海
地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研究青海地区历史时期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无疑可为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二、相关研究回顾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对青海地区的民族、经济等方面内容开展研究。
如蔡本元的《建设新青海刍议》①、安汉的《青海农田水利概况》和《青海水利灌溉调查》②、叶知
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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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套装共3册)》的写作是作者在青海地区工作十余年期间，对青海地区的民族
与历史方面有所涉猎，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完成的。
在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到青海蒙藏地区、土族和撒拉族居住区调查，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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