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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之一。
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
头，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
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视作
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体发
展。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
眼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色
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文
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r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
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
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
所以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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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虹霁博士的《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是在她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改
而成的。
全书7章，近30万字，较全面地讨论了秦汉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分区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篇功底扎实而有一定新见的著作。
　　我在其博士论文的评议书中写道：“《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一文，将《史记》、《汉
书》、《方言》等文献所述不同视角的文化分区与考古学文化分区结合起来，综合研究，途经新颖，
很有创造性。
论文材料丰富，层次清楚，论证详细，除尽可能吸取历史学有关成果外，能大量参考考古学、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的观点和材料，导出有重要意义的推论，是一篇好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比较允当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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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虹霁，1969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1994年
、2002年分别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涉及三代物质文化史、秦汉史、中华民族形成史、历史地理与区域文化等。
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校级课题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全作出版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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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秦汉历史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三、研究史简述
四、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五、主要观点与认识六、相关概念辨析七、小结第二章 司马迁的“经济文化
”区域观——《史记·货殖列传》的区域划分一、司马迁与《史记·货殖列传》二、依《货殖列传》
所作的经济分区三、相关问题讨论四、小结第三章 班固的“风俗地理”区域观——《汉书·地理志》
的区域划分一、班固与《汉书·地理志》二、依《汉书·地理志》所作的风俗分区三、相关问题讨论
四、小结第四章 扬雄的“方言地理”区域观——《方言》的区域划分一、扬雄与《方言》二、依《方
言》所作的方言分区三、相关问题讨论四、小结第五章 三种“区域观”的比较研究一、三种分区的意
义及比较的前提二、三种分区的比较分析三、相关问题讨论：秦汉的基本文化区四、小结第六章 秦汉
考古学文化分区一、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一般理论二、汉代考古学文化分区三、相关问题讨论四、小结
第七章 秦汉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一、秦汉文化区域形成的多因素性二、秦汉文化形成、发展的时间
和空间三、历史传统与文化分区四、行政区划与文化分区：政治因素的剖析五、文化的区域性与统一
性问题六、小结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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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有述有评，言之凿凿。
这里的“朱贡”，即是《汉志》中的“朱赣”。
通观《汉志》，其内容由如下三个部分组成：(一)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并
略掇数语，简述前代政治地理的演变和发展。
(二)叙述西汉末年疆域政区的设置情况，计有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份完备的行政地理实录。
在郡(国)条中，其辖境以成帝元延末与绥和初(前9一前8年)为断，名称和户口数以平帝元始二年(2年)
为断，部分郡(国)条还记述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
在县(道、邑、侯国)条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记录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
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
这也是《汉志》的主体部分。
(三)依据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记述了汉代的一些经济、人文地理情况，对全国作了区
域划分和分区概述，相当于现代的全国区域地理总志和风俗地理志的合篇。
另外，还载有南海各国的简况和通航的路线。
全文内容丰富，涉及时空范围广阔，确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地理著作之一。
《汉志》的第三部分在风俗地理(文化地理)、地域民俗观等方面所具价值极为显著。
此部分虽非班固所写，但他将“域分”、“风俗”两篇资料加以组织并归入《汉志》，表现出远见卓
识，反映了作者风俗区域的观念，也为后人了解秦汉时期的风俗地理的面貌提供了可能。
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并作了初步的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

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我的博士学位读了5年，其中论文整整写了4年，修订时断时续也是4年有余。
现在，“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我还是期望读者和我一起重温一下2001年写的博士论文“后记”
：这份沉甸甸的论文终于完成了，尽管仍有一些欠缺，但它毕竟是自己四年心血的结晶。
几年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敢有一丝马虎，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面对这样一个还不算太差的结果，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已竭尽全力。
从本科到硕士，我在南开的学术训练都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我的老师虽然很多，但真正
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博物馆学专业的各位老师，特别是我的两位硕士导师史树青、傅玫先生，他
们的研究专长当然是以文物考古研究为主的。
现在，博士论文却要啃这块有理论高度的硬骨头，而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就是文献，除了自己想增
加一些理论训练外，这个题目基本是导师陈连开先生安排的，这本是他多年想做而一直没能抽空来做
的工作。
在陈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特别重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问题，他认为把握住从“
前王朝古国”到“诸侯共主”的夏商周，再到“帝国开端”的秦汉时期，这三个大的阶段性变化及其
规律、特点，就可以解决早期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以及何以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

编辑推荐

《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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