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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回顾中国历史与近G&年 来 取 得 的 巨 大 成 就 的 基 础 上&结 合 当 今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的 最 新 动 向&提 出 了 新 世 纪 中 国 历

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 进 的 地 理 证 据&分 析 历 史 上 人 地 交 互 作 用 的 时 空 特

征为核心&以探寻当今地理学历史渊源人 类 适 应 环 境 变 化 模 式 的 历 史 证 据 为 目 标&以 文 献 分

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 现 代 实 验 技 术%空 间 信 息 技 术 的 集 成 为 手 段&以 编 制

G&&&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并认为中国 历 史 地

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以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关!键!词!@"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PF&"*F!!文章编号!"&&&>&GBG"@&&E#&!>&!DE>""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自创立以来&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及其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

力下&已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地理学分支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者通过对我国

独特地域%独特领域中一系列独特问题的开创性科学研究&不仅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领域&而且为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多层面的历史借鉴&得到了学术界及应

用部门的充分肯定$
进入@"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

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

物考古资料&拥有辽阔的疆域%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以及漫长的文明发展历史&这使中国

历史地理研究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学界同仁共同努

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将以其文理兼备%时空交织%通贯古今的学科

优势&为这两大全球性研究主题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大胆

展望&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意欲抛砖引玉&并祈正于方家$

"!历史回顾

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科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

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这

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在长期的学科探索与哲学思考中而提出的科学命题$中国历史地理

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几代历史地理学者的不断开拓和辛勤耕耘&得到了蓬勃

发展&并在 以 下 研 究 领 域 中 取 得 了 丰 硕 成 果!,历 代 疆 域 政 区 研 究 与 历 史 地 图 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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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E$"E)’-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G$@D)’.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包括历史地貌过

程 "水系%湖沼%海岸线%沙漠与黄土地貌等#和历史生物过程 "自然植被与野生动物种

群#(@B$G@)’/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涵盖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以及文明作为一种文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体现与演变&诸如历史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

化%民族%军事%医学等(G!$D")’0区域综合与重大历史事件研究(D@$B")’1历史时期人地

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涉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两个方面(B@$BF)’2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包括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QU#$%#的研发和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的建设(F&$FE)’等等$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献资

料%自然记录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FG$"&")等’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

完善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因受篇幅所限&本文不

作细述&有关内容我们将另文发表$

@!面临的挑战

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研究领域已处于

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

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来自外部环境&也

有源于学科自身$

$"#!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地球科学研究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使研究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研究思路得以不断拓宽&研究目标得以不

断深化&一些过去通过常规手段需要很长时间或不可能实现的科学计划&近年来也相继提

出&并得以执行$相形之下&作为地理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历史地 理 学&除 一 些 分 支 领 域

"如气候重建%环境变迁%疆域与政区演变等#在工作中力求定量化%信息化外&大部分

研究领域依然还停滞在寻章摘句%考订补注之中$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

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而使研究成果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

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

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历史地理学应如何把握并灵活应

对已摆在全体同仁的面前$在文献精细考订的基础上&创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科学道路&推

动研究方法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发展&并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当务

之急$

$"$!经济体制与科研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

@&世纪B&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科研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由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科研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从价值取向到运行机制

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以竞争为机制%以创新为灵魂的科研运行机制$历史地理

学由于缺乏 ,创新能力-和 ,实际应用能力-&在上个世纪F&年代地理学结构性大调整

中&再次遭到严峻挑战$许多地理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地理系的历史地理专业&由于得

不到科研经费的支撑而失去发展空间&成为 ,濒危-学科&有些则沦为其它学科的附庸而

苟延残喘’许多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科研人员因受科研经费与个人待遇的困扰&忍 痛 抉

择&淡出专业&投身于其它应用研究领域 "如旅游地理%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等等#&这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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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势头$就目前全国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的机构和人员分布

情况来看&卓然立于地理科研院所或地理院系的历史地理研究室%教研室已是屈指可数$
取而代之&在史学范畴中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则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为推动历

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分支学科!交叉领域的迅速发展"使主题研究对象模糊化

分支学科%交叉领域迅速扩充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 一 个 突 出 特 点$尤 其 是

@&世纪B&年代以后&随着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蓬勃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如雨后

春笋&不断涌现&这种发展虽然使历史地理学一时繁荣&但也带来不良后果&模糊了历史

地理学以 ,地理环境演变规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的研究主线&使学科出现内

在危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地理学越来越偏离地理学发展的 主 流 方

向$虽然 ,空白-一个一个地填补了&但危机却一步一步地在加深$与此同时&一些原先

属于历史地理学特有的研究领域&如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植被变

迁等&在实验手段%技术手段日臻完善的今天&也成为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他们以 ,自

然档案-取代 ,文献资料-&从 ,历史取向-或 ,地表过程-的新视角&量化描述演变历

史&使历史地理研究再次陷入 ,可有可无-的境地$

$"=!传统观念束缚了学科前进的步伐

传统与创新是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中一

门独具特色的基础学科&是以精于文献翻检与考证为传统优势&是值得学界同仁发扬与光

大的$然而&从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来看&发扬光大是做到 了&而 创 新 意 识 尚 有 欠

缺&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面仍然没有大胆突破传统模式的勇气&依旧拘泥于文

献考订&对相邻学科的发展动态%新成果%新方法%国际学术前沿领域与社会需要等都未

予以足够的关注和借鉴&这极大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地理科学的深入发展&同时基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历史地理学自身优势与特点以及我国具体国情和重大社

会需求&笔者认为@"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
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

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

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G&&&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重点

开展以下几个方向的研究!

!"#!中华文明演进的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已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

到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空间信息技术

的发展&使人类有能力对全球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极大促进了地球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和

信息化$地理信息系统 "#$%#的创建与完善&为地理学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

持&也给历史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植根于中华文明演进和支撑这一文明形成与

发展的自然环境的形成与演变的地域空间信息&应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

施&以信息的地理属性为立足点&创建中华文明演进的地理信息系统&不仅是历史地理学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 ,数字地球-战略计划及实施的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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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变&而且拥有丰富

的历史文献记载和人类活动遗存&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浩瀚&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所

无可比拟的&这为我国研究中华文明演进和地理环境变迁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机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过去数十年&我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历史

学等自然和社会学科&对我国地理环境变迁和中华文明形成与演替的各个要素的研究已取

得了长足进展&研究所形成的大量资料与成果的积累为信息库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利用浩瀚的原始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如何对不同来

源%不同特点的资料进行规范化处理&如何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可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的数

字化信息等&将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人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一项长期%复杂并具有

重大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
中华文明演进地理信息系统的创建&从科学角度讲&重点是信息的评估%有关问题的

集成和有关地理环境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从技术方面讲&重点是数据库建设%相关技术与

数据平台的开发$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数据资源建设$从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广泛

的代用资料中提取%汇编可信的定量%定位信息&设计合理的数据分类和标准规范&建设

地理图形库%属性库%相关文献 "如考古遗存照片%古地图等#资源库%遥感影像库等$
重点解决基础地理信息定位与编码&气候%土地%人口%都市等主题从描述信息转化为定

量定位信息等问题$-相关技术与数据平台$#$%集成分析技术开发%多源信息综合校核

技术%多元环境要素关联对比分析技术%分布式数据资源库与系统集成%多媒体可视化技

术%时空动态情景虚拟建造%人机操作与服务界面等$.专题研究$历史气候变化与区域

对比%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迁过程研究%早期文明与地域文化对 环 境 的 适 应 选 择 研 究%
从典型地带人口分布%城市变迁%区域开发%文明兴衰中所反映的人类与环境变化互动机

理研究%与现实环境条件类似时期的社会经济事件空间化研究$/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化

服务与国际交流$

!"$!高分辨率环境要素序列建立与时空特征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变化与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

变化问题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是因为对环境变化历史过程的研究不仅是深刻

认识现代全球环境问题的基础&同时也是预测未来环境变化趋势的重要参数$因此&全球

变化研究计划把历史环境演变规律的研究作为其核心计划之一("&@)$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是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组成的一个相互作用的

整体$这些圈层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要素变化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性和不同

程度的差异性&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脆弱性’同时在不同的区域还会以不同的规律

特征和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需要在深入总结环境各要素自身变化基本规律与特点

的基础上&对各环境要素的共同特征进行揭示&以便寻找出自然环境演变过程中各主要要

素的内在联系和驱动因子$
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数十年来已开展了大量

研究工作&对各环境要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包括历史气候%地貌%植被%动物群落%
河湖水系%海平面%沙漠和自然灾害等&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世纪B&年代初出版的

1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一书(@B)$气候要素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各自然要素中研究

最为活跃和深入的&在国际上占有显著地位$这一领域由竺可桢等先生开创&后经几代人

的努力&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其它环境要素虽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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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但与气候要素相比&无论是在深度%广度还是精度上&都有较大的

差距$这给我国区域环境演变序列的重建与比较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已从单一要素的描述性研

究转向高分辨率的量化集成研究&这已成为现今国际环境变迁研究的主流趋势$有 鉴 于

此&笔者认为对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规律的研究应着重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自然剖面%树轮%冰芯%湖芯%石笋等记录&提取高分辨率

信息’-重建我国不同时空尺度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变序列’.探讨典型地区 "如环境敏感

区%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及经济发达区等#自然环境及各要素的历史演变规律’/环

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和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机理与模式$等等$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经过近@&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全球变化为对象的

新兴学科///全球变化科学$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 "NaQQ#是这一科学研究中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全球尺度而言&人类土地利用活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地球表面土地

覆被的格局&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格局的变化不仅影响了人

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 还 对 环 境 过 程

"如气候变化%生态系统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造成深刻的影响$土

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作为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已逐步为学术界所公认("&!)$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 "NaQQ#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今

的土地覆被格局并非自古就是如此&而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不断实施影响而积渐所至&
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 源&这 为 历 史 地 理 学 提 出 了 新 的 研 究 课 题$@&世 纪F&年 代 中 期&由

$#Vd和$Û d联合发起的NaQQ研究中&特别将 ,过去!&&年中&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

土地复被-以及 ,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单元&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因 素 是 什

么-列为重点问题&并强调!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恢复过去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详细

历史("&E&"&G)$我国开展此项研究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漫长的农业

发展史&更重要的是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历

史地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应该发挥作用$
在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内&应着重关注过去数百年时间段 "如!&&年或G&&年#的变

化研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史实重建’-历史文献

资料和代用资料的量化评估与转换’.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辨识’/土地利

用*土地覆被变化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等$

!"=!适应研究与不同地域适应模型建立

对未来人类社会而言&如何适应全球变化是人类社会能否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Vd在新构建的研究框架中认为&未来的全球变化研究必须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作出贡

献$为此&$#Vd%_QMd%$Û d正在 酝 酿 建 立 若 干 个 与 人 类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紧 密 相 关

的联合研究计划$目前以全球碳循环%食物系统%水循环为主要内容的联合研究计划正在

建立之中$这预示着&继全球变化的基础研究之后&人类社会的适应性研究将成为今后国

际科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我国全球变化研究推动与组织者之一叶笃正先生近年来

也积极倡导全球变化的适应研究&他认为!继全球变化基础研究之后&适应性研究将成为

一个独立的重大问题("&C)$我国$#Vd委员会也已把对全球变化的适应研究作为未来全球

变化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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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类根据自然环境的天然特性来 改 造 自

己&以得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系统的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制约人类活动&人类活动

又反过来影响或改变自然环境的面貌&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在这种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变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环境的

变化0人类活动的种种调整是否得当有效0不同地域类型的人群其适应模式又有何差异0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历史教训$譬如通过主动

性的人口迁徙来缓解自然系统的承载压力&通过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新物种等来提高自然

系统的承载能力&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扩张人类的适应能力等等$历史地理学在未来一

个时期里应积极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为当今人类适应未来全球变化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地理在开展此项研究时&应着重关注通过对业已发生的历史个例的分析与总结&

寻找历史时期人类对重大历史环境变化事件响应的不同方式所能承受的环境 ,阈值-&包

括农业生产系统中不同响应方式 "如生产技术调整与改进%耕作制度调整%生产方式变革

等#承受重大环境变化事件的 ,阈值-&社会经济系统中不同响应方式 "如消费结构调整%
食品市场波动%赈灾储备措施调整%政策响应等#承受重大环境变化事件的 ,阈值-’总

结人类对重大环境变化事件的响应机理与适应模式&包括人类响应重大异常环境事件的决

策过程%人类活动对不同时空尺度环境变化事件的响应时滞和人类对重大环境变化事件的

适应模式及其现实意义等$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人地关系是一个既涉及自然过程又涉及社会过程的综合概念&是现代地理学%现代历

史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理论基础$

@&世纪B&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

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由此而兴起的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成为当今科学

界最重要的全球性研究主题$这两大问题均与人地关系息息相关$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

研究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探求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与过程&提出

人与自然环境协调%永续发展的模式$人类如何可持续地维持地球生命支撑系统将成为未

来全球变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终极目标$
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先哲们就总结概括了一些 人 地 关 系 的 学 说 思 想&如 孔 子 的 ,畏 天 命-%孟 子 的 ,天 人 合

一-%荀子的 ,制天命-%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等$其中 ,天人合一-的人地观&自先秦

至明清一直为历代大多数哲学家所宣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特观点("&D)$诸如孟子

在两千多年前述及的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

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人与自然界和谐%永续发展的论点&对现今人地关系的

思辨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
中国人地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深邃的哲学命题&绝非历史地理学或现代地理学所能

覆盖得了的&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学科也都在探寻这一问题$然而&以地

域空间为单元来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空间结构特征%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形成机理与变

化过程等&则只有历史地理学一家$笔者相信&通过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必

将推动历史地理学的飞跃发展&同时也将为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U!华夏故土嬗变集成研究及其图谱编制

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自成一系%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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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长期生存与发展&适应自然环境%利用自然资源并改造生存环境&创造物质与精神

财富的总和$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产生%繁衍%发展%壮大的特定地域&它不仅具有复杂

多样的地理环境&也有独特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历史$中华文明伴随着华夏故土的演化

而发展&并不断改变着其演化进程与格局$中华文明的形成方式和发展进程可能代表了世

界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与华夏故土地理环境的演化密切相

关(GE)$开展中华文明与华夏故土之间相互联系的过程研究&是认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关

键科学问题&开展这一研究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近数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学者对中华文明与华夏故土变迁的考古

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人类起源到人类文明演进&从

农业起源到土地利用变化&从政区%疆域沿革到人口分布与迁徙&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城

市文明的兴起&从自然灾变到重大历史事件&从气候变化到地貌过程&从生物群落演替到

河湖水系迁徙&从海岸线的迁移到沙漠化%荒漠化的扩张&从支撑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

华夏故土的整体性研究到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等&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和自然记

录资料&初步建立了不同时空尺度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发展的演化序列&这为我们研究编

制G&&&年华夏文明与华夏故土变迁的图谱奠定了坚实基础$
应用高新技术展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有效集成中华民族及其生存环境

的时空变迁&合理复原华夏文明与故土的演变过程&深入认识支撑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

的地理环境特征&科学地辨识华夏故土与文明的相互关系&建立权威的中华版图演变和民

族地域融合可视化模型&为@"世纪中国以至全球的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 借 鉴$
其主要领域包括!作为故土的疆域与政区及其自然环境要素的时空变化&作为文明的人类

活动及其社会%文化的时空演化&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时空变化及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其中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是华夏故土与中华文明相互作用的界面&既是地理环境的一

个重要内容&又是人类活动结果在地表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它既有服从自然环境的

时空变化规律&又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规律特征&是G&&&年华夏故土虚拟再现

的重点$

!"B!文化的区域差异问题研究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具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

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要潮流&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

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够

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B)$
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富有东方特色和独特个性的文化综合体&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

这与我国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然而&从区域角度看&我国复杂

多样的地理环境格局&既给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也给缤纷多彩的区域

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形成了许多既有共性又有鲜明个性的 文 化 区&如 关 东%三 秦%三

晋%燕赵%齐鲁%荆湘%巴蜀%吴越%八闽%岭南等&这些文化区可根据不同层次的文化

因子进一步细分出若干亚区和若干小区$这种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对现今区域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D)&因此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文化的区域差异问题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因而&文化区的划分被视为是

历史文化地理学的最终归宿("&F)$从目前国际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看&文化地理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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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应该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而且应当研究文化在一定空间地域内的运动过程#规律及机

理$尤其是在一个相对辽阔的空间范围内"一种文化业已形成的中心会时常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而运动或转移$因此"历史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文化中心的转移#文

化区域的形成过程等"均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结 语

回顾过去#正视现在"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在人类满怀信心跨入"#世纪的今天"
我们与学界同仁一起前瞻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景"依旧是信心百倍$这 是 因

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

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

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散布在各个研究领域"他们正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

学的明天奋斗着$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将在

不久的将来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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