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是处理边界问题的关键! $现代'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作者还
W

调空间

互动!中日朝三国地理和历史的相似性
5

定其中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变化将

立即重新定义与其他国家的关#

本书论述%))%至%+%+年图们江边界
Q

端和划界的过程!但作者?未局限

於$边界'本身!而是
$

我们描述一个杂多样的边疆社会#作者将图们江

地区置於中心!探讨该地区如何成
$

不同政权(不同势力之间进行地缘政

治(经济
Q

的场域!以及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如何

转型!从而向我们展现$多边之地方'2':*=)*(=%A(**#,(*3( $区域之地方 '

2A%&)#7(**#,(*3和$全球之地方 '2&*#$(**#,(*3#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兼顾

中(日(朝的文献记载!

$

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但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

处!可能作者
$

了全面展现图们江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对某些问题的

探讨还有继续挖掘的可能!比如社会结构(族群关等#图们江地区是%+世

纪後期逐步形成的移民社会!不同政权(各种势力的介入究竟对社会结构
/

生何种影响/区域本身的流动性比较
W

!那
A

在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结

构如何变迁/族群关发生什
A

样的变化/在论述身份政治的时候!作者似

乎更侧重於国家政策!对於解释不同阶层的朝鲜人如何选择政治身份!则略

显单薄#既然政治身份是可选择的!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身份的流动性#

另外!族群认同对政治身份的选择是否有影响!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刘建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前田正名著*杨蕤#尹燕燕译* &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ABCD年*AED页+

本书原名)陕西横山=

t

史地理学研究*!副标题
$

$十世纪(十一世

纪>?@ABCDE沙漠南
u

=白於山付近山地>

v

FA

t

史地理学的研

究'!%+&"年由日本教育书籍社出版!

$

$东洋历史地理研究 '的系列著作

之一#该书出版时
$

油印本!印刷(装订较
$

粗糙#在本书中前田首次对宋

代
R

山地区的自然景观(民族(物
/

(交通道路(贸易等做了深入的研究#

这部西夏学研究的著作早於香港林旅芝的)西夏史*%香港"香港出版社!

%+;( &!也早於
#

天墀的)西夏史稿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 书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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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的)简明西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锺侃(

#

峰云(李范

文的)西夏简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等著作!该书无论在西

夏学还是历史地理学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学术史地位!然而限於日文版的缘

故!很少
$

中国大陆学者所熟知#杨蕤(尹燕燕将其翻译成中文!

$

中国国

%

学者研究西夏学和历史地理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填补国
%

六十年代西

夏学学术史研究的空白!难能可贵#对於我这个骑着摩托车在沟壑纵
R

的
R

山穿行不下"#次(研究宋夏古城定位的人来
(

! )陕西
R

山历史地理学研

究*一书无疑成
$

先睹
$

快的著作#

)陕西
R

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的建树颇多!限於篇幅!以下略述一

二#前田正名首先讨论
R

山地区地理范围的设定!提出广义的
R

山和狭义的

R

山#广义的
R

山是指从北宋麟府地区到镇戎军一瞃的宋夏沿边地区0狭义

的
R

山指今陕北白於山缘边地带#从文中涉及的
%

容看出!前田正名主要讨

论广义
R

山地区的历史地理状癋#

R

山地区年降水量在$##RR左右!

R

山正

处在今天农牧交错地带!是一个环境敏感区#前田选择
R

山地区作
$

研究对

象!就是认识到
R

山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在宋夏战
Q

中的独特地位#

本书是将地文因素与人文因素进行有机融汇的尝试#该书在谈到每个区

域的时候不仅涉及到当地的沟壑纵
R

和河流谷地等地貌要素!而且涉及到本

地区的乾旱程度!这是对当地乾湿冷暖气候因素的关注#前田在%+&#年代就

关注
R

山地区气候因素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十分可贵#

本书在第五章探讨北宋
R

山地区的铁(盐(马(农
/

等战略物资!虽然

是定性分析!但也对
/

地(规模作估量!对
/

盐地(

/

马地(

/

铁地作出推

测!同时对
R

山地区的耕地也做了大体界定#这些对自然因素的重视!提高

该书的科学性#

本书分延州(州(环州(盐州(宥州(夏州(银州(麟州等区域!根

据宋代文献的记载!将
R

山地区居民构成(物
/

(交通道路(贸易等人文景

观一一探讨!?做简短的评价!同时对
R

山一带的民族进行梳理!其中对藏

才族的研究较
$

深入!?绘有地图!其系统性至今未有出其右者#

前田的著作基本呈现宋代当地的自然3人文景观#在上世纪&#年代世界

西夏史研究还相当薄弱前提下!前田就开始解
5

宋夏关研究中的这些具体

问题!与同时代对西夏学的研究相比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填补西夏地理研究

的空白#前田将%#至%%世纪
R

山地区的自然景观与人
$

景观的同时进行考

察!其研究方法和一些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尚有新意#正如杨蕤在 +後

记-所
(

!两个因素
5

定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格局和生态景观"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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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的状癋0二是居民结构#实际上前田正名也敏
i

地觉察到这一点!

分析
R

山地区的植被(土壤等状癋对农牧格局的影响!然後讨论这眧的居民

结构!继而讨论交通以及贸易状癋#

该书还对
R

山地区的交通路瞃作出初步探索!根据堡寨分?和河谷山梁

的自然走向复原宋夏间
R

山地区交通道路!%+&"年远在日本的前田先生能做

出如此细的探索!实属难能可贵#

翻译工作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杨蕤(尹燕燕在翻译此书时!除了做

大量的翻译校对外!还做了大量的注释#一是对原书
.

述的历史事件未
(

明

来源的文献!在页下注出文献原文!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文献记载0二是对

前田
D

有引用的重要文献!利用注释补充!以供读者深入理解0三是在前田

结论与其他人研究成果不甚一致的地方!引用他人观点!以明确区
&

#增加

的注释一律标注$333译者'字样!以便於保持原书原貌#译著全书增加注

释一百五十馀条!大大丰富原著的
%

容!这些工作
$

读者
!

读原著铺平道

路!体现译者对前辈作者的敬仰#

译著增加的注释!甚有特点#如对秀延水的注释曰" $秀延水!亦称清

涧河!发源於陕西省子长县李家岔乡周家岭!向东流经子长县(清涧县(延

川县!在延川县苏亚河村注入
4

河#333译者# '%页"" &用简短的语言!

对河流发源地(走向(流经地(注入什
A

河(入河口作了详细的交代!反映

译者现代地理学的素养#又如!原书正文曰" $熙宁七年!经陕西转运副使

范纯粹的请命!将元丰七年的米脂(义合(浮图(怀宁(绥平这六座城寨归

於绥德城管辖# ' %页'; &这些城寨多是元丰四年%%#)% &五路伐夏!北宋

从西夏手中夺得#原书出现时间错置!将元丰七年%%#)$ &的事件提前到熙

宁七年%%#;$ &#面对这样的问题!译者注释曰" $)宋史 *卷); )地理

志*载" 4元丰七年!以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砦隶绥

w

城# 5第"%$;页#333译者# '匡正原书出现的失误!又将文献出处交代

清楚!?注明是$译者'的注释!尊重原著!反映译者严格尊重史料的历史

学素养#

译者还给该书编写+地名索引-附於书後!便於读者检索!足见译者在

翻译这本著作中所耗精力之多#尤值一提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重新查
!

汉文文献!注引今天标点本!?标注版本和页码0重新绘地图!增加
R

山

一带的地理景观图(古城遗址图(冶铁遗址图等二十多幅!反映译者的考古

学素养#如$图(0% 陕北境
%

的西夏遗存 4牛碾子 5'%页%') &! $图(0"

陕西
R

山魏家楼一带发现的铁矿石遗?'等%页%') &

$

原书增色不少#

%(& 书评

,

-

.

/



译者在书的末尾!附
-

评述文章 +区域研究的若干
:

示333兼评前田正

名)陕西
R

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对前田正名该书学术史地位给予充份肯

定0高度评价前田对宋夏战
Q

中具有独特地位的
R

山地理范围选定的独到眼

光0肯定前田研究
R

山地区经济地理的前沿性0高度评价前田著作中在自然

地理的基础上!对区域居民结构(贸易(交通等因素的考察!展现自然3人

文景观的宏观思维#当然也指出)陕西
R

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研究的不足!

如对宋代
R

山地区自然景观的复原不
?

准确!译者认
$R

山地区自然景观应

$

"疏林3草原3耕地相间的自然景观0又如对资料运用的局限(地理名词

应用不
?

恰当等问题!译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反映译者不仅对
R

山地

区自然地理状癋十分熟悉!而且对
R

山地区的历史状癋也颇有研究#因
$

杨

蕤是陕西
R

山县人!熟悉故乡的风土人情!又出版过)西夏地理研究*%北

京"人民出版社!"##) &一书!可以
(

!译者是站在当地人的视野翻译这本

书!站在
%

行的角度评价这本书#

张多勇

北方民族大学鄂尔多斯盆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连瑞枝* &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 *台

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ABCG年*HAB页+

台湾交通大学连瑞枝教授的新著)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

人群与历史*!立足边陲社会的
%

在经验!以社会流动和身份选择
$

切入

点!探讨明朝征服大理社会後!以$白人'

$

主体的当地人群如何适应或逃

避明帝国的治理!而这些选择和分流又如何导向了族群的形成等问题#

全书共分
$

%(个章节"前三章
$

绪论!兼及明代以来不同人群对大理古

代史的重构问题0後%"章则分作$僧
Z

'( $士人'和$土官和山乡政治'

三个部份#在第一部$僧
Z

'中!作者以无极(赵赐和董贤三位明初入京的

大理僧
Z$

例!阐明大理僧团在明初的三种上行渠道和
%

部分化!包括"成

$

禅僧!受大理府僧纲司管辖0以在家密僧的身份入京求取朝廷国师的称

号0推动设置阿吒力僧纲司衙门!以土官形式承袭僧职#然而!无论国师还

是僧官!他们在明中後期皆面临不同的困境"在家密僧演变
$

仅司荐亡超度

仪式的瑜伽教僧!其象徵宗教神圣的领导地位消失0阿吒力僧则因其与
*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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