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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 “区域历史研究”的概念做了定义。针对不同学科背景

的学者研究区域，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路与方法，分别指出地理学者研究

一个地域、经济学家研究一个区域、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一个社区、历

史学者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的优势和弱点。提出历史学领域关于区域历

史的研究的理念与具体的路线，包括: 第一， “以人为本”; 第二， “落

实到地”; 第三， “由 今 溯 古”。并 归 结 了 区 域 历 史 研 究 的 三 个 步 骤:
( 1) 收集、整理、辨析历史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梳理研究区域历史发

展的基本脉络; ( 2) 结合地理文献资料，开展地理学实地考察; ( 3) 在

研究区域内选择一两个村镇或小河谷，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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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观念与方法，虽然最初主要是地理学提出并使用的，但随

着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学、

人类学、历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并围绕 “区域”

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了相当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提出了诸多立足于不同

学科出发点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 “区域科学”

的概念。与之相适应，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内在理路演进的结果，近年来，

历史学领域对 “区域”研究的兴趣也大为增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理

解、界定 “地方”、“地域”或 “区域”等概念，根据自己的学术诉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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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空间尺度的 “区域” ( 从村落到 “大区” ) ，对其历

史过程与特点展开研究，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取向、路径与特点的地方

史、地域社会经济史以及村镇史、城市史研究。我们把这种立足于区域

观念与方法，把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历史过程与

特点的历史学研究，总概称为 “区域历史研究”。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研究区域，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路与方法。总的

说来，地理学者研究区域，一般从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入手，对区域自然

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及其变迁、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以及区域人地关系

系统及其演变等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其特点是强调科学方法的

运用，特别是数量分析与模型分析，以其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现实性

见长; 弱点则是在观念上以 “物” ( 地理事物) 为本，对区域民众缺乏

关注，对研究区域的人文社会因素比较忽视，可以说是 “见地不见人”。

经济学家研究区域，是把 “区域”作为一种经济事物赋存并与之关联的

经济网络，考察其自然特征和经济特征，探究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

和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建设中的主要规律性问题，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

战略、策略与具体规划，是现实性很强的研究。其出发点是区域经济现

状，目标是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很

少会关注区域的过去，因此其对于区域经济与社会现状的把握也往往不

太可靠，缺乏必要的历史根据，可以说是 “见今不见古”。人类学与社会

学长于社区研究，在研究理念上强调 “以人为本”，重视站在地方民众的

立场上，认知并理解区域民众对其所处区域环境的认识及其适应与利用

之道; 其弱项则是往往扎进一个具体的区域点 ( 村庄或小流域) ，缺乏对

全局的认识，是 “见木不见林”。历史学者研究一个地域 ( 或区域、地

方) 的历史，主要是运用地方志、文集、档案以及碑石、族谱、契约文

书等文献记载，通过文本分析与解读，提取研究区域历史进程的信息，

按时间顺序加以排比，从而得出对区域历史进程及其特点的认识。侧重

点是对区域历史过程的梳理及其发展脉络的把握，其长处是对历史过程

的总体认识，短处则是往往落不到具体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对区域范围

内诸种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及其变化的过程与特点不能有清晰而具体的

把握，往往是 “见人不见地”。

无论何种背景的学者，都承认 “区域”乃是一个整体，虽然在研究

·42·

豳风论丛



过程中可以侧重于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但

在原则上必须承认并贯彻区域的整体性。区域的整体性，不仅意味着区

域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聚合和关

联，也不仅意味着这一区域既有其现在与未来也有其过去，还意味着需

要从整体的观念与立场出发，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与理念，将不同学科

的思想方法融会贯通，扬长避短，将之运用到区域研究中去。正是由此

出发，历史学领域关于区域历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些研究理念与具

体的研究路线，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第一，“以人为本”。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区域，都涉及研究区域范

围的人口，而且都从人口迁入、分布与增长入手。但是，一般论及区域

人口，多着重于考察人口数量，以给出人口数增长曲线为归结点，其所

讨论的区域人口，往往是抽象的人口数据，是 “人口数”，而不是努力谋

求生计、改善生活条件与社会经济地位的、活生生的地域民众。区域历

史研究，首先就是要在已有研究理路的基础上，把 “区域人口”还原为

“地域民众”，关注地域民众的基本需求、能源选择、生存适应、信仰与

文化等生存生活的基本方面，努力站在地域民众的立场上，去认知其所

生存生活的环境，考察其适应、利用地域资源与环境条件的方式方法，

而不仅仅是以 “外来观察者”的 身 份，秉 持 所 谓 “科 学、理 性 的”态

度，高高在上，对区域历史与现状做出评判。因此，所谓 “以人为本”

的区域历史研究，就是要研究区域内居住人群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

在那里的 “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 “适应”并 “改

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

制度，创造并不断 “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

第二， “落 实 到 地”。历 史 文 献 中 有 关 人 口 变 动 ( 流 移 迁 入、落

居)、资源开发进程与环境演变的记载大多是定性的描述，往往既无准

确的数量，也没有较切实的时间，所以很难依靠这些材料进行比较准确

的量化分析。而现代意义的人地关系研究则要求进行这种量化分析，并

最终得出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关系图。如何突破历

史学领域有关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研究中的这一 “瓶颈”，是很多研究者

都在思考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学习、运用地理学、环境科学

等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与研究结论之外，对于历史学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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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更重要的乃是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地点，通过田

野考察，发掘更为细致、翔实的地方资料，结合访谈与实地测量，得出

一些相对准确的数据资料。同时，由于历史文献中有关记载大多以州、

县为记载单位，很少有能具体到乡、村层面上的记载，所以难以将历史

文献所提供的相 关 信 息 落 实 到 具 体 的 地 理 空 间 里。解 决 这 一 难 题 的 途

径，只能是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将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落实到

具体的地理空间上，然后结合当地地理、经济与社会资料，分析历史时

期当地人口迁入与增长、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变化。这样得出的认识，

才易于与现代环境科学立足于现代环境状况而得出的研究结论相衔接，

最终形成对较长时间尺度下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及其动态变化的

认识。

第三，“由今溯古”。研究区域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最终是要更全

面系统、最大可能地认识把握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历史

根源，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 “古为今用”，为政府制定科学的、可持

续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对策，提供足可信靠的历史认识基础。因此，区域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应 当 是 区 域 开 发 与 发 展 的 现 状，要 从 现 实 需 要 出

发，提出问题，研 究 与 当 前 及 未 来 区 域 发 展 密 切 相 关 的 问 题，由 今 溯

古，建立反映不同时段区域开发与发展状况的历史地理剖面，然后加以

比较，弄清其演变之迹。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就要采用历史地理学常

用的 “上溯法”，即先弄清区域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发展的

现状，然后逆推，依次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 (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末

民国、清中期、明清之际、明中后期等不同时段各区域的地理面貌与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加以比较。以往的研究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可

行而有效的。

众所周知，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开发与发展进程各不相同，与中国历

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并不完全一致。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所研究区域的历

史进程，必须把研究区域的历史进程，置入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总体进程中加以考察，这就既要把研究区域放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的宏

观空间格局之中，又要把区域历史进程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背景

下，才能加以把握。为此，应把区域历史进程与王朝兴衰更替、传统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阶段联系起来，根据区域历史进程的内在特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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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若干时段，展 开 考 察; 并 在 全 国 范 围 内，对 不 同 时 期 区 域 格 局 做 出

把握。

区域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中观研究，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虽然大小

不同，但无论其大小，研究者即使下很大的功夫，也不能说全部跑遍，

只能做出中观层面的把握与理解。一般说来，预设的研究区域，应当保

持适度的空间范围，不宜太小 ( 村落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受到资料与

研究方法的限制，事实上很难全面而深入地展开) ; 而在确定适度的研究

范围之后，在研究区域内部，还要进一步分化到具体的一个市镇、一条

小河谷、一个村庄。在开展区域历史研究中，一般都要选择一两个村镇

或小河谷，运用人类学方法，尽可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真正体验地

域民众的生活，并通过访谈等手段，获取更为真实的认识。

近年来，从事区域历史的学者们，不断地摸索区域历史研究的具体

理路与方法，初步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路径。概括言之，主要包括三

个步骤。
(1) 收集、整理、辨析历史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梳理研究区域历

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历史文献资料不仅包括史传、地方志、文人文集、

地图、官方档案等传统历史文献，还包括民间契约文书、碑石、族谱、

歌谣、传说等民间历史文献。实物资料主要是指古遗址、历史建筑、寺

庙、各种农具手工业制品等。
(2) 结合地理文献资料，开展地理学实地考察。区域自然资源赋存

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现状，都属于自然地理、经济

地理与人文地理资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和地理工作者调查、编集的。

作为历史学者，要特别注意收集、使用地理志、地名志、地图、资源调

查报告、农业规划、水文资料、水利调查报告等地理文献。围绕区域历

史研究开展的地理学考察，除了收集上述资料外，重点主要放在对研究

区域地理特征的认识方面，并努力将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落实到具体

的地理空间上。
(3) 在研究区域内选择一两个村镇或小河谷，每年用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不在面上的了解，

而在对一个田野点深入细致的观察及较长时间内的追踪。除获取相关资

料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尽可能置身于区域民众之中，切实体验地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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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活过程，了解其生计方式、文化观念、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等各

方面，尽可能做到 “同情之了解”，即与区域民众同一情境下的理解与认

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 “以区域民众为本”的区域历史研究。

( 责任编辑: 张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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