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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内容简介：2000年，承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拙著《中国历史地理
研究》得以出版。其后，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兴趣益增、范围更广，八年来，又有若干成果问世，
除《北齐地理志》、《隋代行政区划沿革史》、《近2000年来长江三角洲岸线变迁研究》等专著外，
发表的多数是论文。今得中华书局大力协助，将二十余篇论文裒集成编，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
集)》名称出版，虽说是对前集的继承，但也有新的发展，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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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书籍目录

论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其社会影响安徽历史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江苏历史气候变迁及其与农业灾害关
系研究江苏坍江失地考江苏长江岸线的历史变迁与沿江开发应注意的问题《魏书·地形志》补校考《
补陈疆域志》订补新旧《元史·地理志》补校考北齐疆域及行政区划沿革研究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
研究隋灭陈得州考新旧《唐书·地理志》优劣论苏颂徙居丹阳考历史地理考证六题关于两种宋本《方
舆胜览》的差异及其优劣问题《读史方舆纪要》删改考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说文解字》中
的地名略论王莽更改地名的失败和教训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校注商略学识如何观点书难忘中
华书局对我的奖掖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的经历和体会前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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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章节摘录

插图：南京河段包括今江宁、江浦、六合、句容等县江岸，而历史上江宁县又曾分为上元、江宁两县
，故坍江之事与此数县有关。相对来说，南京河段处于江苏长江段上游，河道形成较早，约在六朝时
江中已有许多沙洲生成。这些沙洲因系江中泥沙堆积而成，极不稳定，所以见于记载的最早一次坍江
，也就发生在该河段中一个名叫茄子洲的沙洲上。《太平寰宇记》说：“永昌之初（永昌为东晋元帝
年号），其洲忽一日崩陷数里，其形曲作九弯。”（卷90）这次崩岸规模虽不很大，但在当时还不多
见，故颇为世人关注而见载于史册。其后，南京河段坍江有所增加，宋人周应合所著《景定建康志》
之《田赋志·折帛钱》中就有“内除豁江坍”等钱一万多贯的记载（卷40）。如果坍江不多，当不至
于要由朝廷来专门审批因坍江而减免的赋税。另一个可以证明宋代坍江增多的事例，是六合长芦镇崇
福寺的迁移。康熙《六合县志·古迹》引《嘉定志》说：“崇福禅寺，宋天圣间建，在县南二十五里
长芦镇。因江岸颓塌，庙坏，淳熙十二年徙滁口山之东三里河曲沙岗之上。”此庙北宋天圣（1023
－1032）年间始建，至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就要迁移，可见这一百多年时间中坍江发展是比
较迅速的。不过上述几例，有关志书都没有言明究竟坍失多少土地，比较有确切数字记载的，是明清
以后的有关著作。明清以来，南京河段因八卦洲不断淤涨，江流徙出八卦洲之外，江北岸堤多有坍卸
，所以坍江主要发生在江浦、六合两县。乾隆《上元县志·山川》有云：“江流南北迁徙，今昔迥殊
。异时江泊石头，后徙而北，今又渐南，然去石头尚十余里。”由此可见，石头城上下的河道，至清
中叶已北移了十多里，江浦一侧坍江甚多。据明万历《江浦县志·县纪》记载，早在弘治十六年
（1503），江浦县的原县治浦子口城（今浦口南门镇一带）就已被江水冲蚀，坍入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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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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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精彩短评

1、感覺中間有些文章還是很一般
2、对中国历史地理近年来的研究有很大的概括，内容充实，印刷不错，总体上感觉很好。
3、很棒很详细的书，值得推荐，点个赞~哈哈~~
4、一部很见功力的书，对学习历史地理帮助很大。
5、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施和金（1944—2012）先生不幸逝世。施老师本科就读于复
旦大学历史系，1979年师从张舜徽先生攻读文献学研究生。1993年任南师历史系主任。著有《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等6部专著，点校《方舆胜览》《读史方舆纪要》等。
6、学识如何观点书，看得懂说得圆还不算本事啊！努力努力
7、在历史地理著作中，算是很一般的。
8、我早就怀疑扬州在明嘉靖时期是否真下了五月雪、七月雪⋯⋯
9、施和金先生对《读史方舆纪要》颇有研究，此书也是施先生研究成果的一些汇集，习史地入门之
人，读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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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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