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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上世纪胡适等人提醒朝鲜史料可以利用来研究中国历史以

来，就有一些学者从事发掘朝鲜汉文史料以补中国本土史料之不足，

更有吴晗辑录了１２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以备国人

的利用。但总的来说一直要到上世纪后期才有较多的学者对朝鲜史

料给予充分的注意，并了解到朝鲜的汉文史料数量极大，在李朝实录

以外，还有大量的朝天录与个人文集。由于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整

理出版了朝天录、燕行录（现二者通常合称为燕行录）以及韩国出版

了朝鲜文人数量庞大的文集，这一注意转化为具体的研究基础，一大

批研究成果纷纷行世，到本世纪初更蔚为热潮。不过有点令人遗憾

的是，对于朝鲜史料的利用，在年轻学者之中，反而是中国方面显得

比较投入，韩国的青年学者相对比较冷清。其原因恐怕是这些史料

用汉文写成，而韩国的青年人暌违汉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利用起

来不免有些吃力。本书的作者黄普基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初，读起本

国人所写的燕行录就存在不小的困难。但是，毕竟史料所描写的内

容场景是他所熟悉或有兴趣的，所以在认真攻读以后，竟然很快就能

理解透彻，以至于熟练利用，最终决定以燕行录为基本材料来撰写历

史地理学科的博士论文。

通常对朝鲜汉文资料的利用是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在断代史与

中朝关系史方面，而运用于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则相当罕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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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虽然通常被当成是历史学的一个分

支，其实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多样，历史地理学不免要与自然科学

有相应的联系，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培养更敏锐的理解力，领悟更

多的研究角度，黄普基能知难而进，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既是多样的，

研究的深度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章节方面的多样性，从地名研究到聚落研

究，从历史气候到环境变迁，从实际的地理景观到地理意象，都有所

考证与论列，而且其中的许多结论都是有足够的说服力的。

燕行录是明清两代李氏朝鲜官员不断重复行走基本上固定或稍

有变化的路线并且到达同一目的地的行事记录，这些材料具有连贯

性、重复性、渐变性以及个别时间与地理节点上的突变性，有时甚至

同一旅程同时存在一种以上的记录，因此将这些材料兼收并蓄地利

用来研究历史地理的题目，是特别有价值的。以燕行录来研究中国

历史者多半是以之作为中国史料的补充，这纵然重要，但作为补充的

性质依旧。即使是作为镜子来观照，也只能是照出了某一部分。但

虽然是一部分，这一部分有时却是异常重要，正是中国史料本身照应

不到的地方，以是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口号有其重要

的意义。而本书所利用的燕行录资料更往往有其不可替代性，远非

一般意义上的补充而已。因此其中细小琐碎至建筑景观的变迁、冬

季温度系列的建立、地名变迁原因的分析以及大至领土意识的形成，

在在都有可观之处。

我作为导师，对黄普基的帮助主要是在他初入学时与他每周一

次的精读燕行录，尤其是对读赵宪与许篈的《朝天记》。赵、许两人同

一使团赴北京，赵宪是质证官，许篈是书状官。同一次历程不同的经

历与不同的观感更令人觉得生动如在眼前。正是这些精读过程，不

但打下了黄普基日后写博士论文的基础，而且我自己也身受其益，譬

如因此而写了《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中国和朝鲜的交错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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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认识到文化交错影响的复杂性。许篈坚持朱子学的立场，在中国

与热衷阳明学的学子激辩，这个事实初看起来似乎是中朝学者自此

有了思想方面的分歧，其实这只是简单化的看法。阳明学后来深入

传播到朝鲜，也有许多人信仰，其中就包括许篈的弟弟许筠。历史是

十分复杂的过程，皮相之谈不一定靠得住。除了我帮助他精读燕行

录以外，黄普基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与同学的帮助完成

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尽管还有一些地方尚待充实与提高，这本以博

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在观察燕行路上的历史地理变迁以及中朝关系

方面无疑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参考书。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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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长久以来，由于东北地区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以及河

北地区清代方志的不少资料直接来自明代方志，因而造成该地区历

史地理研究一直存在较大的困难。而明清时期朝鲜人的使行记

录———《燕行录》中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正好可以弥补文献资

料的缺乏。

本书以《燕行录》作为核心资料，辅以辽宁和冀东地区明清方志

与现代气象资料，进行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研究领域

分别为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和地理意象。

地名研究。地名研究有两个课题，即群体地名研究和个体地名

研究。群体地名研究分析了明清时期驿路沿线的地名变化过程及其

规律。个体地名研究探讨了中朝边境地区地名的特征及其在历史上

的变化。

聚落研究。聚落研究复原了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聚落的分布、

规模等方面。此外，还将深入探讨清时期该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与

建筑形式。

历史气候研究。该研究利用《燕行录》中关于东北南部地区河流

冰情及其他天文气象的记载，结合地方志等方面的资料，探索重建从

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４００年间东北南部辽宁地区冬季平均气温的变化

过程，并初步探讨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温度变化的差异情况。

河流与环境变化研究。该研究复原了明清时期辽河和鸭绿江的

河道变化，并探讨地理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地名变化。对辽河河道变

化的研究，则根据《燕行录》及相关方志的记载与笔者的实地考察，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２　　　　／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

讨辽河在沈阳附近的河道变化。对鸭绿江河道变化的研究，则通过

《燕行录》和朝鲜中后期制作的两幅地图来复原明清时期鸭绿江下游

的河流、沙洲变化和地名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朝鲜人心中的

边境意象和领土分界意识。

地理意象研究。该研究全面地梳理分析整个明清时期《燕行录》

和《韩国文集》，从而讨论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山海关和河北一个村

落的意象。山海关意象研究则关注朝鲜人的华夷分界意识，并对影

响其感知意象的因素加以探讨。河北村落意象分析朝鲜使者对河北

村落“高丽铺”历史的建构过程，并尝试透过此一虚构过程，触摸朝鲜

人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愿望、想象等思想世界。

另一方面，正是在以上研究中，《燕行录》自身的历史地理价值也

同时得以显现。对此，本书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首先，史料的丰富性。出使中国的使者们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

所经之地的山川风貌、距离远近、地理形势、驿道里程、京华景观、宫

廷建筑、器用物价、风俗物产等情况。其次，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明清时期赴京使者是当时朝鲜与国外接触的重要渠道。在这些频繁

往来的使行人员中不乏汉文素养较高的学人，而且许多作者都是政

府官员，写作的目的在于备国王顾问。所以《燕行录》采用的是相当

准确的纪实手法。第三，明清时期，使行年年举行，从未间断，因此

《燕行录》具有史料记载的连续性。这有益于对地名、环境、区域景观

的变化发展的观察。第四，《燕行录》多为日记形式，排日记事，因此

为重建该地区的历史气候提供了便利。第五，这些记录从不同角度

观察明清时期的一景一物，记载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因此可

以说是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地理意象、“从周边看中国”的一条较

为不错的途径。

《燕行录》含有大量的历史、地理、气象等各方面的资料，是有待

进一步发掘的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财富。

关键词：历史地理　 《燕行录》　辽宁　冀东地区　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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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１　　　　

导　　言

一、选题的缘起与学术意义

一般来说，对某一地区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往往需要

借助地方志的记载。然而，本书所涉及的辽宁、冀东两地，在方志利

用方面正好存在如下问题：辽宁地区，由于战争、地理位置等原因，

缺乏明清两代的地方志；而河北地区，乾隆以前的方志对聚落不够重

视，而且不少资料直接抄自明代方志。这也是过去学者们难以对该

地区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该地

区地名、聚落、地理环境等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更是显得格外薄弱。

鉴于上述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将通过发掘韩国资料

《燕行录》，尝试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进行历史地理研究。

明清时代，朝鲜每年都会派遣使者来中国。这些朝鲜使者先渡

鸭绿江，再经过辽宁，过山海关，进入河北，最终到达北京。他们行经

的路线被称为“燕行路”。当时许多使者在“燕行”过程中会逐日记下

所见所闻、具体路程，以及各种公私活动，这一系列资料总称为《燕行

录》，这是一套含有丰富历史地理信息的一手史料。

《燕行录》有几种形式。首先是出使报告。朝鲜使者回国之后都

要向国王禀告出使情况，因此每次出使都有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

使时的见闻，作为回国后禀告国王的依据。此外，朝鲜使者还留下不

少行纪，它们或散落在个人文集中，或以稿本形式留存。

《燕行录》中的不少资料既能印证明清时期中国作者的有关记

录，又有所扩充，因而既有补充的作用，又有考证的价值，是研究明清

时代的历史（特别是中朝关系史）、文学、历史地理不可或缺的文献史

料。尤其有意义的是，《燕行录》中保存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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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史官不便记载者，在《燕行录》中也有所反映。《燕行录》中还

收有大量朝鲜诗文，它们继承自中国诗歌的传统，值得细心推究，以

史释诗，以诗证史。

此外，《韩国文集》也收入了许多朝鲜使者的使行见闻，本书也将

引为参考。

除了《燕行录》、《韩国文集》等韩国资料之外，本书还以辽宁和冀

东地区明清县志以及现代地志、气象和水文资料作为补充。

本书的研究，就是试图结合《燕行录》等韩国资料和其他中国史

料，以及现代气象资料，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地名、聚落、历史气

候、区域环境的状况与其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此外，

还试图以多样化的视角、具时空感的问题意识，深入研究朝鲜人的中

国地理意象及其背后的思想，并由此勾勒出一幅朝鲜人视野中的明

清时期中国地理图画。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燕行录》

的历史地理史料价值。

本书的研究区域是辽宁和冀东地区（即河北东部一带）。辽宁西

接河北，北接内蒙古，南与朝鲜半岛接壤。冀东地处京畿，为北京通

往东北的必经之路，由山海关连接辽宁。明清时期，辽宁和冀东地区

在政治、社会、自然景观等方面变化较大；特别是，明清时期战争、移

民等对该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揭示该地区现存的区域特

征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对于发展该地区文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

迪意义。同时，本书还涉及该地区明清时期的环境变化，这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为该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二、学术史回顾

近年来，利用《燕行录》所作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研究的领域也

越来越广泛，然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显得相对薄弱。

本书将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由于本研究的学

术史涉及面较广，在此将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回顾，即有关《燕行录》

的研究史和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情况。此外，未能在

此提到的其他研究内容，将放在各章的具体研究中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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