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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研究
内容提要

本书以河西走廊自然、人文环境的变迁为基本出发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

族学、考古学、环境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探讨了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民族、人口、军

事、行政建置、生产方式、水利制度等人文因素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一定层面

上揭示了处于干旱区域的河西走廊绿洲荒漠化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及其动力机制，为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域土地荒漠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认识和推动

该区域今天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编辑说明

2000 年，新组建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 年，该中心所依托的主要学科———历史地理学又被批准为全国

重点学科。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的推动，经过几年的发展，

中心内部的工作相互协调和促进，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等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本中心的工作方针是: 以史为鉴，充分发挥学科交叉和历史地

理学研究的优势，以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研究为

主线，围绕西北地区环境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开展工作，

力求在学术上不断创新，积极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和决策依据。

历史上的开发活动一般仅涉及地理表层，其技术含量有限，水

平层次不高。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已拥有相当

的物质储备和资金技术，当代人理应了解历史，摸清家底，实事求

是，立足于中国和亚洲，面向全世界，从战略高度着眼于未来，充

分利用内外部的和平环境，寻找和开辟适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经济之路。

我们认为，同过去的研究相比，现今的环境变迁研究、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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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研究更加重视多学科协作，强调不同研究手段共同参与合作

性研究工作。对于研究结论，不仅要求定性，而且要求有定量的成

分，强调研究精度。更重要的是，科研工作已从学术殿堂走向现实

社会，为现实问题寻找解决途径，成为国家、社会和单位对科研工

作的一项具体要求，与之相关，这也应当成为学者的一种专业自觉。

教育部制定的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

办法》，对基地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很高的要求，即: 通过组织重大科

研项目，产出重大研究成果，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建立知识创新机制，使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并在

国际相同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学术声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重点

研究基地。基地的经常性工作就是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学术交流，

推进学术研究。本丛书的策划和编辑，正是对上述要求的一种直接

响应。

本丛书的合作对象是三秦出版社，我们感谢三秦出版社对学术

研究工作的协作和支持。

本丛书的著述形式包括学术专著、译著、会议文集、个人文集、

专题资料、图集、研究报告等。

为保证丛书质量，由编委会负责对丛书书稿进行审查。



前 言

2009 年 6 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武威市博物馆发起，陕西师范大学、武威
市人民政府及武威市文化新闻出版旅游局、武威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 “2009 年
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丝路上的重镇
武威市隆重召开。来自北京、西安、兰州、武威以及河西各地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60 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盛会，时逢武威 “天马文化旅游节”火热举办之际，作为该项节庆活
动的重头戏之一，研讨会备受各界关注，为热烈喜庆的旅游节日增添了浓浓的
学术气氛。同时，此次盛会也是高等院校与地方政府、地方科研机构在学术交
流合作方面的一种新的模式，是一次有益的成功的探索和尝试。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进一步深化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及其机制的研
究，探讨河西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当前及
未来河西地区开发模式及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围绕这一主题，会上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新成果，展示了此方面若干新
进展。

人地关系问题，向为地理学核心的问题和根本的问题，毫无疑问也是历史
地理学的核心的问题和根本的问题。就历史地理的研究视域而言，我们认为所
谓人地关系，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生产方式作用下一定区域空间中生
活的人群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
系，人地双方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地理环境
的不断变化。

人地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论题。论其古老，因自人类诞生之日
起就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着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 论其崭新，

是指自工业革命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



发展，人类干预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和
能量转换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由此给地理环
境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也大大超迈于前，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地球生态环境
趋向恶化的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人地关系遂引起当
今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毋庸置疑，现代人地关系是植根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基础上的，是历史时
期人地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要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今天人地关系中出现的一
系列问题，离不开对于历史上人地关系的考察和探讨。不了解历史上人地关系
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机制，也就无从透析和揭示今天人地关系的现状和特点，

更不可能预测和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和变化。河西走廊就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发
展演变的一处颇具典型意义的地区，很值得深入研究。

河西走廊，位居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周边
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北边地乃至西方各
国的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是古代国际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所经的主要路
段、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无可替代的桥梁; 同时又是屏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央王
朝势力强盛之时所锐意经营的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地位。因而历代中央王朝大多十分重视对于河西的经营和开发: 修长城，列亭
障，筑关塞，派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商贸;

河西的自然环境也由此深深地打上了人类作用的烙印。

在河西这方热土上，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利用其特有的自然资源，开发绿
洲，建设家园，为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创造着文明和财富。曾几何时，河西的
水利灌溉和农业开发的成就足可夸富于天下，河西畜牧业的发展亦令世人称
羡，河西的历史文化精彩纷呈、美不胜收，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河西成为中国历
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河西堪称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 河西的
人地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积极健康、和谐发展的状况。

然而，河西人民在建树辉煌的同时，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教
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河西的人地关系也曾出现过诸多的不和谐、不相适应
的局面。由于历史上的滥垦、滥牧、滥樵、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利用，每每造
成风沙肆虐、土地沙化、自然灾害加剧，昔日一些美好的家园、秀丽的山川，

或变成濯濯童山、浊流恶水，或被流沙所吞噬……如我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发
现河西走廊历史上古绿洲演变为荒漠的土地就有十多大块，如古居延绿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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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西沙窝、金塔东沙窝、张掖 “黑水国”、马营河与摆浪河下游古绿洲、芦草
沟下游古绿洲、古花海绿洲、古瓜州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总面
积达 4700 多平方公里 ( 拙著 《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3) 。

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今天的河西是由历史的河西一步步演进而来的。

在其漫长的历史人地关系演进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失败的教训，

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富而珍贵的遗产。其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我
们显现了昔日开发的艰辛历程，展示了先辈们努力奋斗的业绩，而且还留给我
们诸多的历史教训和启迪。对于这些遗产，在时值西部大开发的今天，都很有
必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发掘，加以审视，加以总结，加以汲取，

从中揭示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供今天大开发之镜鉴，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
举办的主旨所在。

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50 余篇，本书精选其中的 29 篇，汇编成册，以
飨读者。这些论文内容涉及河西地区历史上的农牧业开发、屯田经营、水利兴
建、水资源管理、水环境变化、交通格局演变、军事体系构建、城镇布局与发
展、城市景观、民族关系、文化建设、历史地名、生态环境变迁、地方文献考
证、优秀历史文化弘扬、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等等，涵盖了有关河西历史
时期人地关系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展现了河西研究的一批最新成果。论文
的作者既有一直致力于河西及西北地区研究的老一代学人，有数十年如一日孜
孜不倦的当地文博工作者，又有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呈现出
一派人才济济、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相信这些成果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和社会上有关方面的热切关注的。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历史上我国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苦心孤诣，锲而不
舍，硕果累累，河西走廊亦是其关注的主要地区之一。武威市博物馆作为甘肃
省的重点博物馆之一，不仅收藏丰富，而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武威乃至西北历
史文化的研究，贡献良多，成绩骄人。此次校、地双方联手，密切合作，相互
学习，切磋交流，相得益彰，获益多多。此种合作模式在今后学术研究中值得
进一步尝试、创新与推广。

本次会议的举办，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和武威市有关方面和领导的高度重
视，许多同志为之作出积极努力。尤应提到的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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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侯甬坚主任、张力仁博士，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馆长、
梁继红副馆长、于光建馆员、武威十八中闫婷婷老师，以及陕西师范大学的许
多研究生，为会议的筹办和顺利举行，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汗水。对
于他们的工作，全体与会代表深表敬意和感谢。

李并成
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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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期河西文化发展述论

高 荣

摘 要 汉魏时期，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和封建统治体制在河西的确立，当地
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在河西迅速传播，而且河西在学术文化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
的政治军事和学术人才，并得到了中原士大夫的普遍认同，为十六国时期“五凉”文化的
繁荣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 汉魏时期 河西

汉魏时期，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移入，河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其文化面貌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河西本土不仅涌现出了许多“文为儒宗，武为将表”的政治军事人才，而
且产生了一批博通经学、长于文史的学术名家和“有名于世”的书法大家。正是这种变
化，使河西得到了中原士人的文化认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基础，也为十六国时期
五凉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五凉“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
下开( 北) 魏、( 北) 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续一脉，然后始知
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①。

一、汉魏时期河西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汉魏时期河西文化的迅速发展，与河西的经济、政治、交通地理和人口构成等都有着
密切的关系。

( 一) 经济因素
河西向以畜牧业发达著称，故有“凉州畜牧为天下饶”之说。汉代河西的畜牧业在原

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初年，河西官员奏事京师，往往是“官属宾客相随”，而
且“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②。尤其是凉州官营牧场的设立，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
在武威地区众多的汉晋时期墓葬中，屡次出土了铜质或陶质奔马及木马俑; 在张掖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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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4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年版。
《后汉书》卷 23《窦融传》。



台县骆驼城墓群中，则发现了甘肃出土最
大的彩绘木马①。这些不同质地、造型各异的马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养马业的

兴盛。河西除大量养马外，还有牛、羊、驴、骡、骆驼等各种家畜，这在文献和简牍材料中
均有反映。

随着大量人口的移入和屯田的扩大，河西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当时占主导
地位的经济部门，因而“风雨时节，谷籴常贱”。两汉之际，河西已是“晏然富殖”、“民庶
殷富”之区。《后汉书》卷 31《孔奋传》记载汉代在河西为官者，“不盈月辄致丰积”，固然
与官吏的贪婪榨取有关，同时也说明河西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以致在汉魏时期历
代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都得益于河西强有力的粮食和各种物资支持; 甚至在内地发生灾
荒时，还曾调运河西屯田积谷以接济。

河西的商业贸易也非常活跃。除本地的民间贸易外，还有大量的“胡商贩客”。《后汉
书》卷 88《西域传》称河西走廊的“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同书卷 31《孔奋列传》载:“姑
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李贤注云:“古者为市，一日三合”，“今既人货殷繁，故
一日四合也”。《后汉书》卷 89《南匈奴传》又载，汉章帝时，诏许北匈奴至武威与汉吏人合
市，“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位于河西走廊西端
的敦煌，因为地处丝绸之路之咽喉，商业贸易繁荣，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②。

河西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各类学校的兴办和人才培养都是以
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
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正是“在古代河西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发
达的封建文化”③。

( 二) 政治因素
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地理、交通和社会风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

政治因素的影响则是最为经常和直接的。郡县制的推行，标志着汉朝封建统治在河西的
确立，河西正式纳入了全国地方郡县的统治体系，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得以在河西贯彻
执行。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的地位，又使儒家思想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迅速在河西普及
推广。武威汉墓发现的《仪礼》简和朝廷尊老养老、抚慰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诏令文书简
册、颁赐给年高者的鸠杖以及居延、敦煌汉简中的历谱、医方、日书、《苍颉篇》、《急就章》
等残篇，就是中央政令在河西实施和儒家文化在河西传播的反映。

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汉中后期，河西保持了长时
期的安定局面，《汉书》卷 94 下《匈奴传》称:“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
炽盛，牛马布野。”新汉之际，天下大乱，而“河西独安”，不仅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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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阅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 9期;甘博文:《甘肃武威雷
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 2期; 《魏晋陶奔马武威出土》，《武威广播电视报》2007年 6月 14
日第 2版;张掖文物管理局编:《张掖文物》，第 9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 4期。



地流人避凶饥者亦“归之不绝”①; 东汉初年，曾一度出现了“河西郡县城门昼闭”的紧张
局势; 后因羌族起义连绵不断，西北局势动荡不安，以致西域经历了“三绝三通”。但比之
关中、陇西和西域，河西仍然是相对安定的地方;加上许多在河西任职的清明官吏“随俗
化导，各得治宜”;“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河西时有“官民并丰，界无奸盗”的安平景
象②。所有这些，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三) 交通地理因素
河西因位处黄河以西而得名。其地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南部有白雪皑皑的祁连山

脉，北部是由砾石裸露的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等组成的北山山脉。南北两山之间地
势平缓，恰如一条狭长的走廊，故称河西走廊。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逶迤连绵，高耸入
云，人马难以翻越;北部的北山山脉虽不及祁连山陡峭险峻，但其北又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戈壁。相比之下，走廊腹地则平缓易行，又有或大或小的片片绿洲和分布其间的城镇村
庄，可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和补给之便。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使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不论是东来内地的客商，还是西往西域的使
者，都必须经过河西走廊。而其西端的阳关、玉门关，更是往来西域的门户，过往的商旅、
使者都要在这里休整集结或补充给养。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汉王朝修建了纵
贯河西的长城烽燧，在主要交通干道沿线设置了很多驿站传舍，为丝路贸易和中西交通
的畅通繁荣创造了条件，正如孙毓棠先生所云:

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
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
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
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了全国文化的
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③

汉魏时期河西文化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交通的发达”。
( 四) 人口因素
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匈奴浑邪王归汉后，其部众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五原、西

河等五郡塞外，称为“五属国”。河西一时“地空无人”，汉朝乃“稍发徙民充实之”④。经
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户 71370，口 280211。这些人口基本上都
是从内地迁徙而来的，故《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云: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
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他们迁入河西的同时，也将内地的文化传统带到了河西。
特别是两汉之际，避地河西的官僚士大夫中有很多人就是学有专长的硕学宿儒。如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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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后汉书》卷 23《窦融传》。
参阅《后汉书》卷 31《廉范传》、卷 76《第五访传》、《三国志》卷 16《魏书·任苏杜郑仓传》。
孙毓棠:《汉代的交通》，《孙毓棠学术论文集》，第 367 － 368页，中华书局 1995年版。
参阅《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汉书》卷 6《武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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