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研究方向。
以中国古都学为代表的历史城市地理学近几年来取得了非常丰
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文。随着历史城市地理
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大城市近代化和区域市镇研究日益兴起。前
者以上海、武汉、重庆等近代化研究为代表，后者以江南市镇研究
为代表。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虽然上述相关研究的陆续开
展，使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使历史城市地
理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到目前为止，对内地落后地区进
行的研究仍相对较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山西省是一个典型的内地落后省区，具有非常鲜明的封闭性

特征。这种封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形封闭，另一个是社会
封闭。山西省东西两面分别是太行山和吕梁山，北面是长城，南面
是黄河。这种地理环境，使山西省有别于其他地区，成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地理环境封闭相伴而生的是，山西社会也相
对封闭。在整个近代，山西省一直都是一个以封闭保守、自成体系
著称的省份。
在近代，山西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清末时期，由于金融

业十分发达，以至于山西有富甲天下的说法。民国时期，山西长期
被以阎锡山为核心的晋系占领。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山西
经济和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被北洋政府誉为“模范省份”。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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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阐述的是山西的自然地理和农业基础。这是近代山西城镇发展
的背景和前提，唯有建立在对此相关问题清楚了解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可能获得对近代山西城镇发展最清楚和最基本的认识。
近代化是一个社会学的课题，它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一

般是指近代时期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变化。近代时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近代化的发
展。在近代化浪潮推动下，城镇政治、经济等功能方面的变化，要
远大于形态方面的变化。因此，在论及近代城市地理这个题目时，
城市功能方面的变化应该是我们十分需要注意的问题。有鉴于民
国时期，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行，山西城镇文化教育功能有很大加
强。所以本书在研究城市功能时，除了从经济方面来讨论之外，还
从行政、教育方面来讨论山西城市功能的变化。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由于本人才

智鲁钝，学识粗浅，在具体的行文和论述之际，多有错误和遗漏之
处，之所以不吝卑陋，是希望通过本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唤起广大其他学者对该相关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从而推动
该方面学术研究的向前发展。

曾 谦
2009年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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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山西推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区村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教育
史、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山西是近代中国内地
落后地区一个独特的现象。
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

化会通过城市反映出来，而城市的变化则能更深刻地反映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这样，通过研究山西城市，便能更深刻
的认识、了解近代山西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的
是，现在山西城市体系存在着大城市数量稀少，中等城市发育不
足，小城镇分散落后的特点。对近代山西的城市进行研究，可以使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现代山西城镇体系形成的特点，从而为以后山
西的城市建设提供更好的借鉴。
按规模划分，城市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镇之分。在

近代化影响下，各等级城市的变化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近代时
期，城市的变化按等级规模大小，呈现出由大到小逐级递减的特
点。本书讨论的是，山西这个区域所有城市，在近代化影响下所呈
现出的特点。所以本书所论及的城市不仅包括太原这个大城市，
还包括散布于农村的大量市镇。根据一般的习惯，县级以上行政
机构驻地，被称为是城市；县级以下行政机构驻地，被称为是市镇
或城镇。这里为了行文和表达的方便，把近代山西的城市和市镇，
统称为城镇。由于本书力图获得一个对近代山西城市变化的整体
性认识，讨论的是近代山西所有各级各类城市、市镇的地理分布
特征，故定名本书为《近代山西城镇地理研究》。
地理环境对城市分布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古人就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
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说法。可以说地理环境直
接决定着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另外，基于城镇和农业之间密切的
关系，研究近代城镇发展，还需要对近代山西农业的发展状况，有
非常详细的了解。这样，在讨论近代山西城镇这个题目时，本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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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本书选题的意义
本书之所以以近代山西城镇地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
1.加强山西城镇的研究
山西城镇起源较早，在历史城镇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山西城镇变化较少。进入到近代以后，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使山西城镇也发生深刻
变化。正是经由晚清及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才真正成为近代意义
上的城镇。虽然，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变化比较深刻，但由于种种
原因，对山西城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以近代为对象的研
究相对较少。因此，本书对近代时期的山西城镇进行研究，对于加
强山西城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加强区域城镇的研究
中国是个面积广大的国家，各地区由于地理和区位不同，相互

之间差别很大。如在现代化问题上，张朋园先生在《湖南近代化的
早期进展》一书中写道，“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
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
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
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①，所以区域研究一直是人们比

①张朋园：《湖南近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 2002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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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关注的问题。历史城镇的区域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
意。在国家“八五”社科规划中，《近代东南沿海城市研究》《近代华
北城市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研究》都是从区域角度来对近代
城镇进行研究的。从目前区域城镇研究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城
镇研究较多，而广大内地，包括山西的城镇研究却相对较少。
近代时期，山西具有非常鲜明的封闭性特征。山西的封闭性特

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地形上来看，山西相对封闭。山西
东部是太行山，西部是吕梁山，中部是狭长的河谷盆地。山西的这
种地形特征，一方面使山西易守难攻，保持一方安定，另一方面也
使山西对外交通困难，滞碍了山西对外的交流与往来。由此，山西
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区域。二是从社会上来看，山西相对封
闭。近代时期，战乱频繁，晋系军阀力量相对弱小。山西军队进攻不
足，退守有余。为求自保，阎锡山闭关自守，加强在山西的独裁统
治，山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对近代山西地区的城镇
进行研究，对进行封闭地区的城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山西城镇进行整体性的研究
目前，近代城镇研究基本上是以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武汉

等区域性“大城市”以及沿海沿江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如宁波、福
州、厦门、南京、苏州、长沙、成都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中等城
镇、小城镇及农村却涉及的相对较少。这样，采用历史地理的方法
对区域的城镇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便变得十分具有必要。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情况复杂，尤其需要采用历史地理的手

法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山西地势北高南低，地形以山地为主，兼具
丘陵、平原、盆地等多种地形。地形不同，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平原
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被纳入到资本
主义的经济体系当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普遍推广，各种新型
事业次第举办。山区则经济落后，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区
域经济差异的存在，使城镇差异随之出现。近代时期，一方面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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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代表的大城市，建立起现代化的重型工业，其机器之先进，工
艺之高超，在整个国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基层
的农村乡镇，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集贸方式，农民定期集市，“抱
布而易”远远隔离于现代工业文明之外。由此，本书从历史地理的
角度出发，对城镇的等级、规模、职能等进行研究，在立足大城市
的同时，覆盖其他各级城镇，以此来获得对整个山西城镇状况的
总体性认识，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研究的现状
1.近代城镇研究的现状
历史城镇研究是城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

中，以古代都城研究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城镇研
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相比，近代城镇研究虽略显单薄，但也
取得了不少成果①。近几年出版的近代城市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
上海、天津、长沙、杭州、武汉、昆明等大城市外，秦皇岛、青岛、烟
台、鞍山、本溪、开封、包头、自贡、成都、济南、宁波、温州、广州、景
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各自的专史论著问世。20世纪 90年代陆续
推出的各种“老城市”著作，为近代城市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
拓展了近代城市研究的道路。如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
《老上海丛书》，包括“建筑寻梦”“交通览胜”“行业写真”“体坛回

①刘惠吾等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张仲
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
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
学出版社 1987年版。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
育出版社 1993年版。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年版。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罗澍伟主
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周峰主编：《近代时
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
版社 1997年版。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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眸”“外侨辨踪”各卷。北京燕山出版社于 1996年出版了《北京旧闻
丛书》，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
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则推出了《老成都
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了《老北京》《老南京》《老天
津》《老西安》《老广州》《老昆明》《老杭州》《老武汉》等十几种老城
市史书，均配有名家解说，可谓图文并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近代城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天津、

武汉、重庆等为代表的大城市研究上，“迄今为止，近代中国学者
的城市研究并未超过 20世纪 90年代初以个案研究见长的‘四城
市史’”①。近些年来随着近代城镇研究的深入，近代区域城镇研究
和中小城镇研究也逐渐展开②。其中以茅家琦对长江下游城市的
研究、张仲礼对东南沿海城市、包伟民对江南市镇的研究为最具
代表性。另外，四川大学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庄德林等编
著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
史·现状·发展》、许学强的《城市地理学》③等学术水平较高的著

①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 4
期，第 90页。
②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

民出版社 1993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
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
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王守中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
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张仲礼主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2年版。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1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③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庄德林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顾朝林：《中国城镇体
系———历史·现状·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许学强：《城市地理学》，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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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对近代城镇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总汇起来，
近代城镇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城市发展的研究。在城镇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一致认为外

国资本主义入侵，本国的工业化发展是促使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量，但不同地域的城市由于地区条件不同，它们的发展特点不
尽相同。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指出，近代上海得以
兴起成为全国特大城市，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二是在近代特殊
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小环境；三是全方位的对外开
放。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认为，武汉的发展特点是，因
商而兴；城市发展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城市发展加速，但发展
道路曲折。隗灜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认为，近代重庆兴起
的原因有四：一是开埠的影响；二是商业贸易的发展；三是近代交
通运输的推动；四是城市行政。常宗虎著的《南通现代化：1895－
1938》认为，南通的现代化进程与张謇的个人思想行为有密切关
系。指出南通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在相对封闭的
环境下进行的；二是以工业为主题，由点到面全面推进现代化建
设，提出垄断是南通现代化失败的症结所在。
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城镇及其近代命运》从区域的角度出发

认为，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虽然导致江南城镇发展出现困难，但
它同时也给江南城镇棉纺织工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曲晓
范从东北区域出发对城市的发展进行研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大
规模投资是推动东北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以徐世昌、张作霖等
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东北的城市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东
北地区丰富的资源是东北城市发展的基础。
何一民在《中国城市史纲》中从全国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近

代东西部城市发展不平衡，西部城市发展缓慢，西部城市的这种
状况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大量工厂内迁才有所好转；认为
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军阀混战，盗贼横行，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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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贫困是西部城市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此外，庄德林等编
著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许学强的《城市地理学》等也都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
（2）城市职能和城市规模的研究。中国传统城市是以行政功

能为主体，经济功能附着于行政功能，城市基本上是消费型城市。
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发展》认为，进入到近代
以后，城市的经济功能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贸易港口城市产生、
现代交通枢纽城市和工矿业城镇得到相应发展。何一民的《中国
城市史纲》，把近代城市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上海、天津、武汉为代
表的综合性通商城市；第二类是以香港、青岛、大连为代表的殖民
地城市；第三类是以南京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城市；第四类是因工
矿业和交通运输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第五类转型中的传统城
市；第六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城市。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
变迁》中，把东北城市分为口岸城市、能源城市、机械工业城市、商
业城市、旅游城市、文教城市、军事城市、行政中心城市、交通枢纽
城市等几种。张仲礼主编的《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对各城
市金融、贸易、交通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指出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各城市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关于城市的规模主要是通过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来研究的，

但在近代由于城墙被推倒，城市的面积估算变得极其复杂，所以
常以人口数量来研究城市的规模。何一民在《中国城市史纲》中，
把城市划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中小城市、小城市几类。
认为，在近代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较快，其特点表现为人口向大中
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集中，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很慢，城市
化水平依然很低。胡焕庸等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计算出长春、
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从 1843年到 1933年均出现较大幅度
的增长，其中长春的人口竟然增长了 24倍。顾朝林在《中国城镇
体系———历史·现状·发展》指出，近代城市规模发展出现了很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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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大城市迅速增长。从其增长的类型来看，
主要有殖民地型港口贸易城市、新兴工矿城市、新兴铁路枢纽城
市，以及新辟的商埠老城市。二是小城镇普遍发展。普遍发展的小
城镇包括农村小集市、近代交通小城镇、近代工矿业小城镇、战时
小城镇等。城镇等级规模总的特征是小城市为主体，中等城市很
少，大城市比较发达。
（3）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近代城市的规划完全不同于传统封

建时代，何一民在《中国城市史纲》中指出，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可
分为外国侵略者制定的规划和中国人自己制定的规划两种。外国
侵略者制定的规划又分对城市部分地区制定的规划和有明确城
市整体规划意图的规划。中国自己制定的规划，主要有对南京、上
海、重庆、天津等大城市制定的规划。从中国自己计划制定的情况
来看，有照搬欧美规划理论的倾向。
中国城市建设在近代时期出现了新的面貌。何一民在《中国

城市史纲》中指出，近代时期中国的城市建筑、市政工程和公用
设施，如煤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有一定发展。曲晓范在《近代东
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指出，在城市建筑的外观上，可分为有传
统风格的城市沈阳、吉林，也有体现欧洲风格的城市大连、哈尔
滨，还有具有东西两种文化特点的折中主义城市长春。在城市形
态上，有组团式、带状式、扇面式、中心区加卫星城式几种。相比之
下，小城镇的形制变化不大。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城镇及其近代
命运》认为，江南城镇基本呈现的是简单原生型模式。进入到近
代，尤其是 20世纪以后，虽然各地城镇的城镇建设有一定改进，
如街市改铺路面、设置路灯、修建厕所、加强消防设施等，但镇区
总体的传统格局基本未见有明显突破。指出，在以公路为主体的
近代交通真正影响江南农民之前，这一地区的城镇形态不可能有
更多改变。
（4）城市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一些近代大城市的社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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