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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山西东屏太行，西濒黄河，北通塞外，南控中原，是中华民族的

主要发样地之一。中华文明辉煌灿烂，三晋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

献丰富、文化遗产厚重，形成了兼容并包、积淀深厚、韵味独特的晋

文化。山西省政府决定编篡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山西文华~ ，以汇集

三晋文献、传承三晋文化、弘扬三晋文明 O

《山西文华》力求把握正确方向，尊重历史原貌，突出山西特色，

套萃文化精华，按照抢救、保护、整理、传承的原则整理出版图书。

丛书规模大，编篡时间长，参与人员多，特将有关编篡则例简要说明

如下。

一、《山西文华》是有关山西现今地域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分

"著述编""史料编""图录编"。每编之下项目平列;重大系列性项

目，按其项目规模特征，制定合理的编篡方式。

二、"著述编"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山西籍作者(含长期在晋

之作者)的著述为主，兼收今人有关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性著述。

三、"史料编"收录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关山西的方志、金石、

日记、年谱、族谱、档案、报刊等史料，以影印为主要整理方式。



四、"图录编"主要收录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关山西的文化遗

产精华，包括古代建筑、壁画、彩塑、书画、民间艺术等，兼收古地图

等大型图文资料。

五、今人著述采用简体汉字横排，古代著述采用繁体汉字横排。

《山西文华》编篡委员会



史念海先生



序

《中国的运河》这部书本是我的旧作 。 新中国成立初年，有些同

志主张重印出版。 当时别有任务，无暇从事修订，因而就搁置起来 。

近年一些有关的著作，间或引用这本拙著中的论点，有的就利用这

本拙著中的资料。 这样不以覆舰相视，看来还有重印的必要 。

既是早岁的旧作，自须多加修订 。这些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地理

学的研究，不时接触到运河的问题，正可借此补正 。 又由·于运河的研

究已渐为世所重，有关的撰述时有所闻，发微探幽，皆见功力，如能

随处采撮，就可略减瑕疵 。 这都有助于修订的工作 。

以前，一些同志不时有所询及 : 当年撰写这样一本著作，动机何

在?这里不妨略作说明 :

这事得从历史地理学和沿革地理学的关系说起。 历史地理学是

一个有悠久渊源的学科。 可是长期却被称为沿草地理学，历史地理

学这个名称是晚近才普遍使用的 。 这两个不同的名称是有相当明显

的区别的 。 作为沿革地理学就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 其一 ， 沿革地理

学的研究是以探索地理的建置沿革为主，如何能够说明历史时期地

理现象的变迁?其二，沿革地理学如何能够为世所用?抗日战争时

期，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 。 核实而言 ， 沿革地理学是难以完全说

明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若干变迁的 ，也不易解释和地理有关的若干

历史事实 。 至于为世所用的问题 ， 不能说沿革地理学就不可能为世

所用，即使能够为世所用 ， 究竟不是十分广泛的 。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逐渐明确了沿革地理学只是历史地理学的

序



一个部分，而历史地理学则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的学科。 地理现

象是经常在变迁着，这样的变迁对于人的从事生产及其他活动必然

会发生相应的影响 。 人是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 。 这样的利用

中 和改造又会反过来影响自然，促成地理现象的新的变迁。 这样互为

自 影响，永无休止，其间具有各种相应的规律。 历史地理学正是要探求
弃 这样的变迁 、影响及其有关的规律，使人能够更 多更好地利用自然

和改造自然。 这样的要求就不是沿革地理学所能够完全完成的 。 抗

日战争时期，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未曾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时，我所

能够探索到的，也只有下列这两点:其一，沿革地理学诚然在历史地

理学中居有一定的地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却不应仅限于沿革

地理学的范围 。 如何才能超出这样的局限?由于当时对于历史地理

学的学科性质和有关的范畴尚未有明确的论定，还难说得具体。 好

在已经注意到事物的变化，应该据以说明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

响 。这样就可以稍稍轶出沿革地理学的旧规。其二，我逐渐体会到像

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应该为世所用，而且还应该争取能够

应用到更多的方面 。 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它是否能够长

期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了 。 历史上曾经有过若干绝学，最后终于

泯灭无闻 。 沦为绝学自各有其因素，不能为世所用可能是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 。

有了这样一些设想，就企图作出较为具体的运用 。 当时我和顾

顿刚先生皆寓居北碍，近在比邻 。 我向顾先生谈到这样的设想，承他

赞许和鼓励，我就从事对于运河的研究 。《中国的运河》这样的书名，

也是承他指定的，书稿写成之后，并承他过目和安排付印 。 今修订出

版此书，而先生巳归道山，请益无从，念及嘉陵江畔追随杖履的情

景，法然无已!

当时，既然有这样的设想，研究运河自然就不能限于探索各条

运河的沿革，但还是由史学着眼和立论 。 固然也曾试图说明事物变

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却往往是偏重于社会和人为的方面，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然的因素就显得少些 。 这些年来从事野外考察，也感到应该有所增

补，这样就不免要有更多的改动，不是局部的修订所可了事的，拾遗

补阙，只好稍待来日 。

历史地理学诚然要为世所用，但当时从事运河的研究，却是难 序

于希冀能够实现这样的奢望 。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紧要关头，历

史上能够兴修运河的地区，绝大部分都已沦陷 。 而且在那样的社会，

要想兴修运河，那真是缘木求鱼，谈何容易!如果说为世所用，那要

等待到建国以后 。 实际上，正是在建国以后才能把整治旧运河和开

凿新运河的工作提到建设的日程上来。

建国以后，我能够有一些机缘看到前代运河的遗迹和京杭运河

得到整治后的现况，使我感到鼓舞 。 我曾在山东定陶和巨野之间考

察荷水原来流经的地区，在河南洪县和泼县访问曹操为修凿白沟而

堵塞漠水入白沟的材头，也曾在关中平原探索汉唐潜渠的故道，在

河南安徽一些县市访求隋唐运河的遗迹，在洛阳市区欣赏唐代含嘉

仓的规模，在开封城中寻觅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所描绘的泞河桥梁

的旧址，在通州市外了解通惠河和璐河会合的水口 。 每到一处，都可

以想见前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成就 。 我也曾辗转往来于大湖周围各

处，在江苏高淳东坝考察了传说是伍子膏所开的渠道，在杭州市南

寻求江南运河与钱塘江交会的地方 。 我还曾循嘉兴附近的运河，达

到苏州的药门，看到运河中的船只交错往来，略无阻碍;片片白帆高

擎船上，络绎不绝，极目远望，了不见端倪 。 我还曾畅游江淮之间，得

见高邮以南已经展宽的运河新姿，循河上下，碧水长天不见涯际;由

汽轮拖带的长队木船，先后遥远，破浪前进，宛如渡海蚊龙，迅即远

去，不可复睹 。 由此，我深深感到，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运河才能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更增加了修订这本拙著的勇气 。

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振兴中华，四化建设更是日新月异，捷

报频传，运河的开拓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端 。 就在前几天，更传来

了京杭运河高邮县至临城段拓宽疏泼工程竣工的喜讯，从事研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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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人听到这样的信息，怎能按捺下去喜悦的心情!这本拙著如果

能够对四化建设略尽一点添砖添瓦的微力，也是恭逢盛世的一点

心愿!

念海记

1985 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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