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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

同缔造的。在漫长由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E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蕴民地社会，

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 o la 
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吕边疆地区与中原地这就有密切的联系，但

它妇之间又存在若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

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拉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

fl 拉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诗，总结历史经挂

教剖，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自家、领土、

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宙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

爱罢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E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

窍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银少有人问津，致使这 fl 学

科长茹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花，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

政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皇族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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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前花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到宁主义、毛泽东思怒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

针，并以本学科结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

的团结，便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作出自已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若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E广泛，举

凡边疆史地理论、中 E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

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

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壳，其有

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E

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

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自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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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世纪之交，我国政府确立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为西

部地运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其窟，西部地区如何充分利

用这一机遇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成为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部

门所重视的问题，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部地区有

着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也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在西部大

开发中回颜和借鉴以往的开发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对西部的

开发，元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西部大开发所涵盖的西部范围，最初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认识，或认为是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匹J!I、重庆、西

藏、云南、贵州、新疆等十个省市自治区，或认为还应该包捂内

蒙古、广西两个自治区，或认为不仅包括西部、西南地区，还包

捂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提据《国务庭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西部大开发的西部主要是指内蒙古、宁

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11 、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书搞所涉及的西部的范围即是

上述 12 个省、自治运、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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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拥有土地面积 540 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暗地

面积的 60% ，人口约为全昌人口的1/40 西部地区不仅是我

国的主要牧业基地，有着丰富的畜牧业资裙，也有着丰富的矿

藏，一些稀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丰富的资

源将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就是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新疆地区有着丰富的

牧业资摄，其独特的气候条件也为特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丰富的 138 种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

以及大量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则为新疆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摄优势，目前已经探明储量的有 76

种，其中有 5 种位列全医首位。在矿产资源中，丰富的石洁、

天然气资源占我国陆上天然气资据总量的 34%多，吕前已经

影成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吐哈三大油田和克拉玛弦、挂

出子、乌鲁木齐、泽普四个石化基地。茹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

气东输工程已经纳入国家计划，由此看新疆地区的资源优势

不仅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市且也将对沿途省区的

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新疆也是全国最大的优贡棉

商品基地，该地区的气候也十分适合果持、商菜、油菜的生长，

干燥、昼夜温差大的浩特气候使这里的林果业独具特色。云

南省的资源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六位，有四大资游、优势:一是动

植物资源丰富，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花卉之乡、药材之乡等

美誉，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种数都占全国的 50% 以上;二是

以磷和有色金属为主的矿产资源丰富， 25 种矿产是全国前三

位;三是水资源丰富;因是放潜资源丰富等。除畜牧业资源、

矿产资源、特色农业资涯等之外，西部地区还有一个巨大的资

摞优势，那就是旅潜资摞。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主要体

现在:一是独特的自然景观;二是丰富的人文景观;三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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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的口岸:因是短期异国族静。梧对于西部地区脆弱的生

态环境来讲，旅游业的发展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

十分重要的，雨丰富的族潜资源则为其提供了牢臣的基础。

西部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之一，尤其是陕西，在居住以

前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先后有 11 个王朝定

都在此。历代王朝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很早郎己有之。我们的

先人在这一地区创造了她烂的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挟西龙

也文化以及分布于辽阔的草原地区的结石器文化，也表明着

西部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由于开发较早，在这里先

后诞生的周人、秦人，一个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

王辑，一个则结束了春秩战医以来我国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

一多民族中央集权的秦王罄。秦王朝的建立对于我国多民族

自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促

进了西部尤其是关中边远的开发"八百里秦)11"也由此成为

了众多政权为统一中国哥梦寐以求希望占据的地区。汉王朝

统一中匮后将都城建在了长安(今西安) ，开发进入了第一个

鼎盛的时期，高度的发展不仅使关中地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市且也使关中地区成为西汉武帝开疆拓土

的后方基地，由这里出发通往欧洲、南亚等地区的丝绸之路那

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虽然给这一地区的开发带来了破坏，

组结束割据统一中国的隋唐两朝嵌然看中了关中地区的富

庶，定都在今天的西安，闻名世界的"盛唐文明"由此诞生，残

富在辽阔的西部地远的众多锦寺遗址、道路遗址及众多的文

物迄今依然在向我们传递着盛唐文化的信怠。或许是太早太

长久地捏负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重任，不仅

耗尽了关中地区的开发硕果，持续的开发也为关中地JK带来



了严重的破坏，自唐代以后关中地区永远失去了全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随着关中地区的衰落，兴起于也属于西

部范围的蒙古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开始主宰中国政治发展的

脉络，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萌实现了对中国北部的

统一，而后党项建立的西夏则割据西部一隅，蒙古建立的大元

更是成为了统一中国的王朝。尽管如此，西部地区的发展仍

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逐渐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列强对我国侵略的加剧，开发西部

的呼声一直没有断绝，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无论是学术

界的有识之士，还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纷纷将抵御外侮、振

兴中华的希望投向西部，希望将西部建设为支持抗占哉支的"大后

方

主茹各忱呼吁下，国民政府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先后出台了一

些有助于西部开发的政策和撞施，西部地区在经历了长时期

的沉寂后终于迎来了又一次的开发活动。受到各方面因素的

制约，尤其是当时国内外局势的严梭，此次开发活动虽然为西

部带来了希望，并推动了西部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并没有

使西部重新振兴，更不用说恢复昔日的繁荣。红军到达挟北

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进行过类似于开发的"大生产运动"虽

然取得显著效果，徨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读甘宁边罩。 1949 年

薪中国成立之后，以"三线"建设为契机的开发活动也曾经蓬

蓬勃勃地展开，西部地区的发展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但直到

20世纪末，西部依然是我国发展缓嚣的地区，和内地尤其是

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斯拉大。目前西部人均 GDP 只相

当于全国平均数的 60% ，全国民未实现温馅的贫困人口大部

分分布于该地区，西部已成为中国这一世界巨人肩上沉重的

捏子，使其在走;再现代化的路途中步履蹒跚。但是，西部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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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发黑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步钱，这也是在世纪

之交我胃政府作出西部大开发重大决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所面艳的条件虽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

化，但有些自素，诸如恶劣的自然环境、多民族分布的人文特

点、待开发的各种资源等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望而在这种

情况下对 20世纪的开发活动进行总结，f:昔鉴其经验和教说，

无疑是必要的。这也是我扪选择 20 世纪西部开发进行研究

的一个主要岳的。

正是因为西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

雨关于历史上西部开发或经济发展的论著众多，甚至可以说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张君约在 1939 年出版的《历代屯田

考》、窟启字在 1944 年出摄的《历代屯垦研究》等是 20 世纪前

半叶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另外，还有陈直 1958 年出版的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李剑农 1959 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

唐经济史稿》、王毓娃 1965 年出版的《明代的军屯)，xtJ光华

1988 年出般的《汉代西北屯臼研究》、王希搓 1990 年出版的

《清代西北屯臼研究》、杨向奎等在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屯垦

史》、赵儒生在 1997 年主编出摄的《古代西北屯国开友史》、贵

升i六百年经济史编委会 1998 年出版的《贵井|六百年经济史》、

方铁等于 1997 年出摄的《中自西南边疆开发史}，以及众多的

地方史，如《新疆简史》、《甘肃古代史上《青海通史》、《陕西遥

史》等，断代或政权史著作，如李蔚 1989 年出段的《西夏史研

究》等等。这些众多的著作或是西部开发方面的专门性著作，

或将开发活动纳入到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进行宏观的探讨。

近年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提出后，关于历代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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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著作更是大量涌现，其中对西部沙漠化问题的研究和

探讨不仅得到了史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而且一些自然科学

领域的学者也在借助科学的手段进行探讨，并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综观这些论及西部开发的研究成果，有几个现象引起我

们的关注。一是以古代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占绝对

多数，~亘以近代和现代的开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十分鲜

见，上述所罗列的著作多数属于此类。二是以古代开发活动

中的某项具体开发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较多，尤其是历代

的屯田开发，上述历罗列的众多著作有很多即是这方面的专

门性研究成果，市缺乏系统探讨或介绍整个西部开发历史的

宏观著作。三是众多的研究著作即使在时闰下线涉及到了

20 世纪的开发活动，但多是截至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 20世纪西部边区百年开发为研究对象，系统总结其成

敢得失的论著尚未见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恒史学界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侧重于古代和近代研究的传

统，以及浩如烟海的当代资科难以充分掌握是其中的两个重

要原因。也就是说，关于 20吐纪西部开发历史的探讨目前还

依然处于空白阶段，这也是我们选择 20世纪西部开发作为研

究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对 20 世纪西部开发进行探讨不仅有着较高的学

术价值，也极富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西部地区也有过辉煌，

不{又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

是在汉唐数百年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并通

过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是，在唐代之后，髓着

我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西部地区陷入了长期的缓慢发展

或停滞的状态，直至 20 世纪韧期，停跑着墨难的如剧，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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