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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不仅勤于翻检文献记载 ， 还不顾艰辛从事实

地考察 ， 黄河之东 、 太行山西 ， 汾河上下. 长城侧畔 ， 无不有其足迹。 这

样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是不住多年以来摸索出来的

研究历史地理学较为有效的方法。

一一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史念海

古代文献对战争记载和描述的失实 .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没有亲历征

战……为此 ， 历史上的战争 ， 除了战争结果即最终的胜负记载属于可信

外 ， 关于战争的具体过程的第一手材料实属罕见……此书成功的关键 ，

无疑就是作者打破了纸上谈兵的研究传统 ， 而对范围广大的古战场进行了

野外实地考察 ， 对古战场上的全部战争过程进行了有科学依据的复原 。

-一一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 陈桥驿

定价 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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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

谭曙方先生在他的大作《时代的肖像一一地图背后的故事严第九章

中专立了一个"陈桥驿先生五次到山西"的标题。 我记得初次到太原大概

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为了主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

国际学术讨论会才有这次太原之行的 。 因为当时我担任了这个专业委员

会的主任，按规定每两年要主持这样一次例会。 由于 70 年代后期，由"以

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改革开放，学术界的国内、国际往还交流，应运渐

趋，活跃开来。我从 80 年代起就不断接待来访的国际学者，并频频出国讲

学，结识了不少国际学者，所以有条件在这类"国际学术讨论会"中邀请到

几位外国学者。

但是要请到几位国际学者与会，我必须首先选择一个会址，条件是这

个地方必须是个名城大邑，附近有值得观光的名胜古迹，其次是必须获得

当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 当年之所以首选太原，其中又另有一番缘由。

历史地理学会议是件小事，但另外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修

篡地方志的优秀传统，由于前有连绵不断的战乱而中断，继有各种"运动"

冲击而遭封杀。 是改革开放让这种传统得到恢复， 1980 年起，全国各市县

纷纷开始修志 。 而问题是，各地有修志经历或懂得志书的老一代文化人，

①作家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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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前代的战乱和历次"运动"中伤戮殆尽，后一代文化人多不知道方志

是何物。尽管中国社科院为此设置了一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专门

机构，各省市也建立了"地方志办公室"但主持这些机构的成员，多半都

是年纪较轻的后起干部，也缺乏领导这些机构的经验和修志的知识。 因

而各地的修志，有的是不成体例，有的则是无从下手 。 所以记得是 1983

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推出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陕西渭南、浙江萧山、江

西玉山的三部志书，并从全国进选了九位当时认为对修志稍有心得的文

化人和相关专家到北京参加评议。 我是有幸参会的九人之一，并在那次

会上结识了山西派来的刘海清先生 。 刘先生曾经是解放军的随军记者，

见识面广，而且为人坦率、语言爽直。 特别是山西省的修志比其他各省早

走了一步，所以在这方面，经验显然比他省丰富，他在会上的发言，比其余

各位确实高明，大家都很受启发。 我在会上曾称他"老马识途"而他竟以

"学富五车"还敬。为此，九位之中，我们二人"臭味相投"而相当莫逆。记得

当时的会议在京西郊外的一个宾馆举行，刘先生和我常在外面山坡上促

膝谈心，因而也就成了熟友 。 所以，这次会议我就有了请他支持在大原举

行的设想。

此外，在大原举行这次会议，还有我自己的一点私事。 当时，我正在搜

罗《水经注》的铁文，早就发现《方舆纪要》卷四 0 ，太原府、太原县、台验泽

下，引《注》文"晋祠南有难老、善利二泉……"共四十四字，而《古文尚书

考证》卷六下第九0也说"晋祠之泉，即注已详 。"我知道晋祠距太原市区

甚近，所以也想借此在我的治部工作中得点收益 。

刘先生的确大力支持了我在大原举行这次会议的要求，为我布置了

讲究的会场 。 不过列次会议都不见他到场，主要当然是他的工作很忙，此

外也可能是对于历史地理学讨论的课题，他根本没有兴趣。 但晋祠之行，

记得是他抽时间单独陪我去的，让我目睹，此二泉早已干泪了 。

这次在太原举行的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代表还游览了五台山胜景，

大家都很满意 。 但我感到最有收获的是结识了好几位山西的著名学者，

而现在此书的著者靳、谢二位，大概也是当时识荆的 。 谭曙方先生记叙我

"五次到山西"后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为我编印了一本《八十华诞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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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①(2003 年问世) ，其中有一幅 "1999 年参加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历

史地图学术讨论会"的照片。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入晋。至此，我在大原

已经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从通讯和他们的著作中，让我增长了许多知

识，确实获益良深，是我此生中的重要机遇。

今年深秋，靳生禾、石凌虚二位先生，不远千里惠临舍下，实在让我不

胜荣幸。 靳先生是我长期结识和景仰的太原人士 ;石先生虽然初遇，但也

一见如故。 他们转达了李广洁先生的问候，颇引起我对晋中旧友的眷念。

广洁先生现已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这也是当年他两度为拙著承担责

编时我所预料的 。 右先生现在是他的副手。 该社业务的蒸蒸日上、声名远

扬，是可以举目以待的 。

二位先生的驾临，特别是老友靳生禾先生带来了他和谢鸿喜先生合

作的《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巨作稿本，确实使我一见倾心，精神气

爽。我个人研究的课题虽然不少 ，但我明白，在各种课题的研究中，古战

场的研究，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承担不易;而精神上的剌激，尤能令人神

伤。 唐李华在其《吊古战场文》中所谓"黯兮惨悴，风悲日嚼 。 蓬断草枯，凛

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链亡群吻。 在他笔下，古战场是何等凄凉的情景 。 而

二位的研究，要在晋中八百余次历史兵焚中的二百八十余处古战场上考

察，不仅攀涉冒险，而且纠正了不少古人研究的错误。 古战场到处都有，

但如拙作《耐道元评传》③中提及的"今山西省一带是古代许多少数民族

角逐之地"战争频繁而战场罗列 。 所以二位的这种研究，在体力和精神

上都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与二位交往已久，素知二位在山西都是有

身份、有声名的学者，而却不辞辈辈，毅然从事这样一种艰苦的科学研

究 。或许会有人说"何苦呢!"我往年曾经即兴写过《论学术腐败》和《学问

与学风》两篇拙作 。 前者，确是当时学术界一件丑闻，一位身为教授的人

物，而竟抄录他书以为己作 。 学术界揭露了这种"腐败"而此人自己却仍

恬不知耻。后者，我在拙文中提及当前的潮流，人们对做学问这个行业，

①印数不少，但未公开发行。

②《古文观止》下册，长城出版社， 1999 年 。

③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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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缺乏兴趣，也不受重视。"后来我又为邱志荣先生所著《绍兴的风景园林

与水》①作序"当前的社会潮流是，写书的人很多，做学问的人却极少 。 这

中间有许多原因，我不必议论，也不便议论。"其实，我所说的"不必"与"不

便"是为了让此书作者、我的好友邱先生免受不必要的干扰。而像我这样

一个不愿再受干扰的老朽，在自己著作卷首的序中已经和盘托出"原来

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读书有罪，读书人有罪'的

时代。"②学术腐败和对做学问这个行业缺乏兴趣，其实都可说是时代的

后遗症。

此书的两位作者都是著名的文化人，在对做学问这种行业缺乏兴趣

的潮流中，他们却毕生坚定地做学问，这对不少喜爱做学问而又裹足不前

的文化人是一种有力的鼓励和鞭策。靳、谢二位这种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

勇气和持恒精神，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

言归正传，回到靳、谢二位坚持做学问的事。 二位做的研究，是一个历

史地理学的难题。他们不辞辛劳，甘冒风险而毕生从事于山西省古战场野

外考察与研究 。 联系到我自己，我在 1980 年以后也做过与靳、谢二位相似

的研究，但是远不能与二位那样跋山涉水、精查细考相比 。我是在读《水经

注》过程中，依靠邮道元的记叙，坐在室内拼凑成一篇《水经注军事年表》

和为这份《年表》所写的较长序言。③鄙注成书于公元 6 世纪，故书内所记

的战争，始于公元前约 27 世纪而终于梁武帝天监四年(505)。我为了让可

信度较大而不记早期，仅从秦庄公元年到梁武帝天监四年，在这一千三百

余年之中，邮注记叙的战争共达三百四十一年。 在《年表》中，没有战争的

安定年代只有六次，其中从汉昭帝元凤五年到汉成帝鸿嘉二年，是当时最

长的安定时代，也不过五十八年。邮氏记叙中，有多次杀戮逾万、血流成河

的战争，战场就在山西省境内。如二位详叙的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哪氏

在《清水注》和《沁水注》中都有记入。我的工作多半是书籍资料的考证，而

①学林出版社，2008 年。

②《水经注校证》卷首序言，中华书局，2007 年。

③《水经注军事年表》、(<水经注军事年表〉序>，收入《郁学新t它一一水经注研究之

三)，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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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时在公元 6 世纪以前，与靳、谢的皇皇巨构实在无法相比，但从研究

课题来说都是以古代战争和战场的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 我感到有关这

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成就卓著的两位山西专家的研究，除了对山

西这个地区完成了一个艰难而完美的课题、对历史地理学在学术上作出

重大的贡献以外，还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功绩，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有关

这方面的另外一种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奠立了具体的基础 。

我在这里提出的"另外一种研究"是对人类和平的研究 。 按科学属性

与靳、谢二位的研究并不相同，它绝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但如上所

述，二位的研究为这种更为重要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奠立

了基础 。我在拙著《水经注军事年表》序中最后指出"从人类的前途来说，

战争总有一天要全面停止，永久的和平必然会出现。 尽管现在说这句话，

看来为时还早，但人类社会的这种远景是不容怀疑的。 "我写此文在文末

所署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六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 现在，或许是我年

事稍长、阅历稍增，所以对"看来为时还早"这句话，现在已经有了一种新

的体会和说这句话时的不同希望。

我行年九旬，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是在战争恐怖中度过的。我在四五岁

的幼儿时代就接触到了战争的恐怖。 因为我们是大家庭，男人们白天都不

在家，家里的女人们在一个隐蔽的阁楼上自己动手设置了一处避难所。爬

上木梯，随即又拉上木梯，掩上阁门，可以容得了全家二十多位女眷、孩子

和女佣 。 我们曾经为此演习过几次，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为什么?因为是

"南兵"和"北兵"的战争 。 后来才知道，令人恐惧的"北兵指的是孙传芳

的部队。 以后又来了八年抗战 。 一个初中生，由于敌机的轰炸而随着学校

到他乡异县辗转播迁。而在无路可走、学校解散时，又只得逃回沦陷区，出

出入入都要提心吊胆。 最后又潜入日军未到的内地，在前线的枪战中血染

衣衫。 所有这些，在《八十逆旅》中都稍有记叙。

许多学者也记叙了各类战争，如国与国之战、族与族之战，这些在靳、

谢二位的著作中巳叙其详 。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战争，是什么原

因?人类要避免这些各种类型的战争，过永久和平的日子，是否"为时还

早"?我一直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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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车轮的前进下，世界总是不断进步的 。 我坚信，中国人民乃至世

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善良的 。 他们既经历了战争的摧残与折磨，对战争

自是深恶痛绝的，是以毕竟他们会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各类战争的

祸源，并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之，从而赢得永久的国家和谐乃至世界和平。

靳、谢二位先生，是我几次到太原结识的良朋益友 。 他们尽毕生精力

的研究精神令人敬佩吴似，而其研究成果，必将藏之名山、传至其人，也

是势所必然。

2012 年 11 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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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的政治中心无论早期在中原 ，后来西移关中，

抑或晚近北徙京菌，山西与中央或一衣带水、或一岭之隔，始终处于中央

的肩背 ; 山西自古居华夏族旱地农业文化与戎狄游牧族草原部落文化的

接合地带，向为民族碰撞、融合的中心边塞。 其战略地位如此。 由地理形

势上看，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谓，西、南有天主黄河，东有太行山，北

有万里长城，共同构成一气势浩莽的坚固围屏 ， 犹境内以低山丘陵为特

征的地形，关塞林立，津梁星布，极富进退回旋余地，既宜于弱势迂回运

动，又不失野战腾挪转输之便。 其战略形势又如此。 它尽管出于相对封闭

的地形从来不曾设过统一王朝的都城，惟其得失几无不攸关天下之成败

兴亡。 君不见，诸如秦汉间楚汉相争之际，韩信进取河东后 ，东出井匠 ， 成

为汉赢得战略主动，乃至形势急转直下的转换点;唐平定"安史之乱"中，

一侠郭子仪突破杀虎口进抵河东，东出井匠，安禄山战略部署顿形大乱，

成为唐军由一味溃败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按点 。 古来冷兵器时代如此，晚

近热兵器时代又何尝不如此 ! 上世纪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即为典型一

例 。 山西的战略地位、战略形势，赋予其在我国所有省区中具有最多最典

型的古战场一一成为山西一项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资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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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t鸟兽唾野外考察号研究

古战场出于遭受当年兵争本身直接摧残破坏，加以古来几无当事将

士留有战争实录、回忆录，是以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在学界被公认为是

历史地理学中最困难的研究领域。 笔者或土生土长于山西、或长期工作

于山西，念及身为山西学界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成员，毕竟出于无勇气

回避;更感于日前省上提出经济产业转型、建设历史文化强省的发展战

略，正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是以不佳更跃跃欲试以推波助澜，遂不情肤陋，

策划了"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课题。 课题在历史时期山西省境发

生的 800 多次兵争遍布的 280 余处古战场中，择取战争规模大、历史影响

深远者 20 余处，集中做了野外考察与研究 。 课题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

始，迄今屈指已逾 20 年了 。 此间每项完成时，均已及时发表学术报告，此

书即由历次学术报告结集而成。 诚然，结集时出于为使各篇行文尽可能

一致，就体例上略作了某些调整。 其中乖井纯缪在所难免，恳望师友、读

者不吝批评教正。 诚然，尽管笔者 20 余年间猿攀履险，做了尽可能的努

力，惟为学者深知学之难，学问非一人一家所能独善，此项研究乃至此

书刊行，倘能为日后踵而行之诸君提供一基本基础，不住即引为无上欣

慰了 。 山西省境古战场犹有许多具有研究价值而有待去做者，笔者则相

信自有后来人。

值此是书问世，笔者还深望藉此申明者:本课题的整个工作始终采取

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和已故前辈学者史念海先生开创的治历史地

理学以文献考订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课题实施中得到原山西

省副省长王昕同志躬亲关注，省科技厅以特例特批给予软科学立项资助;

在野外考察中受到各有关县市党委、政府、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与帮助;

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以九十高龄俯允作序;山西人民出版社慨

准出版一一呜呼!皆足铭感，一并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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