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及中国历史地理学基本知识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出版

都说巍巍汉唐，但汉朝、唐朝的版图究竟有多大？七大古都是哪七个？它们凭什么成为首都？黄河经常泛滥，为什么在东汉至唐朝
会有800年安流？《楚辞》中浪漫的云梦泽到底在哪里？上海又是怎么从一片滩涂变成坚实陆地并逐渐繁盛的？这些都属于历史地理学
的知识范围。

20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谭其骧先生逝世30周年。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谭其骧著述博
大精深，为学界公认。但阅读《谭其骧全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或许压力大了一些。

为向公众普及谭先生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精华，中华书局特邀谭先生的嫡传弟子、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带着学
弟孟刚一起，精选最能代表谭先生成就、主题重要且完整又具备较强可读性的篇章，编为10讲，以《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之名出版。书中包
括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历代政区、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地图等精彩内容，更有谭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
编，对这一学科所作的根本性定位与思考。书前设导言“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地理学”，书后附录“历代疆域政区概述”，各朝代政区一目了然。

能源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

我们的衣、食、住、行处处离不开能

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需要

的能源也越来越多。中国对能源的

开发、利用，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开采、使

用煤炭，《易经》中也有我们祖先使

用石油的记载。

我国西南地区凭借四川盆地广

博的地域、丰富的储量及开采前景，

成为新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地

区之一。60余年来，经过几代“川油

人”筚路蓝缕的奋斗，西南油气田已

成为我国能源战略通道的西南枢

纽。由天地出版社推出的长篇纪实

文学《大国能源：中国石油西南油气

田开发全景纪实》，用近50万字全景

书写了60多年来西南油气田勘探开

发与发展壮大的全程。

作者赵郭明耗时四年，采访了数

十位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人。走访

了数十位在西南油气田60余年发展

史上拼搏、奉献的几代“川油人”，以

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再现四川盆地油

气开发从披荆斩棘到突飞猛进的艰

辛与辉煌。从这些历史“在场者”的

讲述中，我们能以多视角、多层面的

沉浸式体验，深入西南油气田发展壮

大的历程，并与那些“在场者”一起，

感受他们以悲壮、牺牲、坚韧和奉献，

以及激扬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能

源情怀创造的价值诉求。

小说家、《青年作家》副主编卢

一萍这样评价《大国能源》：“这本书

之所以引起高度重视，并与一般的

纪实文学读本形成明显的辨识度，

关键在于作家紧扣当下热点话题，

将我国能源安全、能源革命与经济

安全、社会稳定予以有机结合。近

年来，我国能源供给与能源储备的

战略压力明显增大。如何建设好开

发、生产与供给的全产业链，并实现

能源强国的愿景？可以说，好几代

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为之付出

不懈的努力。”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大国能源》：全景记录西南油气田开发历程

涉及中国的
疆域和历代政区等

谭其骧（1911年—1992年），我国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

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1950年起

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历史系

主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编的《中国历

史地图集》是该领域迄今为止最权威

的里程碑式著作。1981年被聘为首

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

史组成员，1982年被聘为第二届国务

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著有

《长水集》《长水集续编》《谭其骧全

集》等。

在编后记中，葛剑雄提到本书的

编选原则：“一是尽可能覆盖谭先生

涉及的历史地理学各个方面，二是必

须代表谭先生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或最终成果。最终选定的10个方面

是中国的疆域、历代政区、七大古都、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文化的时代

与地区差异、马王堆古地图、西汉以

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东汉以后黄河长

期安流、云梦与云梦泽、上海的建镇

得名与海陆变迁，组成10讲。历代疆

域的变迁和政区沿革是中国历史地

理和中国史的重要内容，但第一讲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和

第二讲《中国历代政区制度演变概

述》限于篇幅，不可能具体讲述中国

历代疆域的演变过程和历代政区沿

革。在谭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

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中，每幅地图都附有谭先生撰写的

《图说》；故汇集从秦时期至清时期的

《图说》，编为《历代疆域政区概述》，

作为本书的附录。”

1982年，中央电视大学邀请谭其

骧为语文类专业1982级选修课“中国

古代文化史讲座”讲授历史地理。谭

其骧安排弟子葛剑雄讲“谈谈历史地

理学”，他讲“历代行政区划略说”。

葛剑雄的讲稿是在谭先生指导下写

的，并经他审阅定稿。葛剑雄将这篇

讲稿题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地理

学》，作为《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的

《导言》。这两篇讲稿都保留着原声，

已制成二维码放在《导言》及第二讲

的开端。读者可以扫描聆听。

让更多人了解
历史人文地理

日前，中华书局为该书举办新书

发布会，邀请葛剑雄、孟刚做客直播

间，为读者讲述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

研究、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的

大概情况、与谭其骧先生的交往经

历等。

葛剑雄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新书发布会的召开，是对我的老师谭

其骧先生的隆重纪念。谭先生生前

对自己的学术成果非常珍惜，与同时

代其他学者相比，除了集体学术成果

之外，其个人的学术论文并不太多。

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集体项目的

研究上，在个人论文的投入上相对少

了很多，甚至是已经思考成熟的论文

都没有时间去完成，直至生命最后留

给我们的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

历史地理研究的圈子并不大，仅仅专

业研究者了解是不够的，如何让专业

以外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和

学习谭先生的这些重要学术成果，是

值得去做的工作。其中很多是今天

的青年应该了解的基本内容，比如我

们国家的疆域是如何变化的等等，让

更多人知道关于国家的基本知识，才

是对谭先生研究成果最大的贡献，也

才能让谭先生的研究成果发挥更大

作用。”

在发布会最后，葛剑雄特地选了

《悠悠长水》中记述的谭先生进入弥

留阶段，以及去世一年后海葬情况的

相关文字进行现场诵读，其情深意切

颇为感人。“8月26日晚上，他已经进

入弥留阶段，嘴巴半张着，随着呼吸

不断发出令人心碎的吼声，对别人的

呼叫已没有什么反应。离开病房时，

我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永诀，就对着

他的耳朵，大声说：‘先生，你放心‘地

图集’的事，其他的事，我们都会做好

的……’谭其骧没有留下骨灰，但他

的贡献长留人间，当后人翻阅《中国

历史地图集》和未来的《国家历史地

图集》时，当人们阅读《长水集》《长水

集》续编和他的其他论著时，当中国

历史地理学驰名于世界时，又有谁能

忘记这个名字？”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大国能源：中国石油西南油气
田开发全景纪实》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1935年11月，谭其骧先生在广

州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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