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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皇朝

是近代最成功的皇朝! 统治

了地球表面的
!$"

" 一个家族

如何将一个惨遭战火蹂躏的

公国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帝

国# 他们又如何丧失了这个

帝国# 本书讲述的就是罗曼

诺夫皇朝在
!"!%

年至
!&!#

年这三百多年间的历史" 畅

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

者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这部

最新著作中!利用大量新开放

的档案!尤其是书信!扣人心

弦地向读者讲述了这个拥有

不可估量的力量又残暴无情

的王朝的兴衰!其对权力的研

究具有普遍意义!是一部关于

胜利与悲剧'爱情与死亡的引

人入胜之书"

做学术研究!有时像解数学方程
!

本报记者 朱自奋

#$$访%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主编周振鹤教授

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所周振鹤教授主编的

!%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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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
史# 修订版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
社出版$ 这部通史研究了自先秦
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
史%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
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的"中
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
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
新的高度$ 该书以重建政区变迁
序列& 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
内容% 在全面掌握相关传世文献
与出土资料的基础上% 积极吸收
前人的研究成果% 经过严谨邃密
的考订% 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面
貌%并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相
关的复原细密至以年为尺度$ 通
史的编撰集结了全国研究历史政
区地理最优秀的二十多位专家学
者% 经历了

!(

年的策划和
!(

年
的出版%

)(

年的光阴% 成就这套
具有奠基性& 开创性意义的重要
学术著作$

日前% 记者在复旦大学光华
楼的史地所采访了周振鹤教授$

周教授的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满满的书% 除了沿墙的两排顶
天立地大书架之外% 会客区更堆
满了临时运来的装满书的纸箱$

这些纸箱装的是周教授自己家中
的藏书% 这几天正在挪地方重新
整理% 而他的办公桌上也是密密
地堆放着海拔两尺的书山% 已经
堆到快遮住坐在电脑前的人影$

记者注意到%那套"中国行政区划
通史# 已放在他身后那面书墙的
中间位置% 来访的客人可以比较
容易地发现它们$

读 书#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

划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而直到

今天!行政区划还在规范制约着国

家与地方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行政区划体

系历史变迁全过程的学术著作!您

可否说一下它的基本学术意义#编

写这套通史的缘由是什么#

周振鹤# 行政区划的变迁从
来就是中国历史记叙的重要内
容% 在中国尤其有连续不断的关
于行政区划的丰富历史记载%所
以才有做这部通史的一个最重要
的基础$ 我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历
史记载真的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
部分内涵$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没
有这样详细的原始记载$同时%行
政区划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 自从清中期以来更是
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 像钱大昕
就是这方面的卓越学者% 花很多
工夫%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

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
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
版% 不但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领
域两项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而且
是通代的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
的最高端成果$谭先生晚年在"中
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出了一本"简
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在其中所
附的四万字图说% 是谭先生对于
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的简要阐
述% 是他对于 "中国行政区划通
史# 最科学& 最精心的结晶%"图
说# 对每一个朝代有一个钩玄提
要的说明%是当时第一流的成果$

假如天假以年% 谭先生本来还应
该写一部"行政区划通史#$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在以 "中
国历史地图集# 为代表的图集出
现以后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更全
面而且更深化了$ 大家注意到%

"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个时期的图
幅只表示一个年代的政区% 并非
反映整个朝代的政区面貌$ 马王
堆汉墓出土后引起很大的轰动%

就有人写文章考证西汉长沙国的
范围%但都是以"汉书'地理志#所
载的

!%

县为说%却不知道该汉墓
营造时的长沙国实际上比 "地理
志#所载要大了一倍有余$我们已
经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讲
的都是朝代之间的变化% 还没有
反映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
貌$ 所以我写"西汉政区地理#这
一博士论文& 想要研究西汉一代
)((

年的政区变迁史时% 谭先生
给我很大的鼓励$ 这篇论文做成
以后%我认为%以中国这么丰富的
历史资料%如加以详细考证%应该
可以把朝代内部的行政区划变化

也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写"中
国行政区划通史#%这个由头就是
这样来的$ 不过%想是一回事%做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 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面

世后!很多学者评价它有经世之大

用!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书能解决

什么具体问题呢!似乎一两千年前

的政区面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

设并没有什么关系# 您怎么看#

周振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
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来写这部
书% 我们是为了学术研究来写这
部书$我跟学生说%你们要读一些
(无用)的书%老子

%(((

年前就说
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纯学术研究甚至不是无
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强调的最
后重点还是在用*而做学术研究%

我只是要求真存实%要知道到底历
史真相是什么%其他的不管+历史首
先要追求的是(信)%而不是(用)+求
真存实%比经世致用更重要+

当然%这套书其实仍然是有经
世之用的%而且有大用+ 这是因为%

我们改朝换代%其他的东西可以打
破%但任何一代的行政区划必须在
前代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不
能完全重建一套+ 这是历史最奇
怪的地方+ 王莽想重新弄一套全
新的行政区划,其实也还是在西汉
的基础上改造的-% 结果他的改造
完全失败%东汉又重新来过%在西
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历代的行政
区划是怎么来的%自有它的道理+

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发
展%所有的制度关键在于(损益)+

(损)就是去掉%(益)就是加上+孔
子的学生子张问他 .(十世可知
焉/ ) 十代以后的事我们能否知
道/孔子说.(殷因以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以殷礼%所损益可知
也*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 可知

也+ )意思是%殷&周都是把前朝的
制度加以损益% 而不是完全重建
一套+ 一世是

%(

年% 百世就是
%(((

年% 也就是说孔子自称能预
见到我们现在会怎么样+(损益)在
中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东西%意
义很重大+ 损益也可以叫做沿革%

沿是不变%革就是变+ 所以过去历
史地理的前身叫做沿革地理+

读 书# 有学者提出预见!说

今后中国地理将有大的行政区划

变化)到时人们就会想起这部书"

周振鹤# 按中国经济的发展
来看% 未来中国的行政划区将会
有大的变化+ 但行政区划又不能
凭空变化%再大的改变%也要在原
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改变+ 我们
曾经想要成立一个三峡省% 以宜
昌为省会%挂了牌了%但没做成+

再比如我们解放初曾以河南新乡
为中心建立一个平原省% 也确实
建了%但不久又废掉+所以建一个
新省是不容易的% 因为牵涉到各
种政治行政方面权力& 利益的再
分配等+新中国成立后%建新省成
功的只有宁夏回族自治区& 海南
省%再加上重庆直辖市+但行政区
划里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怎样做才
好%是很大的问题+重庆市是建成
了%但其实重庆建的不是一个市%

而是分省+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

行政区划一旦划定了就不变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受政区划
定的影响+ 但中国是政府主导型
经济%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建国
以来% 我们每年都在或多或少地
改变行政区划% 所以我们现在每
年都要给民政局出一本中国行政
区划简册+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中国的
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区也
会发生变化%因为政区变化要适应
经济的发展+ '下转第二版(

周振鹤教授在他的办公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

周振鹤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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