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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国家》

内容概要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救亡”与“经世”两大思潮的鼓舞下，中国边疆研究迎
来了第二次高潮。此次高潮中，涌现出众多的学者、刊物和研究团体，中国边疆研究的成果不断面世
，萌生了“边疆学”和“边政学”等新概念，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向一门现代学科演进。顾颉刚
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即为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一份重要的专业学术期刊。本书以《禹
贡》半月刊为主线，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刊物的创办缘起、边疆史地及民族学研
究状况，对顾颉刚、禹贡学会的主要活动以及同一时期的《新亚细亚》等其他重要刊物、学术团体和
学者进行考察，藉此探讨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演进脉络、特点以及走向“合流”的发展趋势，
透视出当时学者试图“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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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喆 1971年生于辽宁岫岩。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从事中国边疆民族史、清
史研究。著有《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发表《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
》、《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两条道路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
起》、《浅析影响<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几个因素》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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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亚细亚》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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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RUC几个屌丝学院，历史学院属于屌丝中的屌中屌。每次基金拨款数目都像打发穷叫花子，还不
够财金搞一次一二·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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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摘译了法国学者布伦汉（Jean Brunhes，今译“吕白纳”）与克
米尔所著《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内容。”Jean Brunhes的译名应为“白吕纳”，为任美锷先生之师，且
在1930年代的地理学杂志上已如是译，1935年出版的任美锷、李旭旦二先生所译《人地学原理》署名
亦即为“白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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