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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周创造性地实行了寓地缘于血缘之中的封建制度，以洛邑为中心构建了十字形架构的地缘政治格局
，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模式。平王东迁后，西周的纵横地轴之上孵化出晋、楚、齐、秦四大国，基
本主导着春秋时期地缘政治大势。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大大改写了春秋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及至
秦惠文王南并巴蜀而建立起秦蜀地缘联合体，新地轴已是具体而微，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即是秦人假新
地轴之实力以冲击旧地轴之形势并最终席卷天下的历史。秦统一六国的同时实现了新旧地轴的合璧，
扩大化的关中成为帝国控驭东方的根本。秦汉之际，天下纷乱，帝国之郡县疆理焕然解散，水落而石
出，以自然山河之限的四向地轴再次发挥出其强大的功能，可谓当之者兴，失之者亡。刘汉新造，由
异姓诸王而同姓诸王，至于“以亲制疏、以近制远”，皆是地轴政治在新形势下的演绎。自武帝以来
，随着其外事四夷而拓展四疆事业的展开，地缘实践繁复灿然，地缘政治结构再次呈现出十字形架构
模式，帝国地缘政治的骨架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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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探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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