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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内容概要

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
空间结构，可称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分析”。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
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
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
、“‘边缘’的‘核心’”、“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
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中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得出了一些具有鲜明
个性特点的认识。
空间是历史的舞台。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
进程及其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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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二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三 核心与边缘：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
四 村落与城市：传统中国乡村聚落与城市的形态和空间结构
五 多元、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可能的？
卷一 区域多样性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一 景观多样性
（一）自然景观的多样性
（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三）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
二 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
（一）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
（二）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
（三）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
三 区域多样性的方法论意义
（一）“五种社会形态演进”阐释模式的终结
（二）走出“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一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一）中原道路
（二）南方道路
（三）草原道路
（四）高原道路
（五）沙漠－绿洲道路
二 适应、抉择与互动：历史道路区域性差异的形成
（一）适应
（二）抉择
（三）互动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
一 三大经济带格局的形成
二 三大经济地带的变动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南移
（二）宋代旱作农业经济带与畜牧经济因素的南渐
（三）明清时期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因素的北渐
三 影响地带性差异之形成及其变动的诸因素
卷二 核心与边缘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一 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二 “核心区”概念的重新界定
三 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与王朝国家的地方控制方式
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一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转移：从关中到“三河”
二 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关陇、河东与河洛
三 六朝及南唐、南宋的核心区：宁镇与江淮
四 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汴洛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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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五 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从草原到燕地
六 明清两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南北直隶与畿辅
七  结语
“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
一 隙地、蛮荒以及帝国疆域内部的“化外之区”
二 “内地的边缘”的区域特征
三 “内地的边缘”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
“边缘”的“核心”：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与扩散
一 问题之提出：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二 明清时期的鄂西北地区：“异端的渊薮”
三 清中期鄂西北白莲教传播的“核心区”及其“核心集团”
（一）黄龙垱与刘起荣、张汉潮集团
（二）夹河洲与宋之清－高均德集团
（三）刘家集与齐林－姚之富集团
四 跳跃式传播：“襄阳教团”的扩散及其方式
五 边缘区域内边缘人群中“核心集团”的凝聚与分散
卷三 城市与村庄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城市：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
二 城墙：威权的象征
三 城墙内外：城市的空间分划及其意义
四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研究理路
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再思考
一 问题之提出
二 城墙之有无
三 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一 问题之提出
二 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三 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四 从散村到集村：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的总体趋势
五 散居与聚居形态下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方式的差异
主要征引文献
图目
图1. 汉代的经济区划
图2. 隋代的经济区划
图3.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图4.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
图5. 六朝政权的核心区
图6. 中晚唐五代北宋的核心区
图7. 辽金元政权的核心区
图8. 明朝与清朝的核心区
图9. 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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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无甚新意，但有这胆量，就不错了。
2、没有预想中的好⋯⋯
3、其中《卷三 城市与村庄》相当有意义。
4、可读性很强，启发很大，立意深远。
5、做过大量实证研究之后的理论思索，卷二“核心与边缘”、卷三《散村与集村》一章较好
6、书很平实，也很好读。不少地方有启发，但又似乎点到为止，感觉尚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总的来
说，是一本很好看的闲书。
7、论文集以及本科生课，后记说教学相长。历史的地理诠释。有营养的书，开开眼～类型化。看着
朴素，翻着舒服。章后注，外行读着不分心。小细节，县衙及其社会控制
8、这本书有个点挺有意思的.认为城墙是一种权力象征/图腾,其意义甚至过于攻防.后面也有相当的部
分是倾向于文明时期村落城镇的形成政治上的因素占多.
9、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发展，细致清晰，很受启发。
10、停不下来，还要开题呀～
11、非常有洞见和关怀的一本学术著作，值得细读。以空间来击破整体，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多
元。
12、与预期虽有不小差距，不过写到此程度也是实事求是、十分不易了，很奇怪鲁西奇这个性格的人
怎么适合担任系主任，而且厦大的学科布局、定位也决定了历史地理专业不会有任何的发展的，鲁先
生吃力不讨好，不如早辞。
再补充一句：很多历史地理学者本业之外，似乎还有不少自己的副业，最有名的如辛德勇，鲁还写过
一本《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更是与史地专业无联了
13、寒假刷完，颇多收获，虽于自己专业领域仍有隔阂，总算不类本科时听鲁老师课时那样云里雾里
了。窃以为卷二启发颇大。
14、与其说是史学专著，不如说是一部意图提出新的史学研究理论而没有深化论证的研究方法论集
15、中国政治中心从秦汉到中唐，集中于关陇，辐射于洛阳，到北宋已向汴梁东移，形成以河南北部
为核心，再到元明清逐渐转移到幽燕地区。决定一个地区是否成为政治中心的，并不一定是经济因素
，也许更主要的是兵源，以及其它的要素。
16、严谨的研究态度，理性的逻辑思维，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论证，是
学习“如何进行论述”的范本。
17、鲁老师涉猎很广。。。似乎做历史地理的都这样。
18、通识类的书吧，更强一些的逻辑理路的追求没有那么大
19、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接地气”的一本力作。
20、垃圾。
21、别的不说，单论书名，历史是时间+空间概念，空洞的胡扯时空的空间结构，这就象脱裤子放屁
一样，只不过是个雅屁而已。除了很响且跪舔洋八股以外，别无用处。言必称美式土鳖宗主国的#假
洋鬼子#。会抒情、会议论、会卖弄文笔、会吹牛逼，就是不会研读基本史料的风骚客。
22、也是会吹
23、装帧好，用纸好，内容一般
24、虽是作者已发表论文的汇编，看似散杂，实则蕴含内在的逻辑和相互联系的问题意识；实实在在
是作者思考和研究之精华，亮点甚多，给人启发。
25、题目很好，论述稍嫌空疏⋯⋯
26、被书名吸引，却发现作者志大才疏。
27、 读了前一半，很受启发。
28、我所理解的“中国历史”，是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各地
区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寻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自身生
存与发展所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作
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
29、基本构架不错，论述大体亦平正通达，但对冀朝鼎之说矫枉过正，对许倬云之说过于倚重，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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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论带史但理论突破不足的问题。
30、文风实在读不下去
31、自己作田野研究的那部分还好，但没有经济人类学对生计模式和土地利用的深入；其次，转述加
工他人的论述.....就差几等，如礼制于城市空间的腐论没有经历个人体验的反思，直接引用补充书中的
内容结构，实在太牵强了～～
32、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看完非常过瘾。对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提出挑战，提出除了基本
经济区以外的所谓“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的重要性。但对于四者重要
性程度未做详细区分。
33、用区域多样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道路。在传统中国内部存在“化外之区”，其是
内地的边缘化，易是“异端的渊薮”。中国古代的城墙是威权的象征，有无城墙不是可以用来判断是
否是城市的唯一标准。从散村到集村是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的总体趋势。
       
34、电子版~
35、前面很大部分是在对冀朝鼎的理论做纠偏工作，对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存疑，用核心区--内地的
边缘--边缘的核心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纠偏。此外南北方散村集村的不同概念特征也在反复强调。
36、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37、这本书是鲁老师这些年思考之大成，尤其是中国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从空间的角度、村落与民众
的视角）和对内地边疆概念的阐释。
38、基本上都是旧文，野心不小，属于对历史发展大脉络的思考，核心问题是多元的中国如何实现。
区域多样性一卷属于有用的废话，并不完全赞同。核心与边缘启发甚大。作者直陈自己是从乡村研究
出发的，散村、集村的划分比较有趣。另外他说很想多了解域外地理学研究，我没看出来多少。希望
作者想写的那本书早点写出来。
39、创见不多，有印象的是内地边缘的跳跃式发展（实际上帮助印证了他想反驳的经济区理论）、北
方散村向集村发展的循环。还有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强调。作梳理性的文字观
40、内地的边缘。
41、关于集居与散居的问题没怎么看懂，特别是提到散居的时候用的是聚落离散的资料来论证，而与
前述散居定义：个人住户的离散 不合。
42、更向荒唐说大唐。中国的所谓大历史脉络基本都是从几位美籍华裔学者那里继承的，加上几个对
于名词定义的英美二流著作，就形成一些看不出范式更不知所云的空心体系。为什么超一流的学者不
说，真正说评书的人才爱说那些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土里埋的花生，偏偏要挂在树上冒充丝瓜做什
么！
43、这是一本普通的论文集，而已。既非关于某个专题的系统完整研究，也缺乏独到精彩的观点，简
言之，既无高度也无深度。转而读许倬云的书，视野、论调、笔法都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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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施坚雅讨论区域，都有个内在逻辑，即核心与边缘，个人理解为是点与面的关系或者说是点与众
点的关系；而鲁西奇和诸多历史学者一样，喜欢大而化之地谈 某个区域是否是 核心区，这讲的是一
个面，在这种传统思路下用的“核心”其实 理论性质就大大折扣了，当然更不利于与别人的理论对话
了。参见 p161，鲁氏将 regionl core 翻译为：区域性核心区 ，不妥，多了一个“区”字，因此与其说他
受施坚雅启发而产生了自己的“核心区”，还不如说受了一些国内史学前辈的影响。
2、p.161,作者对施坚雅的批评时站不住脚的，施坚雅论述的是经济核心区、政治核心区是一种自然发
展，而鲁西奇可能根据中国古代史经验，比如首都长安对全国资源的吸纳，试图批评之，这是不对的
；因为任何政治中心的成长其实都有个从经济到政治的过程，比如长安成为政治中心是依托关中的经
济，这才是施坚雅说的道理。
3、这两年来同类题材著作中少有能与之比拟的。内容主要是作者几年来关于空间与历史关系这一主
题的思考的论文，其中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这一篇写得尤其的好。中国历史的空间结
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西奇。
4、这本书很好读，理论性强但不枯燥，文字也通俗易懂，可能与从课程讲授中提炼出来有关，但也
因此感觉很多东西点到为止，没有展开，应该与之前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看可能理解会更为透彻。整
本书读下来，觉得最有启发性的是关于不同区域发展道路不同的理论和核心边缘区理论。打破了以往
强调文化统一性，同心圆的思维，注意到区域发展的差异性。边缘区的论述比核心区论述的精彩，关
于核心区的形成，前言中谈到了军备，人才，交通等几个因素，但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好像军士成为
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核心区变动的原因的探讨也未能展开，引出很多疑问。相对来说边缘区的论述，
以白莲教为具体案例给人很大启发，能引起很多联想。最后关于散村和集村的讨论结论基本同意，但
散村和集村的概念文中似乎比较模糊，开始明确说是以生活状态划分，集中居住或分散居住。但文中
讨论时，划分的散村和集村又是以一村人口数来论的，一村户数少就代表其居住以分散为主吗？可能
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还是需要从逻辑上说明吧？总之，读完后颇有收获，上了一堂很有意思的课。
5、此书给人感觉有点杂乱，全书并不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论述，而更像是一堆论文的集合，拼凑的感
觉很强烈。比如第一卷讲中国历史的五条区域性发展道路，第二卷讲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的核心区，而
这里面又莫名其妙扯起了白莲教的事情；第三卷却又跳到了城市与村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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