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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直接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历代政区沿革和疆域变迁乃是传统沿
革地理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有很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特别关注“历史地理学”这一
词语在中国出现和使用的时间，将其视作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近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重要标志。这样
的思考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它的合理性，但似乎也颇有其片面肤浅的一面，在此姑且置而不论，但
学术界普遍强调这种词语上的差别，往往或明或暗地含有轻视甚至否定政区和疆域沿革研究的意识。
持有这类看法的学者，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出自对学术发展方向的认识，以为这类研究早已过时落伍；
但也有很多人，则是秉持一种别样的“见识”，即完全出自避重就轻另辟终南捷径的功利性思考。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当代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或是鄙夷传统的研究课题，而且还
应当将推进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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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主要内容：陈健梅的《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是在清人钱大昕、洪亮吉、谢
钟英、吴增仅、杨守敬以及近人金兆丰等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对
三国孙吴的政区设置这一复杂艰涩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系统、准确的复原；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
综合分析经济开发、交通位置等地理要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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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孙吴政区建置沿革　　第一章　扬州　　一、州郡沿革　　《续汉志》扬州统郡六：九江
郡、丹杨郡、庐江郡、会稽郡、吴郡、豫章郡。在地域范围上，孙吴完全据有东汉时期的丹杨郡、会
稽郡、吴郡和豫章郡，部分据有九江郡和庐江郡，其中九江郡为境上郡，建置不常，庐江郡则置有常
守。汉末置庐陵郡。吴新置蕲春、吴兴、东阳、新都、临海、建安、临川、鄱阳、安成、庐陵南部等
十郡，计吴末扬州辖十五郡一都尉。　　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以下简称“《洪志》”）扬州郡
属无庐江郡，谢钟英补。①吴增仅认为孙吴庐江郡与魏对置，并据赤乌中诸葛恪自皖口迁屯柴桑认为
郡省于赤乌中②，非是，杨守敬已辨之③。谢钟英据《贺齐传》，齐与吕范分督扬州，范督扶州以下
至海，转齐督扶州以上至皖，认为扬州西境至皖，故移蕲春郡属荆州。按：检《贺齐传》及《吕范传
》，均无“分督扬州”之语，又，蕲春郡兼有后汉庐江、江夏二郡，建安十三年（208）置郡时，吴尚
未有荆州，蕲春郡当属扬州。　　孙吴扬州理建业。《元和志》润州上元县：吴长桓王孙策定江东，
置扬州于建业。　　二、黄武元年（222）扬州统郡考　　《建康实录》卷一：“黄武元年，诏扬州置
牧，以丹杨太守吕范为扬州牧。时扬州所统一十四郡，一百四十八县。”《建康实录》明言黄武元年
扬州所统郡县数，是一则关于孙吴政区的珍贵文献记载，由此可以黄武元年为时间截面，对扬州统郡
作一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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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是正版，而且内容精良。
2、内容比较多，只是有点薄、、、
3、没有太多的举例分析，感觉只是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文字版。
4、似乎看到老家横阳一名的来历。
5、考证工夫深厚，颇得乃师真传，下编的建置分析就显得粗糙了
6、很好的书。考证细密。值得看。
7、第一次知道三国时候大家爱搞“遥领”，指着敌人的地盘对自己的功臣说，“来来来，这块地(将
来)赏给你了！”这真是纸上三国啊。下编较为粗糙，也不绘制一个吴国全图，显得马虎了。
8、资料收集的不错.但是为数不多的考证,我初看了一下就有一处错误:这可是博士论文,又做博士后多
年才出版的,难道现在博士水平就是这样的.P51页:郡志变迁,说丹阳郡治在厉阳,那是胡扯,明明在曲阿.那
个丹阳据推测是袁术所置还差不多.吴景传,吴景传,术上表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遂据其郡.....策传:
景\贲退舍历阳.是被打跑到了历阳.孙坚死了之后: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孙策会见周
瑜于历阳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吴景已经被袁术任命为中郎将,为广陵太守了,所以周尚任丹阳太守.也就是
策请术支援吴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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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页160-161言宜都郡治：《水经注》卷三四江水：郡治在夷道县东四百步故城，陆逊所筑。又，《
虞翻传》附《虞汜传》注引《会稽典录》：“晋征吴，(虞)忠与夷道监陆晏、晏弟中夏督景坚守不下
，城溃被害。”据《虞汜传》，虞忠时为宜都太守，其与夷道监共同守城，则宜都郡当治夷道。胡三
省以为郡治夷陵，误。又，谢钟英引郡志：夷陵州西二十里有临江城，汉建安中曹操筑城置县为临江
郡治，旋废，并认为此即吴宜都郡治，误。按作者据《会稽典录》证宜都太守治夷道，並据此驳二家
治夷陵之说，不确。虞忠守城被害之事，尚有另外二条史料记录：《晋书》卷三言“二月戊午，王濬
、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
戌，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又《晋书》卷四二载王濬“二月庚申，克
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
。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以上三种记载，以《晋书》卷四二《王濬
传》所言最详，虞忠、陆晏、陆景三人被虏见杀均非同一地点。进可知前两条史家记录乃统言之耳，
故据《会稽典录》定宜都太守治在夷道，实属武断。《王濬传》正可证宜都郡治在夷陵（西陵）。今
检《水经注疏》页2851，乃知“郡治在縣東四百步”句下，杨守敬早言及之，未敢掠美，一一录出：
守敬按：《輿地紀勝》，故臨江郡城。《圖經》，在峽州南二十里。《通典》，魏武平荊州，置臨江
郡，戍城。則臨江郡治在夷陵縣地。《寰宇記》引《吳錄》，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於西陵，即夷陵也
。則先主時宜都郡治夷陵。《晉書·王濬傳》，太康元年，伐吳，剋西陵，獲宜都太守虞忠。是吳郡
亦治夷陵。《晉志》宜都郡先書夷陵。又《御覽》一百六十七引《宜都記》，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於此
。是晉郡亦治夷陵，惟《宋》、《齊志》宜都郡先書夷道，郡始治夷道。酈氏於劉備改宜都下稱郡治
在夷道東，蓋因宋、齊郡治，牽叙先主事於此耳。《方輿紀要》乃以為據，謂先主及吳、晉時郡並治
夷道，失之。查作者参考文献，其《水经注》只取上海古籍1990年陈桥驿点校本《水经注》，竟置杨
守敬《水经注疏》、陈桥驿《水经注校正》不顾，宜乎其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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