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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  历史地理典  域外分典》PDF电子书全3巨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REB万圣书城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并不是一個封閉的民族，以可考的文獻記載，從公元前二世紀起，就與周邊的民族和國家有過友好的交往，雖然在明清兩代曾有一段閉關鎖國的時期，但民間的交往并未斷絶。因此，在中華古籍裏記録了大量反映世界各國地理情况的資料，有的是世界上僅存的。在西方國家走出中世紀以前，這些資料可視爲研究世界史的寶貴文獻， 也是我們的民瞭解世界的窗口，是彌足珍貴的。REB万圣书城

在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中留下了大量直接和間接的歷史地理資料，不僅爲歷史地理的研究，也爲我們瞭解中國歷史、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中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源。《中華大典•歷史地理典》按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將傳世歷史文獻中的有關資料加以輯録、標點和整理。REB万圣书城

根據《中華大典》的體例，本典所輯録的範圍是一九一一年前用文言撰述的書籍資料。爲保持完整性，對個别跨越一九一一年，但以一九一一年前爲主的人物，也酌情收其在一九一一年後以文言撰寫的部份文獻資料。晚清以來外國著作的翻譯本一律不予收録，但已經國人翻譯改編的譯著、譯述則視其内容的重要性酌情收録。REB万圣书城

《中华大典  历史地理典  域外分典》书目：REB万圣书城

域外分典 第1册

域外分典 第2册

域外分典 第3册REB万圣书城

REB万圣书城

REB万圣书城

 REB万圣书城

REB万圣书城



《中华大典  历史地理典  域外分典》出版说明：REB万圣书城

歷史地理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及其發展和變化規律的學科，包括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的各個分支。

從進人農業文明的新石器時代算起的近一萬年以來，中華民族爲求生存和發展，在其活動的地域範圍内，經歷了與自然界既相依存又相矛盾的漫長過程。這種人地關係集中表現爲：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界採取了一系列趨利避害的積極措施，使之有利於人們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另一方面人類也因無知和貪婪，對自然界進行過度的索取，破壞了生態環境， 遭到了自然界無情的報復，影響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與此同時，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交往中，産生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各種要素在地球表面的空間分布，創造了適宜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人文地理環境。在不同歷史時期，這種人文地理環境也因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衝突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不斷地進行調整和變革，以適應新的形勢。這一萬年來，中華民族就在這種與自然界不斷地依存——矛盾——依存過程中，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人地關係。這種人地關係的變化貫串於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之中。REB万圣书城

中國地域遼闊，南北跨熱帶、亞熱帶、温帶三大氣温帶，自西向東又分爲青藏高原、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綫以西高地和以東的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三級梯狀地勢，形成了景觀互異的東部季風、西北乾旱半乾旱、青藏高寒三大自然區。各自然區的氣候、土壤、植被、地貌、水文條件差異很大。就以中華民族主體部份所在的東部季風區而言，也可分爲不同自然條件的亞區。如秦嶺、淮河一綫就是南北地域分異的重要地理界綫。東部季風區雖然總的説來自然條件較其他兩區優越，但由於降水不均，水旱不時，自然災害時有發生.，黄河中游數十萬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决定了黄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含沙量高，下游善淤、善决、善徙的河流；南方衆多的河流湖泊，延綿的丘陵山地等等，都給古代先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障礙。在這種自然環境條件下，中華民族爲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無可選擇地面臨如何對待自然環境的問題，并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REB万圣书城

自西周以來，在華夏族爲主體的活動地域内農耕業就已成爲主要産業。在當時生産條件下，農耕業基本上是一種r靠天吃飯r依靠自然界賜予的産業。於是氣候的冷暖變化、水旱不時，都會引起各種自然災害，直接影響到農耕業收成的豐歉。隨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擴大、山地的開墾，進一步加速了自然界本身的變化，水土流失、河床淤高、沙地擴大等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引發的自然災害不斷發生，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因此，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在西北乾旱半乾旱區開整人工渠道引水灌溉，在東南低窪地區引渠排澇，在河流兩岸築堤以防泛濫，在沿海修築海塘以護生靈，圍湖蓄水，修堰攔沙等等，這一系列適應自然環境的措施，反映了中華民族克服不利的自然條件，生生不息的偉大精神。從長遠的眼光看，有些措施的確有其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在當時確實維護了人們的生存利益。我們輯録這些資料，就是爲了讓今天的人們瞭解先民是如何適應和利用自然環境的，以便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REB万圣书城

自周秦以來，以華夏族爲中心的各民族在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既有交融，又有争鬥，出現過統一、分裂的政治局面。其間各民族建立的政權疆土互有消長，中國的疆域又時有盈縮，至十八世紀中葉，最終形成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而十九世紀中葉后，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的疆土遭到侵吞和蠶食。中國歷史疆域的變遷也就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史的變遷，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形成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决定了中央政府必須將其統治地域劃分若干層次、若干區域，進行分層、分區統治和管理。這種分層、分區的統治機構就是行政區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形勢，行政區劃也在不斷地變化，以適應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在中央集權政體中，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必定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首都的確定是統治者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條件進行綜合性選擇的結果。因此，疆域如體魄，政區如四肢，首都則是心臟。這三者形成中華民族發展的平面網絡，體現了中國是由多民族共同締造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央政權如何統治和管理這一龐大國家的概貌。REB万圣书城

我國自西周開始即以農業立國，農耕經濟成爲中原各族的基本産業，在周邊地區則是游牧民族和採集狩獵民族的活動範圍。以農爲主，以牧爲副，輔以採集狩獵經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得以生存的基本産業格局。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農、牧、採集狩獵業的地域範圍互有消長，但總的趨勢是農耕區的範圍不斷擴展，牧業、狩獵經濟區不斷縮小，農耕業逐漸在全國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農耕業生産技術的不斷提高，産品的數量和種類的增加，使人口不斷增加的中華民族得以生息和繁衍，文明得以傳承。REB万圣书城

我國礦冶業、手工業、商業的起源很早，但是由於秦漢以來『重農抑商』成爲歷代政權的基本國策，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十分緩慢，從而也抑制了礦冶、手工業的發展。唐宋以後商品經濟有明顯發展，商品流通也隨之加强，於是交通路綫的開闢和延伸，商業城鎮的興起，大大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時也加强了各地區人民之間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對中華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延續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B万圣书城

我國地域廣大，自然和人文的區域差異明顯。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裏，生活在不同自然環境、經濟生産方式、民族類别、歷史傳統條件下的人群，在語音方言、宗教信仰、建築風格、生活習俗、文化心理上都具有不同特色，形成了多種文化要素綜合的文化區，而這種文化區内的各要素又有一個發源、擴散、傳播的過程，由此而組成絢麗多彩、斑駁紛呈的中華文明。這種文明曾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REB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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