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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综述

崔志海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边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传统学科。过去 10 年里，国内学界在晚清西南边疆史、西北边

疆史、东北和北部边疆史研究领域多有一些新的探索，并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并且，边疆史的研究还呈现愈来愈受重视之势。但另一方面，为推动晚清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尚有待

在以下两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 二是加强对晚清边疆史在整个中国边疆史中重要性和

独特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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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奠

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在中国形成统一多民

族国家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晚清

边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鉴于学

界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国内边疆史的研究已

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①，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本文就最近 10 年 ( 2009—2018 年) 国内学

界的研究做一回顾和梳理。

一、晚清西南边疆史研究

在西南边疆史领域，西藏研究为重中之重。
在西藏研究中，清朝的治藏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经过长时段的考察和分析，杨恕、曹伟等

学者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一方面实现了对西藏的

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存

在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的偏向。［1］孙宏

年的论文则批评清末政府在处理达赖、班禅关系

问题上不明智，加深了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

员之间的矛盾，对以后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

响。［2］扎洛认为 1908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

的礼仪和奏事权之争实际上蕴含着清政府治藏政

策的转变，是在贯彻政教分离的“西藏新政”原

则。［3］卢祥亮认为清季报刊中朝野的筹藏观一方

面逐渐趋于成熟，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施政也起着

指引和参谋作用，但同时低估了改革中可能遇到

的困难，存在盲目乐观和自大的倾向。［4］此外，相

关学者还分别对丁宝桢、张荫棠、赵尔丰和驻藏大

臣琦 善 等 清 朝 官 员 的 治 藏 政 策 做 了 考 察 和

评价。［5－8］

在西藏界务与对外交涉问题上，张永攀的论

文对乾隆末至光绪初年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
帕克里地方三处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边

隘做了考辨，认为清朝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

管理，但在晚清逐渐松弛，并对 1895—1896 年中

英“藏哲边界”交涉与勘界做了专题研究。［9－11］许

广智等学者在肯定清朝驻藏大臣极力维护中央权

威、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同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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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

侵略的问题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分歧给英俄帝国

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机会，而

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以收回政权为主要内容

的近代化改革，又加深了与西藏僧俗封建主之间

的积怨，给英帝国主义在西藏上层中培植亲英势

力，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12］扎

洛认为不丹在 1903—1904 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

争中的角色实际上已沦为侵略者的帮凶，反映了

几方势力在综合实力以及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影响

力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

上层既缺乏明确的作战思路，又缺乏创造有利的

战争环境的手段 ［13］。
在晚清藏区治理改革与制度研究方面，冯志

伟等学者［14］从“清代藏区的法律”“清代藏区司

法管辖权”“清代藏与满汉族间刑事案件处理”
“清代藏与蒙回等民族间刑事案件处理”“清代藏

与其他民族间刑事案件处理”“清代涉藏刑事案

件处理问题评析”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

为清朝涉藏刑事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清朝在管理

上注重民族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法律

适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清王朝在涉藏刑事

案件处理问题中，适用的法律形式具有多元化的

特点，即藏区的习惯法、王朝的藏区立法、内地的

律法以及皇帝针对某些案件发布的谕令，可以分

别或同时为地方官员所引用，处理上多从安抚的

角度来考虑; 而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始终体现王朝

政权的不容侵犯与不容置疑。罗布的著作则将现

代化范式引入西藏近代史研究，对清末西藏新政

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两次改革的背景和条件、
动因和措施、效果和影响等分别做了梳理，认为清

末西藏新政改革是西藏步入近代的开端，但欧美

列强的阻挠、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教育程度的

低下、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因素，阻碍了新

政改革的发展。［15］张云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探讨了

自吐蕃时代到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发

生的重大事件，其中第 17—24 章涉及晚清西藏的

地方治理和变迁。［16］

除了西藏外，学界对西南边疆其他地区也有

一些研究。如许新民考察了清咸同以来在云南地

区所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认为并非彻底革废土

司，而是使土司“虚衔化”，剥夺了土司原有的行

政管理权。［17］潘崇考察了锡良督滇时期编练新军

的情况，认为经过锡良的努力，云南新军第 19 镇

武器装备齐整、官兵素质得到提高，但新军的建设

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编练模式在新政时期

全国练兵大潮中较为特殊，对全国而言并不具有

普遍性和借鉴意义。［18］古永继等学者考察了清末

滇南猛乌、乌得割归法属越南的经过，指出法国通

过一系列的计划和行动于 1895 年割占了猛乌、乌
得，此事导致云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并对清政

府、当事官员及世代居住此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带

来了深远影响。［19］吴智刚等人则考察了中法战争

后清政府筹办中越边务权责的调整，认为“以一

事权”抑或“各专责成”成为各方争执焦点，自革

命党人中越边界起义后，清廷有感于边事棘手，有

意改变边省各自为政的局面，自上而下统筹桂边

与滇粤两省边务，边务事权格局再生变动。［20］徐

毅的著作《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

策略》［21］，上编主要从“文德绥怀”“教养之责”
“永绥兆姓”“蒸蒸向上”四个部分考察了晚清之

前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构建过程; 下编主要

考察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颓败与广西社会

的动荡，内容多涉及晚清部分。

二、晚清西北边疆史研究

在西北边疆和边政研究领域，新疆研究为重

中之重。对于晚清新疆的行政设置与治理，鲁靖

康和魏亚儒两位学者以塔尔巴哈台为例，对清代

边疆政区设置的变通与调适进行了探讨。［22］王力

考察了 1884 年新疆建省后新 ( 新疆) 、伊 ( 伊犁、
塔城地区) 分治局面的形成与满汉民族问题之间

的关系及其影响。［23］杜党军和王希隆两位学者对

清末科( 科布多) 、阿( 阿尔泰) 分治的局面多加肯

定，认为这是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管理体制上的一

次重大调整，强化了清朝对阿尔泰地区的开发和

军事防守，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企图通过阿尔泰继

续南侵的阴谋，对以后新疆地区的变化产生了重

要影响。［24］鲁靖康就清代新疆行省体制下政区建

置问题做了分析，认为新疆行省体制下的政区建

置变动以升置和增置为主，个别政区隶属关系、治
所与辖境的变更反映了地方利益集团博弈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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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政区建置的影响，体现出建省前后新疆政

治、经济、地理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行省体制下的

新疆政区建置变动频繁，并没有达到成熟状态，与

建省前相比，新疆政治格局延续了“以北制南”的

传统方针。［25］

在晚清治理新疆政策研究领域，王力的《清

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26］为这一时期学界的一部

代表作。该著作共分八章: “新疆统一前清朝对

回疆地区的经营政策”“新疆统一后清朝回疆民

族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嘉、道、同、光时期清朝

回疆政策的调整”“新疆建省及清朝治理回疆的

新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边防政策”“清代回疆

地区的经济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教育政策”
“清代回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政策”，对清代治理回

疆政策的整体脉络及其发展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

展示，许多内容涉及晚清时期。此外，周卫平的

《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27］以传统史学与计量

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清代新疆官制与边吏的设置、
权限、职责、任免、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时期对社会

所产生的不同作用等，做了全面细致的爬梳和研

究。王东平的《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 ( 1759—
1884) 》［28］、白京兰的《一体与多元: 清代新疆法

律研究 ( 1759—1911) 》［29］、杨军的《清代新疆地

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30］、田庆锋的《清代

中国西部宗教立法研究》［31］四部著作，则从不同

角度探讨了清代新疆的法律制度。
在晚清人物与新疆治理研究领域，赵维玺对

陶模治理新疆加以充分肯定，认为陶模作为晚清

西北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封疆大员，治理西

北边疆达二十余年，他在新疆推行的一系列善后

及防务举措，不仅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建设做出

了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新疆的近代化进程。［32］他

还对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对吉江副都统吉尔洪额与

帮办军务大臣金顺互控案的处理多加肯定，认为

左宗棠作为清军统帅，经过调阅案件、实际访查，

推翻了吉尔洪额对金顺的指控，并从大局出发，亦

对金顺指证吉尔洪额的罪行进行了详细分辨，从

而稳定了军心，保证了西征的顺利进行。［33］郭胜

利对光绪三十三年哈密通判陈天禄在哈密地区开

展的“改土归流”运动做了讨论，认为它反映了清

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政治一体化

的历史趋势，虽囿于诸多因素，最终失败，但对哈

密地区影响深远。［34］张燕、李敏、王文友等合著的

《伊犁将军治疆方略借鉴研究》［35］ 则对 1762—
1864 年百余年间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历史演变、伊
犁将军治疆方略的基本保障、伊犁将军治疆方略

的制度安排及伊犁将军治理新疆的成功经验，依

次做了专题研究。
在新疆界务和中外交涉领域，李强和纪宗安

两位学者对坎巨提与清朝宗藩关系做了考察，指

出坎巨提自 1761 年入贡，同中国的宗藩关系延续

了 177 年。19 世纪末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

俄三方聚焦于中国帕米尔，为了联华抗俄，已经兼

并了坎巨提的英国接受了中英两属体制。甲午战

争后，英国通过麦克唐纳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弃坎

巨提宗主权，迫于俄国的外交压力，清政府采取了

不予理睬的对策，中英两属体制延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至 1937 年英国无力对抗苏联在新疆的

压倒性优势，终止了坎巨提同中国的封贡关系，关

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36］何星亮对新发现的清

代钦 命 勘 分 中 俄 科 塔 边 界 大 臣 于 光 绪 九 年

( 1883) 七月初六日写给哈萨克部落头目的文书

进行拉丁字母转写和汉文翻译，对文书中提到

的人名、中俄边界谈判地点和中俄分界线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对了解《中俄科塔界约》谈

判前后事宜、探析晚清中俄边界划分与边境民

族的迁移及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具有很高历史

价值。［37］樊明方、梁俊艳等学者考察了 19 世纪

末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荣赫鹏对新疆南部地区和

坎巨提部的探查活动，指出这些探查活动既构

成当时英国对新疆地区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

分，也对当时英国和沙皇俄国在该地区的争夺

和妥协产生了重要影响。［38－39］王东探讨了边疆

危机与清末新疆电报线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

边疆危机是新疆电报线建造的重要推动力。［40］

许建英的著作共分七章，详细探讨了晚清英国

在新疆的侵略活动，内容依次为: 英国和中国新

疆的早期关系，阿古柏入侵新疆和英国与阿古

柏的政治、贸易关系，新疆建省前后英国和中国

新疆的关系，英国势力在中国新疆的确立，19 世

纪 90 年代后英国与中国新疆的贸易关系，英国

对中 国 新 疆 的 探 察，英 国 与 中 国 西 北 的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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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等。［41］

在晚清新疆人口与社会研究领域，苏奎俊对

清代满洲八旗驻防新疆始末及满族人口在新疆的

变化加以梳理，认为由于受八旗制度的制约以及

旗民界限的束缚，再加上战乱、疫病等因素的影

响，新疆的满族人口始终难以健康发展。［42］祁美

琴和褚宏霞两位学者则探讨了嘉道时期新疆移民

的落籍过程、途径以及影响，指出嘉道时期的移民

进入新疆后，主要通过直接安置、升科纳粮、经营

地产、服刑役期满为民等方式落籍，成为新疆民

户。而落籍方式的不同选择，不仅与移民的来源、
身份和职业有关，更与统治者移民政策的弛禁和

时代变化有关。［43］吴轶群对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

人口结构特征做了探讨，认为清代伊犁地区人口

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迁移人口对伊犁人

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经济结构特征的形

成以清政府治新政策中的人口布局思想为主导影

响因素，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游牧业人口比例

不断上升，尤其是建省后人口再聚集和恢复发展

时期，牧业人口恢复较快，这进一步表现了自然地

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经济形态对人口经济

( 职业) 结构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各民族社会生

产形态的惯性发展。人口民族结构变迁的主要因

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战乱的影响。［44］

贾建飞的著作《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

会》［45］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晚清时期。

三、晚清东北和北部边疆史研究

在东北边疆史领域，东三省为其核心内容。
在晚清东三省边防史领域，张公政对晚清东北海

疆驻防体系的变革进行了研究，指出清廷在第二

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仅在旅顺新设北洋海军军港，

在吉林设立靖边水师营，而且在沿海诸海口增设

驻防力量，革新旧有操练之法，既出于对外防俄、
对内剿匪的需要，也出于维系以清王朝为中心的

宗藩体系的目的。［46］ 王宏斌对晚清东三省巡边

制度做了探讨，指出此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卡

伦以及其他巡防官兵相互游动起来，构成了一条

真实的边防线。［47］ 李花子对日俄战争后中日“间

岛问题”的交涉做了探讨，指出在中方坚决斗争

下，日本不仅承认间岛是清朝领土，承认杂居朝鲜

人裁判权归中国，还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机构，但中

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48］潘崇则聚焦于锡良任

东三省总督期间的铁路规划，具体揭示清末东北

铁路建设所面临的中外博弈和央地歧异的双重

困境。［49］

在晚清东三省治理研究领域，王景泽对清朝

同治年间东北地区的吏治做了讨论，指出清朝同

治年间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贪污勒索、受贿、讳

盗、捕务废弛、积案不办等渎职行为。而草菅人

命、勾结匪类以及吏役犯案迭出，是本时期的显著

特点。［50］ 连振斌则考察了锡良在奉天进行的旗

制改革，认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这一区域成为

清末八旗生计改革最好的区域。［51］王景泽立足

于清末东三省道的设置与作用的研究，认为有益

于东三省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及开发边疆、缓
解中外危机。［52］詹夺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

新置治蒙机构，指出东三省在设立行省之后新置

治蒙机构是筹蒙改制中的重要内容，是东三省对

蒙旗集权的表现，是东三省将对蒙治权纳入行省

权力之内的重要途径，其中以东三省蒙务局、吉林

蒙务处的新设、道府县的增置为代表。［53］张华腾

将关注点放在了袁世凯与东三省改制关系上，认

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东北

的国防力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54］高

月的著作《清末东北新政研究》［55］从疆域统合与

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角度，对清末东北新政做了专

题研究，内容涉及清末东北“政治体制的同质性

变革”“东北新政中的地方自治”“财政改革”“东

北新政中的国民教育”。
在晚清东三省人口、社会与民族研究领域，赵

兴元探讨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图们江北的朝鲜移

民的管理，指出 19 世纪 60 年代面对众多的朝鲜

移民，初期清政府主要采取接纳政策，即在“薙发

易服”的前提下，引导其“领照纳租”“立社编甲”。
20 世纪初，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制日俄侵

略，坚持对朝鲜移民行使行政管辖权。1909 年，

清政府制订《大清国籍条例》，则为朝鲜移民加入

中国籍提供了法律依据。［56］管书合考察了清末长

春的人口调查和人口数量，认为在自清代中期至

清末的数次人口调查中，比较而言，清末的人口调

查较为接近实际，尤其是在宣统年间进行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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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首次使用了近代西方人口统计的方式，其调

查所得的人口数据更为精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57］杜丽红对宣统年间鄂黑两省“移难民实

边”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爬梳，认为清政府在具体

执行中未能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因而未达实效，

反倒劳民伤财。［58］她同时考察了 1910 年清政府

为应对东北鼠疫而采取的措施及与各方博弈，指

出清政府采取的交通遮断措施虽具有某种程度的

现代性，但从政治运作角度来看，实质上是从中央

到地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

展现了清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59］ 韩狄的

《清 代 八 旗 索 伦 部 研 究———以 东 北 地 区 为 中

心》［60］一书对清代北方重要部族群体之一索伦部

由边疆部族集团到布特哈八旗及在清末的发展演

变历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展示了索伦部与清

王朝的建立、北方民族格局的形成、东北与西北边

疆的巩固以及八旗制度和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章内容多涉及晚清时期。
在晚清北部边疆史领域，有学者探讨了清中

期以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纠纷与地权问

题，认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纠纷主要发生

在蒙旗各级官员及旗丁、喇嘛教寺庙及庙丁、驿站

及站丁之间。与罗马法物权意义的所有权、清代

民地的“类罗马法所有权”相较，蒙地在个体意义

上的权益是虚置的。这种权利的虚置是土地纠纷

发生、蒙古人土地权益丧失的主要原因。［61］徐鑫

则对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

交易中的地谱做了探讨，认为地谱是归化城土默

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特殊租金。地谱与户口地相

伴而生，继而在耕地和空地基的永租交易中广泛

存在。地谱具有标示蒙地所有权的作用，也具有

收租权利和作为债权抵押获利的经济价值。在实

际交易中，地谱的经济价值因可以稳定获得货币

收入或抵押出卖而更加受到重视。［62］王玉海研究

指出，清代卓索图、昭乌达地区农村的官方基层社

会组织是随着内地汉人的移入和农村的形成出现

的，具有明显的植入特征。虽然清廷为了加强对

内地移民的统治，实行蒙汉分治，但清代卓、昭一

带农村的官方基层社会组织发育始终不够完善，

形式也 欠 规 范，呈 现 出 一 些 与 内 地 不 同 的 特

征。［63］柳岳武则探讨了清代蒙古草原“内地商

民”间的性问题，指出清廷针对此等问题除对“有

罪者”问罪外，不曾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因禁止内

地民人携眷前往并禁止与蒙古女性通婚所导致的

不良影响，相反从“蒙汉相安”“保护蒙旗”的立场

出发，继续此前禁令，客观上扼杀了确保边疆安全

的重要机体细胞“定居式家庭”的生长，直接导致

了晚清尤其是清末外蒙古等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

与清廷应对的措手不及。［64］也有学者对晚清蒙古

台站的弊端做了评述，认为蒙古台站官员的苛扰

之 弊 是 影 响 晚 清 蒙 古 台 站 正 常 运 行 的 一 大 顽

疾。［65］乌兰巴根对清末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开设驻

京文报局做了探讨，认为开设驻京文报局是库伦

地方利用邮局传递文报的开始，对京库间的文报

传递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66］王婷婷等人对清末

十三世达赖出走喀尔喀蒙古事件及其影响做了专

题研究，认为该事件给喀尔喀蒙古造成沉重的经

济负担。［67］廖大伟等学者则对清末蒙古王公贡桑

诺尔布的改革活动做了梳理，对这些改革活动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贡桑诺尔布是外藩蒙古近代化

的先驱。［68］乌力吉陶格套讨论了清末蒙古地区的

“藩属宪政”活动，认为由于清政府的迅速灭亡，

这些筹备措施未能得到贯彻落实。［69］张力均对乾

隆中叶至清末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做了考

证，指出八旗蒙古人士在守边治边实践中，始终

把维护边境安全、捍卫领土主权作为第一要务; 在

治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主张刚柔相济、以德

服人，尊重民族习俗，兴办教育文化、发展经济，

巩固国防。［70］柳岳武就晚清政府在各蒙旗推行的

蒙边“置省”“开蒙智”“兴边利”以及编练新军等

活动分别做了探讨，认为: 蒙边“置省”工作虽然

在清政权彻底崩溃前未得到真正实现，但这一尝

试不仅为传统藩部向主权国家地方政区之转变作

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边

疆省份的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开蒙智”和“兴

边利”等活动一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

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最终未能成功实现改善蒙

古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

化水平、化除畛域、加强近代国家主权认同的目

标。蒙藏边陲编练新军活动更加得不偿失，不但

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而成为蒙

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71－7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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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胡日查等学者就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清
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

区的传播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其中也有

部分章节内容涉及晚清历史。［75－77］

四、晚清边疆史的综合性研究

这一时期晚清边疆和边政史研究的繁荣还体

现在一些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出版上。如在边界史

领域，吕 一 燃 主 编 的《中 国 近 代 边 界 史》［78］ 对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中国边界变迁历史做了全面考察和论述，前

十五章为陆路边界部分，涉及中国东北、西北、西
南边界; 后四章为海疆部分，内容涉及中国与葡萄

牙关于澳门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与英国关

于香港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的南海诸岛和

中国东南海疆台湾。其中不少内容涉及晚清时期

中国边界的演变。
在晚清边防史领域，王宏斌出版的两部著作

具有代表性。《晚清边防: 思想、政策与制度》［79］

对晚清 70 年( 1841—1911 年) 中国陆地边疆防务

做了系统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时期朝野人士对于

边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清廷对于边防政策的不

断调适，清末军制改革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况及

晚清巡边制度的演变等，凡三编十二章，每编四

章。第一编为“晚清边防思想之演变”; 第二编为

“晚清边防危机与边防政策之调适”; 第三编为

“晚清巡边制度之沿革”。该著作较为全面地展

现了晚清边防体制从传统的“夷夏之防”逐步转

向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之防的曲折历程。《晚

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80］则对晚清 60 年间刊

印的海防地理学著作做了系统考察，并将之划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知彼知己: 海防地理

学的新起点 ( 1840—1874 年 ) ”，从林则徐等人

编译《四洲志》后产生的一批研究地缘政治的著

作入手，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者的

军事地理观念及其普遍存在的局限性; 第二阶

段，“知 天 知 地: 海 防 地 理 学 知 识 的 新 增 长

( 1875—1894 年) ”，分别就《海防新论》《日本地

理兵要》《海口图说》《洋防说略》《广东海图说》
以及朱逢甲、华世芳、姚文南、吴曾英等人的海

防地理学思想做了探讨和论述; 第三阶段，“蔚

为大观: 海防 地 理 学 要 素 的 全 面 考 察 ( 1895—
1911 年) ”，对此一时期长江防务的地理学思想

以及《浙江沿海图说》《推广瀛寰志略》《海国图

志证实》《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新编沿海险

要图说》《中国海军形势论》等著作的海防地理

学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晚清边政史研究领域，马大正的《中国边

疆经略史》［81］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

设九编，历述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各朝各代的边

疆政策以及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其中第九

编为晚清部分内容。厉声等著《中国历代边事边

政通论》全四卷［82］，历述从秦王朝到新中国成立

期间近两千年的中国历代边事边政，其中第三卷

第九章和第四卷第十章为晚清部分内容。阿地

力·艾尼的《清末边疆建省研究》［83］对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清政府的边疆建省活动做了考察和

比较，内容涉及建省前的清末边疆，新疆建省，台

湾建省，清末新政下的东北建省，清末边疆建省的

特点及对国民国家构筑的作用。赵云田的《清末

新政研究》［84］就清末新政改革在东北、蒙古、新

疆、西藏等地执行情况及利弊得失做了综合考察

和分析。冯建勇的著作《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

疆政治变迁研究》［85］除“序章”和“结章”外，共分

四章，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边疆政治的变迁，

内容涉及清末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局势、辛亥革

命对中国边疆的冲击、列强对边疆政策的调适、民
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情势的应对。柳岳武的著作

《清代藩属体系研究》［86］就藩属体系在晚清的演

变和瓦解过程做了系统考察。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晚清边疆史研究在过去 10 年里不

但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呈现愈来愈受重视

之势。为推动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和发展，笔者以为，在以下两方面尚有待继续努

力。一是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今天的边疆史

研究已不再属于传统的史地学范畴，研究内容已

大为扩充，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
社会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

性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边疆史研究中必须加强

跨学科的协同研究、合力推进，同时也要求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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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除了史学的基本训练外，还需要具备

其他相关学科的素养。二是加强对晚清边疆史在

整个中国边疆史研究中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识。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疆域经历了数千年的

演化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地

位。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晚清 70 年的边疆史处在

一个承先启后的位置上，非常具有特殊性，既出现

许多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中不曾遇到的问题，又

与当代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因

此，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在晚清边疆

史研究上投入更多精力，做出更多努力，发表更多

符合时代和国家需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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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Domestic Ｒ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Fronti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Past 10 Years

CUI Zhi-hai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rderland is a traditional subjec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 10 years，the domestic historians have had some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fronti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y have
published some comprehensive monographs and achieved relatively fruitful results． Moreover，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rderland． However，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onti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to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uniqueness of the fron-
tier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s frontier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e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fron-
tier;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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