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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著，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代学人，李孝聪教授虽然已经离开了现职岗位，学术生涯并
没有停下脚步，依然会活跃在学术研究领域。
退休对老师们来说是一个荣誉，而荣誉应当有形式上的体现。
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辑这部“荣休”论文集，结集了许多孝聪教授的同事、同学和学友的学术
新篇，既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也是对他的一个新的期待，希望荣休后的李孝聪教授能够有更充足的
时间将他在海内外的许多足迹和人生经历写出来，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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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书·读图·读路
——李孝聪教授学述
李孝聪教授学术经历自述
李孝聪教授著述目录
    第一编  舆地、交通与城市
历代治边与云南地缘政治关系的变迁
江苏省文化区的划分及其与自然区、经济区、行政区的关系
泾水上游诸水考辨
崤函文化初论
有关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秦简“十二郡”考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海风尚与海域认知
  ——以现存诗赋文献为主要依据的探讨
五代政区地理考述
  ——以凤翔、陇州、秦州、乾州、凤州诸节度使辖区演变为中心
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巡检司
明代徽州的黄册人口与家庭
直省何曾仅止一督
  ——官员职能变化与清代直隶省的政治地理格局演变
韩信反攻关中的路线与武都大地震
  ——为了历史叙述的历史研究
清代新疆玉石交易中的商人与商路
清代巴县档案中的皇木扎筏转运个案
晋都新田及相关问题考析
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
明清时期山西部分州县市集布设之分析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扩展
  ——以明清东莞县城为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复原方法
  ——以乌鲁木齐为例
    第二编  典籍、考古与社会文化
《始皇廿六年诏书》平议
“不狂不聋”、“大智似狂”考
  ——北大竹书《周训》札记之二
记今传本《长安志》一处错简
菏泽与荷泽考辨
  ——隋唐洛阳史地丛考之一
宋、金治河文献钩沉
  一一《河防通议》初探
方志体例的古法与变化
论考古地理学
西周初期王陵的探寻
东汉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质特征
“本命”概念与古人生年考证
隋初长安城政治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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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迁都之举为中心
唐长安城南人文景观一瞥
“官法”与“民约”：唐代的农田水利规章
唐宋时期天台宗史料的甄别与利用
宋代母亲研究的省思
——从思路与资料检视
来自蒙古征服当中的观点：郝经对唐宋文化转变与连续的反省
从《宦游笔记》看18世纪中国的社会地理景观
广东文化版图上的雷州文化
  兼与潮汕文化比较
浙江泰顺宗祠祭祖的考察与初步研究
    第三编  地图、图像与中外关系
宋代边疆管理与地图使用
明清文献舆图所载香港南部诸岛名实演变研究
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
述民国《西京市区图》
图画作品与宋代政治史研究
康熙《滇南盐法图》与山水地图的意义
汉唐时期漠北诸游牧政权中心地域之选择
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
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
  ——2007年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考察纪略
天主教与晚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景观重构
  ——以三盛公天主教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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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云南与安南的关系有所变化。
蒙元平定云南之初，与安南交往均通过南至交趾道，云南官府或云南王亦代表朝廷与安南交涉。
至元十二年安南国王上书元朝，请求以后发遣纲贡，一诣善阐（即中庆）奉纳，一诣中原拜献。
十五年元礼部尚书柴椿出使安南，奉世祖之命由江陵（今湖北荆州）经邕州以达。
安南国王遣使请柴椿等回军鄯阐旧路以进，被柴椿拒绝。
二十二年，于柴椿所经自邕州经永平寨（在今越南谅山东南）达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的道路，元
朝遍置驿站并派兵戍守，此路乃成为元朝与安南交往的主要驿路。
广西与安南的关系，其密切程度亦逐渐超过云南。
 六 明朝统治277年，其间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亦有改变。
朱元璋及其后诸帝摈弃前代向外扩展的政策，回归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遣兵征云南，所颁诏言“中国既安，守在四夷”。
嘉靖二十三年（1544），明世宗诏书云：“朕又闻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
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端。
”明代蒙元后裔鞑靼、瓦剌诸部屡为边害，时人说：“当今四夷，北虏为急。
”明朝将边防的重点放在北部，治边仍表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
 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朱元璋对云南诸族的特点也有深刻认识。
他说：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缘由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
明军攻取云南初甚顺利，随后诸族相聚反抗，历时10余年才平定，更增强了朱元璋关于云南易攻难守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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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作者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第一
代学人，李孝聪教授虽然已经离开了现职岗位，学术生涯并没有停下脚步，依然会活跃在学生研究领
域。
退休对老师们来说是一个荣誉，而荣誉应当有形式上的体现。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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