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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我读研究生不久，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谈及撰写论文。
先师说：写论文选题很重要。
题目选得不好，花再多功夫也做不出好结果。
他举例说，同样研究长江河道的变迁，如果选中游，或许能发现不少问题，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但有人选了下游马鞍山到南京一段，这一段河道本身变化不大，即使作者尽了力，还是做不出什么结
果，自然写不成高质量的论文。
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写论文和研究还是有区别的。
研究可以有目标，却不必也不能规定具体的成果。
研究下来可能会有肯定或否定的结果，也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结论都无法做。
但写论文就不同，因为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写成论文的。
要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结论都没有办法做，还写什么论文呢？
拿学位论文来说，现在一般都强调要有新意，有创造性。
当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最好，但至少也得通过论文显示作者已经掌握的基本理论和概念、研究方法和
能力、具体成果和水平。
我将博士论文戏称为博士生的“高级技巧表演”，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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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明清“江南海塘”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加以考察，从海塘兴工到工程用料来源，从社会到环
境，从帝王旨意到民间运作，全方位展现了与海塘建设紧密相关的复杂过程。
作者抓住海塘兴建与善后维修中的取土、采石、运石、雇募工匠等各个环节，将环境、社会等因素融
入对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为海塘史的研究拓展了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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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
2001年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2004年获复旦大学地理研究中心硕士学位，2007年获本中心博
士学位。
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攻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只，兼涉慈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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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第一节 学术回顾海塘、运河与长城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公共工程，它们的规模之宏大、工程之艰巨
及动员劳力之多均令人惊叹。
运河与长城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海塘史的研究则非常薄弱。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中以专章叙述海塘，但有限篇幅内海塘史尚未充分展开
。
朱契的《江浙海塘建筑史》出版于1955年，书中对江、浙两省的海塘建筑史作了扼要叙述，对浙江海
塘建筑作了重点介绍。
在40页的篇幅内，首先说明建筑海塘的缘起及其沿革，然后分别介绍了宋、元、明、清的海塘修筑情
况，最后介绍对海塘实地调查的情况。
在讨论宋元时代及明代海塘工程时，作者主要以海塘技术的改变为线索；清代海塘修筑史部分，先介
绍劳动人民对以往筑塘经验的总结，然后按时间顺序介绍17、18世纪的海塘大修情况。
全书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有助了解江浙海塘建筑史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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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笔者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尽管花费了不少精力，但在理论思考方面还有太大差距。
当代人类学家格尔兹曾警示过将一己之见上升到哲学高度是危险的，但研究历史问题没有自己的想法
和思考是件遗憾和尴尬的事。
前辈学者一再强调，研究历史不仅需要熟习材料和掌握检索与辨伪的技巧，还要有自己的体验与心得
。
前者是苦功和技巧，有一个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与思想，需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
、联想以及发表意见的能力。
无疑，笔者在上述方面的努力刚刚起步。
首先要感谢恩师葛剑雄教授和王建革教授。
九年前葛师到笔者本科学校的演讲为我开启了历史地理学之门，随后的通信和答疑则增长了我报考硕
士的信心。
进校后两位导师在学习和生活上均给予我关怀与帮助，他们的指点是我治学成长的根基与源泉。
作为导师组成员，满志敏教授在自然地理知识方面给予了很多指导。
曹树基教授和张伟然教授在思维与写作方面的指引，使笔者受益匪浅。
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感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严谨的学风、宽松的环境以及老师们的帮助和解答，后学
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老师们的栽培教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

编辑推荐

《明清“江南海塘”的建设与环境》通过对江南海塘工程中原料、技工和善后制度等问题的系列研究
，考察这些问题背后复杂交织的环境及社会因素，探讨在整个生态系统内，人、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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