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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
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
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
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
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 949年，
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
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
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
，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
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
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
“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
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
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
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
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
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
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
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
民国年问，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
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
远的丰碑。
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
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
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
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
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
们的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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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明、传承文明。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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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伊犁河 此为天山北路之大川，有二源：上源为崆吉斯河，源出焉耆西北山中；一日特克斯
河，源出汗腾格里山北麓，合而西流，复与哈什河相连合，西经霍尔果斯，入苏联境之巴勒哈什湖。
全长一千四百余里，支流甚多，渠水纵横，甚富灌溉之利。
上游可运木筏，下游利于舟楫。
 额尔齐斯河 为阿尔泰西一大河，源出阿尔泰山南麓，汇克林河、布尔津河、哈拉斯河、哈巴河、阿
勒克别克河，西北流入于苏联境之斋桑淖尔；复西北会额毕河，注于北冰洋。
此为本省河流出口之仅有者。
 塔里市河 此河为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阗河、乌兰乌苏河，四大河流汇合而成，为南疆第一大川
。
自和阗戈壁之北经罗布淖尔与渭干河相汇，全长三千六百余里。
天山南路殷富之县，肥沃之区，多在其沿岸。
 此外尚有渭干河、克里雅河，均利于灌溉。
至于湖泊，随在皆有，中如蒲类海、蒲昌海等，皆历史上负有盛名者。
 本省物产繁多，举不胜举，略述如次： 植物 农产有米、麦、豆、高梁、玉米、芝麻等悉备。
大小麦为本省主要食粮，米则随地皆产，以北疆之伊犁，南疆之阿克苏为最佳，粒白润而肥硕，价且
甚廉。
 蔬菜之属与内地略同，如韭菜、青菜、菠菜、白菜、包菜、洋葱、番茄、辣椒、芥菜、萝卜、茄子、
莴笋、苋菜、芹菜、花菜、芸台、芋头、百合、麻菇、山药蛋、冬瓜、黄瓜、南瓜、丝瓜、苦瓜、葱
、蒜等应有尽有，为新疆各地普遍所产。
大地四季皆青，北疆气候较寒，则多设暖室储之，故虽在隆冬而生菜亦无忧缺乏。
 此外尚产多量之棉、麻、桑、烟草等，产棉以南疆为最盛，而以吐鲁番为最，年产数千万斤左右，质
白净而纤维柔韧且长，足与美棉相颉颃，因交通困难，不克运入内地，遂成为对外贸易之大宗。
 果实品质兼佳，有色味香三绝之美，非但内地罕见，即各国亦鲜有出其右，天山南北皆盛产，而南路
尤多。
有葡萄、苹果、杏仁、花红、石榴、樱花、胡桃、桑葚、山楂、沙枣、花生、西瓜、香瓜、柿、梅、
梨、桃、栗、藕、李、无花果等。
除哈密之甜瓜，吐鲁番之葡萄驰名世界外，他如伊犁之苹果，叶城之石榴，焉耆、库尔勒之香梨，亦
为果品之著者。
 森林类多天然林，生自洪荒，人迹罕至，中以松桧为多。
自伊犁以迄东部之镇西，凡三千余里，连绵无间，大者围数丈，高数十丈不等，无人过问，听其年久
倒腐，间或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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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第2辑):新疆行》是一种罕见的新疆纪实，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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