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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海防地理学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伴随海防战争的发展而形成的。
晚清海防地理学论著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这些论著，既可以从中了解近代学者对于地理
环境的认识水平，又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海防历史教益。
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于战争行动的影响，未雨
绸缪，扬长避短，以史为鉴，对于任何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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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讨论晚清60年间刊印的海防地理学著作，大致按照一种新著作出现，
而后迅速产生一批同类成果来划分时段。
第一阶段，以林则徐等人编译的《四洲志》为标志，而后产生了一批研究地缘政治的著作；第二阶段
，以希理哈《防海新论》的翻译为标志，而后产生了一批研究中国海防要塞的著作；第三阶段是中国
海防地理学相对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海防地理学著作较多，既有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又有专
门研究中国沿海地理的，还有专门研究海军基地的著作，蔚为大观。
我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产生为标志，观察中国学者的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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