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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
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
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
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
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
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
”②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
”③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总之，中外文献中，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
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
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
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
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省都视为
陆疆地区。
因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从人文方面看是蒙古族普遍居住的地区，从历史方面看也有它发展的整体性和
特殊性，但阴山山脉横贯其间，使山南与山北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与人文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实际上都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将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应把横跨阴山山脉的锡林郭勒
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也作为边疆地区，是较为适合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深入内地的桂林、梧州地区，亦不应作为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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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框架设计的立意是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着重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各朝
各代的边疆经略，二是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
最后一编，即第十编为余论，选择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贯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治
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延续满蒙联姻等予以专论，寻求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还要着重说明，第一，本书论及的边疆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上
溯古代，参照历代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
边疆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
至于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都是边疆地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
第二，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经略边疆、治理边疆地区的进程和政策，重点是研究统一
王朝的边疆经略和边疆政策，并着重从巩固、开发边疆的角度加以评述，对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
国以后，晚清王朝的应变对策和与边界交涉有关的外交活动也有所涉及。
至于对历史上边疆地区诸多政权对汉、唐、元、清等统一王朝的政策，虽有涉及，但限于篇幅不可能
展开评述了。
    本书能否实现我们主观的设想，则有待读者来评判了。
如果本书能引发更多的研究者从事本领域的研究，能激发更多读者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关注，斯愿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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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辽朝的政区双轨制及其对北部边疆的管辖　　我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北部是个瞩目地区
。
自秦统一至清亡两千余年间，秦、汉与匈奴几度战于漠北，十六国时期“五胡”势炽南下中原，隋、
唐与突厥、回鹘（回纥）的战和关系，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及沙陀、汉族几大军阀集团混战于中原
地区，清代前期噶尔　　丹之崛起等，大都肇因或者直接发生在北部边疆地区。
但是，从历代统一与割据、治与乱这一关系来考察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发展趋
势：规模较大、次数较多的战乱和割据，大多发生在五代及其以前几个朝代；五代以后也有战争和动
乱，有的战乱规模也属可观，但总的说，波及面很广、延续时间很长的分裂割据局面逐渐趋向缓和，
持续性的统一稳定局面正在形成和发展。
金、南宋以后，蒙古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王朝——元朝，作为蒙古族发
祥地的北部边疆地区，发挥了根基地和大后方的优势，推动着元朝统一全国战争的完成和建立了对全
国近百年的统治。
人清，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北部边疆地区各族以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及其与清
室的特殊关系，积极配合清朝消除叛乱分裂势力，抗击外侮，为我国北部边疆版图的进一步奠定和发
展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作出了贡献。
认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自然不应当只限于元朝、清朝，而有必要追溯到年代更早的金朝与辽朝，尤
其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各族并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直接管辖二百多年的辽朝。
　　辽朝能够经历较长时间统一并比较有效地管辖着北部边疆地区，有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
展的多方面因素，本章仅从辽朝有关北部边疆地区管辖政策的若干侧面，探讨入辽以后，这一地区与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认识。
　　（一）与北部边疆管辖关系至重的政区双轨制　　辽朝建政立国二百余年（907年一1125年），政
区双轨制的建置和长期推行，既是整个地方行政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辽廷加强北部边疆地区管辖的
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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