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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結構及其過程—— 

        太湖流域歷史地理研究探論  

講者：謝湜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日期：２０１ 3 年 3 月 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４：３０至６：００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2 樓２２１Ａ室 

語言：普通話 

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在歷史人類學的實踐中得到學者們的重視。作為

研究工具的區域，在不同尺度的專題研究中成為一個彈性的動態的視野。對區域理論

的思考，在地理學思想史中有著悠長的學術脈絡，關於區域結構及其變動的論辯，又

與 20世紀以來歷史學、地理學與人類學等學科的交會和發展密切相關。所謂的「年

鑒新史學派」對結構史學的反思和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本研究關注 11-16世紀

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嘗試從微地貌差異格局出發，通過考察江南農田

水利發展、聚落和土地開發與行政區劃沿革，從空間的功能性思維，轉向對環境過程

及其權力運作、制度變遷、生存策略的機制性考察，從而使地誌文本得以在具體社會

語境中得到重識，地理結構的社會意義轉變得以顯現；本研究亦將關注點由區域要

素的靜態分佈，轉向動態網絡要素的嵌入過程，更多地關注政區沿革中的人群活動及

區域聯繫，主張將傳統的政區考證導入區域綜合研究。在這樣的實踐中，區域賴以成

立的問題意識，區域結構變遷的時空維度，不斷得到新的反思，這也促使研究者在其

他區域的研究中繼續尋找多元的結構和過程。 

如有查詢，請電洽宏達，ＴＥＬ： 5349 6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