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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教育地理研究领域的新探索 
——评《中国历史教育地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贺培育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12） 

摘要：将地理研究领域延申到历史教育中，实现文史地的有机融合，是拓展学科领域增强学科生命力的有效途径。《中国历史
教育地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是历史教育地理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著作从作者写书的缘起、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
在历史教育地理学研究中的作用等多方面对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教育中的地理研究进行了深度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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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是一项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多

视角、多领域综合研究，我国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要求学者们

需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地理的理论研究。基于此，陈国生、潘建

明、祁惠三位作者撰写《中国历史教育地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

例》，2021 年由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按时间序列进行分类研究，重点研究工作集

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人才类型的研究，本书重点选择了

宰相（正史入传）并对其地理分布和时空变迁规律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总结；对于历代变迁的研究，本书重点选择明、清两代，就学校

教育、人才分布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第二；就地区而言，

重点立足于西南，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变迁。在这个方面，本书

用力最勤，费时最多，可以说是本书研究的重心和特色所在。第三；

这本书记录了近 20 年来作者对中国历史教育地理变迁的实地调查、

理论思考的研究历程。全书共分为上下篇，共十三章。上篇首先论

述了中国历史教育地理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历史教育地

理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出路及其对现实教育发展的若干

启示。接着从宰相、明史入传人物和明代人物进士分布三个角度作

全国性的历史考察，并建立一个关于历史教育地理分布演进与变迁

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着重从明代云南人才分布、抗战高校内迁和

抗战时西南教育嵌入式畸形繁荣三个角度进行历史地理分布变迁

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区域人才成长与教育地区差异的联系

以及生成因素。特别是注重对抗战时人为嵌入式人才聚集与传统教

育区域性繁荣的差异性分析。下篇是比较系统的区域性历史教育地

理变迁研究，以西南三省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着重考察了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教育及其各要素的空间分布、

变迁规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中第 8 章研究明代四川教育地理，

主要概述明代四川兴办教育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四川

人才兴衰和地域分布。第 9 章研究明代云南教育地理，主要论述明

代云南实行民族教育的政策、措施，明代学校与人才的地理分布和

变迁趋势及其原因。第 10 章主要论述明代贵州教育地理包括民族

教育政策和各教育要素的地理分布。第 11 章主要研究清代四川教

育地理，主要论述清代四川兴办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及四川人才地理

分布和变迁规律。第 12 章主要研究清代云南民族教育地理，主要

论述清代云南的教育政策和教育要素的地理分布及其民族教育发

展的原因。第 13 章主要研究清代贵州民族教育地理，论述了清代

贵州民族教育政策和教育要素，尤其是人才的地域性及其分布规

律。整个论述不仅准确地把握了西南三省的教育地理特征及其发展

规律，而且还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教育的发展关乎国家综合实力，人才的数量影响着国家的强

盛。我国历史教育地理学虽然起步晚，但是进展较快。本书是我国

历史教育地理研究领域里一项既有理论突破，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高

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首先就其理论价值而言，一是立足不同历史

时期区域实际和不同民族实际，突显区域特色理论。本书是对我国

历史教育地理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几乎每章都可以看出建树我

国历史教育地理特色理论的努力，特别是对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民族

教育进行了广泛的文献分析，分析明清两代西南地区民族教育所取

得的成就；二是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深入。全书共分上下篇，

共十三章，对我国古代教育政策、措施，府州县儒学、书院、义学、

进士、举人等教育要素的地理分布、历代变迁及其分布、变迁的原

因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构建起一个有关历史教育地理研究

的理论框架；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教育发展的建议比较切合

实际，全书除文献探讨、资料分析之外，一般都落实在区域教育发

展问题上，所提出的教育发展措施或建议一般都切合实际，而不是

泛泛空论；三是研究方法多样。全书十三章的每一章均根据各自的

研究内容特点，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调查法、文献分析法、教

育经验总结法等，对研究结果大都作了量化处理，特别是下各章做

到了以充分可靠的事实来阐明明清两代西南三省教育地理分布和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同时，本书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言，历史

教育地理首先要关注的是区域教育与人才发展是否存在内在关

联？这种内在关系是否存在关联？实际上，地方人才发展的速度和

取向离不开教育的支持，但人才衰退的根源却不在于教育，而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政治状况。第二个要

关注的是最佳期人才区域问题。所谓最佳期人才区域是指历史上某

一时期许多人才经过一个重新整合后呈现出高度集群现象的过程，

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影响人才形成的根本性动力要素，这

些要素质对当地未来人才发展有何重大影响？是否需要转换？比

如过去我们的义利观，更多是从道德层次把握，因此“义”和“利”

是对立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义”还是要讲，但不能忽视“利”，

因此这种人才形成的动力就必须进行转换，要把过去纯道德上的

“义”转换为可以量化的市场“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只有善于转

换，区域教育优势才能传承，才有持续的发展动力。第三个要关注

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对我们现代人才培养有哪些障碍？如何克服？

比如现实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化的文化传统早在明代的八股

文中走向标准化了。在清代考据学中，所研究的学问也是越来越集

中在狭小的领域。黄宗羲就批评过当时普遍流行的学术门户之见。

这一传统到现在演变成崇尚专家和分工的文化氛围。显然，本书的

研究不仅复原了历史时期教育单位的空间分布及其规律，而且这些

研究对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和高校地域布局中所包含的不合理因素

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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