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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趋于和谐的基石，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

究的深入，流域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人类活动影响深刻的特殊地理单元，成为区域响应

的敏感区。地理学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以人类为主体，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人地关系、

可持续发展等主要内容。历史流域学是以流域为研究单元，以人类历史为研究时段，以河流

水体为主线，对人、地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由于流域的继承性、整体性、系统性等特

征，对流域的环境变化、生态安全、流域治理和管理等，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开展流域研究是

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历史流域学具备地理学发展的特点，能够很好的复原流域历史

演化状态，反映流域动态过程中自然要素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历史积淀。本文初步探讨了

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流域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流域的历史演变规律，为整

治和治理流域环境和实现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完整的情境环境和情景事件；研究流域灾害的发

生规律，深入探讨流域安全的生态模式和机制，建立未来灾害的预警预报机制和补偿机制；

探讨流域多种因素的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从而构建人与流域的网络关系，协调流域开发的

强度与进度；打破流域即为单纯水利建设、利用、治理等老的管理框框，将流域管理纳入到

综合管理的轨道，将自然、人文、社会、历史、管理等纳入到整个流域研究中去，使流域研

究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成为人类学和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进而探讨了地理学

发展视角下历史流域学的学科应当具有综合性、历史演变性、时空一体性、情境环境与情景

事件、应用性等学科特点，以期为流域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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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研究领域既包括自然环境的演变规律，也涵盖全球性、

区域和局地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生态安全脆弱性研究，并致力于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科学观

点。而流域研究从纯粹的水利管理而逐渐发展到流域综合管理，更加注重流域的自然属性、

人文轨迹、历史演化及其动态发展规律，使得历史流域学应运而生。本文从地理学发展的视

角，探讨历史流域学的学科特征，从而为历史流域学今后的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1 地理学的体系与发展趋势 

地理学的建立是以经典地理学划分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为重要标志的。自然地

理学探讨地球表层的分异规律以及地理现象的成因。人文地理学则探讨人类在地球上活动轨



迹的分布规律以及地理分布的成因。在近代地理学发展中则以强调人地关系为其建立学科体

系的重要依据，在学科分类中特别强调部门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重要性，体现出了地理学

与社会的结合以及应用特征。一般在部门地理学里把自然地理学分为地质、地貌、气象气候、

土壤、水文、生物等分支地理学科。而人文地理学则分为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

理学、人口地理学、宗教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分支地理学科。区域地理学则

更强调区域内部的相似性和区域外部的差异性，以区域划分作为研究对象，对独特的区域地

理特征进行研究，而且，为了研究的方便还曾经以景观地理学代表特定的区域地理学，对地

理的科学化进展和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又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地理学在区位论

和地域分工方面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对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良好的效益。政治地

理学中的地缘政治理论也曾经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现代地理学则从三

方面继续发挥自身的使命。 

1.1 综合性更强，应用更广泛 

现代地理学几乎与各个学科都具备整合性和融合性，研究的范围也以应用为主，土地

利用、城市化进程、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流域管理、环境整治、国土规划、人口增

长与流动、经济发展等，涉及到方方面面，人类进步引起的一系列地理现象都可能会成为地

理学的研究对象。 

1.2 空间特征更加明显，探求历史演化机理的需求更加突出 

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形成全球化的趋势，同时科学技术更加强大，促使地理学研究向

全球空间化和区域功能化发展。地理学深入到地球科学领域，研究全球气候、生态、大陆海

洋等的演变过程与发展规律，探讨人类应对的响应机制和对策。另外，区域研究也从纯粹的

描述与归纳特征转向区域功能的研究，从经济集聚、可持续发展到主体功能区划分，使地理

学逐步打上了管理科学和人类学的烙印。 

1.3 方法多元化、技术现代化 

现代技术为地理学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地理学到解释地理

学，是由于现代科学产生和地理大发现两大事件而引发的。现代地理则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而推动的。解释地理学的主要手段是地图学和野外考察，而现在则主要靠由地理信

息系统、大地定位系统和遥感系统组成的 3“S”系统来进行地球信息的获取，数字地球、

虚拟地理环境等成为现代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生态环境演变、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

城市演进与发展等研究的推进下，区域功能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计算地理

学为现代地理学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这些都为历史流域学的学科建设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模式。 

2 地理学体系下的历史流域学 



2.1 地理学体系下的区域历史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从有人类以来，地理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

历史社会时期的地理，称为历史地理学。
[1]
地理学按照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不同，划分为现

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古地理学三个时段。现代地理学的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地理环境的过

程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演化过程，古地理学的研究则偏重于

人类历史时期以前的环境。 

区域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

（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立足于一个地区，研究具体区域的自

然和人文地理现象，探讨区域综合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区域历史地理在

分区、分要素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对区域定位、定性、定量的复原研究，以研究行政区域

单元为主。
[2]
 

2.2 从区域历史地理到历史流域的研究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特色之处在于对具体的区域发展过程，采用时间序列中一系列时间

断面的综合研究，来反映区域地理环境动态演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20 世纪 50 年代，B.K.

雅尊斯基就曾指出:“历史地理应当把所研究的地区中过去地理上的许多特性写出来，但是

不应当只是许多年来历史地理特性的对比，必须指出:这些特性怎样由这一个转变为另外一

个，所以这些特性应当是动态的。这一点对于历史地理是一个重要的要求，不实行这一点，

便剥夺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任何历史著作（表现历史发展的现象）的必要品质。”进入现代，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关注区域地理中的人地关系，研究区域空间发展过程。
[3]
达比曾详细论

证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地理学中时间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4]
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

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他还认为，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可

以采用横剖面（cross section）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

恢复某一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的特点做出发生学的解释。美国历

史地理学家索尔认为地球的表面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都

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他运用地貌学与植物学的知识去分析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强调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与时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英国历史地理学者注重横剖面

复原方法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以索尔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则注重对地理景观时间

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横剖面所指示的演变是每一段时间之间的变异，反映的是若干时间

段之间的断续的、间跃的变化历史（changes between times）。而索尔则强调贯穿整个时间

阶段的演变过程（changes-through times）， 他认为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表，而是一

个有机的前后相接的生长史。
[5]
 

区域历史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当今的人地系统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承继关系，对区域

历史时期人地系统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因此，研究历史时期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其中的规律，为今天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照。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丰富、系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开展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刍议》
[6]
提出“历史

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明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目

的。 

流域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趋于和谐的基石，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与流域息息相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强烈干扰的流域生态环境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全球水伙伴（GWP）、

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组织了流域研究的地区网络，目的是将流

域研究用作试点。其观点是：由于流域更容易积累上游人类活动的影响，所以就使生态系统

显得特别脆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2004.3）。许

多国家、地区通过立法等手段，从水资源分配、利用角度严加控制，这些措施具有一定时效

性，但多不能从源头上根本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学界也展开了多学科研究，涉及地貌学、

水文学、生态学、文化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7-11]

已有的研究多从单

一学科角度、针对流域问题某一方面展开，此外，涉及流域环境演化的历史性，从历史长时

段、流域系统性展开研究，较为薄弱。鉴于流域演化的历史性、因果性、系统性、链条性等

特征，及学界现有成果之不足，区域历史地理学以流域为单元开展历史流域研究显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 

2.3 历史流域学的构建 

一些学者就历史流域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1988 年，王守春在《论历史流域

系统学》一文中
[12]

，就针对历史时期河流演变原因研究之不足提出，“今后的研究侧重点应

当放在把河流与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并提出应创建“历史流域系统

学”。他强调流域治理应注重流域系统性，认为“把河流的上、中、下游及支流、干流看成

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且还要把河流所在流域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即环境要素，看

成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整体角度，即把它们作为系统来进行研究，才能对河流

有更深刻的认识”。侯仁之院士在《历史地理学四论》
[13]

（1994 年）中，进一步提出进行流

域系统研究，应选择“区域链”作为研究对象，即以河流为轴线，将沿途区域视为子系统，

进行深入研究，并具体提出了“潮河链”、“滦河链”等具体研究设想。期间，历史地理学等

学科以流域为特定研究区域也进行了研究探索，涉及内容颇为广泛。 

对历史流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与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密切的领域，如历史时期流域自

然灾害、流域地貌、流域生态安全、人-地关系规律、流域文化、流域经济、流域城镇等方

面。但大多研究各自为政，自成体系，而未从流域学角度将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

探索它所具有的以水资源为核心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地域运动规律。 



流域可以看成是两个部分的集合体：一部分是与水有关的人类活动，另一部分是依赖于

水环境而存在的生态系统、陆生生物和水生生物。是水让这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

联系，同时，矛盾与之共存。因此，这就需要各个部分间的协调。 

地理学研究迫切需要与生态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融合，形成一门新的交叉

学科    ——流域学。流域学作为地理学、生态学、管理学实践和管理的交叉学科，以流域

为研究单元，研究流域内高地、沿岸带、水体间的信息、能量、物质变动规律。其目的是从

流域这个特殊的区域单元对以水体为主线的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开展研究，实现流

域可持续发展。 

由于流域的历史性、整体性、系统性等特征，对流域的环境变化、生态安全、流域治理

和管理等，需要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进行流域研究。 

从流域形成的过程性及流域要素的复杂性，必须构建一门以流域为独特研究对象，融时

间和空间于一体的综合学科——历史流域学。 

王尚义等
[14] [15] [16]

基于流域自然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流域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流域

人-地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提出了历史流域学创建的必要性以及构建、创立“历史流域学”

学科体系的初步设想，推动历史流域学学科发展。 

王尚义等人提出，历史流域学的创建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1）科学体系原则。20 世

纪以后，西方学界基本认同人类社会三大类型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此外，

从科学体系来划分，与这三门综合性科学并列的，还有工程科学等。本文据此，结合目前学

界学科分类，再及历史时期流域实际情况，将历史流域学分为三大分支：流域自然地理学、

流域人文社会学、流域工程学。（2）历史可行性原则。1982 年，黄盛璋先生在《论历史地

理学与地理学》[17]一文中，谈及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时，认为从学科属性

分析，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历史流域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和目前

流域学研究对象一致。但是又非完全一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目前流域内部的个别自然、

人文现象，在历史时期并不存在，自然无法成为研究对象；二是尽管流域现象存在，但是囿

于史料记载、物质遗存缺乏，难以展开研究。 

历史流域学属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三大科学融合

交叉的学科。历史流域学的自然科学方面主要包括：历史流域地理、历史流域生态、历史流

域灾害等。历史流域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主要包括：历史流域政治、历史流域经济、历史

流域社会、历史流域宗教、历史流域语言、历史流域文学、历史流域艺术。历史流域学的工

程科学方面包括：历史流域水利工程、历史流域生态工程等。 

3 历史流域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与研究方法 

目前流域研究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从局部河道转向到流域演化的综合研究；二是从单学

科、单因素的流域演化研究向多学科融合研究发展。历史流域学是以流域为研究单元，以人



类历史为研究时段，以河流水体为主线的人、地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故应属地理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 

作为一门地理学之下的交叉学科，历史流域学重点论述人类活动过程对流域自然、生态

诸要素演变的影响机理，流域自然环境演化过程对人类社会利用和管理流域的响应机制的影

响，以及建立历史流域环境演变模型，探索历史流域人地关系演变之规律。 

3.1 历史流域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地理学的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空间与时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地

理现象的空间分析，以及时间过程的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预测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因此，

历史流域学面临的任务是以人地关系为主线，揭示流域历史演化的时空规律。 

3.1.1 揭示流域的历史演变规律，为整治和治理流域环境和实现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完整

的情境和情景事件。 

历史时期，流域环境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史料，历史时期发生的自然或人类活动重大事件，

往往会有比较多的描述。对研究流域的演化，需要借助典型事件的记载，对流域环境和社会

经济情景进行恢复，以时间序列为轴，将一系列的情景事件排列，构建流域历史的环境演变

过程，复原流域情境，从而分析环境要素变化，包括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对流域系统演化

的影响，提取流域演化的一些关键要素，建立流域系统动态变化以及流域系统脆弱性的评估

框架，探索流域环境变化规律，为评价流域现状和预测未来流域发展提供借鉴。 

3.1.2 研究流域灾害的发生规律，深入探讨流域安全的生态模式和机制，建立未来灾

害的预警预报机制和补偿机制。 

3.1.3 探讨流域多种因素的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从而构建人与流域的网络关系，协

调流域开发的强度与进度。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早期的文明发祥于大河流域。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

不论是古代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以水为核心的流域。

大江大河为流域的人流、物流提供了舟楫之便，为两岸的人类生活、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基础

条件。说明古之发展源于流域，现代社会发展离不开流域，可持续发展也要依赖于流域。流

域是气候和地貌共同作用的产物，流域内环境要素的变化，与人类干扰密切相关，探索流域

各要素的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保持人水和谐，使流域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平

衡持续发展，保持流域的良性循环，协调流域开发的强度与进度，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3.1.4 打破流域即为单纯水利建设、利用、治理等老的管理框框，将流域管理纳入到综

合管理的轨道。将自然、人文、社会、历史、管理等纳入到整个流域研究中去，使流域研究

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成为人类学和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 

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河流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流

域的可持续发展，严格遵守自然和经济规律，实行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严格保护、有效治



理和系统管理，采用科学的、技术的、工程的、文化的、教育的、宣传的、经济的、法律的、

行政的各种方法、途径和措施，加快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依靠制度变革推进水利由粗放型

向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转变，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重视和

加强对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以供定需”，量水而行，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和

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以流域的可持续

发展保障流域的环境安全、食物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3.2 历史流域学所应用的方法和技术 

3.2.1 文献法。历史流域学主要靠直接的历史文献资料来恢复历史演变的规律。 

3.2.2 物候学方法。除了文献外，物候学方法能为历史流域提供间接的物证，从而揭示

历史气候的演变规律，为求证历史流域的情境环境和情景事件提供必然的科学依据。 

3.2.3 钻探技术。通过钻探技术向地下获取岩芯，从而通过沉积物推断历史环境的演变

规律，恢复再现流域情境环境。 

3.2.4 指标评估方法。主要靠两条主线。一条是建立现代近几十年的指标体系，依靠各

学科专业要素和历史数据建立相应的综合指标体系。二条是建立历史时期（10000 年或 2000

年至今）的指标体系，这一条指标体系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不可能和现代一一对应，以恢

复建立情境环境和情景事件为主要任务，借以与现代指标体系对应的情境环境和情景事件相

一致为原则。 

3.2.5  3“S”系统方法。利用 3“S”系统技术方法，监控和探测流域变化规律，探讨

准确预警预报的实现方法。 

3.2.6 建模与计算方法。为使流域研究科学化和综合管理科学化，通过规律的探讨，建

立符合流域规律的模型模式，适合了解流域变化特征的计算方法将是历史流域学走向科学化

的重要途径。 

4 地理学发展视角下历史流域学的学科特征 

以人类为主体，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地理学的发

展趋势。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对于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特殊的区域单元——流域

既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又成为人类活动影响最深刻的地域。历史流域学具备地理学发展的

特点，能够很好地复原流域历史演化状态，反映流域动态过程中自然要素变化和人类活动影

响的历史积淀。从地理学发展趋势研究历史流域学的学科，具备以下的特征。 

4.1 综合特征 

流域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它由河流源头、湿地、相通的湖泊，以及众多不同级别的支

流和干流组成，包括河流全部生态要素——基本水量、水生生物、稳定的河道等，还包括人

工生态系统，如工业、农业、畜牧业和其他生产系统，与河流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这些因



素的动态过程对流域有重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流域可持续发展是在维持流域系统的生

态、环境、资源整体平衡、良性循环、功能良好的同时，充分满足流域现代及未来的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需要。历史流域学综合了地理学、管理科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内容，渗

透到更多学科领域，使历史流域学既要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体现流

域分形特点，也要从其它学科的角度探讨人文与流域的关系、历史演变与流域现状的演替关

系、水利管理与综合管理的关系、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流域情景与历史情境的关

系等。 

4.2 历史演变特征 

流域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具有进化能力。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人类对河流干预

不断增强，每个流域、每条河流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以及与条件相适应河流形态调整。现

代流域管理一般只考虑即时的特征，由于研究的不充分，目前尚未有全面考虑从短时的变化

特征到长期的变化规律之间建立特定关系。但历史演变特征，恰恰是把握流域变化规律和流

域灾害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流域历史情境和历史情景事件的重要依据。美国和欧洲国家

拆掉许多大坝的行为，其实就是基于流域历史的情境状态和情景轨迹而采取的措施。 

4.3 空间与时间特征 

流域的空间特征与早期景观地理学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目前在景观生态学上亦有更为

准确的描述。而历史流域学的空间尺度也是介于景观地地理学与景观生态学之间，但又在景

观生态学基底与廊道之间进行着斑块的拼接，从而打破宏观与局部之间交流的障碍，建立了

全新的空间关系。在时间上，打破长期与短期的分隔，将历史情景模拟与现代事件迭代分析。 

4.4 情境环境与情景事件特征 

时间地理学中，哈格斯特朗用情景这个概念，描述历史中产生的混合体中各种实体的相

互联系，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我们）要理解的是状况如何成为集合性结果。
[18]

流域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历史演化中，是几千年人类文学艺术灵感的源泉，积淀了人类

文明的影响，遗存了环境变化的重大事件。历史流域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使历史资料与现代

资料相对接，从而建立流域历史演变的发展脉络。以现代流域指标来要求历史数千年与一一

对应是不现实，也是无法达到的，而情景事件可以以历史时期不同时间断面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复原流域的环境状态，从而使历史环境演变状态是有循可查或间接推断。 

4.5 应用特征 

水是流域可持续发展基础，实现人水和谐才能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流域的管理，要从

流域的历史性、整体性出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出发，弄清流域生态演化规律，把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和遵循生态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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