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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China’s Borderland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and the research of China’s frontier has experienced three climaxes. In 

the three climaxes, challenges such as border crisis, national crisis and social upheaval 

stimulated frontier scholars’ patriotic enthusiasm, which turned into a powerful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interests, groups of scholars and academic center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research regions and orientations are gradually changing.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Borderlan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talent base is weak, th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is unreasonabl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high-quality 

leaders. The research system of Chinese frontier science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popular Chinese Frontier science has never been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have a long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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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百年间中

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三次研究高潮。三次高潮中，中国边疆危机、国家危难、社

会巨变等挑战激励了边疆学者们的爱国热情，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发

展的强大动力。研究范式、研究旨趣、学者群体、学术中心不断涌现，研究地

域及取向渐次转换。然而，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研

究人才基础薄弱，结构分布不合理，缺乏跨学科、综合素质高的领军人物，中

国边疆学研究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众望所归的中国边疆学始终未能成功构筑。

可以说中国边疆学踏上一级学科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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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边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研究，在中国有着悠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至1世纪末，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第二次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在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

为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到现代多学科相结合综合研究的转变准备

了条件，积累了经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边疆研究迎来了又一次发展

的勃兴期，也可视之为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迄

今为止方兴未艾，这一次高潮期中国边疆研究持续时间之长，视角之广，参与

学者之众，成果之丰，也是前所未有的。

1  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三次高潮中，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19 世纪中叶至今，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若干次研究范式的转型。伴

随着新研究范式的诞生，新的研究旨趣、新的学者群体和新的学术中心不断出现。

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学的萌

芽时期。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危机日趋严峻，中国原有的治边理论受到严重挑战，

新形势下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边疆问题，西北史地学由此繁盛。由于这些边疆

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及明确的目的，立足于“经世致用”原则，潜心进

行实地考察，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边疆研究方

面的著述“种类繁富，体制斑烂，这时期潜心于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人如群星

璀灿，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涌现了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

张穆、何秋涛、姚莹、沈鑫、俞正燮等一大批硕学之士”。学者们为挽救西北

危局，或以翔实的论据及地图考证西北史地来为具体的国界划界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现实中解决边疆危机的基础；或以自身的经历为西北边疆的治理提供思路；

或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构建边疆体系。可以说“西北史地学逐渐摆脱了以往的

机械描绘，正在走向科学化。而且史地学者们从学术的角度厘清了边疆、边界

与部分国界，以往的模糊的边疆观，透过清楚的人种学、地图学、甚至探测学

之类的出现与考察，在与外国势力与学术的较量中，逐渐明确了国家疆界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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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疆界紧密相关的国家主权，完成了中国边疆统治治理方式的转变探索，促

进着中国的领域属性的近代转型。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国势险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边疆研究成为众多学人关注的焦点，中国边疆

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以边政学理论的构建和实践

为中心，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出发，聚焦国家兴亡与边事盛衰的关系，研讨边

疆全局与局部问题，分析国内边疆问题、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形势，由此中国

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终于被赋予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更重要的是，

这一阶段具有新知识结构及具备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的群体开始积极参与

边疆研究，以形式多样和数量众多的学会、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团体、媒介全

面参与边疆研究，充当学术与社会的桥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顾领刚和谭

其嚷倡办的禹贡学会。禹贡学会先后吸纳包括钱穆、黄文弼、顾廷龙、朱士嘉、

韩儒林、翁独健、吴丰培、侯仁之等著名学者。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

大学师生为基础学术队伍的禹贡学会，在当时拥有一流的学术骨干。随着高等

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的普及，中国边疆研究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遍及全国各

地，中国边疆研究的整体布局也由此形成。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边疆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相对停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学术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研究日益兴盛

繁荣，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开始提上日程。标志之一是 1983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研

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最初，边疆中心以三大系列（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

疆地区关系、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成果。21世纪初，疆独、藏独问题的加剧使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现，

边疆研究开始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来自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文

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边疆研究，边疆研究的论著相继出版发行，

边疆研究也开始转向多学科综合研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文，从各个方面探

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由此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如上所述，边疆研究中无论领域宽窄、题目大小，其研究内容都是在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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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具有共性的问题。一般而言，在各种研究模式的支配下，会出现一批具体

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就会挑战和质疑原有的

研究模式，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模式，新的研究模式再导致一批具体成果，如此

周而复始，边疆研究就会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进步。

第二，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取向从西北一隅转向边疆整体地区，

继而惠及各边疆地区。中国边疆研究从边疆史地研究转向边政学，逐步与民族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最终形成中国边疆学。

中国边疆研究发端于西北史地学，因为西北史地学有着相当雄厚的学术基

础。清政府统一西域后，决心加强有效管辖，这就需要对西域的历史、地理、

民族、风俗等有所了解。为迎合清政府的需求，西北史地学由此而生。鸦片战

争后，由于西学东渐，与西北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如地理学、地图学、考

古学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领域的发展又使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内容发生变化，

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辛亥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

族国家的转变“民国肇造，五族一家，尊重边人之地位，取消理藩之名称，改

设蒙藏事务局；三年，改为蒙藏院，以正副统裁领之，地位与各部并行。”1929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在行政院设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西藏事务及边疆地区各

民族事宜，并设绥、宁、新、藏、滇、康调查组，从事边疆调查、边疆政策研究。

这些机构的设立在边疆民族事务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30 年代，帝国

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日本

等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在民族和国家存亡之际，全国各阶层更加关注边疆，

由此，学者们也将研究视线转向整个边疆地区。一时各种报刊有关边疆的报道

和评论层出不穷，有关边疆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

边疆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的建设、稳定及其

与内地的共同发展，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持续性

地研究中国边疆成为时代需求。学者们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

探索，如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研究、中国封建王朝

民族统治政策研究、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中边疆总论与

各边疆地区研究互相呼应，互为补充，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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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中，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内陆亚洲”范

式、以施坚雅为代表的中国西南研究范式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一回应”

范式分别构成了西北—内亚、西南、东南面向的边疆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

恰恰印证了边疆研究从分到总，再从总到分的研究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为顺应社会现实的要求，形成

了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就边疆研究而言，历史学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学

科门类，只有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有科学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使我们

准确把握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边疆研究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但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决中国边疆的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多

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在与不同学科的对话中，研究者往往可以拓宽研究视角，

改变研究范式，加深对各个层面的研究。因此，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多

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成为普遍潮流，研究者普遍将历史学、民

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在

一起，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跨学科研究渐成趋势。

20 世纪最后 20 余年边疆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为边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思路、新方法的不断出新，研究的层面

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第三，从背景来看，中国边疆危机、国家危难、社会巨变是推动中国边疆

研究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时期，也就是近代边疆研究萌芽时期，正是西北边疆

危机日益深重的晚清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

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了更多的政治、

经济利益，划分了势力范围，瓜分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边疆危机日趋严峻。

19 世纪 40，50 年代由海疆和内陆开始的边患，到了 70 至 90 年代发展为中国边

疆的普遍危机。西北边疆危机尤为严重。1871 年，沙俄侵占伊犁，西北局势骤

然紧张，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在

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统治阶层不了解边务，不掌握界域，以至于在勘界谈判中

屡屡失地赔款。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原有的治边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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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疆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而此时西北边疆内部也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局势，

国内有识之士一方面对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十分不满，一方面也意识到

了西北边疆的重要性，认识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刻不容缓，于是纷纷投身于西

北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边疆形势波诡云谲非常危急：苏俄鼓动外蒙“独立”、

英国策划分裂西藏、日本先后两次策动满蒙“独立”。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举国震惊。翌年，日本又在东北扶植建立伪满洲国。中国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民族危机。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日本等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

清末民国以来边疆危局并未改观，反而愈益严峻。国难当头，在民族和国家存

亡之际，全国各阶层更加关注边疆，与国家危亡有关的边疆史地研究也愈加受

国人重视。边疆研究成为众多学人关注的焦点，中国边疆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边疆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相对停滞。改革

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中国边疆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中国边疆研究需要

关注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多。与此

同时，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新情况、新因素和新问题。

这些情况使人们愈加关注边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被忽视或研究不够

深入的大量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边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

题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不可回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为研究

者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展示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潜力。

综上所述，从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及关系角度来看，中国边疆危机、国家危难、

社会巨变等的挑战激励了边疆学者们的爱国热情，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边疆研

究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学者们而言，此种动力是内在的。可以说，该动力在

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占据了主导作用。

2  构筑中国边疆学面临的现实困难

进入 21 世纪，边疆研究领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藏独、疆独问题扩大化、

严重化，海疆问题日益重要。把传统问题与现实问题融为一体，探索当代中国

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己成为边疆研究的客观要求。中国边疆学这一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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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学科因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不断得以彰显，中国边疆学的构

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中国边疆学呼之欲出，而最后一步却举步维艰。困

难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给中国边疆学的国际化带

来阻碍。

学者们对边疆的含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诊释，成果浩如烟海。由于

研究领域的不同，加之边疆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动，学者们对边疆的

含义有不同的看法。如学者们先后提出将边疆划分为政治边疆、文化边疆、拓

居边疆、利益边疆、高边疆等。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学者们在探讨边疆的含

义时，并未注意到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他们一直致力于对边疆一词作出界定，

希望在研究中找到中国边疆与国外边疆的同质性，从而就边疆的含义达成共识。

然而，由于中国边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蕴涵着丰富的民族

文化内涵，这使中国边疆的概念大大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边疆概念。中国边疆之

特殊性，一是在于它不以线划分，而是以区域划分；二是中国边疆既有陆疆，

也有海疆；三是中国边疆与民族不可分割，边疆问题、边疆治理都被纳入民族

问题或民族政策的范畴中，处理边疆问题的措施也被置于民族政策之下。当然

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中国边疆的这种独特性，如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边疆”指的

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

西藏（含西康，即今川西北的甘孜、阿坝州），甚至宁夏北部等区域。狄宇宙

是以民族和文化来定义中国边疆的，他认为“边疆地区是这样一种地区，不同

的民族，其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的理解迥然有别，而且构成他们自身和确定他

们的民族性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边疆还是这样一种地区，它是建立在那些使

用文字和不使用文字的人之间的（从而证据就具有片面性）”。①对于中国边

疆的含义，笔者认为当以著名边疆学专家马大正的定义最为精准凝练：边疆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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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

国境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特点。中国海疆可以包含两大

部分：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疆，这是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

与领土完全相同；二是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与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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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外学者对边疆的理解有一

定差异，从而造成国际学术界对于边疆的定义大不相同。欧洲人所使用的“边疆”，

主要是指一条变动不居的“边界线”，那里筑有武装工事以清楚地划分出两个

不同的行政区之间的界线；与之不同的是，美国边疆是向西移民浪潮的前沿—

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美国历史上是存在边疆的这种边疆与我们传统历史上的

内边很相似，但西进运动完成后，边疆己不复存在。中国边疆与上述两种情况

都不同，事实上，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边疆到底应该是 frontier，borderland 还是

boundary 有一定的争论。欧洲国家没有边疆，只有边界，因此在理解中国边疆

时可能有所偏差。我们认为中国边疆绝不是 fron-tier，borderland 还是 boundary

这些词所能解释的，中国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

一的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

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

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由此而来的中国边疆是非常独特的，

这种独特性具有相当的魅力，能让人沉迷其中，无法摆脱，让人不自去追寻它

的脚步，永不停息。然而，这种独特性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诊释，

我们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持续发声，让更多的中外学者领

略到它的美丽，它的与众不同，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国外学者在使用边疆这一词时，不是 frontier，不是 borderland，更不是

boundary，而是 Bianjiang。

困难之二：中国边疆学学科踏上一级学科之路任重而道远。

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这两大历史遗产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或者可称之为联系的平台，那就是边疆

地区。如果没有边疆这个因素，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

果没有中国边疆地区存在，那么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也不可能

进入统一多民族的范围。从现实的角度说，边疆是国防的前线、改革开放的前

沿及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边疆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中

国边疆研究在学术领域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深化使得中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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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构筑成为社会的客观需要。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边疆研究目前己

经形成了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在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上已经达

成共识。中国边疆学应该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

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

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中国边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

究的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

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

究方法的整合。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可包括两大领域，即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

究领域。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

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

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则是

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

一门学科的产生首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客观需求，二是专门

研究队伍，三是研究理论及框架。从目前情况看，中国边疆学已基本具备了这

三个条件。但是，与中国边疆的丰厚内涵和日益增长的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中

国边疆学学科却处在一个极不相称的学科建设位置。目前，学科设置中，仅云

南大学在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中设置了中国边疆学专业。其他与中国边疆学类

似或相关的专业均为三级学科，设置在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领域内。地

位重要、覆盖领域极其宽广的中国边疆学不仅没有被划分成一级学科，甚至在

二级学科中也硕果仅存，这种设置对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认

为中国边疆学这样一个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学科，应该调整为一级学科。就

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来说，放在历史学这一门类是不

太合适的，历史是边疆研究的基础，但不是边疆研究的全部。历史学门类中有

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如加上中国边疆学将显得有些

不伦不类，笔者认为应当将边疆学与民族学、政治学一起归于法学门类下，为

独立的一级学科。它的二级学科应设置为边政学、边疆理论、边疆史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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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边疆治理等。

3  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还需不断完善

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己在国际边

疆理论方面具有相当的话语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国家外向发展要

求随之增加，我国也迫切需要建构起能够适应中国发展的边疆理论体系。然而，

在我国新型边疆形态不断凸显的过程中，边疆理论和边疆话语却陷入了一种言

说的“悖论”：不承认西方边疆理论话语，则中国无法与国际主流边疆话语进

行对接与勾连；承认西方两极对抗下产生的带有浓厚帝国思维和霸权色彩的软

边疆话语体系，又无法解读中国包容和合的国家理念。因此，如何在当前中国

边疆言说的左右为难与进退维谷中创制出一种具有生命力和阐释力的中国边疆

理论话语体系，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在国际边疆话语体系中主体性的一个重要

前提。

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己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要对百年来中国边疆学理

论学科进行回顾，可能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边疆学理论 ? 什么

是它的研究范畴 ? 中国边疆学理论是一个反思的学科，它的任务是对中国边疆

学的实践进行反思。这一反思表现为哲学层面的思考，其中既包括对边疆形成

发展过程进行思辨性的思考，也包括对边疆学的研究过程进行分析性的思考。

简而言之，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中国边疆学的概念、范畴、学科性质、任务、体系及

功能，如何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中

国边疆治理内涵及外延等。

近年来，有关中国边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均

称可观。大体说来，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

成的发展规律方面。学者们利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

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古代中国的

天下观、藩属体系、朝贡体系等进行解析，期待能够对中国边疆的外延和内涵

提供理论依据。可以说，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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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承认，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仍然

急须加强。例如，在中国边疆治理内涵及外延等领域的研究时日尚浅，存在着

严重不足。尽管学者们也围绕国家提出的相关边疆治理战略构想，在国际社会

争取话语权，积极探讨边疆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这其中大多先行

研究成果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思路。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边疆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资料和

发展空间，国际国内严峻的边疆形势、国家的需求和人民的期待，为我们构筑

中国边疆学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提供了时不我待的强大动力，在中国边

疆学的构筑和边疆问题研究方面，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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