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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历史地理
侯仁之在年届 !"岁出版的《晚

晴集》自序中写道：“顾亭林经世致
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面对占
领东北、窥伺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侯
仁之在经历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学
者顾炎武身上找到了情感和治学上
的契合点。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当
他看到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
生之寡术”的句子，竟至泪下。#!$%

年“七七”事变后，迫于日本人的追
捕，顾颉刚离开北京，侯仁之转到洪
业门下。已经发觉侯仁之兴趣转向
地理学的洪业，将他的硕士论文确
定为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
东部分的重修，这本书记载的本就
是顾炎武游历各地，对经济民生诸
多领域的考察。
洪业也为侯仁之的学术生涯做

出了关键性的指引。#!$&年，当侯
仁之被叫去老师家中时，洪业突然
对他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
名师。”侯仁之后来回忆：“我当时听
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
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地理
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
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
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
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
进到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
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
的道路。”
因为“二战”爆发，直到 '!()年

侯仁之才得以赴利物浦大学深造，
而他的导师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奠基人之一达比（*+,-.）教授。“学
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
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

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
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
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
理。”侯仁之运用达比教授的理论和
方法，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北
平的历史地理》。

'!/"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
理”课程商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的
讨论。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
邓辉认为，“这篇短文标志着他对历
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同
时也标志着他和传统沿革地理学在
思想上的决裂”。
侯仁之提出了在了解北京这样

的大都市发展中，以政治区划演变
为主的“沿革地理”没法解决的问
题：“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么时候出
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这
个聚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
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
性？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
得到发展以至于成为全国的行政中
心？在它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之后，
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
展？”'!)0年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
议》一文中，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内容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认
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
个组成部分”，强调“主要研究对象
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

上世纪 &"年代到 !"年代，侯
仁之又相继发表了《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
论与实践》等多篇有关学科理论的
论文。“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和
侯先生同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家，
但仅就学科理论的研究，应是侯先
生成就最高。史先生后期研究黄土
高原时也应该是受到了侯先生历史

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尹钧科说。

水与北京
在北京普通市民的记忆里，侯

仁之的名字首先是与莲花池的保护
相联系的。0"世纪 &"年代，万里给
侯仁之打来电话，告诉他有方案建
议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从
施工上考虑，已经干涸的莲花池作
为大片空地施工难度和成本都最
低。但这遭到了侯仁之的坚决反对。
因为历史上，莲花池位于蓟城西侧，
是最初的北京城的水源和起点。后
来金在北京建中都，成为北京建都
之始，莲花池就是北京城市历史发
展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最终 '!!$

年西客站破土动工时向东迁移了
'""米。主体建筑完工后，张玮瑛陪
着侯仁之亲自去现场看。“那时候还
没装电梯，张先生扶着 &"多岁的侯
先生爬楼梯一直爬到顶的。”北京地
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说。
侯仁之对后门桥的关注亦是如

此，他称这里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
起点”。根据侯仁之的研究，后门桥
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
尺。忽必烈占领金中都时，战争毁坏
了城市。在另建新城时，城市设计者
刘秉忠要把忽必烈的居住地琼华岛
（今北海白塔山）和附近水域（今天
的北海、中海，后来又开挖南海）包
容在城市之中，于是他在北海、中海
上游的积水潭（今天的什刹海）东侧
确定了新城的中轴线的起点，就是
今天后门桥的所在。

张宝秀认为侯仁之做研究最突
出的特点是“以水为纲”。这种选择
在最初或许只是兴趣，却成为他研
究北京城的起点。侯仁之刚入学不

久，洪业出版了《勺园图录考》一书。
此书是洪业根据明代《勺园修禊图》
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后写成的。从
学校跑到北京西山，侯仁之多次沿
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
他还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曾回忆：“由于我老师写了关
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
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
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
的问题。”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靳辅治
河始末》也是水利史的内容。

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时，
美国地理学会会长泰勒做过一个演
讲。“泰勒认为城市总是在大河旁边
出现，比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
塞纳河，而北京是个特例，所以大概
是巫师占卜的结果。”尹钧科告诉本
刊，侯仁之通过对比文献和实际考
察的结果，证实北京城的起源跟世
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
的边上。“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
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
但是 $"""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
消失了。”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先民
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
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
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
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
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
平原和松辽平原。
“不同之处是永定河季节性洪水

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
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为
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
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
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
注》中记载的蓟丘。“泰勒所看到的
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水

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想不到
永定河跟北京城的关系。”
水是侯仁之研究北京城市起源

的突破口。上世纪 /"年代初，大规
模经济建设除了要求对城市河流故
道梳理清楚，对水的需求也急剧增
长，他意识到水源开发是北京城市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张玮
瑛曾撰文回忆：“昆明湖的拓展，十
三陵水库及官厅水库的建设使仁之
兴奋不已，不但屡到现场，还写了多
篇短文欢呼水源的开辟，讴歌战斗
在水库工地上的英雄们。”从蓟丘，
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
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
都做了系统的研究。邓辉认为侯仁
之也确立了一种研究城市历史地理
的方法：“除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
以外，又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
论和方法，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
地理特点入手，揭示了北京城起源、
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
研究得越多，侯仁之对北京城

投入的感情就越深，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朱祖希
'!//年进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
“新生第一课就是侯先生讲的北京
城，他的激情和口才让人印象深刻。
后来我追着侯先生听了十几次他讲
的北京城，居然每次的内容都会有
不同，他总能把新的研究体会融合
到演讲中去。”'!!"!'!!(年，张宝
秀担任侯仁之的助手。“只要是邀请
侯先生去讲北京的，不论领导干部
还是高校的学生会，如果没有特殊
原因，他总是有求必应。每次讲座之
前，他还会根据具体讲座的时间长
短、内容侧重和听众对象，亲自将幻
灯片重新选取和排列组合。”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学以致世
! 贾子建 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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