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地理视角看历史”
专题研修班

北大培训 20241178 号

开启时间与空间的对话



揭开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

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结合时间与空间

两个维度来理解历史、认知世界。贯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东西，

以地理的眼光，考古的视角，文化的经典，解读中国历史演进，涉

及农业文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以历史

时间为纵轴，以地理空间为横轴，呈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用

不同的视角讲述地理与历史长河里最动人的故事。

历史地理学前辈谭其骧先生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

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此课程带我们透过历史

地理的视角，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景观，不再是王朝的兴衰更替，

而是在地理空间中找到历史脉络里更深层次的逻辑。不局限于北大

课堂，更要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从山川江河、文物古迹、社会人文

中，看流动的历史，发现中国历史背后的推动力量。



 以地证史，深度剖析地理做为历史进程的“终极操纵者”的原因；

 以史论地，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走向与结果论证地理空间的影响；

 考古探究，行走课堂探源华夏文明，身体力行理解“何以中国”；

 文化传承，用历史地理的眼光洞察民族复兴的文化基因。

 师承大家：领略名家风采，北大名师云集，课堂由浅及深，不断拓展认

知边界、释疑解惑；

 知行合一：主讲名师领队，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行走于华夏大地之上，

感受中华历史之根脉；

 跨学科：史、地、考古多学科智慧碰撞，开启跨越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

的穿越，透过历史地理的视角看中国；

 认知升华：于今世界地理环境大变化，地缘格局大调整之时，在民族文

化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中，丰富人文史观。

项目定位

项目特色

官方认证

完成全部课程且学业合格者，颁发

《北京大学“地理视角看历史”专题研

修班》结业证书，证书统一编号。结业

证书可按证书编号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

部网上查询。凭结业证书优先参加学校

组织的联谊、论坛、讲座和考察活动。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何以中国——中国疆域变迁的地理基础

政治与空间——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管理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中国生态文明的

历史传承

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的地理符号”

模块二：“九皇天运坤维奠，万国星罗北极尊。”

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北京

北京四合院与四合院文化

北京周围地区交通道路与军事地理

北京城市发展与城市地理

从地名语源看北京的历史文化

北京历代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

考察：北京中轴线“city walk”

模块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辖江临海、扼淮控湖——江苏

运河与长江流域主要交通路线

历史上长江中游河道与主要湖泊的变迁

两宋——变革、繁荣与忧患

考察：走进江苏，致敬大运千年

课程设置

模块一：“华夏血脉情相系，九州同心亿众欢。”

中国·开篇



模块四：“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表里山河，形胜之地——山西

天文历法与中国历史

黄河河道变迁及其成因

作为世界遗产的云冈石窟

考察：走进山西，雕刻何以山西

模块五：“轩辕帝祖， 鸿德浩荡， 文明璀璨， 皆此为中。”

九州腹地，十省通衢——河南

国脉民生——农业的空间历程

都邑春秋——古代城市选址与都城平面布局

中国文明的起源

考察：走进河南，寻古大象中原

模块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国之北疆，驰骋天地——内蒙古

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及其特点

蒙元帝国与蒙古族发展

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

考察：走进内蒙古，驰骋马背民族

模块七：“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山川湖海，有容乃大——新疆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新疆历史和民族

游牧文化、游牧人群，古代的游牧与农业之间的互动

考察：走进新疆，探寻丝路盛景

课程设置



模块八：“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形胜之区，四塞之国——陕西

中国帝王陵寝制度

唐长安城与唐代历史

古代建筑背后的文明密码

考察：走进陕西，穿越千年长歌

模块九：“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中流砥柱，天府之国——四川

神秘的王国——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

巴蜀移民文化史

川陕交通与军事地理

考察：走进四川，见证蜀汉余音

模块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河岳根源、羲轩桑梓——甘肃

甘肃文化“出圈”到产业“破圈”

文化与文化传播

宗教起源于宗教地理

考察：走进甘肃，丈量河西走廊

课程设置



培养对象

培训时间

培训费用

上课地点

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地理、历史、考古爱好者。

学制 1.5年，每月确定一个周末集中 2-3天授课。

北京大学、山西、陕西、河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甘肃

98000元（其中包含课程费、讲义制作费、结业证书费、管理费等）

招生须知
揭开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



拟邀师资备选（所有师资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主任。

邓小南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之女，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

心研究委员、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雅讲席教授，中

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国家级教学名师。

辛德勇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长

江学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

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

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

研究》和《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吴必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研究与规划中

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国际旅游学会终身创会主席，文化和旅游

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会长，游历图

书馆创始人。

杭 侃 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云冈学

研究院院长，云冈研究院院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领域

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兼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理事、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

展促进会理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农房与村镇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经济与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师资力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9F%8E%E5%B8%82%E4%B8%8E%E7%8E%AF%E5%A2%83%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5%B9%BF%E9%93%AD/12546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8E%86%E5%8F%B2%E5%AD%A6%E7%B3%BB/97767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A4%E4%BB%A3%E5%8F%B2%E7%A0%94%E7%A9%B6%E4%B8%AD%E5%BF%83/106270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1102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A4%E4%BB%A3%E5%8F%B2%E7%A0%94%E7%A9%B6%E4%B8%AD%E5%BF%83/106270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7%94%9F%E5%AF%BC%E5%B8%88/110511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B2%E5%AD%A6%E4%BC%9A/10534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B2%E5%AD%A6%E4%BC%9A/10534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7%94%9F/39944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8B%E5%94%90%E4%B8%A4%E4%BA%AC%E4%B8%9B%E8%80%83/15952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A3%E4%BA%A4%E9%80%9A%E4%B8%8E%E5%9C%B0%E7%90%86%E6%96%87%E7%8C%AE%E7%A0%94%E7%A9%B6/55423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A3%E4%BA%A4%E9%80%9A%E4%B8%8E%E5%9C%B0%E7%90%86%E6%96%87%E7%8C%AE%E7%A0%94%E7%A9%B6/55423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7%9A%84%E7%A9%BA%E9%97%B4%E4%B8%8E%E7%A9%BA%E9%97%B4%E7%9A%84%E5%8E%86%E5%8F%B2%EF%BC%9A%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5%9C%B0%E7%90%86%E4%B8%8E%E5%9C%B0%E7%90%86%E5%AD%A6%E5%8F%B2%E7%A0%94%E7%A9%B6/91426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7%9A%84%E7%A9%BA%E9%97%B4%E4%B8%8E%E7%A9%BA%E9%97%B4%E7%9A%84%E5%8E%86%E5%8F%B2%EF%BC%9A%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5%9C%B0%E7%90%86%E4%B8%8E%E5%9C%B0%E7%90%86%E5%AD%A6%E5%8F%B2%E7%A0%94%E7%A9%B6/91426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B1%89%E6%94%BF%E5%8C%BA%E4%B8%8E%E8%BE%B9%E7%95%8C%E5%9C%B0%E7%90%86%E7%A0%94%E7%A9%B6/1066885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8%80%83%E5%8F%A4%E6%96%87%E5%8D%9A%E5%AD%A6%E9%99%A2/54636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5%A4%A7%E5%AD%A6%E4%BA%91%E5%86%88%E5%AD%A6%E7%A0%94%E7%A9%B6%E9%99%A2/541815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5%A4%A7%E5%AD%A6%E4%BA%91%E5%86%88%E5%AD%A6%E7%A0%94%E7%A9%B6%E9%99%A2/541815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5%A4%A7%E5%AD%A6%E8%80%83%E5%8F%A4%E6%96%87%E5%8D%9A%E5%AD%A6%E9%99%A2/620485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张 帆 北京大学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中国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罗 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

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

毡上的北魏皇帝》，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

发现中国》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终生成员（Life Member）、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

家、国家留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编委、

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研究》

编委、《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评审委员、《东方文化集成·中亚文化

编》编委、《新疆通史》编委、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考

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教学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教学委员会委员，期刊《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副主编，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专委会副主任。

孙 华 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童 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系副教授。

丁一川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原学》杂志

编委、副主编，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8%80%83%E5%8F%A4%E6%96%87%E5%8D%9A%E5%AD%A6%E9%99%A2/54636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6%98%9F%E5%A0%86%E7%A0%94%E7%A9%B6%E9%99%A2/242260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4%BF%9D%E6%8A%A4%E7%A0%94%E7%A9%B6%E4%B8%AD%E5%BF%83/531112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6%8E%88/182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7%94%9F%E5%AF%BC%E5%B8%88/110511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9F%8E%E5%B8%82%E4%B8%8E%E7%8E%AF%E5%A2%83%E5%AD%A6%E9%99%A2/105959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6%95%99%E6%8E%88/107144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4%E7%A9%B6%E5%91%98/87033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地理学会、北京史研究会、中国

古都学会常务理事等。

陈世松 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移民与客

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