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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職務 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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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 

辦 公 室 -- 

郵寄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

學 O407 室 

教研領域  

歷史環境變遷、歷史城市地理、 

歷史社會地理、華人華僑歷史地理、 

文化遺產研究 

 

學  歷 

1988 - 1991 陝西師範大學 歷史學 博士學位 

1985 - 1988 陝西師範大學 歷史學 碩士學位 

1981 - 1985 陝西師範大學 地理系 學士學位 

  

工作經歷 

1988.06 – 1991.06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助教 

1991.07 – 1994.10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講師 

1994.11 – 1997.02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1997.03 – 2000.08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2000.09 – 2005.0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陝西師範大學西北環發中心 

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2005.02 – 今    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7   – 今    擔任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成果 

學術論文 

1. 《努力拓展後都城時代西安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 第 4 輯 

2.  《唐番禺縣治所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 年第 3 輯 

3.  《宋代番禺縣治所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 年第 1 輯 

4.  《漢番禺縣城故址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 第 3 輯 

5.  《關於大夏國都統萬城的城市形態與內部佈局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 年

第 3 輯 

6.  《古都西安歷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與新世紀城市更新戰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3 第 4 輯 

7.  《抗戰時期西京籌備委員會的城市綠化實踐及其啟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

年第 3 輯 

8.  《隋唐時期對西部地區的經營開發及啟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 年第 2 輯 

9.  《抗戰時期的西京籌備委員會及其對西安城市建設的貢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1 年第 4 輯 

10.  《唐代園林別業考補》，《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 年第 2 輯 

11.  《〈史記·項羽本紀〉“背關懷楚”新解》，《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12.  《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學術月刊》2006 年第 3 期（《新華

文摘》2006 年第 12 期轉摘） 

13.  《廣州城址二千年不變商榷》，《學術研究》2006 年第 5 期 

14.  《“東北亞城市史與環境史——新的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

2006 年第 3 期 

15.  《區域社會生活史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



第 1 期（《新華文摘》2006 年第 7 期轉摘） 

16.  《關於中國古都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

第 1 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4 年第 2 期轉摘）   

17.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3 期 

18.  《5-7 世紀吐魯番地區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環境背景分析》，《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

學版）2006 年第 3 期 

19.  《重現煌煌文化，再證華夏之源》，《光明日報》，2004 年 6 月 17 日 

20.  《新疆の古代民族の居住方法と環境の與えた要因—5-14 世紀の高昌地區を中心

に—》，《東アヅアの都市史と環境史—新しぃ世界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東京，2005 年；妹尾達彥編集《都市と環境の歷史學》第 2 集（株式會社理想社，

2009 年） 

21.  《民國時期西安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歷史環境與文明演進——2004 年

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 年 

22.  《論西部大開發中的環境問題》，《西部大開發與環境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又刊朱士光、肖愛玲編輯：《西

部大開發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三秦出版社，2006 年 

23.  《鄭州商城的重城形態與內部結構分析》，《鄭州商都 3600 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

都 2004 年年會論文選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4.  《史念海教授與中國歷史農業地理學》，《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6 期（人

大複印資料《歷史學》2002 年第 3 期、《地理》2002 年第 2 期全文轉載） 

25.  《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 

26.  《論先秦人地關係的和諧觀》（第一作者），《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第 3 期，； 

27.  《〈黑城出土文書〉中所見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管道及相關問題》，《西北民族論叢》

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28.  《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001 年



第 8 期 

29.  《抗戰期間西京陪都委員會在古都西安文物保護方面的貢獻》，《陝西歷史博物館館

刊》2002 年第 9 期 

30.  《北宋東京水門考》，《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004 年第 11 期 

31.  《濮陽城區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考證》，《中國古都研究》第 15 輯，三秦出版社，2004

年 

32.  《元代至清末西安城市形態與結構的演變》，《中國古都研究》第 20 輯，2005 年 

33.  《唐末五代長安城的形制和佈局特點》，《論唐代城市建設》，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4.  《抗戰時期陪都西京籌備計畫與西京市區分區方案》，《新世紀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

護與發展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35.  《〈水經注·河水〉所見歷史地理問題考證》，《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6 年 

36.  《秦直道不經過上郡及其屬縣陽周的證據與原因》，《秦都咸陽與秦文化研究》，陝

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 

37.  《〈水經·渭水注〉若干歷史水文地理問題研究》，《隴右文化論叢》第二輯，甘肅人

民出版社，2005 年 

38.  《南越國都番禺城毀於戰火考實》，《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 

39.  《關於古都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與旅遊開發的若干問題》，《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 年第 6 期 

40.  《隋唐行宮制度與宮廷革命——兼論陳寅恪“玄武門學說”之拓展》，《陝西師範大學

學報》2008 年第 3 期（《新華文摘》2008 年 16 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8 年第

10 期轉摘） 

41.  The Xi′an city frame evolution form the Yuan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載於 Xi′an-an 

ancient city in a modern world evolution of urban form 1949-2000,edited by Brano 

Fayoolle, Editions Recherches/Ipraus，2007 年 



42.  《清代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水道考》，《澳門歷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 

43.  《大黃滘地名考》，《嶺南文史》2007 年第 4 期 

44.  《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學術月刊》2006 年第 3 期（《新華

文摘》2006 年第 12 期轉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2006 年第 9 期全文

複印）； 

45.  《李長傅先生對南洋歷史地理研究的貢獻》，《南方開發與中外交通——2006 年中

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年 

46.  《民國開發西北時期人工林成活率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3 期 

47.  《新疆古代民族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環境影響因素——以西元 5—14 世紀的吐魯番

地區為中心》，《暨南史學》第四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48.  《隋唐行宮制度與中央政治空間的變化》，《暨南史學》第五輯，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49.  《近代廣州城西南的“澳門航道”與划船比賽》，《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 6期； 

50.  《元代嶺南地區的移民屯墾與水利建設》，倪根金主編：《傳統農業與鄉村社會研究》，

（臺灣）萬人出版社，2008 年 

51.  《秦的聖都制度與都城體系》（第二作者），《考古與文物》2008 年第 1 期 

52.  《宋金元時期隴西、青東黃土高原地區城鎮的發展》（第二作者），《中國歷史地理

論叢》2004 第 4 輯 

53.  《陝甘寧邊區移民的來源與安置》（第二作者），《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 第 2 輯 

54.  《清末民初陝北天主教傳播過程時空特徵分析》（第二作者），《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6 第 1 輯 

55. 《李長傅先生對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探索》，王社教、張萍編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

新探索》，三秦出版社，2008 年 

56.   《略論南漢政權對唐朝都城管理制度的模仿》，左鵬軍主編：《嶺南學》第一輯，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年 

57. 《釋近代西方文獻所記廣州城西南的“澳門航道”》，《澳門文獻整理研究暨數位化論



集》上冊，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8 年 

58.   《近代廣州城西南的“澳門航道”與划船比賽》，《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9 年第 1 期（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2009 年第 7 期全文複印） 

59.   《中國都城地理學若干問題芻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人大複印《地理》2009 年 10 月第 5 期） 

60.   《遼、西夏、金都城建設對中原制度的模仿與創新——兼論唐、宋都城制度對少

數民族都城之影響途徑》（第二作者），《中民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 

61. 《新疆の古代民族の居住方法と環境の與えた要因—5-14 世紀の高昌地區を中心に

—》，妹尾達彥編集《都市と環境の歷史學》第 2 集，株式會社理想社，2009 年 

62.   《<中國叢報>所見清代由廣州經香山至澳門的內河水道》，林有能等主編《香山文

化與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3. 《良溪古村落的意象特性與景觀保護》，《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 

64. 《中英關閘戰事之真相》，《澳門研究》第 54 期，2009 年 

65.  《民國前期廣州城市交通發展與市民生活》，《民國廣州城市與社會研究》，廣東經

濟出版社，2009 年 

66. 《自宋至明“羊城八景”之演變》（第二作者），左鵬軍主編：《嶺南學》第二輯，中山

大學出版社，2008 年 

67. 《略論中英澳門關閘之戰的時間、起因和影響》，《澳門歷史研究》第八輯，2009 年 

68. 《古都西安城市更新模式與新世紀城市更新戰略》，朱士光主編《長安學叢書·歷史

地理卷》，陝西師範大學出版、三秦出版社，2009 年 

69. 《中國赴新加坡留學潮解析》（第二作者），《東南亞縱橫》2010 年第 2 期 

70. 《清代直隸的留養局及其運作機制》（第二作者），《暨南史學》第六輯，暨南大學出

版社，2009 年 

71. 《乾隆前期直隸留養育局的空間分佈特點及其原因分析》（第二作者），《中國歷史地



理論叢》2010 年第 2 輯 

72. 《近代江門的僑資房地產業及其對城市建築景觀的影響（1862－1949）》，《華僑華人

歷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73. 《李長傅對南洋歷史地理文獻的整理與校釋》（第二作者），《東南亞縱橫》2010 年第

5 期 

74. 《費孝通城鄉社會研究的歷史地理學視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4 期（人大複印《地理》2010 年第 6 期） 

75. 《中英澳門關閘之戰的初步研究》，《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

第 4 期（《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2010 年第 5 期） 

76. 《南越國都番禺城形態結構特徵及其河洛文化底蘊》，《河洛文化與嶺南文化》，河南

人民出版社，2010 年 

77. 《碑刻所見清代廣東地區涼亭及其施茶風俗》，倪根金主編《梁家勉先生誕辰 100 周

年紀念文集》，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 年 

78. 《秦南海郡轄南海縣說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 年第 4 輯 

79. 《明清時期隴西、青東黃土高原地區的城鎮發展》，《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 6

期 

80. 《北宋以前河洛都市文化對廣州城市規劃的影響》（第二作者），《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1 年第 1 期 

81. 《<望夏及其附近村落地圖>初步研究》，澳門《文化雜誌》第七十七期，2010 年冬

季刊 

82. 《明清小冰期的珠江三角洲農業及其對海外移民的影響》，《農業考古》2011 年第 1

期   

83.  《明清東莞城市形態及其內部結構的演變》，東莞市政協、暨南大學歷史系主編《明

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區域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年 

84. 《從歷史地名學視角看珠璣巷移民對珠江三角洲的開發》，石堅平主編《良溪古村與

珠璣移民》，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 年 



85. 《從新會到澳門：近代西江流域的水路交通》，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

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 年 

86. 《辛亥革命時期華僑經濟援助的地域變遷及其原因》，《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 2011 年第 5 期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2012 年第 1 期全文複印） 

87. 《山西尚武民風的時空演變與分異研究》（第二作者），《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 2011 年第 5 期 

88. 《<澳門專檔>所見葡漢雙語澳門地圖及其相關問題》，《澳門歷史研究》第十輯，2011

年 

89. 《華僑華人歷史地理研究芻議》（第二作者），《東南亞縱橫》2012 年日第 1 期 

90. 《黃泛平原古城鎮水域景觀歷史地理成因初探》，《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 年第 1 期 

91. 《1909-1911 年孫中山轉赴美洲籌款原因再析》（第二作者），《長白學刊》2012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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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北地方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小城鎮發展》（第二主編），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

年 

6. 《西安歷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 年 

7. 《司馬遷與中國地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8. 《西北重鎮西安》（第二作者），西安出版社，2007 年 

9. 《社會與環境歷史地理》（主編），暨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0. 《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編者），三秦出版社，2006 年 

11. 《南方開發與中外交通——2006 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主

編），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年 

12. 《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探索與實踐》，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3.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鎮發展與生態環境互動研究，長江出版社，2014 年 

14. 《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第 6 輯《環南海歷史地理與海防建設》（第二主編），西安地

圖出版社，2014 年 

15. 《時空交織的視野：澳門地區歷史地理研究》（《澳門文化叢書》之一種），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6. 《地名文化景觀與地名資源開發、管理研究：基於寧夏和嶺南地區地名的討論》（第



三作者），中國社會出版社，2016 年 

17. 《秦直道線路與沿線遺存》（第三作者），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8 年 

18. 《行善濟眾——澳門仁慈堂的慈善事業》（《澳門文化遺產叢書》之一種），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8 年 

19. 《歷史城市地理與社會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 

20.《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嶺南商業網絡與歷史地理研究》（第一主編），陝西師範大學出

版總社，2021 年 

21.《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歷史政治地理理論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第一主編），陝西師

範大學出版總社，2022 年 

 

研究項目 

1. “多卷本《中國歷史城市地理》”，教育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司，教育部直屬高校重點專

案，2005 年   

2.  “近 1000 年來黃土高原地區小城鎮發展與環境影響因素研究”，教育部社政司，教

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專案，2001—2005 年 

3.  “中國古代都城內部空間結構演變及其規律研究”，教育部社政司，教育部跨世紀人

才培養計畫基金項目，2001—2005 年   

4.  “新疆地區歷史時期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變遷相互作用研究”，教育部社政司，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子課題《新疆地區歷史時期民族社會發展

與環境變遷》，2003—2005 年   

5.  “西部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研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

專案，子課題《城市化與生態型小城鎮建設》，2005—2007 年   

6.  “南越與南漢國都形態特徵與形成原因研究”，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一五”規

劃課題 ，2006—2008 年   

7.  “兩漢時期廣州城市衰落與嶺南經濟空間格局變動”，廣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社會科

學研究重點項目，2007—2009 年   



8.  “漢唐時期都城體系、形態結構與功能演變研究”，暨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基金

項目，2005—2008 年   

9.  “近代廣東僑鄉城鎮發展與與環境影響因素研究（1840－1949）”，2009 年 6 月，暨

南大學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專案“中外關係與華僑華人”預研專案，2009—2010

年   

10.  “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探索與實踐”，暨南大學 2009 年度研究生教材資助專案   

11. 《澳門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上）》，澳門文化局學術研究課題，2009——2011 年   

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鎮發展與生態環境演變互動研究 1368－1911”，教育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規劃專案，2010—2014 年  

13.  “高校跨學科研究性教學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研究與實踐”， 2012 年度廣東省高

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2012—2015 年  

14.  “高校跨學科研究性教學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研究與實踐”，暨南大學第十三批教

學改革重點專案， 2011—2013 年  

15.  “澳門文化遺產叢書·仁慈堂”，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委託工作專案，2013—2015 年   

16.  “環南海歷史地理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子課題“環南海歷史軍事地

理研究——以廣東海防地理與軍事經略為中心”，2012—2019 年   

17.  “廣東歷史海防地理研究·明代卷”鴉片戰爭博物館科研項目，2013—2015 年 

18.  “教學改革實踐中的跨學科研究性教學課程開發與教材建設”，廣東省教育教學成果

獎培育項目，2015—2018 年   

19.  “教學改革實踐中的跨學科研究性教學課程開發與教材建設”，暨南大學教學成果獎

培育項目，2015—2018 年   

20.  “生態環境與歷史變遷”，暨南大學本科重點教材資助專案，2016—2018 年 

21.  “近代廣東僑資房地產業發展與僑鄉城鎮空間結構變遷研究（1840-1949）”，國家社

科基金項目一般專案，2016—2020 年 

22.  “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貿易文獻整理與研究”（參加人），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

目，2017—2021 年 



23.  “宋元以來珠江三角洲海岸帶環境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標項目，子課題“珠江三角洲海灣城市港口水環境變遷史料搜集與研究”，2020—2023

年 

24. “明清廣東海防地理史料的整理與研究”，2020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

術團隊項目，2021—2025 年 

 

學術兼職 

1. 廣東歷史地理研究會會長 

2.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3. 中國史學會歷史地理研究會常務理事 

4. 中國古都學會常務理事 

5. 《歷史地理研究》編委 

6.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委 

 

學術獎項  

1. 學術專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鎮發展與生態環境互動研究》獲廣東省第七屆哲學社

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 學術專著《歷史城市地理與社會地理研究》獲廣東省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

二等獎。 

3. 學術著作《秦直道綫路與沿綫遺存》（第三作者），獲慶陽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

成果二等獎。 

4. 學術著作《秦直道綫路與沿綫遺存》（第三作者），獲甘肅省第十六次哲學社會科學成

果獎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