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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研究》专栏主持人语

以学术实践与理论指引的高质量互动，
推进边疆治理研究创新发展

李艳峰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形而下”的具象探析与 “形而上”的抽象思考，是学术研究中密切联系又相互促进的两个

基本面向。依此，本期刊出的４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组，刘亚涛的 《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

卫所分布探析》和朱映占的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情形述论》属于前者范畴，刘

兴成的 《近百年来和亲概念研究述评》和李书豪的 《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２０世纪上半叶西
南调查研究的反思》则为属于后者范畴的学术史研究。

有明一代，王朝中国在云南地区基本实现了均质化治理的经略目标，而军事力量的有效驻存

是其重要的支撑因素。云南府是当时云南布政使司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稳定在整个西南边徼

统治的基石，明廷自明太祖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平定云南后，就开始在该府部署大量军事卫
所。刘亚涛 《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卫所分布探析》一文便分析了云南府卫所主要依托

重要交通线和军事要地而进行的布防格局，指出其 “内重外轻”的设置特点。而朱映占的 《民

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情形述论》则归纳世居于西南地区的民族人士去往内地的多种情

形，肯定了其对于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交流融合、认同凝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两篇文章一同呈

现了边疆治理方面 “边缘”与 “中心”双向联结的多样历史情景。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随着量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其自身的继承与发展，其生命活力

保持所依赖的新领域开辟、新话题发现、新价值构建等需要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指引。第二组文章

即是 “和亲”与 “西南调查”问题上 “研究的研究”。具体而言，在近百年来学界围绕古代和亲

概念所做的大量界定分析中，由于对所系主体最初限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

的突破，和亲概念的内涵、外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了能够有助于和亲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

刘兴成在其 《近百年来和亲概念研究述评》中主张，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加大对和亲概念的词

源学考察，还应加强对和亲政策内容特征、主体特征的提炼与归纳。此外２０世纪上半叶，因应严
重边患危机而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西南调查报告，之后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考

察，很难获得对于西南调查的系统认知。所以坚持 “西南”为主体的探究视角、“边疆性”与 “民

族性”有机整合的观察策略，应该可以为西南调查研究的深化提供新的可能，这正是李书豪 《边疆

性与民族性的整合：２０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这篇文章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对于拥有深厚东方传统又 “其命维新”的现代中国，边疆治理问题依然是人们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的。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持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
心”的成立表明，在挖掘过往有关边疆治理的丰富实践内容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并由此为

新时代中国国家建设事业提供史学领域的智慧支持方面，学术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