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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管理与使用更为便利，将研究人员从不必要的
资料查找工作中解放出来；

※在“人-水”关系的长时段演变这一问题上，通过营
造历史水利场景，使研究者能够重新认识史料记载、
发现史料背后的“故事”；

※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环境-人文”互动关系的深入
研究，特别是制度、社会、工程、环境之间关系的
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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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IS在历史地理学中的
发展概况



1998年，美国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同年，
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和地理信
息科学,为GIS进入众多民用领域奠定基础；

2000年，“昆明·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讨
论会”，葛剑雄教授做了题为“面向新世纪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大会报告，其中特别强调
了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对提高历史地理学研究精
度的重要性，历史地理信息化元年；

2002年，满志敏初步明确了以GIS（地理信息
系统）建设与应用为主的发展方向；

2014年之后，提出了结合“数字人文”（DH）
与GIS的新时期历史地理信息化建设方向；

2018年，“历史地理信息化2.0”概念被提出，
历史地理信息化（HGI）与个性化的研究结合
更加紧密。

       历史地理信息化（HGI）日益贴近个人化

研究，通过扩大技术手段边界，囊括更多相关
学科的技术体系，以符合历史地理学界内差异
日渐扩大的实际情况。同时，其外延也从制图
扩大为数据重建工具、分析工具。成为历史地
理研究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研究工具
和思维方式。

      目前历史地理信息化（HGI）可定义为：

基于各类历史文献记录，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主
要辅助技术，在地理信息科学、统计学、数据库
技术、文本数字化处理、可视化等手段的支持下，
将历史文献记录转换为各类信息的操作过程及其
规范、标准与管理方案，并对转换后信息进行呈
现与分析，用以解决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各类问
题，或传播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





降低技术难度，拓宽用户群

改变科研组织方式，建设模
块化的科研小团队

GIS、历史地理+X的模式

改变思维习惯，由发布系统转为提供历
史地理信息服务

展现历史场景



二、“数字历史河流”理念与“数
字历史黄河”平台



历史时期地表水文过程及人文因素影响机制模拟
（数字历史河流）

  1）三维微地貌的高精度复原
   2）工程模拟与地形模拟结合
   修正既有的洪水模拟方式
   3）河道形态的高精度复原

4）三维动态GIS设计与实现
5）灾害性降雨特征的重建
6）历史时期的河流、水利管理

       DHY项目是我们团队在
2016年启动的信息化项目，旨
在利用多种信息化手段展现黄
河变迁历史的同时，提升历史
地理学界整体的信息化水平。

       “重新发现黄河的变迁过
程”，在信息化手段支持下，
推进黄河变迁研究和黄河流域
历史地理研究。



洪水淹没的历史场景模拟

在计算机环境下，模拟一定水位下的区域被淹没状况：
1.  涝灾范围的历史文献记录
2.  水利工程在防控洪水中的作用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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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干技术手段介绍



1.  与历史文献结合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

1）老地图的数字化处理
2）网络分析
3）基于OCR的文档结构分析
4）GIS支持下的空间分析

2.  正在完善的技术手段

1）历史水利场景重建
2）历史水文过程模拟

3.  尚待探索的技术手段

1） 深度制图。Bodenhamer教授于2007年提出了“深度制图（deep mapping）”，利用数字和空间技术进
行“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s），在技术上营造一个开放的、可视化的并具有体验性的虚拟空间。
[Bodenhamer D J. Creating a landscape of memory:the potential of humanities GIS[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Computing: A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2007,1(2):97-110.]）

2）时-空维度下的3D技术。从单一使用卫星地形影响开始转向个性化的历史三维地形模型构建。展现山地、
水域等地理要素的立体形态变化。从器物建模向虚拟动态场景建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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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历史河流”
在其他地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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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地图的数字化处理

西北地区丰富多样的近代地图与水利规划图



河西走廊地区近百年水利近代化的基础：重建传统渠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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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河西走廊的灌渠系统



舆图 旧地图

地调无人机航摄

        “河西走廊”浅山封闭小流域的“渠-坝社会”，在明清民国时期成为人们在这块
高山大漠之间的“乐土”。借助GIS技术，融合多源材料，我们在计算机中重建了已
经消失的传统小流域“渠-坝”体系。
         如大靖镇，得益于其传统时代较为成熟的封闭小流域水利体制，嘉庆时期的干旱
没有引起其社会动荡；而与其毗邻的古浪渠灌区由于其水利体制内部问题，在嘉庆时
期存在着严重的争水矛盾。



       黄土高原现代农业体系的
建立源于抗战时期的中美水保
合作。
       历史地貌三维建模技术，
将民国时期荆峪沟试验场1：
2000地图在ARCGIS环境中复
原为立体模型。由于荆峪沟试
验场所在地90年代已经成为水
库，故而现在无法用野外考察
加以校正。
       荆峪沟试验场三维模型是
我们团队对其研究的基础，包
括租地过程、工程修建、不同
试验的空间类型、试验场与当
地村庄的关系等等。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萌芽—近代西安荆峪沟试验场



2)  网络分析

AD1900

AD2000

乾隆时期

道光时期

3)  GIS空间分析

Pajek软件

AD1900 AD1935 AD2000

近百年库车绿洲渠系与村庄变化

嘉庆时期河务采办石料价格分布

石料场

     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作为
一种信息可视化方案或者管理方案，它们都是呈现复杂时空现
象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手段。可视化结果所呈现现象的解读取决
于研究者。

近百年新疆渠系网络结构

清代黄河管理官员网络



3)  工程建模与GIS结合



       这一技术对历史
地理学、水利史学术
研究和灌溉工程申遗
等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四、西北干旱区传统水利秩序研
究中的GIS应用案例



1、 民勤：“移丘户”

        河西走廊地区，以“渠—坝”为核心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利社会。民勤位于河西走廊
东北角，民勤绿洲阻隔了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连成一体，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明代，
民勤农垦范围受限于边墙而集中于蔡旗堡、重兴堡一带。至清康熙后期之前，农垦已经越过边
墙，形成了今日民勤农垦区的大致范围。
       
        1、“渠坝”由协作到竞争。雍正末年，“柳林湖放垦”后，形成了“湖区”、“坝区”两套系统，
分别以“三渠”、“四坝”为灌溉渠系。1930年代之后，“渠坝”矛盾已经不仅仅是水利问题，而是困
扰民勤政府、社会的顽疾。     
        2、“移丘”耕地不适宜耕种后，民众只能迁移至其他地区垦殖居住。雍正末年，“额粮
分水”秩序形成后，“移丘”需得到县府批准方可执行。因风沙、断水而产生的“移丘”行为
贯穿清代，而民勤人口也高度集中于“渠坝”范围内。“移丘户”与原住户的水利矛盾也在1930年
代之后日渐尖锐。

       1944年，国民政府将河西水利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通过新型水利技术、设立
新机构和制订管水新规则，国民政府行政力量开始直接介入河西走廊的水利事业，
成为观察近代国家力量下沉至乡村过程的独特视角。



南：重兴堡(102.8570699/38.34618903)、鸟子岗
(102.7622329/38.30893299)、蔡旗堡（蔡旗村）
(102.7450238/38.22657804)

西：头井（头井子村）(102.6763729/38.58679701)、张家坑
(102.2044680/38.96478603)、门头井
(102.3597011/38.93186997)、昌宁堡（昌宁乡）
（102.5027302/38.62014696)

东：白土井（103.2992809/38.42508402)、连古城
（103.1037221/38.62228302）

北：双茨科（103.2872940/38.74603401)、大滩堡
(103.2171862/38.74029597)

中：小坝口（103.0215460/38.52287703）、更名五
（103.0249861/38.54879298）、新河口
（103.0469159/38.52668700）、

湖
区

坝
区



      “移丘”政策改变“渠坝”形态与秩序。随着“移丘”行为的持续，原本处于绿
洲边缘区的民户大量进入绿洲中部，沙漠化因而更加失去遏制，向农垦区推进，如
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沙进人退，人退沙又进”，民勤农垦区日渐其蹙。腾格里
沙漠则不断南扩。

“移丘户”分布范围

       道光之前，民勤已经形成了
石羊河“上游移丘开荒者沿河棋
布”的局面,我们的野外调查确
认了这一现象。
       “移丘户”在传统水利中处
于弱势地位，其配水额度很少。
“移丘户”虽位居上游但水期靠
后，放水之前需“收河”，颇为
烦劳。“移丘户”几乎没有开渠
引水的权力，如清后期的“大坝
移丘案”，政府就剥夺了“移丘
户”对安置区水渠的变更权力。



           民国时期，“移丘户”希望借助国民政府发展现代水利体系的机会摆脱自身受歧视的地位，但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直至1950年代，“移丘户”的身份方才被取消。

       1944-1945年，“红沙梁开改新河案”。红沙梁一带河渠因泥沙淤积，当地乡绅遂有开新河的想法，但
由于红沙梁户民皆为“移丘户”，其开河主张始终无法落实。1944年红沙梁新河成为国民政府“新河小山南-
西拐湾”工程的一部分，“红沙梁新河”由地方民间主张上升为国家水利规划。
       移丘户与屯户之间的矛盾很快发展为械斗，1944年5月间，红沙梁新河施工壮丁与小坝、新河两乡民众
数百人对峙，县府恐酿成械斗，遂暂时中止了工程。
       屯户对国家工程的反对理由也从妨害自身经济利益转变为破坏传统水利秩序，使得已经在“渠坝”斗争
中濒于瓦解的传统水规重新被民间社会确认，并被执行于1950年代末。

 1938年春旱水少，红柳墩移丘户民于当年正月初八、初九盗放湖水。这一消息迅即在湖区各乡传开，此事
迅速激化，湖区集中了1300余人赴红柳墩堵水。但这支队伍很快就失去约束，对坝区民众打砸、抢劫、伤人，
捣毁了区长常清秀住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民勤县警察局一面出动军警镇压，一面劝说红柳
墩堵水、湖民返乡，此事方基本平息。因此事发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遂被称为
“一一五水案”，此事之后，民勤“渠坝”关系“要想破镜重圆，落叶归枝，事实已不可能”，直到解放初期，
湖区与坝区户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依旧非常严重，械斗不已。成为甘肃严重的社会问题。

      红柳墩“移丘”进入坝区，故而其水期处于全县末尾，但是其地理位置又处于湖区之上，必须等湖区灌溉完毕后，红柳墩
方能“收河提水”，灌溉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太高，且经常因不及“收河”而延误农时。因此，清代缺水时，坝区“移丘户”
与湖区村庄在县府主持下通过交换水期保证耕作。但民国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后，“交换水期”因湖区士绅、水老、民户代
表反对而无法施行，坝区“移丘户”遂常有盗放湖水的行为。



2、 察布查尔：“传说”与清代旗屯社会形成过程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骑马看水”的锡伯族人伊犁锡伯族农业的基础：察布查尔大渠

      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收复

新疆之后，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
边防形势。沙俄始终怀有吞并整
个中亚伊斯兰地区（突厥斯坦）
的野心；哈萨克、浩罕、布鲁特、
布哈尔等族群在中俄之间摇摆不
定。伊犁作为新疆政治中心，需
要更多兵力镇守。
        乾隆二十九年，1020名锡伯
兵和3275名家属奉命前往伊犁戍
边，乾隆三十年（1765年）5043
名锡伯男女老幼到达伊犁绥定
（今霍城县）。使锡伯族成为分
居中国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
西迁途中，锡伯部也接纳了汉、
蒙、回等其他民族。



察布查尔渠现状



        “哈奋木旦”传说。“哈奋木旦”锡伯语义为“防御湾”，这一传说的大致内容为
察渠竣工后不久，向西流过寨牛录以北，一天渠道突然决口，这时寨牛录的一名防御率
领军民抢险堵口，但因决口处水流太猛，防御不幸殉职。而这次决口也迫使察渠在寨牛
录段向南改道，防御牺牲的地方遂被命名为“哈奋木旦”，以永远纪念这位英勇的锡伯
防御。

    纳达齐牛录流传有一则晚年赡养图伯特的故事，今纳达齐牛录东侧原有一地名为
“安班巴格”（锡伯语，意为“大臣家院”，现为察县良种繁育场），当地人解释
“安班巴格”为图伯特因修渠有功，伊犁将军松筠赏其土地千亩，纳达齐民众遂在此
为图伯特建宅邸，在图伯特因腿疾致仕后，图伯特就在“安班巴格”定居直到去世。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还被不断累加，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纳达齐牛录北部修建
了“图公祠”（“破四旧”时期遭到毁坏）；现在，纳达齐牛录民众还坚持图伯特的
真正直系后裔是村中的“赵”氏家族。

      “哈奋木旦”位于一片高地上，察渠不太可能弃低就高修建。“防御湾”即便
确实存在，也不会是在此处。“哈奋木旦”发生在察渠竣工不久，但此时寨牛录尚
在绰霍尔灌区，有一位寨牛录的防御在此带领本部军兵抵抗洪水基本不可能。且锡
伯营的“防御”一职设立于道光八年（1828年），此时察渠已经竣工近20年，
“上谕：德英阿等将伊犁锡伯部新增兵内添设前锋四十名及锡伯、索伦二部添设防
御八员”。

         现存图伯特履历中，其旗籍记录为正黄旗（寨牛录），其历任扎库齐骁
骑校、寨牛录佐领；道光三年，图伯特在寨牛录去世。“安班巴格”地名出
现时间大概在光绪初年。总之，纳达齐所流传的图伯特晚年情况与众多史料
记录不相符合。



乾隆三十一年 道光二十年 民国二十七年

       寨牛录与纳达齐牛录迁
入察渠灌区都在道光年间，
是八个牛录中最后进入察渠
灌溉范围内的牛录。“哈奋
木旦”与纳达齐赡养图伯特
的故事其实都不是历史真实
情况，而是这两个牛录为了
进入察渠水利共同体而建构
的故事，以便自身能够融入
察渠体系。



结论

1、  “问题、资料、方法”的结合方式决定了研究质量，过度强调技术
本身而忽略了技术方法的指向很可能将研究引入歧途；

2、 对于历史地理学而言，基础数据在数量、种类和维度上的欠缺将长期
困扰我们，对基础数据的生产仍是今后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最主要任务，这
一点应坚持；

3、GIS等多种信息化方法在水利史研究中仍不成熟，需要更多个案研究
进行试验。



致谢！
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