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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承办方：复旦大学“历史 GIS 与数字人文研究”青年融合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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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星期五） 

全天——报到注册 

报到时间：10:00——22:00 

报到地点：上海财大豪生大酒店（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188 号） 

晚餐时间：18:00——20:00 

晚餐地点：宝阁宴酒店（上海财大豪生大酒店楼下） 

11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大会开幕式、集体合影及主题报告（08:00-12:00） 

    大会开幕式（08:00-08:25） 

        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路伟东教授致开幕辞（08:00-08:10） 

        2、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致欢迎辞并主持“数字禹贡”网站开通仪式（08:10-08:25） 

    大会集体合影（08:25-08:50） 

    大会主题报告（08:50-12:00） 

    上半场（08:50-10:30），主持人：安介生教授 

        1、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2、王社教教授（陕西师范大学）: 《蒙元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 

        3、丁明俊教授（北方民族大学）: 《回纥、花门与回回辨析——兼论回族族源问题》 

        4、樊如森教授（复旦大学）: 《中日外贸枢纽港的空间位移与近代东北亚市场整合》  

    茶歇（10:30-10:45） 

    下半场（10:45-12:00），主持人：樊如森教授 

        1、郑景云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过去 2000 年中国冷暖变化与人口波动初探》 

        2、马建春教授（暨南大学）：《元代杭州西域移民社区的形成及影响》 

        3、路伟东教授（复旦大学）: 《熟悉与陌生之间:中国回族人土著化过程中的精神投向与现实呈现》 

中午——午餐及休息（12:10-14:00） 

下午——分组讨论（14:00-17:35） 

    第一分会场上半场（第一组）主持人：王建革 评议人：李智君（14:00-15:40） 

1、安介生（复旦大学）: 《“空前”的移民潮: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外学术界对于东北移民潮的认知与评

估》 



2、马强（陕西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社会问题调查研究》 

3、哈宝玉（陕西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陇东地区的回族人口与区域经济》 

4、萧凌波（中国人民大学）: 《从辽东到口外:清初华北人口迁徙方向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茶歇（15:40-15:55） 

第一分会场下半场（第二组）主持人: 哈宝玉 评议人: 马强（15:55-17:35） 

1、李智君（厦门大学）: 《从依傍一国之主到建立僧馆制度:鸠摩罗什与国主关系及影响研究》 

2、杨晓春（南京大学）: 《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所见元代杭州回回群像》 

3、李华（宁夏社科院）: 《丝路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宁夏文化旅游业为视点》 

4、程秀金（新疆大学）: 《从“胡人”到“洋人”——清朝对俄罗斯的认知变化与华夷天下观的解体进程》 

    第二分会场上半场（第三组）主持人：李钢 评议人：赵耀龙（14:00-15:40） 

        1、侯杨方（复旦大学）: 《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的建成与展望》 

2、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 《HYDE 数据集中中亚五国历史耕地数据的可靠性评估》 

3、张学珍（中国科学院）: 《1776-1953 年中国传统农区人口的格网化重建》 

4、胡迪（南京师范大学）: 《“路学”GIS 平台建设设想》 

    茶歇（15:40-15:55）   

    第二分会场下半场（第四组）主持人：张学珍 评议人：侯杨方（15:55-17:35） 

        1、赵耀龙（华南师范大学）: 《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演化与模拟》 

2、李钢（西北大学）: 《近百年来中国未成年人的非正常迁移与区域社会变迁》 

3、杨蕾（山东师范大学）: 《“日本海横断路”的开发对当代中国开拓北方丝路的启示》 

4、王发浩（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时期人口空间分布精细化重建初探——以甘肃行省为例》 

傍晚——晚餐（18:00-） 

11 月 22 日（星期日） 

上午——分组讨论（08:00-10:45） 

    第一分会场上半场（第五组）主持人: 王斐 评议人: 鲍俊林（08:00-09:15） 

        1、杨德亮（北方民族大学）: 《托茂人口:历史与现状》 

2、吴轶群（新疆大学）：《清代济木萨地区人口变迁与城镇发展》 

3、贾小军（河西学院）: 《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人口流动与区域开发》 

茶歇（09:15-09:30） 

第一分会场下半场（第六组）主持人：吴轶群 评议人：杨德亮（09:30-10:45） 

        1、鲍俊林（复旦大学）: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东部沿海的历史开发变迁》 



2、张力（山西大学）: 《晚清西北军事转运与陕北赈垦》 

3、王斐（上海商学院）: 《近代中国省营企业公司的源起——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 

    第二分会场上半场（第七组）主持人：姚永超 评议人：马平（08:00-09:15） 

        1、李嘎（山西大学）:《嚣寂有别:民国山西城市之城外街区的发展态势——基于城墙内外的比较研究》 

2、王晗（苏州大学）: 《黄河中游土石山区的环境认知与地域形成——基于历史时期陕西黄龙山区的考察》 

3、闫爱宾（华东理工大学）: 《泉州艾苏哈卜寺再研究——兼论宋元时期泉州与海外的建筑交流》 

    茶歇（09:15-09:30） 

第二分会场下半场（第八组）主持人：王晗 评议人：李嘎（09:30-10:45） 

        1、马平（河南大学）: 《不同历史观在当下民族宗教研究领域的差异——以西北民族宗教研究为例》 

2、姚永超（上海海关学院）: 《照亮驶往上海的“咽喉”:梅乐和的长江口鸡骨礁未竟灯塔工程研究》 

3、刘伟（宁夏社科院）: 《搭建中阿技术转移平台 助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 

中午——午餐及休息（11:00-14:00） 

下午——分组讨论、会议总结及大会闭幕式（14:00-17:40） 

    第一分会场（第九组）主持人：张力 评议人：贾小军（14:00-15:15） 

1、杨敬敏（上海海关学院）: 《近代大连自由港制度及运行效果探析》 

        2、严晨（复旦大学）: 《近代上海的海产品市场》 

     3、郭婷（复旦大学）: 《正太铁路及其沿线山西城镇的近代化转型》 

    第二分会场（第十组）主持人: 程秀金 评议人：刘伟（14:00-15:15） 

1、伍伶飞（厦门大学）: 《公帑所限抑或外轮优先:海关、商人与近代私设灯塔问题》 

2、张鹏程（复旦大学）: 《近代两淮盐业市镇的因袭与变迁——以仪征十二圩为例》 

3、田兆心（复旦大学）: 《近代江南市镇的三重空间——以枫泾镇为中心的讨论》 

    茶歇及分会场重新布置（15:15-15:45） 

    大会会议总结（15:45-17:25） 

主持人：杨伟兵教授 

        1、各组主持或评议人对本组会议总结（15:45-17:25） 

    大会闭幕式（17:25-17:40）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路伟东教授致闭幕辞（17:25-17:40） 

傍晚——晚餐（18:00-） 

11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学者离会（早餐后-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