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罗长远处长，各位学兄、各位学友、各位同学以及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讲的第一句话是：各位学兄，各位学友，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孟冬时节逢盛会，芙蓉花开迎嘉宾。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

嘉宾，他们是：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 教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郑景云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学院 方修琦教授 

…… 

时间所限，更多到场嘉宾，恕不一一介绍。因为疫情原因，本次会议筹备较

晚，还有很多师长和学友，时间冲突无法前来，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

虹教授现在云南，托我向大家转达她的问候。葛剑雄先生现在北京，明日午间返

沪，他会在明日下午大会结束前赶来会场，与大家见面。 

在这个日暖霜轻的时节，我们满怀喜悦与期盼，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位学者

一起，共同举办 2020 复旦大学“‘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人口与区域社会”学术研

讨会。首先，我谨代表会议主办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议承办方复旦

大学“历史 GIS与数字人文研究”青年融合创新团队，会议协办方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复旦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团队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沿线

回族历史人口研究团队，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各位专家、各

位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人口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近十多年，我一直从

事西北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尤其专注于清以来西北地区人口、移民、民族以及区

域社会相关问题研究。同时，对 HGIS与传统历史地理学交叉研究，亦颇有兴趣。

今天到会的学者，大都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研究基本上都分布在这些相关领域

之内。 

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必经之地，在当下“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沿线历史



人口及区域社会研究更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研究的重要议题。今年以来，

我带领的复旦大学“历史 GIS与数字人文研究”青年融合创新团队先后有幸获得

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及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支持。由此，我们得以从多学科视

角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人口和区域社会问题。2018年，在

樊如森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还获得一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支持，从而把研究的空

间从“陆上丝绸之路”拓展至“海上丝绸之路”。在此激励下，我们计划筹备复

旦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平台，以便更好的开展合作研究和交流。正是基于

这些前期工作和积累，本次会议才得以召开。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去年冬天至现在，受疫情影响，大家有太多计

划和安排都被迟滞延搁。唯所幸者，我们不但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还使工作生活

基本恢复了常态。在全球疫情仍然肆虐的当下，今天的研讨会能够顺利召开，首

先要感谢伟大的祖国与坚强的人民；第二，我要感谢前来参会的各位师友，大家

能够在疫情当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克服困难，参会交流，相当不易。没有

各位师长、各位学兄以及各位学友的鼎立支持、鼓励和帮助，本次会议无法如期

召开。这次会议邀请的学者，遍及天南海北，很多人，距离上海数千里之遥，更

有部分学者远及万里之外。大家的学科背景也相当多元，不但有历史、民族、社

会、经济等人文社科，也有建筑、地理、计算机等理科，研究主题则涉及西北史

地、回族人口、历史，民族文化以及历史 GIS 和数字人文等领域，这是一次真正

跨学科的学术交流。 

第三，我要感谢复旦双一流办公室、复旦文科科研处以及复旦历史地理研究

中心，各位领导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但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经费，还在更多方

面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服务，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进。 

由于会务组人员有限，时间紧张，经验不足，加之今年疫情原因，会议筹备

及召开过程中，可能有不少地方考虑不周全，安排不细致，也大家见谅包涵！会

议期间，遇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会务组。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孟冬子春，正是江南风景、气温俱佳的季节之一。烟笼轻纱，碧水潺潺，冬

景似春华。衷心祝愿大家在沪期间身体康健、心情愉快！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愿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 



谢谢大家！ 

 

 

路伟东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 GIS与数字人文研究”青年融合创新团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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