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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人口与
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简讯

KLM$7NO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２１—２２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历史 ＧＩＳ 与数字人
文研究”青年融合创新团队承办、国家社科重大项目（１８ＺＤＡ１８８）复旦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团队、国家社科重点项目（２０ＡＺＳ０２０）“丝绸之路中国段回族历史人口研究”团队以及复旦大学
传世项目中国移民史研究团队共同协办的“‘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人口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 ２０ 余所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 ６０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与人口、民族与社会、区域与开发、数
字人文与历史 ＧＩＳ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会议由召集人路伟东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辞。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

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与路伟东教授一起主持开通了“数字禹贡”网站。随

后，葛剑雄教授、王社教教授、郑景云研究员等七位学者分别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蒙

元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过去 ２ ０００年中国冷暖变化与人口波动初探”等学术议题出发，做
了相关主旨发言。其后举行的专场讨论分成 １０ 组，分别围绕“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口史、移
民史、民族史、边疆史地、区域社会、经济开发、数字人文、历史 ＧＩＳ等若干议题进行。在两天计 ４２
场精彩报告和深入研讨之后，大会于 ２２日傍晚闭幕。

本次研讨会在研究视野上，对传统的华夷天下观再次审视评估，对不同历史观在当下民族史

研究领域的映照进行差异化分析，展现了对具体研究观念和整体学科发展不同层次的关切。在

空间范围上，会议提交的论文所涉空间范畴不仅涵盖国内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更延伸至

域外丝路沿线，大大拓展了本研讨会的研究视阈。在学科背景上，跨学科交叉属性和参会学者的

学科融合性非常显著，与会学者不仅来自历史、民族、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专业，还来自建筑、地

理、计算机等理工学科。在研究主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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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传统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还有对历史数据可视化、历史数

字平台搭建、时空数据建模分析等技术方法的具体探讨，更有将建筑学分析引入文化交流史研究

的融合之作。

本次学术研讨会召开得益于各方支持帮助。在主题报告、分组研讨和更多的学术交流中，与

会专家学者都贡献了卓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思考，共同促成了这一场跨学科的学术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