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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顾祖禹对于淮安府的战略地理认识

陈 夏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顾祖禹所著的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因其“经世致用”的写作目的和

史地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作者对于其书所涉及的地区都有着非常深刻和精辟的军事地理认识，

即以《纪要》中淮安府为例，论述、分析和探讨顾祖禹对于该地区战略地理和军事价值的深刻理

解和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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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清初

顾祖禹所著的一本巨著，被后世誉为“千古绝

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顾祖禹对于此

书的写作是抱着“经世致用”和“反清复明”的目

的，故该书充满着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梁启超认

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顾祖禹

撰写此书时，“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对于很多地

区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都有很精辟的分析和论

述，本文拟以淮安府(相当于今江苏盐城、淮安、

宿迁、连云港及徐州一部)为例，论述和分析顾祖

禹对于该地区战略地理和军事价值的理解和认

识。

一、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41—1692)，字景范，一字端五，复

初，号宛溪，江苏无锡人。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

好学不倦，博闻强记，同时深受父亲的影响与家学

的熏陶：年少时便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顾祖

禹作为明朝遗老，深遭芒国艺捕，怀复国之思，秉

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

复之用”。顾祖禹一生清贫，著书之时也常过着

“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艰难生活。康熙十三年

(公元1674年)，三藩起兵作乱，顾祖禹只身入

闽，寄望于耿精忠，希望通过为其出谋划策，实现

自己“反清复明”的抱负，但未被重用，只好重返

故里，继续撰写《纪要》。康熙年问，徐乾学主持

编撰《大清一统志》，闻顾祖禹精于地理，多次邀

请其参与《一统志》的编修。顾祖禹虽后来北上

参与了编修工作，但是却坚持民族气节，期间不受

清廷一官一职，书成之后也拒署其名。经过作者

近三十年的努力，《纪要》大约在顾祖禹年近半百

之时完成，是年为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

《纪要》，全书分为“历代州域形势”、“各省方

舆纪要”、“川渎”、“分野”和“舆图要览”等五部

分，正文凡一百三十卷，约三百万言。其中主体部

分“各省方舆纪要”，以明两京十三司及其所属州

县为纲，分叙其方位距离、建制沿革、名山大川、城

邑重险。《纪要》始终以军事内容为重点，脉络清

晰，史地结合，将地理形势与历史兴衰、战争胜负

结合起来，具有较高的军事地理价值⋯。同时该

书以二十一史为底，参考以数百种地方志，又经过

作者长期严谨考证后所撰，因此又具有重大的文

献价值和历史地理价值B J。

二、顾祖禹对于(明)淮安府战略地位

的整体认识

《纪要》以明代两京十三司为行文纲目，即按

照明代的行政建制编排所论区域。《纪要》中的

淮安府包括两个属州与九个县，分别是海州(今

连云港)，邳州，山阳县(府城所在地，今淮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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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县(淮安，非河北清河)，盐城县，安东县(今涟

水)，桃源县(今泗阳)，沭阳县，赣榆县(属海州)，

宿迁县(属邳州)，睢宁县(属邳州)，和明史地理

志所记基本相同。

《纪要》中每省之前的“序”及各府州沿革部

分之后的一段论述，可以说是顾祖禹对于该地区

战略价值认识的精辟总结。他行文的结构和论述

的内容可以被看作是一篇篇精辟的军事战略分析

报告‘引。

在总结淮安府战略形势时，顾祖禹一开头就

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了其战略位置。他说“府阻

淮凭海，控制山东”[4]t071，淮安府所辖区域处于淮

河(终明一代黄河都是夺淮人海)的下游，对来自

上游地区以及北方的军事力量形成一定的阻碍作

用。也就是对南方重要地区(淮南)形成了一个战

略缓冲的作用，进而保护了一般南方政权中心所

在的江南重地，另外该地区北指山东，西通中原，

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处于一个战略枢纽的位置。

顾祖禹在后面指出“春秋时，夫差欲通中国，道出

江淮，即从事于此。及曹丕谋吴，舟师亦繇此而南

也。’’⋯1昕1-1072

顾祖禹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以往的战例中

去寻找一些启示。因此，在有关淮安府的战略位

置的论述中，他将以往发生于此地的战争加以分

析，史地结合，指出淮安府的战略价值所在。

他非常赞同东晋初镇守淮阴地区的苟羡对于

该地区的认识：“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

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资，方舟有运漕之

利。”【4】1072并引用于此。他对前秦君主苻坚听从

兖州刺史彭超建议，出兵淮阴、盱眙的军事行动进

行了比较肯定的评价，他说“盖淮阴去丹阳四百

里而近，北对青、泗，则转输易通，南出江津，则风

帆易达。繇淮入江，此其必争之道矣。”【4J1072其后

他又通过南朝梁沈约、北魏高闾以及唐李邕的观

点来强调该地区所具有的南北通达、交通便利和

有着良好经济基础的特点。

顾祖禹认为淮安府对于淮南地区以及江南具

有非常重要战略屏障作用。他指出，五代时以淮

南为根据地的吴(杨行密所建)之所以能够抵挡

来自中原朱温强大的军事进攻并保有淮南，正是

因为其统治者能够以山阳、清口为屏障，力保这些

战略据点不失的结果。而反之，南方政权一旦失

去这些地区，就会面临比较被动的战略局势了。

顾祖禹在此用的是后周与南唐的例子。他认为，

后周夺取山阳等地区后，其军事力量能够直接前

出到淮南地区，并将战火燃烧到南唐的重要区域，

形成与其“共江”的局面，因而造成了南唐的战略

被动。

淮安府处于淮河流域，所以河流成为该地区

的重要自然景观，特别是大运河穿其而过，所以评

价该地区战略价值以及分析其军事地理环境时，

对此必须非常的重视。因此，顾祖禹引用南宋军

事家陈敏之言来表明其观点，“楚州南北噤喉也。

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日颍、日蔡、日

涡、日汴、日泗，而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一

处。周世宗自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人大江，唐

之淮南不可复保，此前车也。是故韩世忠尝保山

阳以拒方张之寇，刘镝议塞清口以阻逆亮之师，及

蒙古侵陵，叛臣刘整亦劝其从事于清口、桃源为进

取之计。岂非地利不可或忽乎?”【4J1072一074他又指

出明代在此设重臣置大军就是考虑大运河穿其而

过，而大运河又是南北经济联系的命脉所在，将其

与淮安府的战略价值联系起来，顾云“然则南北

安危所系，岂不以淮安哉?”【4儿∞4

淮安府境内能够对于军事行动产生影响的自

然地理环境，顾祖禹也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其中比较重要河流如淮河在南直第一卷中就集中

做了阐述，他主要是用文字的形式记录河流的流

向、途经地区以及重要的渡口等方面，并用以往的

战例说明其重要性。由于明代淮安府东面滨海，

对于海防方面，特别是重要的海岸地区比如“盐

城”、“庙湾”“刘庄”(由于海岸线已经向东推进，

现在这些地区已经不再靠海)等适合敌方登陆的

地区，顾氏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三、顾祖禹对于淮安府所属“州”的战

略地理认识

对于淮安府的两个属州，顾祖禹有专门的论

述来阐明其战略地理价值。顾祖禹认为海州地区

“州阻海连山，为南北襟要。”[4]|091一方面有着背

山面海的地理优势，同时又是南北交通枢纽，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他指出，由于海州独特的地理位

置，如果用兵于此的话，可以相对灵活机动，充分

利用该地区的地理条件，“盖水陆交通，可左可

右，用兵之际，未始非形胜所关也。”[4]1091历史上，

“隋平江南，分道朐山，捷出三吴，而东南遂无坚

垒。宋魏胜取海州，而山东响应。”【4J1091宋末李

全，通过海上兵力的机动转移，南北袭扰，造成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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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之间，几于困弊”【4J1091的一个重要原冈也正

式在于利用了海州地区的海洋区位特点。

对于邳州，顾祖禹的战略评价是“州北控齐

鲁，南蔽江淮，水陆交通，实为冲要。”【4川01他认

为，邳州的战略价值体现在：该地区是一个南北交

通的中心，从进攻的角度说，向北能威胁山东地

区，向南能前出淮南并深入江南地区，从防御的角

度来看，邳州是淮南地区的重要屏障，而且具有

水、陆交通便利的特点，适合军事力量的部署和机

动转移。我国古代的军事家都认为占据上游地区

能够对下游产生“高屋建瓴”的冲击优势，而据有

邳州，则能形成对下游宿迁、清河、山阳的战略优

势。由于邳州在淮北地区内具有特殊的战略位

置，而淮北又是南北相持时期拉锯的战场，所以邳

州历史上战争频发。

频繁发生于此的战争充分说明该地区具有的

重要战略价值。顾祖禹指出，汉末由于北方的魏

与南方的吴形成对峙，由于曹操先据有了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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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控扼东南，”形成了对南方政权的优势地

位。而南北朝时期，由于邳州的独特地理位置，更

是“几无宁岁。”南朗宋刘裕平南燕时，部队水路

到达邳州就登岸北上，而当臆循妄图偷袭刘裕后

方健康时，刘部也是将辎重等送到邳州装船，而自

己率精锐急行回师的，所以“则下邳实水陆之冲

矣。”夺得徐州、邳州，故后周可以下淮南，而如果

以徐州、邳州为拉锯，可以形成中原势力与淮南势

力相持的局面。

顾祖禹对于淮安府的战略认识，主要从地理

位置出发，论述其战略价值，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战

略地理分析"J，义注意从以往的战例中总结，史

地结合。他的精辟阐述既有战略高度的总体思

考，把所论区域与其他区域联系起来，又从具体的

战场环境出发，讨论了其具体的军事地理情

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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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he Strategic Geographical Feature

Cognition of Gu Zhuyu about Huai h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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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 Shi Fang Yu ji Yao”is great work military geographical feature written by Gu Zhuyu who lived in early Qing Dy·

nasty．As the”Practical”Writing the history and purpo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ethods of writing，Gu Zhuyu had a deep and

inci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litary geography of the regions covered in the”Du shi fang yu ji yao”．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nd analyze Gu Zhuyu§geographical and strategic military value on Huai矗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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