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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一场从行政区划出发的历史文化之旅

点击上方“中国社会报”关注我们吧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
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

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行政区划历经千年递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火种、民族交融的印记与

家国治理的智慧，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延续性和稳定性。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切

实传承保护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绵长历史文
脉，本报即日起推出“何方家国：行政区划历史文化纵横”专栏，以历史文

化为棱镜，以学术深度联结大众视角，以百姓语言厚植家国情怀，透视行
政区划蕴含的人文精神、文化传统和治理智慧，揭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

内在逻辑，助力夯实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历史文化基础。

我们期待，以这一栏目为舟楫，溯文明长河而上，观政区演进之经纬，探

家国治理之大道，共同守护这份“牵绊故土乡愁、汇入中华江河”的文化血
脉。

站在太行山麓的井陉古驿道，触摸两千年前“车同轨”的深深辙印；漫步珠江口的南头

古城，倾听东官郡回荡的历史潮声；驻足河西走廊的阳关故址，凝望丝路驼队遗落在

沙海中的琉璃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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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中国地图，纵横交错的省界、颜色参差的市域、星罗棋布的县治，不仅是地理坐

标，更是镌刻着文化密码的活态史诗。

展开历史长卷，郡、县、州，道、路、省，府、厅、镇，不仅是治理单元，更是文明

传承的时空载体。

“何”。为何这片土地绵延五千年文明独存于世？何以能使广土巨族融合为多元一体？

又该以何样的方位坐标安放历史文脉、文明根脉？

“方”。既是方位，也是方域，还是方法。自古常用方域、方舆指代行政区域划分。

《禹贡》“九州攸同”有了治理方位，《周礼》“方千里曰国畿”有了方域设计，历千年

“山川形便，犬牙相契”展现的是划界之规。

“家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个个行政区划单元，彰显着家国同构，牵绊着

故土乡愁，凝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和责任担当，组成的是中国大

“家”。

“何方家国”，承载着中华文明深沉的文化叩问，相约的是一场从行政区划出发、纵横

时空的历史文化之旅。

01
从行政区划出发
探寻疆域版图的法理纹章

郡界以山脊为断，民籍随郡县而隶。秦始皇遣史禄开凿灵渠，在南越之地“凿渠运粮，

置桂林、象郡”，使军屯与税赋体系直抵南海之滨。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特注，凡国五十，自译长至

将相皆佩汉印绶。唐代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唐律疏议》

规定，羁縻州赋税不入户部，但刺史须受唐官监领，留下的是新疆自古属中国的法理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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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图。（图片来源：《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

南宋《诸蕃志》载：“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塘）……四郡

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琼管志》也提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属“琼管”。清

《广东通志》载：“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为南

海主权留下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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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蕃志》赵汝适（宋朝）。（图片来源：中国南海网）

清代测绘《皇舆全览图》，以经纬度网格重构国土认知，舆图所载，即疆理所在。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

1885年台湾建省，划设“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奠定台湾行政区划格局，彰显行政建

制与主权捍卫的密切关联。

行政区划通过法典条文固化治权边界，通过户籍、税赋、司法等行政实践累积治理实

证，通过界碑舆图铭刻主权记忆，使华夏疆域纵历分合鼎革，终成不可裂解的金瓯整

体。

02
从行政区划出发
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榫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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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行政区划从来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切割，而是一方水土文明交融的载体、多民族共生

共荣的纽带。战国末年，秦国置陇西、北地二郡，将羌、戎部族纳入郡县管辖，中原

农耕之民与游牧部族在黄土高原上错落而居，共垦边地，共御天灾，血脉渐融。大理

国故地在元代划入云南行省，汉人官吏、白族首领、傣族土司协同理政，茶马古道上

的藏商与彝民以盐帛易马匹，地理的“边陲”在行政整合中渐成“腹地”。

行政区划以制度之力冲开地理阻隔、打破地域壁垒，让不同族群的命运在共同家园中

交汇激荡、凝结聚合。汉武帝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数十万中原士卒

携家带口戍边屯田，汉人“衣冠”与匈奴“辫发”共饮弱水，驼队与耕牛同踏河西走廊，

催生出“胡商汉贾，昼夜不绝”的共生图景。隋通西域，设鄯善、且末、伊吾等郡，丝

绸之路上的驿馆与市集，成为粟特商队、突厥牧人、汉地行商的共栖之所。唐代于西

域设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等城郭由汉军驻守、突厥民协防、粟特商贯通，各

族共居一城、共守一域，“城头烽火”与“市井胡音”交织成一幅美美与共的边塞长卷。



2025/3/26 17:20 相约一场从行政区划出发的历史文化之旅

https://mp.weixin.qq.com/s/pYPEvMx-EVKOOngw6ofa0A 6/13

▲云冈石窟第16—1窟西壁的粟特商队画。（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行政区划的演进史，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见证史。行政区划的创设与演

变，用制度的力量将族别转化为共域，将差异转化为互补，让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

各族群在共治共生的疆域中交流交往交融，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底和大一统的

政治魂魄，淬炼出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

的牢固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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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从行政区划出发
感悟文明基因的时空密码

自大禹“奠高山大川”以划九州肇始，中国便萌发以行政疆域承载文明、以方域制度传

承文明的独特范式。当古埃及的“诺姆”、两河流域的“行省”湮没于风沙，华夏大地的

郡县体系却呈现惊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恰似双螺旋结构的分子链——制度框架与地

理单元相互缠绕，在时空坐标系中精准锚定文明演进的轨迹。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构建起“郡、县、乡、里”四级架构，虽代有递嬗、形有不

同、式有所异，但框架结构保持总体稳定。西汉103郡国的边界，近半数与秦郡重

合；至隋唐推行州县制，仍有近半数州郡名称延续秦汉旧称；宋元之际，江南州县在

战火中始终保持建制完整。这使得户籍统计、税赋征收与律令推行始终处于同一坐标

系内，即便政权更替，社会基础单元的完整性亦未被打破。

清代《一统志》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府级治所与唐代州郡重合，超过三分之一的辖

境与汉代郡国近似。南阳盆地从秦汉南阳郡到清代南阳府始终锁定同一空间坐标，其

治所位置两千年未移，水利网络、驿传体系等基础设施不断积淀，文明根脉在这片南

北交汇的枢纽之地不断滋养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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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统志》（乾隆五十五年刻本）书面及上谕。（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铺排有致、层叠有序的行政区划，恰似一套精密的时空编码系统，让农耕文明、游牧

文明、渔猎文明等多元文明体系被精准写入历史“磁道”，为文脉延续提供了刚性支

撑。

时空轮转，区划如碑，铭刻着中华文明存续的底层密码。

04
从行政区划出发
建构文化记忆的鲜活容器

一纸疆界，自有文化刻度。几千年的行政区划沿革史，本身就是一部镌刻着中华文化

的典籍。无论是建制设置、结构布局，还是治所选择、命名定界，都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文化观念在空间地理上的投影。

三分疆域，七分文脉。行政区划往往成为文化现象的塑造者。隋唐划淮南道统摄淮河

两岸，北方的浑厚与南方的灵秀在此对冲，酿出淮扬菜“南北兼容”的独特气质：一道

蟹粉狮子头，既有黄河小麦的筋道，又有江南黄酒的醇香，恰似行政版图缝合出的味

觉辩证法。元代江浙行省将吴语区与越语区并置，钱塘江两岸的方言在盐漕税册的流

转中碰撞，淬炼出昆曲“水磨腔”与绍剧“高亢调”的双璧，声腔分野也与明清浙江省“上

八府”“下三府”的区划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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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为骨，文华生肌。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处处蕴藏着行政区划的催化作用。北宋以

“四京”架构天下，东京汴梁的行政中枢地位，催生了《清明上河图》中“正店”“脚店”林

立的市井奇观。明代南直隶统合江淮，金陵官话随衙署文书辐射四方，竟使安庆方言

中保留着明代官话音韵，桐城学派的书卷里亦沉淀着南北士子辩经论道的遗响。在巴

蜀盆地，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史诗，将湘楚的辣椒与蜀地的花椒熔铸成麻辣鲜香

的味觉图腾。

▲《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源：千图网）

疆理天下，终成文理。税关设于何处，商路便重塑方言腔调；治所定在何方，官话即

成雅言标准；驿道划分几等，戏曲声腔便分几派。行政区划如无声的雕刀、文化的模

具，刻出方言的边界、饮食的谱系、艺术的流派，更在潜移默化间塑造人们的文化认

同、转化为深层文化自觉。

05
从行政区划出发
守护精神家园的永恒坐标

行政区划承载着人们对身份、文化和历史的情感认同，是家国一体的极致浪漫。

郡县制实现了“国”与“家”在权力集中性上的同构，并首次将“家国同构”理念具象为行

政网格，成为“家国同构”政治文化的制度起点，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形态。

到宋代发展为制度化的“乡贯”，将科举仕进与地理籍贯绑定，塑造出“落叶归根”的文

化心理；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是祖先背井离乡的起点，也是后人寻根问祖的归宿；当代

身份证号码中的行政区划代码，持续维系着个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当孩童略带懵懂地

读着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当游子把家乡与异乡的天气预报同时设置在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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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我们不停地追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乡愁化作了同心结，家乡之间、家国

之间，行政区划已突破了生硬的制度约束，成为潜移默化的情感联结，化作心灵的归

属，铸就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玉麦“三人乡”的故事感动过很多人，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几

十年如一日，在海拔3600多米的雪域高原，默默守护着神圣国土上的一草一木，守护

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平安。一个个行政区划单元聚沙成塔、凝聚一体，组合成中国

的版图。暮色四合，当千万盏灯火次第亮起，这点点光芒不仅包裹着一个个家庭的温

度，也默契又精密地编制出这个古老国度的天地与经纬。

▲在西藏自治区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右）给女儿巴桑卓嘎讲述她为国守边的故事。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不管是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还是引发共鸣而爆火的《我的阿勒

泰》，众多以行政区划为载体和切口的文学作品通过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的交织，以

地域、家族、文化为纽带，追问“何处是故乡”的永恒命题。家乡的地域空间不仅是生

存的依托，更是文化和精神的根系，行政空间与家乡情结的融通机制，早已使行政区

划转化为文化基因、锻造成情感容器、浸润成家国情怀。

06
从行政区划出发
领悟大国之治的深邃智慧

在国家治理的宏阔格局中，行政区划恰如最基础、最稳定的棋盘，承载着政治智慧和

文化内核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简单的几何分割，更不是僵化的权力分配，而是在中华

文明悠长历史中淬炼出的治国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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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禹贡》以山川形便初定九州，到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将地理单元作为本底与行

政权力精准对应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央政令穿透层层阻隔直达基层。

从汉家十三州牧守四方烟火到盛唐十道监察万里疆场，从宋金路制的分权制约到元明

清行省的制度变革，政区层级历经循环演变，但郡县基底保持长期稳定，折射出首

尾、干支之间的完美结合。

汉武帝时期为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丝绸之路而设置河西四郡，形成了“断匈奴右臂”的

战略屏障，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充实了边疆人口，促进了农耕技术发展，增进了中

原与西域的物资、文化交往，减少了对外依赖。附着其中的军事、经济、文化、民族

等多维考量和治理逻辑，不仅保障了汉朝的西北安全，更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

华文明的向外辐射，对当今的边疆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西汉河西四郡区位示意图。（图片来源：寰宇地理人文）

分疆画界、体国经野，从山川形便的自然之道，到犬牙相契的政治智慧，蜿蜒的行政

区域边界线，犹如精密的齿轮，既保持了地方治理效能，又坚守了“向内凝聚”的统一

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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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舆图》明万历7年刊本。（图片来源：红叶山古籍文库）

秦简中的“道里阡陌”，汉牍里的“乡亭邮驿”，《元和郡县志》藏着盛唐的行政基因，

《舆地广记》写就北宋的疆域密码，每个时代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置都是对治理难题的

创造性应答和治理智慧的“活态传承”，诉说着东方政治文明的独特逻辑，彰显出“中国

之治”的制度底蕴。

当我们真正读懂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中承载的价值理念、民族记忆、历史文脉、治理智

慧，便会发现这些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印记和治世之道，既是过往的见证，更是

未来的启迪，并不断引发我们对“何方家国”的深层思考和恒久叩问。

览山河之卷、执历史之镜，照见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千年基因。

让我们溯行政区划经纬之脉，在量地制邑、度地安民间探寻家国形塑之道，筑牢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空间基石，夯实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历史文化基础。

因为我们脚下的大地，本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中华文明通史。（曲华纶）

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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