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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边疆概念史作为边疆史研究的基础具有其重要性，过去学者除从长时段史料中勾勒出
不同时代、区域、国家的边疆概念内涵外，更是通过概念比较去揭示边疆概念在全球视野中的多元发展
轨迹。然而，由于边疆概念内涵时常伴随时空变迁与重大事件而有所不同，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常因由
于分布时段长，使用材料广，难以窥见边疆概念史发展之全豹。不过，如今研究者尝试基于已经建置好
的巨量史料数据库，运用数字人文方法，远距离勾勒出长时段中复杂多变的边疆概念发展过程。边疆概
念史研究通过引入文理交叉的数字人文技术，当能拓宽研究视野，也能在未来与新文科发展相互呼应，
为边疆研究开展出更为丰富多元的研究视域。

［关键词］　边疆；海疆；概念群；概念史；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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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过去研究者曾对近代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进行研究，指出１９０５年基于国家、国民、民族主义、革

命、立宪共识等概念都出现或完成近代转型后，现代主权观才真正确立，而这正是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
家的时间点。① 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现代“主权”概念的确立，不仅包括国家、国民、民
族主义等作为民族国家自我主体性认同的对内概念，以及基于如“夷人”“洋人”“西人”或“天下”“万国”
“世界”等对他者认知的对外概念，还包含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对介于“国家／自我”与“世界／他者”
之间的“边疆”的认识。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近代中国意识到“世界”后，“边疆”方成为民
族国家地缘机体（Ｇｅｏ－Ｂｏｄｙ）的一部分。②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唯有近代“边疆”概念也完成近代转型，
才算是真正全面转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

边疆概念史研究可谓是中国边疆史乃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早前学者已围
绕此议题进行过诸多研究，例如从“边陲”到“边疆”的概念演变中揭示乾隆君臣经略西北的观念变迁，或
是从古地图角度谈西域观的变化，甚至是从全球史高度谈全球边疆思想史的研究问题。③ 然诚如概念
史学家赖夏特（Ｒｏｌｆ　Ｒｅｉｃｈａｒｔ）曾指出的，进行概念研究之际，不能仅考察单一概念，须同时考察对等、对
立与补充概念，从线性的“单独词语分析”拓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概念网络”的立体分析。④ 与此
同时，基于汉语特性，又必须得先掌握“边”与“疆”的单词概念在近代的转变轨迹，方能理解“边疆”概念
是何时以及如何从传统转向近代。⑤ 然而，受制于人力所限，传统研究方法无法穷尽巨量的历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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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邱伟云．中国现代主权观念形成的数位人文研究［Ｊ］．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１９，（１７２）．
袁剑．边疆知识、区域分类与中国叙述———“拉铁摩尔逻辑”与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及超越［Ｊ］．云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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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培军．从“边陲”到“边疆”：乾隆君臣经略西北之观念变迁［Ｊ］．西部蒙古论坛，２０１５，（３）；成一农．从古地图看

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
题与实践路径［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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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出发［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３～２１．

过去已有研究者从“边”与“疆”的文字本义进行讨论，注意到两个单音节词词义对理解边疆概念的重要性，但并
未系统与整体地考察以“边”与“疆”等两个单音节词为核心所辐射出的概念群，这正是本文得以着力之处。相关研究参
见王德．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１５，（１）．



进而勾勒出系统且整体性的概念全图。要想处理具有规模性、发现性、实验性等特性的长时段概念群研
究问题，则需通过擅长处理长时段、复杂性、巨量史料的数字概念史方法，方能勾勒出中国近代百年中边
疆概念群的整体与系统的发展轨迹，从中揭示出“边疆”概念的改变时刻。

二、“边”的概念群研究
在以往的边疆概念史研究中，研究者多关注双音节词，诸如边陲、边疆、边界、边地等词汇，但并未着

重于单字的整体性概念演化。为此，我们选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１８３０～１９３０）”（以下简称
数据库）①所收集的一亿两千万字近现代史料文献作为主要研究范畴，首先通过数据驱动计算出数据库
中所有以“边”字为词缀的词汇，再通过观察数据线索发现并提出问题。②

（一）词族表：概念的系统结构
基于前述讨论，我们尝试通过以下步骤确定“边”概念的词族表：首先，先以“边”字为检索词，从数据

库中下载以“边”字为中心、前后各１０字、每条共计２０字左右的视窗单元语料，共计有３３０３４条，出现于
９９０８篇文章，总字数为７１２４２１字符（包括符号与英文）。第二，以Ｎ－ｇｒａｍ技术对３万余条语料进行Ｂｉ－
ｇｒａｍ断词。第三，依据断词后所得的所有双音节词在数据库中出现的词频，撷取以“边”字作为前缀与
后缀的所有词汇。第四，以人工过滤的方式筛除以“边”字为前后缀的所有词汇中与“边疆”无关的噪音
词，如边沁、边氏、边际、一边、东边、两边、海边、北边等。最后，基于人机互动所得到的带有边疆性的概
念词群，画出词频列表如表１。

表１　数据库中“边”的前后缀词汇词频序列表（词频在１００次以上者）

排序 词频 边字前缀词 排序 词频 边字后缀词

１　 ３６９４ 边界 １　 ２４６ 固边
２　 １５３８ 边防 ２　 ２４０ 防边
３　 １１３７ 边境 ３　 ２０７ 滇边
４　 ６０９ 边疆 ４　 １９０ 我边
５　 ５０１ 边地 ５　 １８９ 守边
６　 ４３７ 边外 ６　 １８６ 开边③
７　 ４０１ 边务 ７　 １７２ 靖边
８　 ３４４ 边陲 ８　 １７１ 筹边
９　 ３０７ 边衅 ９　 １６３ 安边
１０　 ２８２ 边事 １０　 １３９ 越边④
１１　 ２２４ 边圉 １１　 １３１ 查边
１２　 ２２１ 边民 １２　 １２７ 重边
１３　 ２１９ 边患 １３　 １２５ 实边
１４　 ２１１ 边关 １４　 １２４ 粤边
１５　 １８０ 边情 １５　 １０５ 黔边
１６　 １５５ 边军 １６　 １０４ 备边
１７　 １５０ 边徼
１８　 １４１ 边省
１９　 １３８ 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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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边疆”概念群所涉及词汇资料，取自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１８３０～１９３０）”（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由台湾政治大学高教深耕“东亚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
型”国际拔尖计划（主持人：金观涛、郑文惠）办公室提供检索服务，谨致谢意。

为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不先人为选定带有“边疆性”的关键词，而是直接使用数据驱动划定的范围展开进一步
阐释研究。

词表中出现的“开边”一词，并不代表积极的开疆拓土的开边策略，根据阅读史料发现，在近代大部分是基于防
守主义的态度使用，其语义情况比较复杂，日后将专文讨论。

“越边”一词在数据库史料中有两种主要使用现象，一是指实际地理上越南边境之义，如“滇越边界”；一是作动
词使用，如“严禁越边贸易”或“逸越边界”。经过人工分析所有“越边”词条后发现，虽然“越边”一词词频使用总数有１３９
次，但两种意义各自使用次数皆未达到１００次，因此文中虽列出“越边”一词的词频，但不对“越边”一词使用现象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



　　上述表１中带有边疆性的概念群，是通过数据驱动得出的客观词表，由此可快速、远距地掌握自
１８３０～１９３０年长达百年间以“边”字为前后缀的概念词群。由这些“边”的词群所组成的“边的词族”，可
视为“边”的概念的语言系统再现结构。从上表数据中可见，中国近代百年来对“边”的概念认知，具有四
个重点：其一，主要关注军事与政治边疆，如边界、边境、边疆、边地等，较少文化边疆议题；其二，在“动词
＋边”的形式中，如固边、防边、守边、靖边等，可以观察政府行为中的防守、平靖等对边策略；其三，在“地
名＋边”的形式中，如滇边、粤边、黔边等，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政府在边疆问题上主要关注的地点；其四，
“第一人称＋边”的“我边”一词，代表晚清中国作为封建王朝对边地自主性的主体性表征。

（二）ＣＵＳＵＭ图：概念的时间序列
前述词族表是使用数字人文技术，远距地勾勒出中国近代“边”的概念系统结构。而想要进一步观

察中国近代“边”的词族在近代百年间的时序发展序列轨迹，则需借助数字概念史方法中的ＣＵＳＵＭ
图。① 研究步骤如下：首先，计算表１中“边”的前后缀词在百年间的历年词频使用次数；其次，运用ＣＵ－
ＳＵＭ方法计算“边”的前后缀词汇在历年的使用比例累加值变化情况，绘制成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据库中“边”的词族词频比例累加值图
从图１中，可以视觉化地快速远距鸟瞰以“边”为词缀的３３个词在百年来的使用比例累加值及其时

间序列，还可看出中国近代“边”的概念系统中所有概念词的细部时间序列分布，并由系统且复杂的数据
线索中读出诸多概念发展与概念群互动现象，由此进一步基于数据线索对应历史文本，以回应前述所提
出的中国近代边疆概念发展相关问题。

例如，前文提到中国近代在“动词＋边”的词汇形式中，包含有防守、平靖等两种对边策略，那么这两
种类型的对边概念在时间序列上如何分布？可以从图１中抽出相关词汇进行进一步观察与史料分析。
以下将图１中的防边、守边、靖边、安边、实边、备边等６个词的数据抽出，并依照时间序列发展趋势分群
现象，绘制出图２。

图２～１ 图２～２ 图２～３
图２　数据库中“动词＋边”的词汇词频比例累加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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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ＵＳＵＭ方法原为统计学中的计算方法，在长期实验中我们发现此方法能很好地运用在数字概念史研究中，除
可勾勒单一概念的长时段变化轨迹外，还能复杂比较一大批概念的长时段变化轨迹。本文所有ＣＵＳＵＭ 图中的数据都
已进行归一化的计算工作，消除了各关键词数据可能受到的因数据库本身每年收录文献量多寡而对词频高低造成的影
响。ＣＵＳＵＭ图是已被大量利用的图表形式与计算方法，参见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Ａｌｔｍａ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Ｈａｌｌ，１９９１：２９～３１．



在这组图中，通过可视化分群，将６个对“边”动词按时间发展顺序分为３个时期，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
争以来的“靖边”“守边”“安边”等旧王朝与旧制度语境下的被动对边政策（图２～１）、１８６０年后伴随洋务
运动兴起的“防边”“备边”等服务于旧王朝的主动对边意识表述（图２～２）、以及兴起较晚却一直沿用至
辛亥革命时代的“实边”等更加积极广泛的对边策略（图２～３）。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持续的犯边行动，清政府采取了保守防范的对边政策，体现为“靖边”“安

边”与“守边”等论述。其中“靖边”“安边”属于封建王朝制度下常见的传统边疆用语，多见于“永靖边陲”
“绥靖边疆”“安边抚夷”“安边杜衅”等语境中，前者与“羁縻外夷”“荡寇”等词或短语连用，后者则与“仰
副圣德”“以广皇仁”等短语共现。而与“守边”一词搭配的严、扼、紧、谨、慎、固、驻、屯等字眼及“慎守边
疆”“守边之民”“严守边界”“退守边境”等用语，则显示出当时政府戒慎的态度。与靖边、安边不同的是，
常常出现在边衅语境中的“守边”一词，更深刻地反映出旧王朝的夷夏思想，如１８６１年乌里雅苏台将军
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于《［二九八二］明谊明绪奏俄使未到先派员查勘改图折》中称“奴才等惟
有竭力尽心，妥筹会议，以冀仰副圣主慎守边疆杜绝边衅之至意”；①１８８４年郑嵩龄在《（五○五）山西道
监察御史郑嵩龄奏法人讲解事请饬李鸿章据实覆奏再行定议折》中亦有“仰见朝廷保固藩服，慎守边疆
之至意，惟思法越构衅，既已有年，越南地方，业经历次被陷”②之说。

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旧制度下的词汇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这一时期，“靖边”一词开始更多地
出现在“靖边中营”“靖边防军”“靖边后路步队”“靖边新军”“靖边亲军”“靖边自强军”等军队名称中，而
此前传统的“靖边”话语几乎不再出现。辛亥革命前的１９１０年，赵尔丰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报边
藏情形时殊势异亟宜将紧要地方取回以固疆域折》中有这样的表述：“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窃维安边
之策，不外怀柔；而驭夷之方，必先威服。政治无积久而不变，事机贵因时而制宜。中国幅员辽阔，凡于
边地，非事羁縻，即成瓯脱。然从前闭关自守，四境又安，任其优游于化日光天之下，同蒙覆帱之深恩。
乃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骎骎以辟地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③虽仍然沿用传统的怀柔
威服等旧式修辞，但讨论对象已然是现代国家、主权语境下边疆问题的新变。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这
些带有明显传统意识的概念即随着旧政体的衰亡逐渐代谢。伴随共和国话语的出现，以及民初之后关
注议题由“边疆”向“世界”的转向，代表传统边疆观念的旧词汇亦随之博物馆化。

从时间序列上看，防备边疆概念虽自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出现，但只是零星使用，１８６０年洋务运动
后，有关“备边”“防边”的表述大量涌现。“备边”一说古已有之，如唐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宋邓嘉猷《西
南备边志》等。清季“备边”一词多见于“筹备边防”“增军备边”“备边之策”“备边讨贼”等军事语境，从关
联史料的分析来看具有由西北转向东南、由陆防转向海防的转变趋势，这在李鸿章奏报于１８７４年的
《（三二二九）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议海防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痛陈“历
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
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为数千年
来未有之变局。”④这里的转向东南海疆，亦即转向海防；清末变革中还开始出现重视备边人才的主张，
如１８９３年陈虬在《筹边》一文指出“其举辟用人之法，则择取京外满汉，晓畅兵事，通达边务，耐勤苦者，
使之娴习所部内外语言文字，以备边材。”⑤相比之下，近代“防边”概念所体现出的思想变化则更为明
显。从“审敌防边”“预防边患”“筹海防边”“防边巨舰”“防边保藩”“增戍卒以防边”等语境及其时间序列
上的变化来看，晚清防边策略已经由消极防守转向积极建设，刘晸昌上于１８３８年的《筹陈防抚猓夷情形
疏［道光十八年］》尚持“自古防边之策，不过顺则用抚，逆则用威”⑥之说，到了１８９２王辅才《黑龙江通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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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虬．治平通议［Ｍ］．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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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一带请开民屯》①及１８９８年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七月二十后）》②诸
文，已经积极地转向屯民致富、修（铁）路防边等主张。这里，伴随铁路交通所出现的“腹地”与“边疆”概
念，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近代中国对“边”的概念理解。③

与前述“靖边”等概念相似的是，“备边”“防边”虽然在１８６０年后大量涌现，但在１９１１年之后使用频
率锐减，仅残存于对过去历史记忆的追述中。可见“防边”与“备边”等表述也随着旧王朝制度的覆亡而
消失不用。

与其他传统边疆词汇不同，“实边”概念明显是自１８６０年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概念，包括“徙民实边”
“运兵实边”“集流亡以实边圉”“兴利实边”等不同形式。虽然“实边”举措古已有之，有清一代也多有在
边疆募兵、屯民的举措，但洋务运动带来的实业兴边思路却与此前的强制政策截然不同。李鸿章上于
１８８７年的《筹办漠河金厂疏［光绪十三年］》中称“夫实边之计在人，聚人之计在财。该处林木富饶，地气
本旺，特以极边寒苦，千余里荒僻，绝无人烟。若金矿一开，人皆趋利，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可与黑龙江
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④，显示出对边思想的转变，甚至注意
到人口迁徙之利；又如康有为１８９５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亦称“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
养贫民而已”，并举沙俄、英伦、荷兰之移民为例。⑤ 到了２０世纪初，甚至有奏开“吉林图长航业有限公
司”以工人实边的主张。⑥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实边”思想的变化，体现出实边之人从军队、流民、贫民
转变为农民、工人、商人等，由被动移民转而为主动移民的转变。

虽然“实边”一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逐渐不用，但实边概念在自强运动后的涌现，仍能体现出清末对
“边”意识由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的转变。不同于过去的一味“平靖”“防守”，洋务运动以后“实边”概
念的变化，体现出近代中国开始将边疆视为有机体组成部分的态度，即将夯实边疆看作是自身发展的一
部分，使得边疆地区亦逐渐参与内地一体化发展。

三、“疆”的概念群研究
在“疆”的概念群部分，我们同样以前述数据库为研究资料主要来源，计算出一亿两千万字数据库中

所有以“疆”字为前后词缀的词汇。
（一）词族表：概念的系统结构
基于前述生成词族表的方法，我们从数据库中下载以“疆”字为中心的前后各１０字、每条共计２０字

左右的视窗单元语料，共计１３３４１条，出现于６２８５篇文章，总字数为２８９３４５字符（包括符号与英文）。
以Ｎ－ｇｒａｍ技术对１万余条语料进行Ｂｉ－ｇｒａｍ断词后，撷取以“疆”字作为前后缀的所有词汇，经过人工
对读筛选，得到表２。

表２　数据库中“疆”的前后缀词汇词频序列表（词频在１００次以上者）

排序 词频 疆字前缀词 排序 词频 疆字后缀词

１　 ９７９ 疆臣 １　 １２３６ 海疆
２　 ９４９ 疆域 ２　 ６１２ 边疆
３　 ９３９ 疆土 ３　 ５７２ 封疆
４　 ６５７ 疆吏 ４　 ２７５ 回疆
５　 ５８８ 疆界 ５　 １８２ 开疆
６　 ５３６ 疆场 ６　 １８０ 畿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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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格致书院课艺［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７８３～７８６．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３６０～３６３．
参见约翰·Ｔ．朱里塞克．美国对“边疆”一词的使用：从殖民时代到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时代［Ｊ］．袁剑，

刘玺鸿，译．华西边疆评论，２０１８：６３～１０２．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６１３．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２９．
陈昭常．吉抚陈昭常奏招商附股筹办图们江航路以固国防而兴商业折［Ａ］．王亮．清宣统朝外交史料［Ｍ］．台北：

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９８４～３９８５．



排序 词频 疆字前缀词 排序 词频 疆字后缀词

７　 ２５０ 疆圉 ７　 １６０ 我疆
８　 １６８ 疆宇 ８　 １５４ 西疆
９　 １６４ 疆内 ９　 １４８ 分疆
１０　 １５７ 疆寄 １０　 １２１ 守疆

１１　 １１７ 南疆
１２　 １０３ 苗疆

表２数据最为显著的结构特征，是“海疆”一词远超其他词汇的出现频率。与指示陆地的“疆域”“疆土”
“边疆”相比，这一特征尤为引人瞩目，显示其突出的重要性；与“边”字词缀中的地域性词汇类似，“回疆”
“苗疆”等词汇依然指示了特别受到关注的边疆事件；而第一人称“我疆”一词的高频出现，同“我边”一
样，仍表征出近代中国在边疆问题中的主体性和逐渐凸显的主权观念。

（二）ＣＵＳＵＭ图：概念的时间序列
与“边”字概念研究一样，我们首先计算表２中数据库内“疆”的高频前后缀词汇在百年间的历年词

频使用次数，其次运用ＣＵＳＵＭ方法计算“疆”的前后缀词汇在历年的使用比例累加值变化情况，绘制
成图３。

图３　数据库中“疆”的词族词频比例累加值图

从图３中，可以快速地远距鸟瞰以“疆”为词缀的２２个高频词在百年间词汇使用比例累加值的时间序列
分布，由此尝试观察中国近代边疆概念发展的相关问题。尽管“苗疆”“回疆”“西疆”等词汇在特定历史
事件后有显著的词频凸显，但此前观察到的“海疆”一词在使用上的高频率几乎贯穿始终，并在各个阶段
均显著大于“边疆”。这正符合过去海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从“海域”转向“海疆”的变化，代表的是中国
海洋观的近代转型，以及对于海洋的重视。① 视海为疆与纳海为疆，也正是“疆”这一概念近代转型的特
征所在。

海疆概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概念作为边疆的一环被讨论，实际上自晚清已经开始，包含“海
疆永靖”“绥靖海疆”“海疆永奠”“枭示海疆”“巩固海疆”“肃清海疆”“滋扰海疆”“蹂躏海疆”“海疆靖谧”
等语境。有研究者指出，宋代虽然即有海界之说，但却没有将海洋本身纳入国家疆域中的思考。明代虽
然已经十分关注东南沿海问题，但仍然作为“海域”而非“海疆”问题进行讨论。“海疆”作为一个概念成
型于清代，与鸦片战争带来的新海洋观念密不可分。列强威胁不仅导致了军事观念的转变，还促使清政
府重新认识边疆的主体性问题及主权、世界等概念。因此，海疆概念的形成，除应与边疆概念一同考察
外，还应结合“主权”与“世界”等概念共同审视。没有现代主权概念以及对现代世界概念的理解作为基
础，海疆概念是无法出现的。前代学者未曾配合主权与世界概念的形成对海疆概念发展进行整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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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细珠．从东亚海域到东南海疆———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Ｊ］．台湾研究，２０１８，（６）．



考察，是由于难以同时掌握长时段内边疆概念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中其他概念的发展现象；如
今有赖于数字概念史方法，我们得以将其他过去各领域中的概念研究数据纳入，与边疆概念群数据进行
整体性阅读与分析。这里，我们就可以将“主权”与“世界”概念的研究数据①，纳入本文所计算出的边疆
性概念群数据中进行整体审视，绘制成图４。

图４　数据库中边疆概念词与主权、世界概念词频比例累加值图

配合图４数据，从史料文献中可见，“海疆”与“边疆”“我疆”“我边”诸概念在词频比例的时间发展趋势上
十分相近，但又明显较高，这是在时局综合作用之下的结果。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加之此前英国对香
港、广州海域的挑衅，迫使清廷骤然重审对疆域空间的认知，意识到“海疆”与“陆疆”的政策必须不同，且
两“疆”性质不同，海疆乃是防不胜防，守不胜守。因此，伴随“海疆”重要性的凸显和处置不力，知识界也
立即转向对海疆的重视。在此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则是１９世纪末现代性“世界”“主权”概念
的兴起对“边疆”相关概念转向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至２０世纪初，随着现代主权概念的确立，对
“海疆”的争论也就随制度的成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自甲午战后，对于海疆的思考，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传统朝贡天下观所固有的羁縻抚绥、防守肃清
观念，二是在近代西方世界观的冲击下引发的对列强侵略积极防卫的态度。

传统观念之下，尽管看似掀起了海疆内地化或曰海陆一体的思考，但仍不脱旧制。如１８７４年沈葆
桢在《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疏［同治十三年］》中“海疆营制久坏，台兵为尤，良以弁兵由督抚提标抽取而
来，各有恃其本帅之见，镇将设法羁縻，只求其不生意外之事”②及１８９５年叶题雁等在《户部主事叶题雁
等呈文》中“诚以国家定鼎燕京，全借海疆为屏蔽，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
枕，是以既平之后，加意抚绥，每岁内地换防，糜数百万金钱而不惜”③的说法，皆揭示当时仍沿袭旧的边
疆观念；甚至如刘心源认为“倭奴虽横，不过扰海疆耳，於各省无恙也，中国虽挫，不过失数县耳，於大局
无亏也”④，邓福初“先帝以之中兴，诚能法之，倭自易平，必使海疆肃清，倭心悔祸，求和于我，然后权其
可否而许之耳”⑤，亦是对新出现的海疆侵占事件抱持旧有的华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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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近代转型，则发生在西方近代主权和世界概念带来的思想变革与冲击之下。面对俄、法、
日、德等列强对海疆的侵略和《马关条约》等屈辱条约的签订，思想界的海疆观念亦被迫加快近代转型。
由图４可见，１８９５年前后几乎同时涌起的“主权”与“世界”概念，正对应了这一时期“海疆”词频的收敛
与论述转变。

主权危机在海疆问题上的凸显，始于晚清知识界对海疆割据现实的清醒认识。① １８９５年，钱宗彝
在《甘肃新疆候补州同钱宗彝呈文》中提出“窃维今日之天下，已成争战之局，中国之海疆，已开割据之
渐”；②刘桢麟１８９７年５月发表在《知新报》的《论德人寻衅于中国》一文中更痛心疾首地历数“为中国患
者，其惟俄乎？法乎？日本乎？辽东索还，密约既立，铁路通至内地，兵船任意停泊，扼吭拊背，剔及肠
胃，此俄之可患固也。朝鲜既撤，台湾逼近，东南海疆，门户尽失；”③１９０２年《论东南洋各岛形势》一文
更指出，“澳门、香港，沿海要口，任外人索取则许之，盘踞则听之，于是各国知中国之可侮，遂群然狡焉以
思逞，日县琉球，法灭越南，英取缅甸，英法共取暹罗，然此犹祸在边徼海外者；朝鲜近卫，陪京东方，屏蔽
二百年，不侵不叛之属国也；台湾闽省藩篱，久隶版图之内地也，今皆沉沦不反，举昔日海疆门户，今皆变
而为敌国”④。正是由于经过了一系列的沉痛打击，国人对“海疆”的反思逐步由模糊转向具体，开始重
新认识这一概念。发表于１８９７年的《舆地学》一文指出“古无防海之事，至今日而卧榻之侧，他人鼾睡，
此所谓今昔情形不同，海疆突成变局也。”⑤１８９８年，周传榑又在《舆地（续前稿）》中明确定义了“海疆”
的具体范围：“夫海疆自辽东为东北极岸，沿海而南，则有北直之天津，与山东之登莱，三省联络不绝，相
属不可断。山东之胶州，历大劳山、田横岛、不夜城，至登州、寿光、利津，由天津文安直沽口，永平至山海
关，转而锦州，金州凤凰山、鸭绿江，计一千三百余里，而登莱出海，如人吐舌。故辽东为北直之唇齿，天
津为运河之咽喉，登莱为山东之腰膂，三者为京师东顾之重镇焉。”⑥１９００年庚子事变的发生，进一步刺
激了有关主权论述的涌现，继而与海疆概念相结合，产生了最初的现代中国海权思想。１９０１年发表在
《国民报》的《中国灭亡论》中谈到，“公法离海岸三十里以内，则为领海，凡船舶入其领海者，惟其国之号
令是听，其慎重海疆为何如乎？乃中国沿海要隘，莫不为外人所占据，长江天堑，莫不为外人所圈定，是
操我江海之权也，于是中国失江海权。”⑦

在近代西方世界观框架下，知识人亦开始意识到海疆对于中国立身于国际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关注晚清海疆问题的世界转向，正可以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致力于登上世界
舞台的用心。
１８９７年１２月，《知新报》曾发表翻译自英国报刊的《强国争驰》等文，向知识界转达了“英国若逞志

侵及亚美细之境，俄国愿出而保护。又称非洲亚卑尼亚之争端未息，仍待会商，受其弱者，多欲倚一大权
势之国，以抗阻英人在非洲之举动。俄与美又彼此致会，欲设法控制英国在太平洋海疆之权云”⑧等一
系列海疆激变，为国人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海疆争夺提供了窗口。这一时期，英美的海事、海防信息亦陆
续得到译介，如收入“西学富强丛书”的《英国水师律例》，著者为英国律例师德麟、水师支应官极福德，由
舒高第与郑昌棪于１８９６年翻译出版，介绍了英国的海洋、海防、海疆理论、政策与思想。⑨ 译自１９０２年
美国本土报刊的《论美国将雄霸海上》一文，甚至将美国富强归因于海军的强大：“美国边界，大抵海疆，
坎拿大，英属也，虽与美邻，亦界以水，综计美国沿海之地，凡一万七千英里，海滨河岸所建城邑，不可胜

·８２·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５３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前人曾指出自明代乃至清中叶之间，思想界并未具有明确海权观念，因此造成晚清中国在海权竞争上的挫败，

参见李恭忠，李霞．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Ｊ］．江海学刊，２００７，（３）．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９２７．
刘桢麟．论德人寻衅于中国［Ｊ］．知新报，１８９７，（１７）．
金匮阙铸补斋．皇朝新政文编［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０９．
舆地学·第八［Ｊ］．湘学新报，１８９７，（１０）．
周传榑．舆地（续前稿）［Ｊ］．湘学报，１８９８，（４０）．
时论：中国灭亡论（未完）［Ｊ］．国民报，１９０１，（２）．
伦顿朝邮报．强国争驰［Ｊ］．知新报，１８９７，（４０）．
张荫桓．西学富强丛书［Ｍ］．上海：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１８９６．



计，其在此城邑之居民之产业，可由水道被敌攻击者，视欧洲各国沿海沿江城邑为多，亦有炮台地雷水
雷，可以拒敌，然非有一雄壮海军，而帅以英武果断之将，即欲拒而有所不能，且内地繁荣之象，与沿海沿
江互相联系，江海有患，内地必被殃及。故欲免妒我美国商业繁盛者之攻击，必当有一能自保护之海军，
且以海岸长短比例计之，美国海军，必当冠乎全球之上。”①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很可能通过了解西方
列强英、美、德、俄对海疆的重视，以及“雄霸海上等同于雄霸世界”的论述，建立起走向海疆就是走向世
界的认识。可见海疆概念与世界概念兴起的高度关联。

在“主权”与“世界”概念的共同冲击下，近代中国的知识界约在２０世纪初完成了“海疆”概念的世界
格局转型。１９０５年，梁启超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葡人嘉马之发见新航
路，实当我明之弘治十一年，自兹以迄今日，中国海疆，日以多事，而广东常当其冲。”②可以视为这一转
型的标志性表述。而在此之后，随着现代主权概念在立宪共识形成后得以确立，基于中国主权处置海疆
议题的原则亦已明确，有关海疆的讨论相对之前反而大幅减少了。

此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所出现的“海疆”一词，多用于对历史事件的追溯，如１９１３年之际罗惇曧
指出“日军以兵舰至金州东之貔子窝登岸，以袭旅顺，旅顺形胜之险，为海疆最”③及“今日人所经营尽美
者，皆本铭传之旧以为扩张者也，邵友濂继为巡抚，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严，乃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
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所部防台”④等。由图４可见，辛亥革命后，海疆、边疆、我边、我疆的概念使
用比例都大幅降低，表示这些概念在１９１１年后几乎不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旧王朝体制下的用
词，必然随着从封建转向共和而代谢消亡。这也对应了民初知识人的两种救国转向，即向内转为讨论文
化与内政问题，和向外讨论基于主权的外交问题及世界范围中的阶级革命。迟至一战之际，零星涉及欧
洲战局的报刊文章或有沿用“海疆”一词者，而有关中国的“海疆”论述，则大多只存在于官方的外交表述
中了。⑤

四、结论与展望：基于文理交叉方法的全球边疆概念史研究
从以上运用文理交叉的数字概念史方法所进行的边疆性概念群讨论示例可见，研究者利用数字技

术，可从“边”与“疆”的词族与ＣＵＳＵＭ图中，在发现了边疆性概念数据线索的独特性后，对单一概念或
是概念群进行深入文献的内容分析讨论；除此之外，还可将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经济史等领域中的
相关概念数据纳入，与边疆性概念群进行系统与整体性的考察分析，打通边疆概念研究与其他领域概念
的整体性研究的可能。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边疆性概念实现近代转型的时间，与此前研究者指出１９０５年现代主
权观确立的时间并非完全重合。事实上，１９０５年前后确实是边疆性概念群的词频拐点，但１９１１年辛亥
革命之后，边疆性概念群的消失方才在修辞上标示出彻底的近代转型，也就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在思想
层面的真正成立。从对边疆性概念群的考察中可以发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夷夏之防的思想开始松
动，但对封建帝国的想象仍然残存；１８６４年《万国公法》的译入，使得清廷开始接轨近代国际体系，但传
统的宗藩表述也仍旧存在，意味着思维方式尚未完全改变；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的制度完
全瓦解，其官方修辞体系亦随之彻底消亡，方才带来知识界在认识层面的彻底转向。

在这一转变中，我们看到了边疆性概念群嬗变过程中的诸多具体现象。如过去研究者所指出的中
国对边思想的防守主义，由近代边疆性概念群的言词结构可以验证，对边用语确实充满防守性修辞，也
正是这套用语与防守主义相互呼应，阻碍了晚清的开放视野，成为造成晚清溃亡的因素之一；又如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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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崛起与沉寂，正是近代被动边防与主动外交相交接的一部海洋史，从中可以见到，由晚清到民国，
中国如何一步步从“疆”这样一个旧概念出发，拓展对海疆的新认识，并由此展开海上的一系列政策与措
施，进而从防御转向外交；我们还观察到，在辛亥革命后，边疆论述逐渐消失于知识人与公共舆论的论述
空间中，与此同时，关于“主权”与“世界”的论述则出现显著的激增，揭示出中国知识界真正完成从以“传
统封建王朝”为中心的“边疆”转向现代主权国家的“世界”视野。

通过数字概念史方法，我们将文化史家林亨特指出的言词与新旧体制革新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客观
的言语证据展现出来，为新文化史、概念史乃至于边疆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方法与结论。直至今日，全
球对于边疆概念基本内涵仍有争议，因此，若能通过数字技术对全球边疆概念进行客观的各自分析与交
错对比工作，当可对全球边疆问题的解决有正面的帮助。例如，假使取得东亚及东南亚邻邦的边疆概念
相关史料，即可将关联数据一同计算分析，进行更广泛有效的边疆史叙述研究。借由数字人文技术善于
处理长时段与复杂数据、具有可积累性以及可与其他领域的概念数据进行整体性计算的特点，可促使文
理交叉后的数字概念史研究为人文世界服务，还原人文研究中的概念变迁及其复杂性。进一步来看，全
球边疆概念研究亦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当全球各国都了解各自与彼此的边疆概念与领土性（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
ａｌｉｔｙ），当可有效增进理解与共识，降低甚至避免边疆危机的发生。

我们期盼通过本文会通边疆概念史与数字人文方法的初步尝试，邀集更多边疆史研究者一同加入
数字概念史方法的研究阵营，除对本文中所计算出的更多有趣的数据线索进行分析研究外，还能从全球
史视野出发，进行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全球边疆概念史研究。通过长于规模性、实验性、探索性的
数字人文方法，人文研究者不但可以回应传统宏大议题，更可提出适合新方法的新问题。运用计算机技
术进行人文世界中的概念研究，也正与强调文理交叉的新文科发展趋势相呼应，将边疆概念史研究推向
崭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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