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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1 

——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李金飞2 

 

摘要：“大一统”是秦汉以降，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理念，也是封建君臣追求的至高目标。疆域

统一成为“大一统”内涵的重要元素。清代以前，受“华夷之辨”思维的影响，历朝构建的“大

一统”疆域观未包括边疆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至清代，始突破“华夷之辨”，把边疆

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中外一家”局面下真正的国家“大一统”。三部《大清

一统志》的编纂以昭示“一统之盛”、“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是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变革

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大一统”；“华夷之辨”；长城；疆域统一；《大清一统志》。 

 

近年来，以罗友枝、米华健、濮德培等为代表的“新清史”把清朝纳入世界帝国主义行列，

并认为其是“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个扩张性帝国主义政权”，同时把清前期国内的边疆统一战争

看成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3 将西北新疆的平定和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称为

“征服”、“殖民”，认为清朝是“扩张殖民主义帝国”。4 国内有学者则反对把西方与清代中国进

行机械对比，主张认识清朝还需从当时中国内部发展因素着眼，回归“大一统”理念才是真正揭

示清朝客观历史的一把钥匙。5  

“大一统”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边疆民族问题。清朝通过“武治”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开设大量修史机构来编纂史书，以期构建一个“大一统”观念版图，其中清代三次纂

修《大清一统志》明确体现了清代的疆域“大一统”观念，蕴含了“中国”概念的变化。改革开

放以来，学界多从文献学视角对《大清一统志》进行研究，其文献价值业已受到重视。6 但有关

《大清一统志》与清代“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特别是与疆域一统观的关系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研

究。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为认识清代突破“华夷之辨”

思维，实现疆域“大一统”观念变革，确立政权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清以前“华夷之辨”思维下的疆域一统观 

 

“大一统”理念源于《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释其中蕴含的“大一统”

                                                        
1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75-86 页。 
2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3 吴莉苇：《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 
4 [美]米华健著、贾建飞译：《嘉峪关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美] 濮德培著、牛贯杰译：《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 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史学集刊》2014 年第 4

期。 
5 参见李治亭：《李治亭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3 页。 
6 参见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

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方志出版社 2016 年版；陈蔚松：《元明清一统志馆及其修志成就》，《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张艳玲：《三部〈大清一统志〉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年硕士

学位论文；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 年第 1 期；巴兆祥：《论〈大

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侯德仁：《〈大清一统志〉之西域

新疆统部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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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

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春秋时期，诸侯争

霸，周王天下共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故《春秋》“大一统”以重塑周王一统地位为宗旨，“合天

下而齐趋于王，统百王而皆奉一元”。2“大一统”被定义为尊崇一个统治者，正如《礼记》载：

“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此‘大一统’之义也。”3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灭诸侯，成帝业，为

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为巩固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创性的废分封、行郡县，由中央直

接管辖地方，政令统于一，“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4“大

一统”逐渐演变为疆域统一的代名词，并与“中国”概念直接挂钩，“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

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5 

但受“华夷之辨”所倡“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影响，“大一统”的中国疆

域范围仅是指九州，“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

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6 九州见于《尚书·禹贡》载各封国根据距离远近入

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具体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

梁州、雍州（后又增入并州、幽州、营州，共十二州）。九州之外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及

所居边疆地区，不在中国疆域范围内。 

秦始皇执行“外攘四夷”政策，分界华、夷，把九州范围落实在“筑长城、界中国”的实体

上，“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7 即长城以内为九州，后世历

朝所建“大一统”疆域无不止于长城脚下。汉代虽确立“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也”8的运行法则，但也明确指出，“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9 即“大一统”是九州

的“一统”。“华夷之辨”思维下的“大一统”，在民族观上，不包括“夷”；在疆域观上，仅指长

城以内地区。而修“长城”也成为清代以前历朝防“夷”的重大举措，北魏明元帝时，为防止柔

然进攻，大修长城，“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0 

“华夷之辨”的盛行深受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影响。宋朝长期受辽、金等少数民族政

权的威胁，严守“华夷之辨”，“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下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

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11明朝因长期受蒙古等

威胁，“华夷之辨”理念尤为盛行，明太祖朱元璋高举华夷分治大旗：“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

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12

 受“华夷之辨”

影响，修长城几乎贯穿有明一朝，明廷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防蒙古。明末清初，为反对满洲建立的

清朝，汉族士大夫把“华夷之辨”发挥到极致，如黄宗羲所言：“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

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13 固守传统的“华夷

                                                        
1 陈冬冬校注：《〈春秋公羊传〉通释》，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2（清）陈立：《公羊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3 页。 
3（清）陈立：《公羊义疏》，第 21 页。 
4《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5《史记》卷 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6《史记》卷 74《孟子荀卿列传》。 
7《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传》。 
8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 
9 《汉书》卷 72《王吉传》。 
10《北史》卷 1《魏本纪》。 
11（宋）石介著、陈植锷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 10《中国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16 页。 
12《明太祖实录》卷 26，吴元年十月丙寅。 
1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 82《梓材谨案谢山札记云长山载入衡运诸篇》，《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 51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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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辨”理念，其弊端愈显，突破这一历朝固守的落后观念，构建新的“大一统”疆域观，势在必

行。 

纵观清代以前历朝“大一统”的演变历程，以强调空间统一的“大一统”深受“华夷之辨”

影响。“大一统”观下的“中国”疆域也仅限于长城以内。明清之际，崛起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

族满洲登上历史舞台，这为突破“华夷之辨”，实现国家疆域真正的统一提供了契机。 

清代“大一统”思想发端于清入关前太宗朝。天聪八年（1634），硕托向皇太极谢恩：“惟愿

上富寿多男，一统天下，永享太平。上曰：‘此言诚足为福也，敢拜受。’”1可知当时皇太极已有

“一统”意识，但他依旧奉明为中国之主，“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2 次年，传国玉玺的

获得，营造了后金君臣实现一统之国的氛围：“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
3且经皇太极的连年征战，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已多被统一于后金政权之下。而皇太极又极为重视

构建新的民族一统理念，先是提出“满汉均属一国人民”，4后又主张“汉人、满洲、蒙古一体恩

养”，5以此体现满、汉、蒙一体的民族关系。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改元崇德，把一统之业的目标定为取代明朝成为中国之主，“明国计穷力竭，必南迁，我皇上一

统基业，已在掌握中矣”。6太宗一朝，完全统一东北与漠南蒙古，初具一统规模，奠定未来清代

国家“大一统”的基础。 

 

二、“昭一统之盛”：初修《大清一统志》 

 

清军击败李自成大顺政权，迁都北京，当年（1644）十月，顺治皇帝在北京城举行二次登基

大典，以示清从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正式成为全国统治者，“定鼎燕京，以绥中国”。7 入关之初，

清朝君臣重视清政权在王朝统绪上对“中国”身份继承的合法性，在动荡的局势中，迅速接管了

明朝疆域及继承了统治秩序。清朝首先以继承明朝成为中国之主的身份，从王朝统治秩序的更替

上，实现“大清”即是“中国”的角色转变。这在对边疆民族地区和对外国的不同语境中均有明

确的体现。 

顺治五年（1648）七月，顺治皇帝以“中国”之主的身份敕谕遣使进表的西藏阐化王旺舒克：

“尔等遣使进表具见，真诚来服之意，朕甚嘉悦。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

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

旧例不易。”8 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 因蒙古边界属民事，顺治皇帝敕谕厄鲁特部巴图鲁台

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如蒙古劫夺是实，即当按数赔偿。如系地方官诬诳，罪有所归，非尔

等之咎。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

民，与蒙古又有何与焉。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口详加察核，照旧分定耕牧，毋得越境

混扰。”9在顺治皇帝的观念中，已经从明朝手中接过了对边疆的统治。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

顺治皇帝在给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的还礼敕谕中宣称：“大清皇帝敕谕，致俄罗斯沙皇。尔国地

处西北地方，距离遥远，向来未至中国，却今尔悉闻善名，真心实意遣人进献方物，故朕欢喜异

                                                        
1《清太宗实录》卷 17，天聪八年正月戊子。 
2《清太宗实录》卷 18，天聪八年三月己亥。 
3《清太宗实录》卷 24，天聪九年七月壬戌。 
4《清太宗实录》卷 17，天聪八年正月乙未。 
5《清太宗实录》卷 19，天聪八年八月乙亥。 
6《清太宗实录》卷 59，崇德七年三月辛巳。 
7《清世祖实录》卷 9，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帝恩准禅化王旺舒克奏文并宣命收回明朝所赐印文后准赐册文印信之敕谕》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内秘书院档。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帝以边界属民事颁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之敕谕》（顺治一

三年八月十七日），内秘书院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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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略表朕兴仁遐荒远方异域苦心，并还礼布施，委付给来使赉之。恭收此礼，愿永保和睦，

世代受到恩赏。”1 顺治皇帝以“大清皇帝”身份，宣敕谕时称“中国”，直接体现了“大清”与

“中国”概念的对等。 

在成为“中国之主”后，如何确立正统地位，构建政权合法性，尤其是解构汉人根深蒂固的

“华夷之辨”观念，成为清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顺治皇帝承其父，继续倡导民族平等观，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2 但在高举“华”贵、“夷”贱观念的汉族士人看来，此

举有提高满洲地位与汉族并列之嫌。清统治者也意识到仅强调满汉民族平等，并不能彻底改变根

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必须确立新的观念来代之。为此，清皇帝重视“右文之治”，3 开设修史

机构，编纂大量史书，构建“大一统”政治文化，来改变人们的观念世界。但顺治一朝，百废待

兴，战争尚在继续，朝局不稳定，诸多史书编纂活动未能实际开展，可清统治集团意识到“华夷

之辨”对实现国家“大一统”的阻碍，试图构建新的理念来替代，实属“创辟大一统之业”。 

顺治朝正式确立“大一统之业”为最高目标，但此时疆域统一主要还局限于传统的“中国”

范围：第一，明朝疆域，“定鼎燕京，为天下生民主。齐晋秦豫传檄而定，平江淮收楚蜀，下浙

闽，两粤滇黔，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4 第二，漠南蒙古，“东至黑龙江界，西至贺兰山

厄鲁特界，南至长城，北逾绝漠，延袤万余里，凡二十五部五十一旗”。5 第三，东北地区因是

清帝祖先的发祥地，备受统治者尊崇：“皇朝之定大业也，发祥长白，奄有东土，积功累仁，基

绪日大。”6吉林、黑龙江为统辖要区，所以在“大一统”话语中，盛京、兴京与北京一样重要，

“京师、顺天府崇首善也；次之以盛京，重留都也；又次之以兴京，犹之天作高山之意也”。7 

康熙朝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各项文化工程得以逐步落实，官方修史机构逐渐全面设置。形

成了以起居注馆等常开之馆，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等例开之馆，会典馆、一统志馆等阅时而

开之馆，明史馆等特开之馆的修史机构格局。而每一个修史机构的开设及每一部官修史书的编纂

均是清统治者构建其“大一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清政府对于修史的兴趣源于其对国

家政权的考量，是为了解决其入关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8 编纂《大清一统志》是为确立

国家的疆域界限，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大清一统志》是“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既是对中国古代志书的继承，又延续了元明政

府编纂一统志的传统。中国古代“志”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分设官员掌国志和

方志，“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以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9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山海经》是中国早

期的地理书籍。西汉班固撰《汉书》有《地理志》，开历代正史记载王朝疆域的先河。魏晋时期

地理书籍编纂较为繁盛，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隋炀帝时，

编纂《区宇图志》，乃第一部官修地理总志。唐代有《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

《元丰九域志》、《舆地广志》、《舆地纪胜》等，官修志书发展到一个新的繁盛阶段。 

元朝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并纂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一统志即《大元大一统志》，开“大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帝以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事为沙皇还礼之敕谕》（顺治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内秘书院档。 
2《清世祖实录》卷 40，顺治五年八月壬子。 
3《清世祖实录》卷 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 
4《清世祖实录》卷 144，顺治十八年正月甲寅。 
5《皇朝通典》卷 96《州郡七》，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四库全书》第 64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906—907 页。 
6《皇朝通典》卷 90《州郡一》，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四库全书》第 643 册，第 869—870 页。 
7《皇朝通典》卷 90《州郡一》，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四库全书》第 643 册，第 870 页。 
8 [俄]多罗宁著、叶柏川译：《清朝政权与官修历史》，《明清论丛》第 12 辑，故宫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34 页。 
9（清）赵弘恩、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首，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四库全书》第 507 册，台湾商务印

书馆 1986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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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王朝修一统志的先例，明代延续此惯例，撰成《大明一统志》，编纂一统志体现了元明君

臣强烈的一统意识。清统治者宣布拥有编纂一统志的权力，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

宣言，“清修《一统志》而因于明，明修《一统志》而因于元，《大元大一统志》为元代所创修，

亦即《明一统志》所据之蓝本也”。1 初修一统志最早于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提出。二十五

年（1686）四月，开一统志馆专门负责，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书成，共 356 卷。馆内设有总

裁、副总裁、提调、收掌官、纂修官、誊录、供事等，分工负责编纂。一统志馆隶属于内阁，所

以其官员主要选自内阁、翰林院等，这既显修史规格之高，又遵循内行修史。 

初修一统志主要依靠地方输送资料，要求各省编通志，以备纂一统志之用，“各省通志宜修，

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2 地

方通志也成为《大清一统志》内容的基础，一统志馆开馆之初，总裁徐乾学拟定二十二类凡例：

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议论、设官、户口、田赋、风俗、山川、

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桥梁、土产、人物、人物二（名宦）、仙释。3韩菼接任总裁

后，增入“学校、寺观、卫所、驿站等类”。4雍正六年（1728），总裁蒋廷锡将一统志条例分为

十八类，继又添入星野，共十九类。十一年（1733），任兰枝、方苞为总裁时，“详细考证体例，

以户口、田赋、职官所系甚重，奏请增此三类”。5此后未见初修一统志体例的变动。书成类目有

二十六类：图、表、疆域、分野、建制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职官、山

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一

统志的内容以人文地理为主，这与资鉴于帝王施政有关。续修一统志类目并未改变，重修时仅增

添税课一类，以显朝廷轻徭薄赋之心，“旧志统部天赋后，不立盐课关税专条。盖仿前明李贤所

撰统志之例，前代盐法关税弊窦丛生，征求无艺，本无成额。我朝法制修明、恤商轻税，超越前

古规条，详备按册可稽，令增税课一门，列于各统部田赋之后，以昭美善”。6从总体上看，一统

志之间以继承为主，体现了宣示疆域“大一统”这一核心主旨的持续性。 

清朝令各省编纂通志，也是出于对疆域统治稳定性的考量，各省遵旨编纂通志上呈一统志馆，

这一现象本身也体现了对清中央政权的认同。三藩战争期间，一些省份的通志照修不误，是对清

政权支持的重要体现，康熙二十一年（1682），撰成《山西通志》，“我皇上御宇之十有一年，允

相臣卫曲沃请，征各省志书，备《一统志》参考”。7而各省通志的编纂，也是便于统治者了解地

方政情信息，正如康熙所言：“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

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8以利于制

定相关统治政策，稳定统治。 

三藩战争延缓了一统志的编纂，战争中朝廷内部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尽显。八年的国家统

一战争，康熙君臣对“大一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战争结束后，康熙皇帝以其“天下一统之

主”的身份，敕令立即编纂一统志，“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宽迟延，今兵事既息，俟

                                                        
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21 页。 
2（清）赵祥星、（清）钱江：（康熙）《山东通志》序，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3（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35《大清一统志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15—721 页。 
4 内阁大库奏档，转引自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方志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46 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题为甘肃志书刊刻完竣恭呈御览事》（乾隆元年二月二十日），户科题本，档号：

02-01-04-13001-031。 
6 嘉庆《重修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613 册，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页。 
7（清）穆尔赛、（清）刘梅：康熙《山西通志》序，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页。 
8《清圣祖实录》卷 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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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1鉴于疆域统一的重要，此次纂修除仍以省为单位编

纂通志外，还要下深至县，纂修县志，“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

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于是无所不该，山

川、贡赋、土产、人物之类类，无所不备，上下数千载，使之了如目前”。2 一统志的编纂实际

上是全国县志的集合，以宣示疆域空间的延伸性。战争结束后，每一地区均被载入一统志，以从

观念上确认疆域统一，“奉命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

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又广东添设花山县治，通志所未载，亦请照例增修疏入下部

议行”。3此为塑造疆域空间之广的同时，也留下了领土我属的证据。 

清统治者构建的疆域“大一统”观，把边疆民族聚居的边疆，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包

含在内，这最能显示对“华夷之辨”疆域观的突破，“至塞外地名，或为汉语所有，或为汉语所

无，应察明编入一统志”。4 这里“塞外”主要是指“漠南蒙古”诸部。初修一统志专设“外藩

蒙古统部”，这为边疆地域纳入“大一统”疆域范围开创了范例。此后，边疆统一后均照此例纂

入《大清一统志》，从观念世界中构建新的疆域版图，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皇帝停修长城，是突破“华夷之辨”的伟大举措，彻底改变历朝

修长城隔离边疆民族的现象，把“大一统”的疆域范围扩至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帝王治天下，

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宁无边患。明崇祯中我太祖统大

兵长驱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

固”。5 边疆地区隶属于中国，是中国固有领土，将其纳入“大一统”疆域内，是疆域一统观的

划时代突破。作为中国外藩的海外朝贡国，清朝虽没有实际的管辖统治权，但也将其载入《大清

一统志》内，成为宣示“大一统”疆域观的附属，“本朝功德隆盛，声教遐讫，幅员之广，亘古

所无，外蕃各国例，宜备载。今自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尚易考究。惟盛京边外所辖地方，及

奉贡诸部，凡沿革、风俗、山川、物产，无有故牍可稽，乞敕在馆诸臣成草藳，付与臣，一体编

入，一一统志例载”。6 外藩的载入更多地是象征性意义，有助于塑造广阔的疆域空间观念。 

雍正朝，完成了对“大一统”理论的论证，雍正皇帝借曾静一案之机，提出“中外一家”：

“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

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

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7 这是对“华夷之辨”正面的批判，主张用广阔的疆域一统观来代

之，作为衡量政权统治的标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

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至本朝而始大，实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哉？”8 反复重

申疆域统一远比“华夷之辨”更为重要。 

一统志的编纂也以继续强化疆域空间观念为宗旨，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下旨重修各

省通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採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昌滥，以

成完善之书”。9 但在内容上，较之地理更加注重对人物的记载，“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

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

                                                        
1《清圣祖起居注》卷 14，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甲申。 
2 蔡芳炳、诸匡鼎编：《于清端公（成龙）政书》，文海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195—1196 页。 
3《清圣祖实录》卷 124，康熙二十五年正月甲申。 
4《清圣祖实录》卷 111，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寅。 
5《清圣祖起居注》卷 27，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6（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10《备陈修书事宜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24 册，第 388 页。 
7《清世宗实录》卷 13，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8《清世宗起居注》卷 4，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题为甘肃志书刊刻完竣恭呈御览事》（乾隆元年二月二十日），户科题本，档号：

02-01-04-130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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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1以对地方名人的书写，来宣扬教化。且除从地方调取外，也侧重利用

中央所藏档案，“内择稽之实录、起居注、方略、大清一统志、部院八旗档案，外考之史册及府

州县所咨送，下逮名人文集、传记。详而不冗，简而不漏为宜。”2以保障一统志纂修的官方性，

塑造中央权威。 

自乾隆皇帝即位至乾隆五年（1740）是初修一统志的完成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形势已大变，

“华夷之辨”的争论，满汉之间的对立已不如前朝尖锐，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牢固。且经康熙、雍

正两朝帝王的励精图治，国家已经走向繁荣稳定，因此乾隆时是以昭示“大一统”疆域之盛的心

态来完成一统志的编纂，“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外藩属国，五

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舆所载，方策所纪，宪古证今，眉列掌示，图以胪

之，表以识之”。3 乾隆皇帝把广阔的疆域，归于清统治者顺天应人，具备德行，“我祖宗克明峻

德，以有九有之师，传绪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笃前人成烈。其在我内外百职事，慎固封守，阜

成兆民，懋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后嗣子孙，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万年，惟无斁”，4 从而宣

示清朝的政权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一统无外之盛”：续修、重修《大清一统志》 

 

续修《大清一统志》并未专设修史机构，而是由方略馆兼修。方略馆专为纂修方略而设，“方

略”为清代新创体例，专记军事及战功，“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

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皆由馆承办”。5 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纂《平定三逆

方略》时始设，为临时机构，书成馆撤。直至乾隆十四年（1749）编纂《平定金川方略》时，成

为常设机构。方略馆位于隆宗门外、武英殿以北，自雍正七年（1729）设立军机处后，方略馆成

为军机处的下属机构，主要人员由军机处官员担任。方略以外，也负责其他史书的编纂，“方略、

纪略之外，遇有奉旨特交纂辑之书，亦率在馆人员敬谨办理”。6 乾隆二十九年（1764），兼纂《大

清一统志》，但并未从军机处选拔人员，而是另设总纂、纂修、分校官、供事等职，从内阁、翰

林院、六部等多个部门选取人员负责，此次编纂未设总裁，其专业性不如一统志馆。至乾隆五十

年（1785）二月书成，历时二十年，共撰 424 卷。 

此次续修，主要是因初修过后国家的诸多边疆统一战争需重新记载，以示新的疆域范围。乾

隆中期统一新疆，中国疆域达到极盛，“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

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7
 对

此，乾隆皇帝颇为自豪：“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

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拔达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奉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

我大清。”8 续修一统志以昭示疆域“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继续塑造中国疆域广阔的空间观

念。 

需特别注意的是，乾隆皇帝所言“以次抚定”的左右哈萨克，仅是作为清朝的外藩朝贡国，

                                                        
1《清世宗起居注》卷 3，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2 杨椿：《孟邻堂文钞》卷 2，《上一统志馆总裁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8 册，第 20 页。 
3《清高宗实录》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 
4《清高宗实录》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 
5（清）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 3《方略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4 辑，

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1 页。 
6（清）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 3《方略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4 辑，

第 101 页。 
7《清史稿》卷 54《地理一》。 
8《清高宗起居注》卷 18，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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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纳入中国疆域领土内，虽左右哈萨克首领曾先后奏请内附清朝，但并未得到允准。乾隆二十

二年（1757）七月，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赉奏请归附中国：“自臣祖额什木汗、吉尔汗以来，从

未得通中国声教。今祇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

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1 乾隆帝予以拒绝：“哈

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

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

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2 次年，哈萨克右部首领图里拜也奏请归附，“伏念臣者，久思

内附，远处边末，与左部阿布赉各长一方，为准噶尔阻绝，未由自通。近闻左部输服，被恩优渥。

恭惟天使惠来，祇领宸训，得均隶臣仆。诚欢诚忭，谨遣臣子弟卓兰等入觐，瞻仰天颜，如天覆

育之，圣人在上，臣愿竭衰驽奋勉自効，永无二心”。3 乾隆皇帝亦未同意，其态度非常明确，

对于中国固有领土，坚决维护统一，绝不允许叛乱势力乃至外国的干涉，但对不属我国之疆域，

寸土不取。故续修《大清一统志》仅是将哈萨克列入外藩属国内。 

清朝统一新疆后，通过设立将军、都统及驻扎大臣实行了有效管理，使西北地区成为中国疆

域版图牢牢不可分割的领土。续修《大清一统志》也正是对清极盛时疆域的记载，其修改部分主

要集中在西北新疆地区，从“统部”来看，改初修“外藩蒙古统部”为“新藩蒙古统部”，增添

“西域新疆统部”，以重点记载新疆的统一，示疆域空间之广。 

除昭示疆域统一之外，续修一统志也记载疆域的沿革变化，为统治者提供最新信息，“自纂

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纪载体例，征

引详略，亦多未协”。4 续修一统志将初修“江南统部”划分为“江苏统部”和“安徽统部”，是

对国家区域行政改革的确认，以便统治者有效管理，深化巩固统治。人物记载除继续宣扬地方名

人，崇尚教化外，也重视政绩显著的官员，“前升任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尹继善，巡抚陈宏谋，

总督吴达善，皆能整躬率属，实心行政，着有成劳，是以所居民颂，所去民思。应请将此四臣入

祀陕西名宦祠，其政迹咨送大清一统志馆，以备采录”，5 是为在注重统一人心之时，也加强内

向凝聚，向国家靠拢，以实现统“内外”之心为一心。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由国史馆兼办。国史馆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缘修太祖、太

宗、世祖三朝国史，特开“三朝国史馆”，四十五年（1706），书成闭馆。乾隆元年（1736），复

开国史馆，修五朝国史本纪，十四年（1749），书成馆闭，尚是特设史馆。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

开国史馆重修国史列传，方成为常设机构。嘉庆十六年（1811），国史馆负责编纂《大清一统志》，

“凡嘉庆十六年以前建置沿革及职官户口人物一切裁改各事宜，令于半年内全行送馆，俟各衙门

各直省交全后，限二年将全书纂校刊刻”。6 馆内设有提调、总纂、纂修、收掌、翻译、誊录、

收掌、供事等职，国史馆隶属于翰林院，馆员主要以内阁、翰林院人员为主。道光二十二年（1842），

书成 560 卷，历时三十一年。 

此次重修，因中国疆域版图最终底定，需把各地区的建置沿革、职官、户口、人物等一切裁

改事宜划一记载，以实现疆域的最后划定，进一步深化已经形成的疆域一统观念，“外域内缅甸、

越南、巴勒布、廓尔喀等处提顺锡封；又如台湾蛤仔烂归入版图，亦皆属事之大者；至如各直省

添设文武官职，以及郡县厅营裁置，归并城池学校，增设迁移，或地名与今不符，或事实与前互

                                                        
1《清高宗实录》卷 543，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 
2《清高宗起居注》卷 16，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3（清）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6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四库全书》

第 35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30 页。 
4《清高宗实录》卷 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5《清高宗实录》卷 1037，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七月癸巳。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请饬下各省督抚速报机构设置变更等情以便续修一统志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

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2159-051。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2 

异，若不添补改葺完善，碍难请旨须行”。1 从重修一统志的“统部”来看，其最大变化是把西

北、北部地区分为“新疆统部”、“乌里雅苏台统部”和“蒙古统部”。至此，“三北”中的整个西

北、北部地区完全纳入“大一统”疆域版图之中。 

而作为“三北”中的东北是清帝祖先的发祥地，向来备受统治者尊崇。初修一统志以京师为

首，直隶统部居次，其后为盛京卷和兴京卷，然后是盛京统部，盛京统部下有奉天、吉林和黑龙

江，从编纂顺序上显示出东北疆域的突出地位，且在书写方式上盛京、兴京与京师均高出直隶统

部一字，此为追溯清朝统治从兴京、盛京到北京的延续，进而证明清政权的合法性。乾隆续修，

将“兴京”首字书写高度变成与“直隶统部”持平，独显盛京的尊崇地位，这与乾隆帝构建清朝

开国历史记忆有关。嘉庆重修，为实现“疆域”划一，将盛京、兴京不再单独成卷，统一划归到

盛京统部之下，但是盛京、兴京依旧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字。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把整个清以

前“夷”所居的“三北”载入到“大一统”国家疆域范围内，此乃中国传统疆域观的彻底变革。 

重修一统志于道光朝完成，与嘉庆朝开始编纂时的国家局势已迥然不同，清廷在鸦片战争中

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整个国家形势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

道光帝再也没有其父展示“大一统”之盛的心态，明确表示《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并非炫耀国家

富有，“非务为繁富，以侈示后嗣也。我祖宗以仁义中正治天下，凡所损益，如权衡之于轻重，

度量之于长短大小，即一州郡之升降，一官职之分合，一臣一民之予夺彰瘅，无非本单心之宥密，

垂为律度，布为官礼除繁存质，扶条就干，始获成书，实阙略是虞，而何繁富之有”。2 而是深

知其祖宗创业艰难，守住这份基业更难，因此，最后是以“守成”的心态完成一统志的编纂，“深

知守成之难，不殊于创始，愿与内外百执事，勉固封守而阜兆民。继自今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3这也是宣扬疆域一统之盛的嘉庆帝始料未及的。 

 

四、晚清“大一统”的重建：《一统新志》的议修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西学思潮冲击了儒家思想主导的“大一统”文

化。内外交困的局面致使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失去信心，如何重新确立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

困扰着清统治集团，“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权贵集团仍然是清朝统治者，依旧是‘天下’的主人，

尽管‘大一统’的现实早已不复存在。”
4
 在此背景下，重修《大清一统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

义。同治朝，清廷取得对太平军、捻军战争胜利后，列强暂时放松侵华，清廷开展自强求富的洋

务运动，进入了所谓“同光中兴”时期。同治六年（1867），清廷下旨准备续修一统志，“同治丁

卯岁，京师将续修一统志，上谕通敕各直省督抚臣，广征所属郡邑新旧志书，增修省志，贡之于

朝，以备采择”，5 但并未付诸行动。 

光绪朝清廷为重构“大一统”，借重修《大清会典图》之机，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地理

普查，这是清统治者试图重新掌握全国疆域，衡量统治能力，重构“大一统”信心的一次测验，

“实际的疆域面积更能说明其承继的来源与政治力量的宣示”。
6
 会典图编纂借用西方新式仪器

和方法，以省为单位，下至各县，进行全面准确的测绘，“省图但著所属府、直隶州、厅、州、

县及名山大川、驻官、关隘、城镇。府、直隶州厅图，惟著所属州县分司及巨山经流、大村雄镇。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奉命续篡大清一统志请将应添补致葺之处补齐以臻完善事》（嘉庆十六年正月

二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2159-003。 
2《清宣宗实录》卷 387，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辛丑。 
3（清）穆彰阿等撰：《嘉庆重修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序》，《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6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4 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方志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9 页。 
5（清）叶滋澜：《光绪上犹县志》卷首《新序》，清光绪十九年校补刻本。 
6 宋天瀚：《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 28 册，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2005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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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图则群峦支港、大小村堡，都宜详绘”。
1
光绪一朝，朝廷主要集中于会典图的测绘，并未进

行一统志的编纂，“惟艰以版章之广袤，南北八九千里，东西万余里，而欲处处如法测之，非数

百万之帑金，数百人之才力，数十年之工程不可”。
2
但此次舆图测绘也为全国各省通志的编纂进

而为再修一统志奠定了基础。 

宣统二年（1910）三月，民政部奏请设立国志馆负责修《一统新志》，以了解各地政情，为

治理地方，巩固国家统治提供借鉴，“方舆一职，实为庶政之枢纽。盖全国之险要扼塞，有所弗

悉，则兵事无由策划，物产、土宜有所弗辨，则实业无由振兴。至若道路之夷险要、民生之贫富，

其于交通财赋尤有密切之关系。推之海权、国界，为言外交者之所注重，更无论矣”。3 与此同

时，晚清以来，随着与西方的接轨，国家出现诸多新现象，而已修一统志未包括在内，故需重编

载入，“中外交通以来，天下形势为之一变，昔时所称完备之书，今日实鲜经世之用，不特矿产、

铁道、航路、电线为从前志乘所未有，即疆界、政俗亦因时而变迁。方今朝廷百度维新，若无详

瞻典重之编，以纪其盛，则庶司百僚于因各损益，茫无考索，行政阻碍，良非浅鲜”。4 而此次

重修《一统新志》也是清统治者以“昭列圣疆理天下之隆规”5的心态，试图重构疆域“大一统”

观。为编纂此书，在资料调取上，囊括前代和当代，具有时间上的承继性；合中央、地方，官修、

私撰为一体，具有空间上的延伸性。以借此机会凝聚全国力量，重新确立统治地位。但未及实施，

清亡。 

 

结  语 

 

清代《大清一统志》共三修，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是清统治者“大一统”

思想指导下的重要政治文化实践活动，展示了清朝从大乱走向大治达到鼎盛，又从鼎盛走向衰落

的历史进程，蕴含着中国疆域一统之盛的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以往“华夷之辨”对地域、文

化、民族关系的隔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大一统”思想即：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

下一家”；合“内外”疆域为一国，即中国；合“内外”文化为一体，即中华民族文化；合“内

外”之心为一心，即国家认同。此乃清朝对“大一统”理念发展的划时代突破，也是“中国”概

念演变的重要例证。边疆地区真正被纳入到“中国”范围内，成为中国牢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范围，这也是清代对“中国”观的重塑。探析清代疆域“大一统”

观的变化，才能明确认识到清代“大一统”的理念与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清前期在“大一

统”治国理念指导下的中国依旧是传统国家的延续与发展，绝非西方学者所谓的“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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