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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评介

安北江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复旦大学教授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修订版于2017年付梓。李教

授其先亦撰写先秦卷，合编秦汉卷，五代十国卷又是另一巨著，耗时许久。唐末至宋初半世纪

之余，本就政权林立，干戈俶扰，纪纂荒阙，史料散佚不彰，其研究困难较大，但作者不畏艰难，

终究成卷，为研究五代十国政区沿革提供了价值极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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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宋初的半个多世纪，中国步入又一分裂期，这也是中古史上最后一个分裂
期。欧阳修以“春秋笔法”重撰此段历史，称其为“五代十国”史。然而，在这种以维
护封建儒家正统思想为立场的观念下，无外乎对此阶段并存政权的书写，进行过一定程
度的主观筛选。尤其是中原区域以外的其他“地方性”政权，其大小势力并非仅为十
个。但后学者皆以“五代十国”（907-959年）主要是针对中原地区先后更替的后梁、后
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与之并存的前蜀、后蜀、荆南（南平）、楚、吴、南唐、吴
越、闽、南汉、北汉等十个政权。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上下两卷）百万余
字，耗费李晓杰先生五年有余时，其后又于2017年重新修订出版，为唐末至宋初多政权
体系下不同行政区划作一详细的梳理，实属难能可贵，也填补了“五代十国”行政区划
的空白。本卷在编写方式上继承了宋西夏卷和唐代卷，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得
更为严谨。李先生之前撰先秦卷、参编秦汉卷，因此在总的框架上与其类似，涉及绪
言、附录与政区沿革、辖区政区考证，在沿革概述和政区考证中又分“五代”上篇和

“十国”下篇分别对其论述，体例完整，一目了然。通读本卷，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超越与限制。在对已定“五代十国”仅限的十五个政权上，编者又在相应章节

附论与其并存的其他势力政权，譬如，归义、定难、岐王、卢龙（燕王、燕国）、赵王、
北平王、湖南、静海、武贞、百胜、清源、殷、高州、新州、宁远等。在这些政权中，
有些一直延续到北宋建立（如后蜀、南唐、吴越、南汉、荆南、北汉等），因本套书总体
例缘故，时间截止到公元959年，其后政权范围沿革梳理皆划归宋西夏卷。在各时段的
政区图和方镇设置时间连续上，抑或囿于材料匮缺，或因某几年内其所辖州县数量及幅
员未曾变更，时年代不一连续。另外，于 946年辽进取中原，夺后晋藩镇，历时较短，
书中未单独列出。再者，对周边附属羁縻州县，因史料缺乏，待以详尽梳理。在辖境政
区相关问题的具体考证上，对难以断定的区位、幅员，作者实事求是，存疑待考，体现
出撰者严谨的探究态度。

（2）图文并茂，附表清晰。附录政区示意图以“五代”934 年后唐、943 年后晋、
948年后汉、959年后周和北汉，以及“十国”934年吴、吴越、闽，943年楚、南平，
924年前蜀，954年南唐、吴越，954年南汉政权为主，共9幅，另附总图4幅。书中插图
除以上时间外，传统意义上“五代十国”各辖境示意图共 15幅，再加上 920年的后梁、
晋王、岐王、夏州定难军、沙州归义军、前蜀、荆南、楚王、吴国、福州威武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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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静海军等政权不同留守、军、州、节度使等辖区示意图，总共35幅。政区沿革表分
三类：方镇建置 15表、政区沿革 29子表、“军”建置 1总表，共 338页。书中所有政区
图，线条清晰，辖区界线分明，尤其在年代推移，朝代更替中可以对视出各政权势力范
围的变化，以及其所辖州县的省并与扩纳等情况。附表在横纵体例上，以时间为主轴，
方便读者查阅。如在方镇沿革表中，纵向表示年代，横向表示留守、节度使数量，在纵
列中用特殊符号表示废置归属，首列以年代作一汇总；在高层政区沿革表中，横向以表
示留守或节度使高层政区，纵列以各年代所辖府、州、县为主。尤其在“军”的建置沿
革表中，备注史料出处，以便研究者印证。整个附录约占全书1/3。

（3）所存材料引用较全面。相对大一统王朝而言，“五代十国”存在历史较为短暂，
且列国并立，干戈俶扰，少载笔之士，文字不完，纪纂荒阙，典录文献散佚不彰，资料
尤难觅寻，政区地理资料更为稀缺。这其中不乏有时局客观因素，也有各政权统治集团
重兵马而轻书写之因。就所存史料而言除有限的数量外，关键是相当分散。撰者在充分
吸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所涉古典文献尽可能地广泛掘取，做到旁征博引。征引
除正史，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之外，还涉及到大量别史、杂史、地理
总志、各类方志、政书、类书，以及各种文人笔记、小说、文集、出土金石碑刻文献等
资料，共计116种。

（4）政区划分严谨，以基准年为坐标。五代十国时中原地区仍旧沿袭唐末行政区
划，基本以节度使（方镇）—州—县三级制，当然，此时还有留守、府、直隶州、军、
监、场、制置院等机构。但总归三大类：高层政区（准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准统县政
区）和县级政区（准县级政区）。其中留守、节度使、都府和直隶州、军属于第一类，
府、属州、州级监、准州级军皆归第二类，县、县级军、准县级监、场等归第三类。这
其中尤其是军的设置，军自唐代以来，本隶属于节度使，戍边之军事组织，后因节度使
辖区成为高层政区，五代时诸军与州并列，封疆而治，军旅之号渐成政区之名。北宋
时，成为与州同一级的准政区，五代时期就是一个过渡。另以政区领域较大或所辖政区
数量最多者为基准年选取标准，“五代十国”15政权，分别以14个年代为基准年份。

唐宋之际，正处于社会变革的承前启后阶段，赵宋立国后的许多重大政策性调整，
很多就是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从国家疆域到行政区划，以至地方政治制度的变迁，无不
关涉国祚安稳与兴亡。对于宏观疆域的变迁而言，此期主要是北方政权疆界的伸缩，如
后梁时期北方卢龙、晋、定难、岐等势力控制区与契丹辽、吐蕃等政权之间的拉锯，致
使疆界随时移动。后唐其北界推进到今渤海湾北、燕山、山西、陕西和宁夏北界一线，
西界扩大到贺兰山、陇东一线。其后沙陀人石敬瑭又割燕云予契丹，使得北部疆界南
移。后汉刘知远力争恢复并保持到后晋疆域之状态。后周柴荣时进一步拓展，取南唐江
淮之地，得江北、淮南 14 州，东南界推至洞庭湖以东长江一线，西败后蜀，夺取秦、
凤、成、阶4州，北破契丹，收复燕云最南两州三关，与辽以拒马河为界。这个疆域的
沿革基底大致就是北宋立国伊始之面貌。编者在充分汲取目前研究最新成果基础上，对
彼时体制疆域内部各政权的政区变迁序列与面貌，尽可能地进行了构建和复原，对正式
政区和准政区的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进行了阐述。

该鸿篇巨著在详细考证梳理的同时，也校正了谭图中的一些瑕疵。在诸多混乱政权
中，能考据到某月，实属不易，凸显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该著理
论观点明确，亦便于查阅，充分显示出其工具性的一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
该著作也是目前学术界有关五代十国政区沿革的最新集大成果，在五代十国地方行政制
度史和历史地理研究中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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