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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rse Description:

The gazetteers had shown us the local territory, climate, mountains, rivers, productions especially on

physical geography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n the gazetteers increasing their contents on

figures, literatures till Song dynasty. Chinese local gazetteer contents had fixed form till Song dynasty too.

We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and study selecting gazetteers.

II. Teach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2. Analysis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writers.

3.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s of some important local gazetteers.

III. Class Schedule (~day, periods?~?)

Week Date Topic/Activity
Reading/

Assignment

1 Outline

2 Chap.1

3 Chap.2

4 Chap.3

5 Chap.4

6 Chap.5

7 Chap.6

8 Chap.7

9 Midterm Examination

10 Gazetteer Reading: 越絕書

11 Gazetteer Reading: 越絕書

12 Gazetteer Reading: 越絕書

13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Location

14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Walled City

15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Transportation



16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 Population

17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Production

18 Gazetteer Reading: 大德南海志-Trade Country

IV. Evaluation：

1. PowerPoint Teaching.

2. Student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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