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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在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
了极大的效果。
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耕地的缩减，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湖泊
的淤浅，干旱区荒漠化、沙化的加速，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等等环境恶化问题
，也十分突出。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采取唐
突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有的则是当政者为单纯追求政绩，不计后果，盲目开发引起的环境恶化。
以上种种，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过度索取或无序干预后所引起，其实质是人地关系
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又往往并非一代人所造成的，而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我们谈到人地关系时，所谓的人，并非自然人，而是社会人。
不同时期的社会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一样，对生产技术的掌握不一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一样
；而我们所谓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同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经过长期人类活
动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再进而言之，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
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又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因此，我们如果研究当今环境问题，或想在制定保护措施和政策上，有科学的根据，就有必要对我国
环境变迁的历史背景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我国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较深刻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又必须从区域研究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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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研究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生态响应研究。
作者在中篇中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中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作了较系统的讨论，这种讨论对于我们
分析这样一个自然和人文都十分复杂的云贵高原地区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在下篇中对土地利用而来的环境变化生态响应的研究十分有意义。
一方面像云贵高原这样的地区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由于自然和人文背景的内外差异，可能产生
的影响与其他区域并不完全一样，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地土地利用破坏生态环境的结论能够说清的；另
一方面探索这样的变化而来的传统社会应对及其机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本身，
可能会使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经济管理和文化传统关系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综观全书，纲目设计循序渐进，逐渐分理，读之可使人一气呵成。
    　　特别要指出的是书中时时闪烁着理性分析的火花。
比如中篇在讨论云贵地区册载耕地时认为：“整个清代云贵地区册载耕地亩数大都反映赋税取向，或
者说是赋税及其征收制度体系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尚难成为单位面积的直接数据一一不过册
载耕地数字的分布上变化，对于考察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仍是重要的参数之一。
”这种客观理性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册载耕地数意义和正确利用来进行区域历史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
又比如中篇在分析农业经济及其用地结构时分析了黔东南地区林粮问作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了一个
传统社会中区域地缘、地形地貌、文化传统对于传统“主谷制”背景下的区域开发的修正的个案，对
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又如，中篇中分析“矿业及旱作经济区”时不是简单沿用其他地区高产旱地农作物垦殖破坏生态环境
的角度，而是充分考虑了云贵地区开发与其他地区的时间差问题，正确分析了清代云贵地区农业开发
过程中玉米、马铃薯对农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影响的过程，而且考虑到清代云贵地区矿业开发地区劳动
力分散对农业开发的影响。
再如，书中在讨论影响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时有许多有益的探索。
这在讨论技术影响方面特别明显，讨论到清代高产旱作农作物时认为，在清代并没有在云贵高原地区
马上产生“革命性”的结构影响方面，指出了云贵地区的开发由于自然环境和开发过程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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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地域生态变迁在清政府于云贵民族地区设流以后，作为改土归流重要的组成部分，恢复生产，增加
税赋，是巩固和发展地方制度变革的重要保证。
清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的措施，主要以开展屯垦来保证政府赋税
收人和巩固改流成果，但它所导致的民族地区的反应却很突出，体现了地域生态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过
程。
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改流军事活动频繁，战争破坏和清朝统治者残酷的武力征讨手段，使原土司地区
一度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就滇东北地区来讲，清朝统治者采取的是杀一儆百，尽法惩治的手段，反抗的“夷众”被杀有万余人
，幸者也多被剁手砍脚，人口损失惨烈①。
黔东南“剿苗寨八百有余，凡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或八九者。
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及其半”，苗疆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②。
而地方官吏借中央减免云贵钱粮之机，隐匿田土，谋取私利，影响到政府赋税收入之增长，雍正三年
（1725年）时贵州起科仅贵阳一府、南笼一厅和开州等十县，共67163亩田③。
因此，改流后尽快在新辟地区开展垦殖，恢复生产成了当务之急。
清政府在改流地区实行的垦荒活动，主要由驻军、招徕至的外地农民、土著居民构成，此外还有部分
流民也有加入。
雍正六年（1728年）清军进驻东川，“岁收二万余石，课矿岁万金，资兵饷”④。
八年（1730年），又“乌蒙地广田多，应将无业田地，每兵赏给三十亩，或有余丁，准其倍给。
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开始在滇东北地区实行军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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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改订和深入。
1999年在导师邹逸麟先生指导下，笔者开始接触全球变化中的土地利用研究概念，很快就被这一反映
人文、自然活动交叉作用最为直接的界面所吸引，并通过不同渠道阅读了一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
资料，准备以土地利用为专题来撰写学位论文。
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对传统时代以耕地为主的土地利用指标化分析中，受文献资料遗留和统计单
位、界限、性质等影响，难以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研究模式，更谈不上精确化。
为此，我曾一度陷于苦恼。
熟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对这里面的问题并不陌生，在序章中本人也有较多的阐述或交代。
然而，作为研究全球变化地理科学视野中的土地利用，却能给予我们较多的启示，比如它强调了土地
利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研究意义，在中小尺度时空范围内重视对人文因素作用的考察。
这些启示恰恰是历史地理研究能够积极参与的讨论范畴。
自2000年始以后的数年里，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对黔东南、黔西北及滇东北等地的作物种植、民族流
布和生态变化等发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运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这一界面来看待这
些变化现象，故有不少以往未被重视或发现过的事况为己所得，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因此我坚定了自己的研究，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这一界面来观察区域环境与社会变化，探讨
人文和自然活动交叉作用及关系问题。
选择云贵高原作为研究区域，不仅是因为那是本人的故乡，相对较为熟悉，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环境
与社会的多样性始终有探讨不尽的话题，在尚有许多基础性实证工作需要深入开展之前，人们早已认
识到该地区在环境、社会、文化、历史等学术研究上于我们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对内陆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研究，往往受到视角、资料、手段局限，其多样的环境与社会
反而因其复杂性难以得到更多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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