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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危机正在逼近人类！
这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
生态危机的逼近无疑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活动规模持续扩张、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
益扩大密切相关。
中国30多年的环境保护实践告诉我们，人类作为影响生态环境的一种由弱变强的力量，致使环境不断
遭到破坏是一个累积的历史问题，解决环境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面对生态危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绝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在前人给定的条件和环境中去
发展；面对生态危机，人类有必要通过历史反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同样，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理论，也必须放到历史研究中进行验证，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正确
依据。
因此，中国环境战略的确定，既需要前瞻性研究，亦需要回顾性思考。
那么，较为系统地研究、编撰与出版《中国环境史》，科学总结在人与自然互动下环境变迁的历史规
律，正是回顾性思考的最好途径，不仅有助于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特别是
占据统治地位的工业文明及其对人类家园所造成的环境后果，以便能够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来
调整环境法制体系。
与此同时，还有助于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角度多层次地提出更加富有创见的成熟政策，以应对当前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更加深邃地了解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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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史的叙述范畴，国内外学者已有共识，那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在2001-2005年发起组织了一个新千年全球生态系统评估研究，千余名专家在世
界范围内首次开展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情景分析以及相应机制的系统研究
。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以下简称《评估框架》）就是该研究报告之一，其中指出：“
传统生态学家只研究自然生态系统，而社会学家只研究人类福利问题。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胁
迫，同时生态系统在人类胁迫超过它的承载能力以后，往往以灾难的形式，对人类行为做出反馈和响
应，人类又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活动保育、恢复和建设生态系统，维系天人关系得以持续发展。
，，这一段文字描述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互动的关系，已成为当今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
议题，也正是我们环境史所关注、要叙述的历史演进。
可以认为，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迷茫而广阔的领域，正是环境史学家登台亮相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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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在历史反省中探索未来“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生态
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环境史：
一种新的历史叙述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水利、霍乱及其他：关于环境史之主题的若干思考环境史研
究的指导思想与学科归属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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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一来，只要我们甄别环境史与上述学科的不同之处，即可明确它的学术主题、任务和目标，
亦可确定它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特殊意义和学科地位。
　　环境史与现代生态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不难分辨，因为后两个学科均以现存事实为研究对象，
环境史则重点考察历史纵深的问题；环境史与考古学也容易区分：考古学主要依靠发掘出土的实物资
料，重在考察远古人类生活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史则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时空范围，都比考古学之环
境研究要广泛得多；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至深至广
，有大量课题值得深入探究，农史学者重视考察历史生态环境是很自然的，但他们的立足点是农业本
身而不是生态环境，更不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
　　最麻烦的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
历史地理学家将考察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不仅气候、土壤、河湖、森林
、动物⋯⋯被视为历史地理环境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人口、产业、聚落、社会风俗乃至思想观念等也
逐渐成为他们考察的对象。
在历史地理学家们看来，自人类诞生以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这
些关系及其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回顾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地理学强调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至少有100年的历史，“地理
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大论战几番兴息，虽未最终决出胜负，但围绕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
系这个论题所开展的大量实证研究却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在今天被理所当然地视
为“环境史”。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现有环境史研究综述和论著索引，心怀创立环境史学科宏愿的人们多少会感到有些
沮丧：眼下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面较有成就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历史地理学，我们归类为“环境史”
的研究课题，有很多是由他们率先提出并开展研究的，中国环境史的学术空间似乎已经被历史地理学
抢先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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