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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依旧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周　琼

开展灾害史研究对当前人类社会显得越发重要，虽然人类的科技在进步，探索世界乃至宇宙

的能力在提升，但灾害对人类的打击却并未减弱，一些特殊案例甚至显示灾害打击人类的力度可

能在加大。２０１９年年底至２０２０年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全世界再次领受到灾难原来

与全人类如此接近。在应对病毒过程中，人们不仅要反思国家卫生防疫制度、法律条文是否完

善，还要呼吁相关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民众生活常识，做好灾难发生原理知识普及工作，

在知识普及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全人类应对灾难的正确应对与处理能力，惟其如此，当灾害再次

发生时，整个人类才能从容应对。不仅只是针对疾病，还包括各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潜在

灾害。

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探寻人类发展过程中经验与教训之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史学开展灾

害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时期的灾害发生原因、经过、影响以及人类应对措施的梳理与总

结，提炼出对后世有益的经验，避开可能不利的教训。以史为鉴，人类面对灾害时能不再重复错

误行为，减少灾害对人类的打击。环境史近些年一直将灾害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不仅是由

环境史学科属性决定的，也是环境史学家身上带有的担当与使命精神的体现。相比于传统史学，

环境史是最接地气的生命史学，关怀人类生命，思考人类走向。

旱灾与泥石流都是传统自然灾害，但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干旱属全球气候

波动的负面效应，泥石流是小区域环境变化的恶性表现。对这些灾害问题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需要共同努力，揭示灾害发生机理及社会影响，并从人类应对灾害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教

训。近些年，云南气候呈现出持续干旱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云南就发生了持续性特大旱灾，对

云南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徐海亮研究员通过对近六十年云南气候波动的梳理，揭示旱灾持续

发生并非个案，而是近几十年西南地区年代际气温普遍趋增、年代际与年际降水趋减，导致干旱

化态势持续的表现。云南在气候上受西南季风影响，冬春季节容易出现旱灾，而夏季暴雨集中又

容易出现洪水、泥石流灾害，加之云南山高坡陡，是泥石流多发、频发区，近些年持续有大型的

泥石流灾害发生，耿金以档案资料与田野调查、访谈的方式，揭示五十年前云南盈江特大泥石流

灾害发生经过及影响。通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泥石流灾害在短时间内结束，但灾害带给受灾人

群的创伤却是长期的，回顾灾害发生历史，并不是为记住伤痛，而是为减少灾害发生做出努力。

灾害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恶变反应，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历史，所以灾害会一直是环境

史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也将为之做更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