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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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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是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作者马立博在广泛

吸收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对中国从史前到现代进行了详细的考

察。同时，作者在该书中也对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中国古代市场发展与环境等一些专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

当然，单一运用西方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研究，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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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同时中国环境史问题
涉及面极广，有关文献资料相对缺乏，再加上中国环

境史的研究尚未得到深入发展，因此要完成一部中国

环境通史有相当大的难度。国内目前尚未出现一部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性著作，而美国学者马立博教

授则率先完成了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性的著作。

马立博（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ａｒｋｓ），西方著名的中国史、
全球史、环境史学者，对于中国环境史有着深入的研

究，曾发表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Ｐｒｉｃｅ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７０７—１８００”等多篇论文，１９９８年其完成了有名的
关于中国断代区域环境史著作“Ｔｉｇｅｒｓ，Ｒｉｃｅ，Ｓｉｌｋ，
ａｎｄＳ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此书的中译本《虎、米、丝、泥：帝制晚
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于２０１１年出版）。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英文原版为

“Ｃｈｉｎａ：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于 ２０１２年由
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出版。其中译本则经关永强、高
丽洁完成翻译，于２０１５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此书分为８章，共计５３．５万字。书中，作者广泛
吸纳西方世界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从原

始社会到２１世纪的各领域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进



行探究，并在某些专题方面提出了较为深入的看法，

如关于市场为纽带连接上层政府与下层农民家庭的

改造自然的模式、汉民族逐步的扩张及其改造自然的

单一模式、中国古代环保思想及其效用等。作者在面

对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涉及学科领域众多与相

关文献史料短缺的情况下，能完成这样一部开创性的

著作，确实对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具有不少启迪性的

作用。但书中作者单纯使用西方理论成果对中国环

境史进行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

视。此前该书译者关永强等人已有专文对其进行了

相关介绍，这里笔者将在此基础之上，先对作者思想

进行梳理，而后对此书几个较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

论，最后对此书做一个总体评价。

一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由引言、正文、结

论、参考文献和索引组成。其主要以时间为顺序论

述中国环境史，展现出来一部“中国环境破坏史”。

引言之中作者即指出中国四千年历史上的环境破

坏，而本书的目的就是“将试图讲述这个巨大的环

境变迁故事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１］１。作者认

为，正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类四千年来建立的

“独特文明形式”［１］１，改变并消耗了自然环境，从而

实现了自身长期的持续性。

本书正文以时间为顺序，“以环境为主题，将其

置于传统的中国历史分期框架之下进行探讨”［１］１３，

从第二章正式开始展开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在作

者的论述中，“中国”这一概念是在不断发展中才形

成的。在这片土地上囊括了众多的生态系统，其独

特的自然环境为中国最早文明的出现准备了特殊条

件。在中国五个地区，分别独立出现了农业，久而久

之形成了南稻北稷的模式，并在中央政权的保护之

下，集约型的家庭小农耕作的中国式农业开始出现。

由农业出现而产生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气候的暖湿、

统治集团的出现，结果就是“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

成，拥有发达青铜文明的商朝也由此诞生。从农业

出现开始，同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相应发生，于是，

“早在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对环境施予了显著

的影响”［１］６４，这种影响随着“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完

善不断扩大。但史前人类对环境影响能力极小，当

时中国人并未大范围改造过环境。

进入早期帝国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定居农

业、战争与精英集团的共同作用导向了一个新的局

面”［１］７２，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合体形成并不

断延续。同时“家庭式农业通过与货币化的市场经

济相连接的税收和劳动力，构成了中央集权制官僚

政府的基础”［１］７４。中国改造自然的基本模式，在这

个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也开始

在中国边疆用自己的方式改造自然，早期的汉夷冲

突由此展现。从周到战国再到秦汉的首次大一统而

出现大规模工程，对北方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密集

化。与此同时，伴随环境的破坏，中国出现了早期完

备的保护环境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基本属于空

谈，未付诸实际。伴随着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与瘟疫

的横行，汉王朝走向灭亡。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帝

国中期，伴随着气候的转冷，造成了北方汉族生产的

下降与少数民族南迁，结果就是汉夷冲突的严重加

剧。两晋南北朝在北方的斗争中，少数民族取得了

完全的胜利，而汉族被迫南迁。长期的开发与战争，

中国北方的森林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汉人的南

迁又导致汉族社会模式的扩大、水稻的单一种植模

式在南方广泛推广。随后的大一统之中，汉民族在

疟疾等阻碍因素与新技术开发的背景下，继续向四

周扩张。这个时期还需注意的是黄河的泛滥开始加

剧，大运河的开凿也极大影响了北方周边环境。

到了帝制晚期的中国，“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经

济的商业化都对环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１］２１６。

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环境的巨大压力与环境开发

的巨大转变。等级结构的市场体系支配地位的确立，

使得对自然开发的效率急剧增强。中国的扩张仍在

继续，周围边疆地区不断纳入汉族社会模式。此时中

国的工业产量与农业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而其基础

则是对环境资源的大力开发，中国也到了它的生态极

限。虽然生态已经到达了极限，但面对需求压力，结

果就是对资源进一步开发，山区丘陵也被纳入其中。

这样带来的就是全国性的环境危机。近代前期的扩

大的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中，为满足与中国的消

费需求，国外的资源开发也对环境造成影响。随着中

国进入列强支配的近代，外国人进入中国又开始了新

的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边疆过度开发与森林过度

砍伐带来的环境危机和其他危机连锁反应而导致严

重社会危机。其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一个已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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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了的自然环境。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统治权之后，“标
志着一个国家意志推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新时代的

开始”［１］３４９。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６０年中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为全世界
规模最大，然而也可以说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经济

体之一”［１］３４９。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虽然对

于发展理解有差异，但相同的都是快速发展中国经

济。同时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之下，毫无环保意识的

发展导致了此时段环境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可能忽视，环
保组织与环保活动已经不同程度展开，但是其结果

我们不得而知。

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对书中提出的主要思想做

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

议题，即１９４９年问题、中国生态恢复弹性以及水、森
林等问题，又总结了贯穿全书的中国环境变迁的诸多

驱动因素，如政府、市场、技术、文化、人口等，并把中

国环境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了考察：中国有其

巨大的独特性，“中国及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

只是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而常常是世界历史发展

的推动力”［１］４５７，同时也存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巨大的

同步性；现今的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开始大力行动，但

是如同古代一样，中国环境问题依然持续恶化，中国

的生态系统也在逐渐失去其回复弹性。

二

中国环境史这门学科，尚处于年轻阶段。在一本

书中探讨其四千年以来的所有环境史问题，本来就是

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马立博在中外学者中首次完

成了这项任务，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伟大工作。在作

者第一部专门探讨中国环境史问题的著作《虎、米、

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中，作者按照与

布罗代尔模式相对应的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岭南断代

环境史问题，是对“中时段”历史的研究。而在《中国

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作者将研究的时间与范围

扩大到中国全境与全部时段，完成了对中国环境史

“长时段”的研究，完善了自己的体系。此前伊懋可

教授完成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同是对

中国环境史研究“长时段”的著作。该著作由模式、

特例、观念三部分组成，分专题区域性质的探讨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与伊作相比，马

立博的著作则更注重按时间顺序进行论述，规划出了

中国由古至今的环境史体系。

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中，作者

谈到，人类从来就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人类的

“文化”是在讨论环境史问题中不可缺少的命题，但

更多的焦点则放在了作为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

人类的经济行为之上，“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

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自然资源”［１］７。一般

讨论历史问题尤其是经济史问题，环境因素基本都

被当做背景影响因素定位。而该书则把经济问题作

为影响因素来探讨环境变化。作者最突出的观点就

是从市场问题来展开讨论。２０世纪美国学者施坚
雅在三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市场理论，引

起了西方学界的轩然大波。“施氏原意，不过是要

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

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２］在此理论影响之下，马立

博着眼了从市场理论开始对环境史的影响。事实

上，中国自汉代起市场已经逐步形成，到１６世纪已
经相当完善。传统中国以市场为枢纽，上层中央政

权与下层小农家庭相结合，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支

撑国家机器的运行，国家也为小农提供安全保障、基

础设施的修建等，从而构成了强有力的开发自然资

源的方式，支配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经济活动。这种

方式它可以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专注于生产一种或数

种商品，而使自然改造单一化。“市场也可以把单

个地区人们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大

得多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需求，从而使得从某些很

遥远的地区生产和收获这些产品在经济上成为可

能”［１］２２２。而后的扩大的对外贸易，展现了中国市场

对全世界上多个地方环境的强大影响，外部的市场

在近代也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极限。

相比于国内主流的视野，马立博强调汉族与其

他民族的相对的论述。作者的观点在研究中国环境

史甚至中国史中，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中国文化多

源起源，在“中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生

态环境变化不仅仅是由‘汉人’造成的”［１］３，不同民

族不同程度上都对中国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中国

的环境史显然并不是多个民族千年以来共同书写

的。作者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到很多“新清史”的影

子，“汉人”以原来的黄河流域为根据地，千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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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持续与“非汉人”的冲突，在“非汉人”与“汉

人”不断的冲突摩擦中，“汉人”不断融合周边民族，

逐渐成为开发中国自然环境的主要支配者，“中国

环境史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在叙述汉人怎样从其他族

群那里获取已经被他们改造并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

土地”［１］４，虽然其他民族也通过一定方式改变汉人，

但最终汉人则将自己单一的文明模式扩大。

中国的环境不断遭受开发与破坏，但是中国则

展现出了非凡的可持续性。作者对此给出的解释就

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

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农业生

态系统”。在市场的互补之下，通过不断征服，结果

就是中国环境的单一化。“中国的环境史是一个环

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故事。”［１］１１

“汉人”创造了单一的生态环境，其他民族不断消

亡，汉人的社会模式不断扩大。

相比于国内学者袁清林的《中国环境保护史话》、

陈业新的《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等

书展现的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与环保运动的实践，马立

博的另一个显著命题则是，虽然千年以来中国形成了

完备的生态意识体系，但是基本没有付诸实际。老子

曾言“道法自然”，对待自然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天

人合一”，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国大

多数历史阶段中都是反思性质的空谈。

三

不可否认，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

代》这部著作有着巨大意义，但作为第一部同时也

是出自外国人之手的中国环境通史，其也有很多地

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争议。

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非常广泛地采

纳了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包括施

坚雅的市场理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等等。纯

粹采用西方理论方法而基本不使用中国国内学者的

研究成果，这应该算是此书的一大遗憾，这也导致作

者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单方面视角的误区。中国环境

史学科目前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王利华等人也逐渐

取得了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讨论大量中国历史问

题而直接无视中国国内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做法显然

是不妥当的。如中国古代市场问题，许檀、邓亦兵等

人的研究是不能被忽视的。实际上，从此书在对中国

环境史问题的探讨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史料的不足，

它的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是非常薄弱的。

当代历史研究的走向，越来越变成“看不见人

的历史”。但马立博这部环境史，似乎“人”显得太

多了。该书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为了让不懂中国

史的人看明白，对于中国的其他历史发展介绍过于

详细繁琐。如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了诸如大运河修

建等大量传统史学的话题。读完这部通史之后，给

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作者似乎是将

环境史的观点直接生硬地加入到了中国历史的框架

内：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本大历史，而非一部人与自

然环境互动的历史。

除此之外，通观这部著作，作者对中国环境的变

迁基本上充满了浓厚的消极评价。这部作品与其说

是中国环境史，倒不如称为“中国环境破坏史”。比

如，作者描述的中国市场与海外环境问题，将二者联

系起来是可以的，但是将海外环境破坏完全归根于

中国，基本忽视了卖方市场的作用，这显然有失偏

颇。另外，全书所带有的中国衰亡与黑暗色调，也是

本书的一个西方视角过于强烈的反映。

当然，毋庸置疑，虽有瑕疵，但此书毕竟是中国

环境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作者马立博在广

泛吸收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对中国从史前到现代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环境考

察，其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如作

者在书中大量使用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历史，这正是

国内史学界所缺乏的。事实上，马立博的这部著作

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应该看

到，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刚刚开始，有关中国环境的故

事还亟待讲述，也需要被更多的人理解，因为中国环

境史的深刻意义不仅关乎中国，更关乎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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