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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国际视角

周　琼

环境史以揭示人与自然在历史中关系的流变及诸如环境各要素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中国

环境史因此成为传统史学研究中充满魅力的新领域。国内外不同学术领域、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

的学者，就中国环境史理论、方法、研究视角进行频繁的交流及研讨，在思想及理论研讨范式上的诸

多碰撞及交融，构成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环境史学者对中国环境

和历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其成果不断涌现。虽限于其不同研究视角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存

在不能系统深入的特点，但其先期研究为后来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借鉴。

美国环境史学家马立博（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２年撰写的“Ｃｈｉｎａ：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于２０１５年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国内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性著作，在中国环境史

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书评及相关讨论层出不穷。本期栏目中，米善军的《环境变迁视角下的中国

历史———〈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品评》一文，在对比马立博和伊懋可两位西方学者所著的中

国环境史研究著作的基础上，通过异同点和对书中所述内容的评价，同作者展开直接对话，认为中

国环境通史著作宜采用传统纪传体编撰。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交流与碰撞尤为可贵。刘煜泽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评介———一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环境史》一文，则从中国本土学者

的视角对该书的内容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评价，并在与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对比中指出了该书对中国

环境史研究的巨大贡献，以及单一运用西方理论方法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当西方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中国环境和历史问题时，中国的学者也将视角转向世界其他文明

区域的环境和历史发展状况的研究。袁晓仙《环境史视野下美国建坝洪流时期的反坝运动

（１８９０—１９７０年）》一文，以美国近现代建坝和反坝运动为例，重新讨论和阐释了美国反坝运动的过

程，认为美国建坝与反坝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河流开发及河流生态建设具有启迪性意义。

中国本土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中国环境史的思考及交流亦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聂选华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向度的审视与反思》一文，以一次环境史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通过比

较人类学、生态学、民族史、环境史、农学和林学等不同学科和研究视角对特定问题的对话与讨论，

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现实向度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无疑对当下的中

国生态恢复与生态文明建设具研究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