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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生态文明：环境史研究之现实关怀

周　琼

环境史学的出现源于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作为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比

环境史更具有资鉴现实之价值。环境史长期以来关注现当代以前的环境变化问题，以及环境转变

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一直认为环境史作为史学分支，其不仅具有向后看即寻

找环境演变轨迹之作用；同时也具有回到当下，分析总结当前环境问题的功能。在回顾历史、感

知当下的基础上，环境史还可以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参照。当然，环境史也必须

落地当下、关怀现实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自身发展，而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史就具有了更为重

要的学科使命，无论是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环境史学的理论探讨，都是环境史学不可忽视

的内容。本期两篇文章皆有极强的理论探讨意识，或立足全省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过程，或以区

域环境史理论的思考为案例，探讨当代环境史视域下的区域生态文明理念及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已通过最新的宪法修正案而进入国家宪法，这在中国国家发展历程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生态文明入宪也奠定了未来国家的发展路径。作为资源禀赋十分优越的云

南，更是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努力发挥自身优势，而青山绿水就是最大的优势。坚持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理念无疑是当下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与方向标，也为当前

的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即环境政治史，从环境角度看国家及区域环境理念的形成发展过

程。?学荣对基诺族当代环境变迁与生态文明进行了研究，在对区域调研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认为基诺经验是对绿色生态的自觉选择，初步思考了基诺族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塑造关系，

力图探讨特殊形态的区域生态变迁理论模式，思索这种选择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

作用。

无论是环境史研究还是生态文明建设，距离发展成熟都还任重道远，环境史只有不断从现实

问题中汲取养分，才能茁壮成长；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从环境变迁的历史轨迹中获取经验与教

训，才能少走弯路。


